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模板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一

《人生海海》是麦家在时隔8年之后的首部长篇之作，于20xx
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故事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
“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
叹息的人生况味，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也有时间带来的仁
慈。

人生海海，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起落浮
沉，象大海一样茫茫然,没有固定的去向,总是会起起落落,总
是有很多不定因素。

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轨迹里。
每个人都活的挺苦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眼里看到的，不是真相，真相远在生活的最里层，你得层
层拨开，抽丝剥茧，逐渐接近真相，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自
己，看到曾经在心里始终过不去的那一切，也在放下那一切，
放过了自己。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好多的细节铺垫，好多的反转，在恍
然大悟之中又必须承认，他们就是这样的，这样做，这样活，
也这样结束。这才是真实的人生，真实的人性。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二

去年暑假，我去禹城买辅导资料以及一些有哲理性的书籍。
我的手在书架上来回地摸索着，终于一本书进入了我的视线，
它就是《品味人生》。

我从小就爱听故事，因为在这故事中我可以学到一些不可估
量的道理。它比家人的关心以及教育更具有说服力。碰巧的
是那几天一直在下雨，我就津津有味的“吃书”。在读的过
程中没读懂，就要读好几遍，我弟弟就说“才这么几篇还没
读完啊！”我说：“弟弟，读书不只是读，而是看你学到了
什么。”

读完以后掩卷沉思，我觉得人生何尝不是一本书？在你出生
时就是一张白纸，它是否能变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就靠你自己
去描绘。人生就意味着责任，就意味着创造。

读完这本书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得到了改变。

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也许你会怀疑，一本书就会有这么大
的魔力？其实，不只是这本书的作用，更是自己内心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本书说的有道理。我愿意去接受并且我
的内心也想去改变。这本书它使我的心更加充实，思想也趋
于成熟，当然，这还需要以后我人生的经历来实践。

我，已不是那个任性的小女孩了。

品味人生，就是感悟人生，体会人生，体会人生的过程，希
望我们都能交一张满意的答卷。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三

《自然与人生》是日本现代作家德富芦花的散文集，也是日
本近代随笔文学的经典之作。德富芦花曾远游俄国，拜访托



尔斯泰并受其启迪，从而选择远离喧嚣，迁居乡村，回归自
然与大地，过起了身居茅舍、晴耕雨读的理想生活。

文学家对世间万物的体察总是更细微一些，于是借由自然体
悟人生便成为了一种传统。嵇康有“目送孤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华兹华斯也说，“如今我懂得了如
何观望自然，时常从中听到幽静而又悲伤的人生音乐，它既
没有激昂，也缺乏豪爽，却有净化和征服灵魂的宏大力
量。”而德富芦花也是如此，他通过倾听万物来回归本我，
通过体悟自然来洞见人生。这本书既是作者对自然的写生，
亦是其对人生感悟的写生。阅读这本书，我常常会为作者传
达出的美感与哲思所打动。

霜晨也罢，凉夕也罢，无论是白昼日光灿灿，还是夜半月光
皎皎；山光也罢，草木也罢，无论是富士披雪、湘海朔风，
还是白菊映月、古寺早梅；乡情也罢，野趣也罢，无论是江
村八月垂钓碧鲈，还是青芦洲上采集百合……春花秋月，夏
蝉冬雪，四时之景、草木之美、生活之趣无不尽收笔下。
《自然与人生》中的散文大多篇幅短小，却笔墨灵秀，经由
作者妙笔点染过的文字极富美感。“有月美，无月亦美，在
风轻露凉之夜，你不妨在林子里漫步穿行……耳闻雨声一般
的虫鸣，大自然仿佛成了一只虫笼，真是妙哉。”书中文字
的美，不仅美在诗化的文字表达，也美在他极细微的生活体
验，更美在他对大自然的深切热爱。《自然与人生》被誉
为“对国民施行美感教育的良好教材”，自然之美是可以陶
冶性情，开拓胸襟，引人向善的。

《自然与人生》中有美，更有哲思，有理趣。”对于平凡事
物，德富芦花常有不凡之思。看到鲜花或河水，他因起时光
易逝之思:“今天的蓓蕾，在翌晨变成了鲜花。昨日的鲜花，
今天只留下残影。”“”竹叶漂来了，倏忽一闪，早已忘不
见了。亚历山大、拿破仑，莫不如此。他们今日何在？流淌
着的唯有这河水。”透过小小的檐下水洼，他却看到了广
阔:“莫道檐水浅，君不见万里碧空怀里抱？莫道檐水小，君



不见蓝天水中照，落花点点漂浮？……相比之下，人类世界
显得何其狭隘。”

