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绵羊读后感(汇总8篇)
典礼是一种传统和文化的象征，可以代表一个群体或国家的
价值观和精神内涵。典礼的筹备需要有一个详细而清晰的计
划，以确保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在这里，我们可以分享一
些典礼素材和资料，希望能够为大家的典礼策划提供一些思
路。

的绵羊读后感篇一

教育的实质，本该是阶级流动，却在当今成为了阶级固化的
帮凶。

在越来越多人患有“高强度社交综合症”的今天，我们仿佛
拥有无限广度的人脉和朋友，信息越来越透明，决定我们位
置的仿佛不再是人们说的70%靠人脉30%取决于自身，而是完
全颠倒过来。

不需要照顾别人，为他人考虑或服务，这个时代将一切解构
量化，拥有深度关系仿佛都是一种浪费时间。

曾经跟一个人聊天，他问我，朋友有什么用？而他拥有很多
很广的“玩伴”。我突然哑口无言，仿佛“在深度关系中你
可以映照自己、反观自己”这个理由，在他的观念里太过苍
白和单薄。有些人——甚至说当下的大多数人，都是不需要
探讨自己的。

身处名校的三年半里，我愈发明白这件事：我们的教育正在
培养一个个实用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麻木不仁，
很少快乐，却仍然我行我素，不知悔改。

我不想这样，而我想要什么呢？在人生大方向的`关口，似乎
没有人允许你停下来思考。所有人拼命往前跑，你追我赶，
推推搡搡，好像只知道努力，你问他们，你要上哪儿去呢？



大家都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你，却没有人可以回答。

在跟舍友聊到毕业何去何从的问题时，她说：考研吧。我说
你不是不喜欢这个专业，每次做作业和上课都抱怨连天，既
然做着这么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考研？她说我也不知道，我
就是觉得应该考研。

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应该做、必须做的呢？我想是有的，但绝
对不是这个。

休学的开端，读完了这本书，至今我仍然会迷茫，gapyear是
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又或许正确与否并非那么重要，最重
要的是在整个宏观尺度下是否有意义。选对了方向，就算走
得慢，也要比那些无目的乱跑的没头苍蝇更能接近自我的终
点吧。

另外，这本书还是有令我不满意的地方：论述有些观点时过
于拖沓冗余，逻辑混乱，论述过程主线模糊，令人觉得脑袋
浆糊。中途两次看到睡着，还好还是在一天之内读完了。

我们的原生家庭铸造了我们，也形成了我们的局限。身边不
一定足够幸运有好的导师。那就只能通过阅读才能系统地接
触一个人的论证。这一点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做到的。适度
的晦涩刚好留给你思索的余裕。你是你读过的书、听过的话
的总和——这便是语言的力量。

的绵羊读后感篇二

作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耶鲁大学担任过10年英文教授，
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过5年研究生导师。我发现自己常常被那
些听起来“叛经离道”的书籍吸引；老腔老调的话，早已腻
歪歪的。这本书随同另外10本书一起订阅，只是几句导读词
就别蛊惑了。



作为美国的语文老师，威廉的文字没有任何说教性，只在偶
然间给出建议，而给出的建议是这样的：间接性建议：斯坦
福大学教授在一篇名为《如何与父母决裂》的论文中建议：
要过上有意义的成年人生活，一个人有必要成为一次孤儿。

直接性建议：“就上大学期间如何提高自己的问题，我在此
提出几个建议.与父母的交流频率不超过一周一次，最好是一
个月一次。无需告诉父母任何有关论文或考试方面的成绩，
甚至任何在校期间的情况，同时，也不要期望求助于父母。
如果他们涉足你的选课或大学生活的细节，请委婉地拒绝”。

思想撞击就是这么有意思：惊愕，颠覆，叛经离道似乎也有
些道理。在书中，威廉描绘了“直升机式”父母的形象。在
书中，威廉以大学教育为主线，深刻揭露了世界名校的运作
规则，进一步生动说明了大学是怎样将一个孩子培养成“优
秀的绵羊”的。读后感·话题虽然是教育，但涉及了除教育
之外的名声，社会地位，人性，市场等一系列的社会话题，
令人深思。

比如：作者引用路易斯院长的话，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与学生
的需求并无关联。比如：作者引用康奈尔大学某位学生来信：
该同学逐渐意识到，他们花费55000美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在
他们创业中显得捉襟见肘......

