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细米读后感(优秀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细米读后感篇一

我的大学读后感
这个暑假，我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第三部――《我的大学》。

这本书讲述了在作者十六岁的时候，便离开自己的家乡，独
自一人去喀山求学。但是作者高尔基并没有上成大学，上大
学便成为了高尔基的一个梦想。没上成大学，作者为了能够
生存下去而四处奔波：住在贫民窟，卖苦力，和流浪汉接触，
在面包店工作……后来，事情有了一丝转机，高尔基在和古
里。普列特尼奥夫，杰连科夫以及霍霍尔这样的大学生和进
步人士的交往中，高尔基进了一所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
社会大学里，作者经历了许许多多：经受多方面的生活考验，
对人生意义和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高尔基从小善良懂事，当他来到喀山，寄住在一个贫困中学
生家里。这个家里便有了三个孩子，这位妈妈很可怜，高尔
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算是“妈妈“给一块小面包心里也
觉得如岩石般沉重，后来，高尔基决定找个工作，让这位妈
妈减轻些负担。

《我的`大学》是部自传体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明显。作者
用优美的语言写出了他成长的片段。这本书是1923年完成的，
作者此时已有55岁，年过半百。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无论什么情况，多么艰难，也要想办



法克服。并且要懂事，学会随时随地为他人着想。

《我的大学》是描写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书。
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生活和命运的描写，
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作者生活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沙俄专制下的黑暗与罪恶是他成长
的独特的社会背景，也铸造了他独特的成长方式。

小说叙述了饱尝人间辛酸的阿廖沙，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
来到喀山，但他的大学梦很快就破灭了。不久就参加了秘密
的革命活动，贫苦的生活使他在伏尔加河附近流浪，和搬运
工、小偷、乞丐生活在一起，向工人们传播着革命理想，参
加了大学生的秘密组织，鼓励工人罢工等，这所特殊的大
学――社会为他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新天地。

当他来到喀山，寄住在一个贫困中学生家里。(读后感)他会
很早发现这位可怜的妈妈的厨房哲学，分给他的每一块面包，
在他心中都“如岩石般沉重”，由此他决定“出去找点活儿
干，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在暴风骤雨的日子里，躲在废墟
底下的大地洞里，他顿悟“上大学――美梦而已”，而他又
动情地写道：“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
学”。这是他在喀山的第一个成长片段。面对苦难的生活，
他没有一点抱怨，他的善良的心充满了感恩和希望。他知道
苦难的日子很漫长，他对自己说：“苦难的日子里我变得更
加坚强了，生活环境越艰苦，越能磨练人的意志，这个道理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年少单纯，在苦难面前，他更深
切地觉察出的是苦难带来的无与伦比的财富！

高尔基从小就受苦，但是他没有放弃，我向我们应该学习他，
虽然人生的道路有长有困难，但是只有我们有决心一定会给
自己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细米读后感篇二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名字是科学故事，我看了这本书后犹如
醍醐灌顶，知道了这大自然的许许多多的奥秘，这还要归功于
《科学故事》。

它是一本我们一生必读的百科故事之一，对我们的好处甚多，
比如增长见识，拓宽知识等。它以童话的形式写下了一个个
自然界的秘密，所以深受小读者的喜爱。（我当然也不能例
外了）它的标题也很有趣，例如：小草害羞了，横爬冠军，
长不胖的竹子等。慢慢的，我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它了，每天
晚上，我睡前都要把它当作睡前故事看上几篇。我还发现自
己经历的不解的故事，它却能给我解答。它就像我的良师益
友给我帮助，为我解闷。

我真的好喜欢这本书，大家有空不妨看看。

细米读后感篇三

听人们说，爱迪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今天，我怀着无比喜悦
的心情读了《外国科学家的故事》里的《爱迪生》这篇文章。
爱迪生确实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一生中发明了一千多种东西，
获得了很多国家高级学术机构颁发的奖彰，受到了全世界人
民的尊敬和爱戴。