莎士比亚认为涓涓细流犹如万卷书籍，路边小石寄寓着神的
教诲，大千世界处处可受到启迪。《自然与人生》就是此话
的写照，诗意栖居、四时之美，令人陶然忘忧；而体悟生活，
理趣盎然，却又别有滋味。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四

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
步，特别是当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
笔直的，没有岔道，譬如学习上的岔道口、事业发展的岔道
口、个人生活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
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我们当代青年在学习、工作、
生活上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我想我们最缺
乏、也最需要的是可以逾越的人生理想、积极向上的奋斗精
神、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坚定品格。下面，我
就浅谈一下读路遥《人生》这本书的感悟。

感悟一：理想是我们人生进步的阶梯，有了理想，我们才能
用心的去学习、工作和生活。《人生》这本书描写了一个高
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农村人-高加林，为了脱离父辈们"面
朝黄土背**"的农村生活，而不断争取美好生活的过程。奋斗
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坎坷，同样也充满了幸福和快乐。我们
应该反思，我们是否树立了心中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否为自
己的职业发展做出了规划？我们目前的学习、工作状态是否
符合这个理想和规划的要求？如果不符合，就要立即改正。
同时，我们的理想和规划要在大局的框架下制定，也就是符
合现实需要，如果理想高不可攀，那就像"海市蜃楼"、"空中
楼阁"一样虚无缥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治安
保卫队是一个做好服务的综合性部门，工作质量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了红石湾矿的形象。那么，提高个人工作能力，促
进治安保卫队工作质量提升，维护矿区形象，推动个人成长



成才，这就是我的理想。

感悟二：奋斗是实现理想的途径，唯有奋斗，才能笑着品味
实现理想的果实。《人生》这本书写的跌宕起伏，高加林高
中毕业成为农村的一名代课教师，在希望的曙光到来时，结
果其他人利用关系顶替了他的位置，破灭了他的理想。他在
人生的岔道口面临着艰难抉择，是甘于平庸，还是继续奋斗。
在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又一次激发了高加林的雄心壮志，
开始了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他的生活三起三落，但从没有
磨灭的就是旺盛的斗志。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面临的工作
有多么困难，都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迎难而上，一定要
破除破除碌碌无为、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坚冰。"办法总
比困难多"。我们要时刻珍惜集团公司做强做大给我们带来的
难得发展机遇，牢固树立"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意识，"
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信念，自我加压，永不言败，突破"
瓶颈"，不断超越自己，向着理想前进。

感悟三：实干是实现理想的基础，唯有实干，才能为实现理
想浓墨重彩。这也是《人生》这本书主人公高加林最缺憾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脚踏实地，他热爱生活，淳朴辛
劳。但这个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把握不好人生的方向盘，
染上了贪婪，学会了投机，抗拒不了诱惑，让他品尝了人生
的甘苦。为了进入城市更好的生活，他舍弃了深爱他的农村
姑娘，利用关系到城市工作，重新开始了一段恋情，然后被
揭发，重新回到原点，回来时已物是人非。要让理想变成现
实，就要立足基础，珍惜当前为我们付出的企业、人和我们
为之付出的努力。因此，我们的着眼点要"高"，要以对企业
负责、对本单位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
着手点要"沉"，要沉下身子抓工作，深入现场抓落实，切实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重点要"准"，要在繁重的工作中
理清思路，抓重点、抓关键，使各项工作健康协调发展；着
力点要"新"，要在勇于探索，富于创新上下功夫，用新的思
路，大胆地开展工作。始终树立"严、紧、细、实"的工作作
风，对工作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



验收，立说立行，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见实效，做到"踏石留
印，抓铁有痕"。

感悟四：坚持是实现理想的保证，唯有坚持，理想才会成真。
《人生》一书中体现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坚持，充分说明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充满了艰辛。在
人的一生中，其他是无限的，唯有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在
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更多的事情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面对
当代的青年，我感觉到最缺乏的品质就是坚持，思想摇摆、
好高骛远、怨天尤人等现象普遍存在，缺乏坚持的信念和勇
气，"行百里半九十"。我们要知道，每一件事情，谁坚持必
胜的信念，谁就能笑到最后。"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为了工作、为了企业、为了社会，为了自己，我们要
坚持，坚持心中的理想，坚持奋斗的精神，坚持实干的作风，
到达理想的彼岸。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五

近期，在坊主田利娜老师的推荐下，有幸拜读了吴奇老师的
教育著作——《阅读照亮教育人生》，感触颇深。作为一名
青年教师，我深深地懂得：阅读照亮的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人
生，还照亮了我的职业——教育。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假如生活中没有书籍，就好像
植物没有了阳光；学习中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了翅膀。
阅读是了解人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佳途径。学生在
学校学到的主要是课本上的知识，有很强的局限性。长此以
往，孩子只是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那么他们的知识结构就
会趋向单一，不利于他们知识的建构。而阅读有益的课外书，
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阅读还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文学作品
中那些主人公所具有的美好品格，那些特有的人文精神，很
容易感染我们的学生，引起学生对生活的认知，产生丰富的