作者在第二部分说道：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成成人。
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
仅是为了职业而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
是荒谬至极。

在书中，作者对于学生投入了高度的人文关怀：作者的平淡
叙述，更像是在无情，严肃的发问：问这个社会、问在职教
育工作者、问家长、问学生本人...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



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他们从事的职业
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是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
了目前从事的职业。

这样严肃深刻的问，不适合在白天，只适合在夜里，放松警
惕时，人在忠于自己时，才往往能得出较好的答案。不是所
有的人都喜欢攀爬成功阶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被关注。经
济建设的滚滚洪流，并非人人喜欢。尽管是英雄，亦会落幕：
探索自己，发展自己，忠于自己。

的绵羊读后感篇三

并非说为了一个好工作而上大学有什么错，大学本来就应该
是多样化的，但“真正的教育是为了你的长远职业发展而做
准备的，绝不是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做准备的”。

为了适应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大学教育应该多条线、多
评价体系全面开花，而不是遵循单一的评价体系。为了找一
份好工作而上大学就去顶尖的职业学院，为了厚积薄发给自
己时间思考就去博雅学院，为了在某一细分领域走到前沿就
去研究型大学。

博雅教育源自传统的英式高等教育，“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建
设，培养超越空间和时间来思考问题、不受工作性质所限制
的能力，就如同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存在的价值和使
命，与你从事什么职业并无关系”。虽然博雅教育不能让你
工作直接上手，但软技能、综合素质在一个人长期职业发展
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篇《雇主认为：
大学专业是次要考虑》的报道，认为“批判性思考能力、沟
通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要比求职者的本科专业背景更为重
要”。硬能力是可以教出来的，但软实力需要培养，培养的
周期和成本对公司而言更难以支撑。

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用主义，重点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



就是为工作、为就业而准备。在国内改变职业教育的地位可
能还有相当的路要走，职业高等教育与综合型大学、研究型
大学相比，应该只是目标定位上的差异，而不应该是天然有
地位上的高低，职业高等教育也应该有自己的清华、北大。
着急直接拿到饭碗，来顶尖的职业院校，而不应该坐在综合
型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的校园里问我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的绵羊读后感篇四

作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耶鲁大学担任过英文教授，在
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过5年研究生导师。我发现自己常常被那些
听起来“叛经离道”的书籍吸引；老腔老调的话，早已腻歪
歪的。这本书随同另外10本书一起订阅，只是几句导读词就
别蛊惑了。

作为美国的语文老师，威廉的文字没有任何说教性，只在偶
然间给出建议，而给出的建议是这样的：间接性建议：斯坦
福大学教授在一篇名为《如何与父母决裂》的论文中建议：
要过上有意义的成年人生活，一个人有必要成为一次孤儿。

直接性建议：“就上大学期间如何提高自己的问题，我在此
提出几个建议、与父母的交流频率不超过一周一次，最好是
一个月一次。无需告诉父母任何有关论文或考试方面的成绩，
甚至任何在校期间的情况，同时，也不要期望求助于父母。
如果他们涉足你的选课或大学生活的细节，请委婉地拒绝”。

思想撞击就是这么有意思：惊愕，颠覆，叛经离道似乎也有
些道理。在书中，威廉描绘了“直升机式”父母的形象。在
书中，威廉以大学教育为主线，深刻揭露了世界名校的运作
规则，进一步生动说明了大学是怎样将一个孩子培养成“优
秀的绵羊”的。话题虽然是教育，但涉及了除教育之外的名
声，社会地位，人性，市场等一系列的社会话题，令人深思。

作者在第二部分说道：大学的使命就是把青少年转变成成人。



大学的4年，也就是青少年向成年转变最黄金的4年，倘若仅
仅是为了职业而做准备，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那简直
是荒谬至极。