爱迪生刻苦钻研，永不满足，也不怕失败，经过无数次试验，
发明了电影、留声机、电灯芯等。这些发明使人类社会快速
走向现代文明。

爱迪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不是容易的。有一次，爱迪
生在火车上做试验，火车开动时猛地一震，把一瓶磷震翻了，
磷一遇空气马上燃烧起来，许多人赶来才把火扑灭。车上气
极了，狠狠地打了他一耳光。这一打不要紧，竟把他的耳朵
打聋了。又一次做实验时，硫酸烧毁了他的衣服。还有一次，



硝酸差一点弄瞎了他的眼睛。但是爱迪生并没有被吓倒，仍
然继续进行他的实验，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我多么渴望像爱迪生那样，到知识的海洋中去遨游，为人类
造福啊！然而，同爱迪生相比，我真感到羞愧万分。平时我
学习不刻苦，连数学题都不认真做，一遍做不出来，就不想
动脑筋再做第二遍。有时还乱发脾气，有时甚至让妈妈帮着
做。

《爱迪生》这篇故事使我体会到：要取得优异的成绩，是不
容易的，必须付出艰苦劳动。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在平常许多小事中，不也都包含着这个
深刻的道理吗？今后我一定学习爱生迪那种顽强进取的精神，
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努力攀登科学高峰，长大后，做一个
像爱迪生那样的科学家，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奋斗终身。

细米读后感篇四

在暑假我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
大学》。

这本书是高尔基先生的自传体三部曲，后来合并在一起，分
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讲述了主人公阿廖沙因为父亲去世，和母亲一同
去到姥爷家生活，在那里他受过姥爷的凶狠地打骂，看过两
位舅舅为了家产而争吵和吵闹，但也得到了姥姥的疼爱。在
这样的的童年。

第二个部分讲述了后来因为母亲的去世、姥爷也破了产，阿
廖沙来到社会，在鞋店当过学徒，在绘图师当过杂工，当船
上的差役时在厨师斯穆雷的帮助下读书。

第三个部分讲述了阿廖沙为了上大学背井离乡去了喀山，结



果希望破灭，只好到处做杂工。住“大杂院”、做苦工，后
来阿廖沙在面包房结识了一位革命者，不久阿廖沙也成为了
一位革命新人。通过和社会上不同的人交往，阿廖沙进入了
一所“社会”大学，并且在其中慢慢长大。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了读书的重要，学会了凡事都要学会
坚持。

我喜欢慈祥的姥姥，讨厌为了家产总是打闹的两位舅舅也讨
厌捉弄阿廖沙的萨沙。我佩服阿廖沙顽强学习的精神，他在
工作的空闲处还在读书。我还很佩服他的勇气，在十一、二
岁就已经在外打工了，真厉害!

我认为：要成为一个革命者，要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才能
坚强，什么都不惧怕!我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创造美好的明天
幸福的生活!

细米读后感篇五

《我的教学勇气》一书是在我阅读完美国教育学者帕克・帕
尔默的著作《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之后，为加强对
后者的理解而进一步阅读的一本相关的书籍。华东社也有趣，
硬是把两本书的封面设计都一样，差别仅是在颜色的调配上。
作者是美国的一个教师山姆・英特拉托，主要内容是通过一
系列的教师访谈，介绍美国教师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时，如何点燃教育激情，寻找教学的勇气，坚守教育信
念的故事。跟帕尔默的作品相比，这本书明显要逊色很多，
尽管它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这本书比较倾注个人寻找教
学勇气的实践、帕尔默亲自为本书写了篇幅不算短的“前言
倾听教师”和“后记听后感言”两部分内容等等。从前言与
后记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帕尔默教授对教育一如既往的热
情与智慧，以及为教育改革中的教师地位和尊严的执著的疾
呼。



