
最新快乐的读后感(精选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快乐的读后感篇一

读完《论快乐》这篇文章，让我对快乐这个平时看来很普遍
的名词又多了一份认识，《论快乐》读后感上。

有人从字面上直译快乐，就是很快的，值得我们高兴的事，
的确是这样。在很多场合上我们会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发出
诚挚的祝福，祝他们快乐，而且是很贪婪的希望他们每天都
快乐，但现在看来，也许这真的只是一种愿望，快乐是一种
奢侈品：“‘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
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也终于知道我们
为什么会毫不怜惜地把‘快乐’这个词大方的送出去。

快乐，每个人都经历过，只是那种感觉太短暂，有时候会让
我们忘记在那段时间里的我们，只因为她短暂，让我们还来
不及享受，只有回味的权利。也是因为短暂让我们觉得我们
没经历过，所以会有很多人抱怨上帝眷顾自己，因为自己不
快乐。其实快乐和机遇是一样的，在每一个人的手里握着，
只是有的人把握得住，所以他们觉得很快乐，而有的人不知
道这个道理所以总是埋怨别人的不是，老师给自己制造苦恼
殊不知，快乐已经和他丢弃的时间一样溜走了。

再者，快乐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是不一样的，对名利看中的人
在自己得到更高的权利时，会觉得这是快乐的时刻；对成绩
看中的人而言对自己取得高分就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对
于唯利是图的人来说，哪怕得到一丁点好处也会沾沾自喜；



在无私的人看来，能帮到别人那就是一种幸福，读后感
《《论快乐》读后感上》。这样看来快乐并不是完全褒义的，
有些人的快乐并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

快乐的确是好东西，他会让人们去不断追求，在追到并享受
之后，又会去找寻新的快乐，与其说是一种继续不如说是一
种弥补，弥补之前未能好好拥有，但是，人们却未发现其实
每一个快乐的过程我们都享受了，只是因为太短促，会让我
们觉得我们好似没有珍惜，也许这就是快乐存在的意义，他
让人们不断拥有又不断追寻，让人们对它变得贪婪，就好像
是一种人生目标，当我们实现一个梦想时，会很快乐，但无
论什么样的梦想都回过时，所以我们会重新加快脚步，寻求
下一个理想，换句话说就是寻找下一个快乐。 在我眼里，快
乐真的是很容易很简单的，和朋友在一块聊天，和家人一起
吃饭，一直存在的就是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哪怕得
到别人的称赞也会觉得很快乐。由此看来快乐是很容易得到
的，所以在我的快乐观里，快乐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你有
积极的生活态度，遇到不幸的事不要一味的去想，而是化悲
痛为力量，去获取人生的真谛。

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大部分决定于自己，只有少部分在别人手
中，所以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握好自己手中的那一份让自
己快乐的活着，这样不仅会使自己快乐，在你操纵自己手中
的这份权力的同时，你也把别人在你手中掌握的快乐给散发
了出来，自然而然，他们也会由被动为主动的去操纵去参与
快乐。

快乐是简单又不简单的东西，其主动权在每个人的手中，所
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寻求而不是一味的抱怨。

快乐的读后感篇二

《论快乐》是每周一读中第五单元：道德与伦理中的一篇文
章，作者钱钟书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记得师范初涉《围



城》的时候，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位睿智的老人，工作以后又
将它认真细致地重读了一遍，加之年龄的增长，就愈加能从
他的幽默洒脱的文笔中领略他的个人魅力。

《论快乐》也是这样一篇充满他智慧的小短文，广博深湛，
俯仰拾掇，字字珠玑。文中对“快乐”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诠
释。首先说它是易逝的，“欢娱嫌夜短”;再说“ 永远快乐
不但是渺茫地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地不能成立”;接下来又向
读者阐明快乐是人生存下来的催化剂;然后又说明快乐其实是
精神层次上的感受;最后作者坚定地认为“人生虽不快乐，但
仍能乐观。”这里前面的“快乐”意味着物质上的享受，而
后面的“乐观”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涵义才是作者所认为的真
正的快乐。而这句话也是文章的主旨。