就算是那些曾经赢得无数奖项的最成功的学生，他们也会在
某个时刻停住脚步思考这一切是否都值得：他们从事的职业
是出于他人的希望，或者是他们随波逐流并不假思索地加入
了目前从事的职业。

这样严肃深刻的问，不适合在白天，只适合在夜里，放松警
惕时，人在忠于自己时，才往往能得出较好的答案。不是所
有的人都喜欢攀爬成功阶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被关注。经
济建设的滚滚洪流，并非人人喜欢。尽管是英雄，亦会落幕：
探索自己，发展自己，忠于自己。

的绵羊读后感篇五

《优秀的绵羊》的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在常春藤盟校待
了24年之后，决定辞去耶鲁大学教授的职位，随后发表了一
篇文章《精英教育的劣势》引来10万次的点击量。从那之后，
他开始应邀到美国各地的大学发表演讲，跟学生们交流，回
答他们的问题，也向他们请教了许多问题，并倾听和了解了
他们的答案。这本书就是他对这段经历的思考和总结。

以下是我对第二章节的摘抄和归纳。

大学的使命

01

教给学生如何思考――思辨和质疑。每当学习之前，先把自己
“放空”，而不是接触到一个话题，个人的意见会迅速反应，
给话题披上一层膜（偏见）。教给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大
学里的导师促使学生检查自己“最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是



错的，“令自己最振奋人心的新发现”，大部分将会是错误
的。

02

最具有特殊意义的思考对象是你自己。博雅教育为公共利益
服务只是一个层面，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为个人服务――建立
自我――至于建立自我是否令他人受益，那并不是主题。

只有在经历了反思、内视并建立起思想和内心的交流及理想
与现实的桥梁，我们才成为一个独特的、具有灵魂的个体。

博雅教育（liberalart）将质疑所有事物，因此它要求学生愿意
接受推翻现前所有认知的风险。大学教育鼓励为自己而想，
勇于发现新的理想和新的追求，避免掉入他人哺喂给你的思
想以及为你设计梦想的“二手生活”。

自我意识是一个极其私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能找到
自己的力量、安全感、自主、创造力和快乐。

创建自己的生活

方向

职业是你的天命。

找到自我的前提是解放自我，去熟悉干扰我们的声音是什么。

除了我们常说的创新，还有一种“生活的创新”，依赖
于“精神想象力”，与“精神想象力”相关的是个人品质，
而非想象力。

核心问题是：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选择做一些自发
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



在奖励也会选择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
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
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的真爱。

惧。

风险

面对失败的风险.

一个人，只有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他才可能
达到顶峰。当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
意义。

强调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我同样强调为之付出的代价。
追随热情的定义包括懂得放弃。如果你未曾放弃什么，那根
本谈不上精神勇气。挫折、牺牲、内心挣扎、出师不利、走
弯路、与家人朋友之间的矛盾等，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走向
独立的特征。只有痛，是真实的。

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金钱从表面上看是决定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在20多岁所
能够承受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能够管理的财富取决于你是
谁。重建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热情是
每个人最终应得的权利。对于穷人，不要贱卖了自己。平时
生活朴素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你能更适应简单的生活。
家庭环境下的“不忠”正是每个人生活的本质质疑。成为自
己就是对他人的忠诚相对。坚定的表达“我是谁”是任何语
言里最强烈也是最具风险的语言。

不会一蹴而就

做出决定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并非仅仅是个答案，而是一



系列问题的开始。寻找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付出行动。“让
激情找到你，而不是你去寻找激情”。这个前提是，你为此
付出了很多艰辛，而且要接受，你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并非是
你所热爱的。

一定要选择一个方向，而放弃其他的选项？

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而要放弃其他的事业，而是，当我不
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将什么都不是。你不需要
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
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应该做好随时改变的准备。你
选择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克服千辛万苦徒步前进，你会遇
到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你会思考这个世界
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通过
这个过程，遇到更好的自己。