“我们轻慢教师本已够亏心，动辄怪罪老师则更显失
德”、“明明是我们社会或显或隐地制造了形形色色滋生粗
野、暴力、忽视儿童的温床，可偏偏把过错一股脑儿地推到
教师头上，我们当中还有谁能比教师这个专业群体更对孩子
尽心尽责？”作为一个非常熟悉教师工作的人，他对教师充
满了敬意。“教师所做的这一切，之所以完全不畏艰难，根
本不管利害，就是因为他们胸膛里跳跃着一颗愿意尽其所能
帮助孩子气学习和成长的挚爱之心。”“如果我们期望学校
有所成功，社会有所进步，总有一天，我们应把所有这一切
（指较高的工资，较优厚的物质待遇，较舒适的工作环境）
完完全全地给予教师。”他面对现实，不胜其烦地呼
吁：“倾听，宽厚而专注地听一听教师们急欲一吐为快的有
关他们工作的酸甜苦辣、内心的喜怒哀乐。”

透过书看美国的教师生活

美国发达，但显然跟美国老师无关。在书中，我们看到，原
来美国的老师跟我们一样，也过着一种很屈辱很可怜的生活。
作者山姆・英特拉托出生于教师世家，但父母亲对自己的儿
子决定做教师感到十分的不解与失望。父亲不悦：“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真该选个其他的工作。”母亲忧心忡忡：
“你哪知道今后要活得多苦多累啊！”帕尔默教授也说：近
年来，教师以创纪录的速度弃教改行，有一份数据说新教师
中任教不到5年就离校的比例高达50%。他们迫于无奈离开教
学岗位（书第2页）

美国教师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在书18页提到山姆的一个
同事说：“我明知教书不能发财致富，但仍然选择这份工作，
可是凭着我的收入别说过上舒适的生活，就是省吃俭用也才
能勉强度日。一想起来，真是又生气又悲哀。”“，美国教
师联盟的调查报告说：教师的平均年薪为40574美元。而工程
师为68294、会计师为49247、计算机系统分析师为66782美元。
对许多教师来说，在执教之初对低薪尚可忍气吞声，可当日
后面临着偿还住房贷款、支付子女大学学费等开支，尤其是



看到有类似学历要求的其他行业的工资远远高过自己时，对
低薪就忍无可忍了。”“许多教师工作时用的是残破不会的
教学设施，有时还自掏腰包购买教具，缺少电话、电脑、最
新教材等必备用品”在书13页有一位73年就开始从教的老教
师谈到：“我整日忙着与职业工作截然不相关的私人事务，
为了多挣钱不辞辛劳，做了几份零工；为了想改行到处打听，
看看是否有可供选择的其他工作。”在书第46页中有一封给
新教师的信中说到：“你的亲朋好友或许曾苦口婆心地劝你
不要以教学为业，可你不听劝告依然决心从教。促使你从教
的理由不会是入职薪酬或所谓的声望，因为你完全清楚，在
我们这个重财轻义的自由企业社会，教师得到的是何等可怜
的回报和敬意。”

美国教师也有考试压力。书19页说：“有些学区把注意力完
全集中在考分数和考试准备上，教师不得不舍弃久享盛誉的
教学单元，因为其内容与考试无明显关联；”20页又
说：“在田纳西州，要以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来定教师的
奖惩。”在书99页讲到了taas考试，即得克萨斯学术技能评
估考试，在考试压力之下，布莱克希尔小学，教师士气低下，
校长唯考试成绩为标准。考试成绩不佳，校长被解职，教师
下岗重组。

美国教师也感到负担过重。在书21页一位教师谈到：“每周
工作远远超过40小时。正常的上班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对学生
的课堂教学上，结果，大多数必不可少的备课、写教案、批
改学生作业等事情常常得在晚上或周末去做。”在书53页，
作者山姆开着一辆破车，车出了问题后送到修理厂，在汽车
修理的空隙，他掏出一摞需要批改的学生作文――158份学生
作文。

美国教师也感到孤立无助。书22页说：“学校同事象那些每
天在车站等着搭车上班的人一样，每个人虽然都要朝同一个
目的地，可以候车的时候却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读报纸，
似乎有着不容他人侵扰的个人空间。”在书23页说：“教师