人生体验，使学生受到心灵滋养，得到精神上的成长，从而
优化思想认识，走向更好的自己。

在阅读的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断提升。平时，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要依赖老师、教材和课堂，这种学习模
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阅
读一些有趣而又和教材内容相关的书籍，会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主动性。让学生在主动学习、主动吸收知识的同时学
会开动脑筋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积极运用这些知识解决
问题，从而有效地培养和确立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使他们
从被迫学习转向主动的学习。这也是我们提倡主题阅读、群
文阅读的好处。

这么看来，阅读和教育密切相关，和学生的成长更是息息相
关。要想让学生热爱阅读，为师者首先做一个学生读书的点
灯人，愿我们每个老师都能成为那一点微光，照亮孩子前行
的路，照亮我们的教育人生。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六

读完之后，觉得这确实是一本好书，所以写点读后感，也推
荐给你。

合上书，开始有点意识流起来。最快闪现的就只有两个字：
定位！因为这两个字无数次在书中提到，我觉得这本书的命
名和内容就是一个很好的“定位”案例。

然后便想到：定位即自知，自知者明。又想起了《孙子·谋
攻》：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
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中其实也蕴含了定位的
思想，当面对一场挑战或一场竞争，正确分析敌我的优势和
劣势，扬长避短，这样获得胜利的概率就大些。所以说：夫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定位，这是每个组织机构，个人都需要的，在扩大说万事万
物都需要定位。

定位其实就是定义的近义词。自然哲学中对万物做了定义，
才可以让我们更系统和科学地探究自然万物；企业对产品有
了好的定位，这样才可以引导消费者购买产品；政府给自己
一个合理的定位，这样才可以更好的执行职能；个人也学要
定位，在生活中不要信誓旦旦好高骛远，先定位再努力寻求
下一个定位。

这是一本营销类书籍，书中传授了许多技巧，比如：如何产
品命名，如何抢占消费者心智，如何建立品牌和品牌外
延……但我想记得这些技巧是没有什么用处，书中也介绍了
不少的案例，归纳到一起就是：定位成功了，它成功了；定
位失败了，它失败了。这样的案例分析似乎太千篇一律和片
面化了。

看完之后，总结了一个公式：营销=心理+沟通+销售。
（1）“心理”就是分析针对消费群体和相关群体的心理分析，
需要了解“产品接收者”的需求和行为心理，然后是有目的
合理的定位；（2）“沟通”即信息传播，不同的媒介去告诉
潜在的客户群体我的产品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这是个“一对
多”的信息传递过程，需要树立的是一种公信力；（3）“销
售”是一个“一对一”的信息传递，意味着离成功不远了，
这个过程更多的是一些谈判技巧，合作模式等等上的事
情。……营销技巧很多，4p、4c应该是比较有名的，不过，这
也只是技巧，一种思维的框图。营销归结起来，它的首要任
务就是对消费群体的需求探究。

还没有在公司工作过，凭空想象，我觉得作为一个运营部门，
这三者是最关键的，也是工作的主职。所以，我们要有市场
部调研市场，分析消费者心理和市场，制定销售方案，跟进
和协助销售；还要有销售部负责与客户“一对一”的谈判，
促成交易。



但是，营销的概念应该是一个系统，整体的概念。如果要起
决定性作用，是要整个企业上下统一营销战略和理念。它内
在的要求就是“产品的发送端”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整合
营销”貌似是时下一个挺时髦的词。

在知识社会，掌握知识和技术就是核心竞争力。在信息膨胀
的社会，聚散为整化繁为简就是战略。在自由主义的社会里，
拥有个性比拥有共性更加突出。

人生若如初见读后感篇七

在过程中每个人的表现其实也很有意思，每个人心中都有鬼，
所以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对于彼此有着猜忌。

他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最终也只会逐一被击破。

因为没有办法彼此相信，或者说，相信后的反咬，才是人们
所害怕的结局。

曾经的期待被辜负，远远比没有开始要难受的多。

可是不信任，也是会被击破。

可以从外界，也可以是从自己内心中的防线。

所等待的，不过是一个结局，所期待的，不过是一个释怀。

几近完全按照童谣进行下去，对于结局的确认与侥幸，都是
一种煎熬。

无人岛上的遭遇，因为手稿，也终于会被揭晓，更多的人有
罪，上帝的审判迟迟没有下来。

不要心急，上帝的审判终究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