快乐是什么?这个不知问和被问过多少遍的问题如今仍反复出
现在我们面前。有人从字面上直译快乐，就是很快的，值得
我们高兴的事，的确是这样。在很多场合上我们会对自己的
亲人，朋友发出诚挚的祝福，祝他们快乐，而且是很贪婪的
希望他们每天都快乐，但现在看来，也许这真的只是一种愿
望，快乐是一种奢侈品：“‘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
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
也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毫不怜惜地把‘快乐’这个词大方
的送出去。钱老有他的解释，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当然他
总能给我带来许多新的启迪，并使我受用终身。虽然他在文
章中也没有给快乐下明确的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
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
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
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
论断。正如他所说属于精神的，快乐其实是一种心理感受。
要不要快乐由你自己决定。懂得快乐、善于快乐实在是一种
智慧、一种气度、一种气魄。有人说，快乐有时就像在天上
飞的风筝一样，虽然有时你看不见它，但线在你手中，它不
会飞远，只要你愿意，快乐就会随时围绕着你，直到永远。
拥有了一颗快乐的心，你就知道，快乐是无处不在的。有人



说痛苦。其实痛苦和快乐原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同的只是
在于你的选择。就好像冬天和夏天一样，如果你选择夏天，
认为夏天会给你带来快乐，然而冬天定会来临，它并不会给
你带来不幸和痛苦，只是你选择了夏天而拒绝了冬天，所以
才有不幸和痛苦的产生。其实，不管是夏天或冬天，对你来
讲都没关系，不同的只是你的感受。

快乐，每个人都经历过，(读书笔记 ) 只是那种感觉太短暂，
有时候会让我们忘记在那段时间里的我们，只因为她短暂，
让我们还来不及享受，只有回味的权利。也是因为短暂让我
们觉得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会有很多人抱怨上帝眷顾自己，
因为自己不快乐。其实快乐和机遇是一样的，在每一个人的
手里握着，只是有的人把握得住，所以他们觉得很快乐，而
有的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总是埋怨别人的不是，老师给自
己制造苦恼殊不知，快乐已经和他丢弃的时间一样溜走了。

我会快乐……其实快乐很简单，就在于你会不会满足。人家
说，知足者长乐。

在我眼里，快乐真的是很容易很简单的，和朋友在一块聊天，
和家人一起吃饭，一直存在的就是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
时候哪怕得到别人的称赞也会觉得很快乐。由此看来快乐是
很容易得到的，所以在我的快乐观里，快乐其实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有积极的生活态度，遇到不幸的事不要一味的去想，
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去获取人生的真谛。

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大部分决定于自己，只有少部分在别人手
中，所以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握好自己手中的那一份让自
己快乐的活着，这样不仅会使自己快乐，在你操纵自己手中
的这份权力的同时，你也把别人在你手中掌握的快乐给散发
了出来，自然而然，他们也会由被动为主动的去操纵去参与
快乐。

快乐是简单又不简单的东西，其主动权在每个人的手中，所



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寻求而不是一味的抱怨。

快乐的读后感篇三

论快乐》是一篇充满智慧的短文，广博深湛，俯仰拾掇，字
字珠玑。文中对“快乐”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诠释。首先说它
是易逝的，“欢娱嫌夜短”；再说“永远快乐不但是渺茫地
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地不能成立”；接下来又向读者阐明快
乐是人生存下来的催化剂；然后又说明快乐其实是精神层次
上的感受；最后作者坚定地认为“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
观。”这里前面的“快乐”意味着物质上的享受，而后面
的“乐观”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涵义才是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
快乐。而这句话也是文章的主旨。