工作时无人目睹、无人助阵，既无中肯的批评，也无切实地
表扬。”在第一编的第五页，讲到了一个教师在课堂上觉得
窝火，迟到懒散的学生、干扰课堂的琐事令老师筋疲力尽。
在书47页提到：“自你从教的第一天起，就可能会和我一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焦虑和自我怀疑日夜相伴。在我最难熬的
时候，我感到孤立无援，束手无策，甚至觉得同事和校方要
把我遗弃不顾。”作者山姆说要。在他工作的头二年里，没
有任何一个同事来他的课堂看他如何上课，除了要对他的教
学工作给予评价的督导人员之外。

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教师最可怜，只有中国教师是最屈辱的，
工作负担重，待遇低下，考试压力大。现在才知道，这不是
中国特色。教师待遇与地位不是由中国国情导致的中国难题，
而是世界性的难题。

细米读后感篇六

我第一次把这本书捧在手心上唯一的感觉是这本书好沉重。
但听完田教授对这本书的介绍，一种不由自主的敬仰萦绕在
心中。

《科学的历程》，这本书既凸显了理性思维，又不令人文关
怀，在完美的阐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时代的
主题的同时，也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道主义的
色彩，是一本内容丰富的科学史佳作。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
史中，科学和技术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推动
了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发展，也见证了人类文明的之
盛衰落。乔治萨顿说过，科学的历史虽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
小部分，但却是本质的一部分，是唯一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
进步的那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了科学，所以人类才
有可能获得今天的一切。科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占据主导地
位的精神范型，是从希腊开始的，两千多年前希腊人所创造
的光辉夺目的文化成就，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希腊是科
学精神的发源地。



从公元前5左右开始希腊人出现了才智卓越的哲学家，他们是
许多学科的鼻祖，著名的有自天然哲学家泰勒斯，阿纳克西
曼德、阿纳克西来尼，赫拉克利特等，有人文哲学家罗泰哥
拉，苏格拉底等，有体系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有
天文学家西怕可思、托勒密等、有数学家欧几里德刁潘都等，
有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有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有生物
学家特奥菲啦死特，有地理学家西塔斯和埃拉脱色尼。这些
天才人物许多不仅在一个领域工作，而且在许多领域均有建
树。

像亚里士多德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发表了卓越的见解，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拜课全书式学者。

科学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着，蔓延着散发着文明的光辉。
即便是在欧洲自然科学处于沙漠状态的时期，也有阿拉伯人
由建立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阿拉伯帝国脱衣而出。他们
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遗产，在公元8世纪把西方科学带进了一
个新的繁荣时期。遗憾的是阿拉伯科学的辉煌时期也只延续
到了12世纪。然而，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科学
技术的发展持续上升到了17世纪。造纸术、印刷术、火药、
指南针这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后，对近代科学的诞
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国人对近代世界科学文明作出
的重要贡献。

19世纪经常被誉为科学的世纪。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重
要时期，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都推到了又一个高
峰，位人类开创近代文明史做出了不替代的贡献。而20世纪
则把近代科学推到了一个转折点，科学技术不再是一个抽象
的概念，而是成为了人类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核
威胁，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以及文化危机等全球
性的问题不断的出现，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
学带来的一切成果，更是开始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
样的概念作为了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



细米读后感篇七

科学就像是一个比宇宙大好多万倍的海洋，我们就像是一些
鱼，虽然今天自由自在地游着，可是明天，水里就没有了氧
气，必须换一个地方，这样换来换去，这个海洋会被我们污
染了，到了这时候，就要寻找另一片海洋了。这也就是我们
所寻找的新科学，只有不断更新，才会有更美好的生活。

诺贝尔科学奖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呢？不用问了，只要你从
小播种下科学的种子，努力学习，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科学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财富。，
所以，我们因当热爱科学，但你如果不去挖掘科学中的奥秘，
不去实践，你将永远不会得到科学的幸福。有些人只知道其
一而不知道其二，了解了表面，而没有深入的去探索，在二
十一世纪里，科学将会成为人类的生命。你不懂科学，就无
法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如果你有了科学的种子，精心培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颗种子就会不断生根、发芽、结出累累
硕果……而“诺贝尔科学奖”，就是用这样一种奖励，来激
发人们热爱科学，并用科学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有20多个
国家，466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当他们走向“诺贝尔
奖”的领奖台时，他们代表自己拥有了科学创造的巨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