不意味着理想的工作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会成为一名艺术家、前卫的积
极分子或创业者，而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饿道路。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成就任何的事情,所以要选
定一个方向。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世界围绕着自己转动。工作感觉
起来总像工作。工作中你会经历焦虑、挫败、羞辱等等，但
因为我们为自己的理想或热爱去忍受这些繁杂无聊的事情。

创建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尤其在
起步阶段。只是当你所做的事情有强大的使命感的时候，你
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聪明人的道德和责任



顶尖的高校学府秉承着培养未来领导者的使命。在大学校园里
“领导者”是一个常见词汇。如今当人们谈及“领导者”时，
是实实在在的“追随者”，像是一群寄生在鲨鱼身上的小鱼。

与其培养领导者，不如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公民和思想家。最
好的领导者是思想家，能够以批判的视角来审视自己所处的
组织和社会人士，他们能够把批判落实到实处。

最核心的元素是勇气和想象力――所谓勇气就是愿意用行动
说话，所谓想象力就是构思出与现状不同甚至有冲突的未来。
最核心的任务是，筹建一个有能力与这个社会现状对抗的个
体――这也可能是通过个人行为，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到社会
的血液中并改变了它的性质。

哲学家艾默生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动个人革命，把自
己从现实的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

因为这本书，我又回想起我的大学生活......

在我大学的第二个年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浩劫――由于过
度的思考，我得了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抑郁症随之而来，身
体也出状况了，体重掉到80斤以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和无助，因为我无法专心的学习，甚至无法安心的在路上走。
我害怕见到人，回避和同学接触，我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我曾
经在乎的东西，安全感彻底瓦解。

我一直以为我不研究物理就什么都不是了，可恰恰因为这次
挫折，我开始关心以前我不曾关心的问题――探索自我的世
界。从困扰我的问题入手，我涉猎了大量心理、哲学、宗教
方面的读物，我开始修习瑜伽学习气功。那些如灵感般来到
我跟前的洞见，让我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我为神秘的未知而着迷，虽然身心备受痛苦困扰，却沉浸在
探索未知的生命能量的快乐之中，专注又笃定。



那段经历如今回顾，却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在那
段似乎不会结束的孤独和绝望中，我感受过灵魂的温度。

的绵羊读后感篇六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优秀的绵羊》，不知道为什么总是
将书名叫成沉默的绵羊。呵呵哒！这本书是一位毕业于美国
名校，并在耶鲁任教之久的一位老师所著。书的宗旨是在讲
述美国当前的精英教育的弊端。结合自己的教育经历来看，
我貌似也是处在这样的循坏当中。不停的学习、看书、背书、
学英语，获得各种奖项、奖学金。首先来看大学本科四年毕
业后我收获了什么，第一当然是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那么
除此以外呢？考了那么多高分，但最终自己又学到了什么，
掌握了什么。当时奋力去背书的目的又是什么？能够证明自
己优秀的也只是一个个的可量化的目标。

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教育就是当你忘记所学一
切之后所留存下来的东西。那我所受的教育呢？惊奇的发现
经过相当优秀的本科经历后，可笑的发现自己原有的那个圈
子是多么的狭小，但可悲的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我养成
了一种坏习惯，我的自信是一个需要他人源源不断充气的气
球。自信更多的不是自我的肯定，而是要透过他人的评价来
肯定自己。这样的我不能经历一丁点的否定，这未免也太脆
弱了。

书中阐明了这种精英教育的根源，其实就是利益的自我循环。
优秀的父辈不可能让自己的孩子偏离这样的圈子，而其他阶
层的孩子要想进入是难上加上。这种循环的结果就是要告诉
我们，一定要上好大学，因为在这里你会接触到拥有良好背
景的同学，在这里你会拥有其他一般学校所没有的特权。教
育改变命运的确是真的，但基础是你必须有资格进入这个圈
子。