快乐是什么？这个不知问和被问过多少遍的问题如今仍反复
出现在我们面前。钱老有他的解释，我也有我自己的理解。
当然他总能给我带来许多新的启迪，并使我受用终身。虽然
他在文章中也没有给快乐下明确的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
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
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
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
论断。正如他所说属于精神的，快乐其实是一种心理感受。
要不要快乐由你自己决定。懂得快乐、善于快乐实在是一种
智慧、一种气度、一种气魄。有人说，快乐有时就像在天上
飞的风筝一样，虽然有时你看不见它，但线在你手中，它不
会飞远，只要你愿意，快乐就会随时围绕着你，直到永远。
拥有了一颗快乐的心，你就知道，快乐是无处不在的。有人
说痛苦。其实痛苦和快乐原来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同的只是
在于你的选择。就好像冬天和夏天一样，如果你选择夏天，
认为夏天会给你带来快乐，然而冬天定会来临，它并不会给
你带来不幸和痛苦，只是你选择了夏天而拒绝了冬天，所以
才有不幸和痛苦的产生。()其实，不管是夏天或冬天，对你
来讲都没关系，不同的只是你的感受。



对于我们这代70年下的蛋，对快乐的感受一定和钱老所在的
年代大不相同。当我终于理解父母的指责源于他们的爱时，
我会快乐；当得知自己暗恋了好久的心上人同样也暗恋我的
时候，我会快乐；当和朋友通宵聊天喝酒狂欢的时候，我会
快乐；当找工作处处碰壁突然有人告诉我“你被录取”的时
候，我会快乐；当上网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帖子或博客点击率
大增的时候我会快乐……其实快乐很简单，就在于你会不会
满足。人长说“知足者长乐”。这句话更是至理名言，既丰
富了自己的内涵，又把握住了自己快乐美好的人生。你就会
感到生活原来如此美好。

快乐的读后感篇四

《论快乐》是一篇布满了聪明的文章,文中对“快乐”从几个
方面进行了诠释。首先说它是易逝的，“欢娱嫌夜短”；再说
“永远快乐不但是渺茫地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地不能成立”；
接下来又向读者阐明快乐是人生存下来的催化剂；然后又说
明快乐其实是精神层次上的感受；最后作者坚定地认为“人
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这里前面的“快乐”意味着物
质上的享受，而后面的“乐观”这个精神意义上的涵义才是
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快乐。而这句话也是文章的主旨。快乐
的时光总是容易渡过，快乐的事情容易忘记，有时回首自己
走过的岁月发现真的如此，不经意间想起的全是不如意。

假期中我认真反思，快乐到底应该来源哪里？一个老师，快
乐当然来源于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学生。由于工作压力社会
压力日益增加，很多时候我们在忙碌之余已经忘记了自己快
乐不快乐。现在来看《论快乐》我觉得快乐本身就是一种矛
盾，而快不快乐决定于一个人的心态。当我们以阳光心态来
面对工作和学生，我们的快乐也随之而来。

没有真正要做个他人喜欢的人的念头。

为了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我决定先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树



立做个受人喜欢的人的思想。于是我再次找他谈话，谈话中，
我了解到他心里十分怨恨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我心里一喜，
让他认识错误的机会来了。我轻声问他：“你为什么会恨那
个老师？”他不好意思地回答：“因为她常常批评我。”我
顺着问：“老师为什么会常在课堂上批评你，你知道吗？”
他说：“因为我常违反纪律，没有按时完成作业，书写也不
工整……”“你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说明你是一个勇于
认错的好孩子，但是，这还不够，你觉得应该怎样做才
好？”“想改正错误吗？想做一个受他人欢迎的孩子吗，你
要怎样做才好呢？”“我今后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友爱，
认真完成作业……”“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哟！”“好！”后
来，他无论是在纪律上，还是在学习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当他有一点进步时，我就及时给予表扬、激励他。使他处处
感到老师在关心他。他也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确了学
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快乐的读后感篇五

欢乐王子用他身上的红宝石、蓝宝石和黄金叶片，去给那些
困难贫困的人们，让他们有点食物充饥，帮他们度过一时的
难关，(但这使他变得黯淡无光)而为他送这些宝石和叶片的
正是一只落队的燕子。但故事的结局并不是那么如人愿，燕
子由于实在受不了冬天的严寒，凄惨的死去了，而王子也由
于小燕子的死，使他那颗铅做的心裂成了两半。

欢乐王子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他把自己
身上全部值钱的东西都去给那些贫困的人们，并且不需要回
报，他诚心的期盼那些困难的人们不要再受累受苦，他不情
愿再看到如此凄惨的画面，他盼望全部的人们都像他生前那
么欢乐，他为人们的`苦难而感到哀痛，由此可见欢乐王子的
心是多么的和善、脆弱。(虽然他那颗心是用铅作成的)而故
事中的小燕子则是被欢乐王子所感动，它不得不为这样一位
好王子送宝石和叶片，然而正是由于小燕子为王子做信使，
拖延了时间，没有准时飞去南方，才使得它被残酷的冰雪给



冻死，它甘心为王子效劳，这是一只多么宏大的燕子啊。

王子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小燕子有着为人们效劳的功绩，
而我呢?没有他们做出的奉献那么大，我只能尽力而为，在和
他们相比之下，我，是渺小的，我不能像他们那么宏大，帮
忙那么多的人。

读了《欢乐王子》以后，我被其深深地感动了。王子那种无
私奉献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我们不能像欢乐王
子那样，给困难的人们宝石和叶片，但是我们能尽我们的最
大限度去帮忙别人，即使帮不上什么忙，但只要有这样的一
颗心就够了，假如你帮忙别人的话，不管是在酷热的夏天，
还是在严寒的冬天，都能感到一阵凉快或暖和，不仅如此，
你还能感受到帮忙别人的欢乐。时时刻刻帮忙别人，不求任
何回报，这就是欢乐王子要告知我们的道理。

快乐的读后感篇六

20xx年01月15日读完《论快乐》这篇文章，让我对快乐这个
平时看来很普遍的名词又多了一份认识。

有人从字面上直译快乐，就是很快的，值得我们高兴的事，
的确是这样。在很多场合上我们会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发出
诚挚的祝福，祝他们快乐，而且是很贪婪的希望他们每天都
快乐，但现在看来，也许这真的只是一种愿望，快乐是一种
奢侈品：“‘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
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也终于知道我们
为什么会毫不怜惜地把‘快乐’这个词大方的送出去。快乐，
每个人都经历过，只是那种感觉太短暂，有时候会让我们忘
记在那段时间里的我们，只因为她短暂，让我们还来不及享
受，只有回味的权利。也是因为短暂让我们觉得我们没经历
过，所以会有很多人抱怨上帝眷顾自己，因为自己不快乐。
其实快乐和机遇是一样的，在每一个人的手里握着，只是有
的人把握得住，所以他们觉得很快乐，而有的人不知道这个



道理所以总是埋怨别人的不是，老师给自己制造苦恼殊不知，
快乐已经和他丢弃的时间一样溜走了。

再者，快乐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是不一样的，对名利看中的人
在自己得到更高的'权利时，会觉得这是快乐的时刻；对成绩
看中的人而言对自己取得高分就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对
于唯利是图的人来说，哪怕得到一丁点好处也会沾沾自喜；
在无私的人看来，能帮到别人那就是一种幸福。这样看来快
乐并不是完全褒义的，有些人的快乐并不能为所有人所接受。

快乐的确是好东西，他会让人们去不断追求，在追到并享受
之后，又会去找寻新的快乐，与其说是一种继续不如说是一
种弥补，弥补之前未能好好拥有，但是，人们却未发现其实
每一个快乐的过程我们都享受了，只是因为太短促，会让我
们觉得我们好似没有珍惜，也许这就是快乐存在的意义，他
让人们不断拥有又不断追寻，让人们对它变得贪婪，就好像
是一种人生目标，当我们实现一个梦想时，会很快乐，但无
论什么样的梦想都回过时，所以我们会重新加快脚步，寻求
下一个理想，换句话说就是寻找下一个快乐。在我眼里，快
乐真的是很容易很简单的，和朋友在一块聊天，和家人一起
吃饭，一直存在的就是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哪怕得
到别人的称赞也会觉得很快乐。由此看来快乐是很容易得到
的，所以在我的快乐观里，快乐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你有
积极的生活态度，遇到不幸的事不要一味的去想，而是化悲
痛为力量，去获取人生的真谛。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大部分决
定于自己，只有少部分在别人手中，所以我们有权利也有义
务把握好自己手中的那一份让自己快乐的活着，这样不仅会
使自己快乐，在你操纵自己手中的这份权力的同时，你也把
别人在你手中掌握的快乐给散发了出来，自然而然，他们也
会由被动为主动的去操纵去参与快乐。

快乐是简单又不简单的东西，其主动权在每个人的手中，所
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寻求而不是一味的抱怨。



快乐的读后感篇七

再说“永远快乐不但是渺茫地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地不能成
立”；

接下来又向读者阐明快乐是人生存下来的催化剂；

然后又说明快乐其实是精神层次上的感受；

最后作者坚定地认为“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这里
前面的“快乐”意味着物质上的享受，而后面的“乐观”这
个精神意义上的涵义才是作者所认为的真正的快乐。而这句
话也是文章的主旨。

钱老在文章的末尾写到，“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
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得玩笑。”“矛盾”这个概念
小而理解就是对不相容的事物的一种描述，大而解释则又是
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哲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它能将不管多大
的问题给简而化之，用一个概念就概括了，但同时又神圣得
让人不敢去触碰。由此可见，世间万物都处在矛盾之中，哲
学也不例外。那与快乐相矛盾的事物是什么呢？痛苦、绝望
似乎都不能很好地来概括，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
概念，谁能给出快乐的具体概念呢？钱老在文章中也没有给
快乐下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
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
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
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论断。这与钱老当时所处
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旧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水平
极其低下。而像钱老这样的知识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空有
一身的才能却不能得到施展。在当时，钱老等一大批的知识
分高举民主救国的旗帜，传播先进的文化，用满腔的热情投
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虽然生活上境遇很差，但他们是乐观
的，在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国家、民族的
希望。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快乐的。



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西方有句谚
语“智慧是快乐的源泉”。要想拥有快乐，我们就要先拥有
智慧。应该时刻保持刻苦努力地学习，书本中的知识被你掌
握了就是智慧。智慧是快乐的源泉，要最终感受到快乐就要
去用自己的力量去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你也会遇到痛苦，
但那是得到快乐的必经之路，因为寻找快乐，痛苦是不可避
免的。事物是矛盾而统一的，在奋斗中慢慢地体会寻找快乐
的激情，为了快乐，让我们去奋斗吧！

快乐的读后感篇八

钱老在文章的末尾写到，“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
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得玩笑。”“矛盾”这个概念
小而理解就是对不相容的事物的一种描述，大而解释则又是
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哲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它能将不管多大
的`问题给简而化之，用一个概念就概括了，但同时又神圣得
让人不敢去触碰。由此可见，世间万物都处在矛盾之中，哲
学也不例外。那与快乐相矛盾的事物是什么呢？痛苦、绝望
似乎都不能很好地来概括，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
概念，谁能给出快乐的具体概念呢？钱老在文章中也没有给
快乐下定义，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
属于精神的。”他反对将“快乐分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
并且认为“这是最糊涂的分析”，由此就递进得到了“人生
虽不快乐，但仍然乐观”这样一个论断。这与钱老当时所处
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旧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水平
极其低下。而像钱老这样的知识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空
有一身的才能却不能得到施展。在当时，钱老等一大批的知
识分子高举民主救国的旗帜，传播先进的文化，用满腔的热
情投入到救国的斗争中去，虽然生活上境遇很差，但他们是
乐观的，在斗争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了国家、民
族的希望。此时的他们一定是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