书中提倡博雅教育，即重视个体思辨能力的培养。对比我自



己，真的发现思考的太少太少。学而不思这是我目前最大的
问题。不仅表现在我之前的考试当中，还表现在生活、工作
的方方面面。

面对生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最重要的。反观我自己的决定，
我认为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是第二的，最重要的我是
要实现个人的职业理想。毕竟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放弃了
四年已经是很可惜的事情了。

之所以成为优秀的绵羊，除了周遭的人都这样做以外，还有
一个更大的原因是绵羊们不敢于挑战不可能。他们不愿意去
做自己所不擅长的事情，因为这样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失败，
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失败。一丁点都不可以。拒绝可能性的同
时也拒绝了成功。

目前来看，至少我还不是一只完全意义上的优秀的绵羊，第
一因为我本身并不优秀，第二在于我起码还是知道自己要去
干什么。通往前方的路上，我需要更多的思考。

的绵羊读后感篇七

“我是一只小绵羊，就是那种毛卷卷，所有人都想要抱一抱
的绵羊。我想与海豚做朋友，却飞上了蓝天……我做了一个
梦，梦见一只小绵羊，长着两只翅膀，在蓝天里，飞呀，飞
呀……”这是阳光女孩妞妞的话。

一个16岁的女孩，只身一人来到英语，在那里，他遇上香港
的男孩903dj，那个个子高高的男孩，喜欢着海豚，遇见了美
国男孩杰瑞德，好朋友乔安娜，朱丽娅，米爱丽……一个素
有着东方文化背景的女孩是一步步融化西方文化的，怎样从
一只失宠的绵羊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在那里，她感受着英国
学生的疯狂，感受pull，创立篮球队，成为情人节的玫瑰公主，
服装秀……在这一过程中，她学会了坚强，忍耐，遵从，宽
容，原谅，珍惜，改变……让一个小女孩长大了，敢于去面



对这个世界，在这里，与903dj那种少女般的恋爱，最后去了
美国，或许这本书就是讲一个女孩的英国生活，但从中可以
感受到中国与英国的不同，在课堂上，英国老师既不写板书，
也不说在课本多少页，当初的作者向父母说：“英国老师太
好当了。”但后来，她努力改变自己，在课堂上认真听，课
后去图书馆查书，再自己做笔记，这样效率高，记得也快，
可我们就是死抄黑板笔记，抄完再死记硬背没多久，就忘不
了，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吧！

在这本书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分享，这本书，让
我学会了太多，也感慨太多，不论有没有出过国，这都是一
本理解西方文化的好书。

的绵羊读后感篇八

初读此书让人非常震撼，而能够让人震撼的往往是那些我们
不熟悉的“真相”。正如《平凡的世界》里上个世纪孙少平
们追寻梦想的真相，《优秀的绵羊》里精英教育系统来源和
运行的真相，同样让我们对整个宏观的精英教育背景感到唏
嘘不已。

和我之前读到的一些关于写大学教育的文章有所不同。以前
看到的那些文章更多是民国时期教育家所谈大学教育，开卷
如茗茶赏曲，内心不禁会生出一种读书人对知识的独特情怀，
觉得似乎人生不过一人一书一世界而已，而闭卷面对现实时
又发现环境竟也不是那么理想，人心再难平静，且面对的众
多问题也不能够解决，比如为何上大学，大学该如何学习等
等问题。其实，现在想来也是可以理解，一来那时高等教育
资源匮乏，能够上大学已然是难能可贵，读书就已经是全部
的意义了；二来民国大师辈出，大师们的境界岂是我等凡夫
俗子可揣度思量甚至参照？而这本书可以说是真正在考虑宏
观问题上也分析了一些微观问题了。整本书总体讲的是由盎
德鲁―撒克逊贵族统治美国开始时延续的精英教育系统的规
则，以及整个精英教育系统对现代精英们和其他人的影响。



其中作者还为我们如何在大学学习提供了参考。我也在作者
的吐槽中领略了我无法经历的一流教育，不得不说，就算它
被作者诟病，但是还是让我非常艳羡。不过已经有不少人为
此做出了不少牺牲，有的甚至因为没有身处精英家庭而无缘
哈耶普。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它对精英系统诟病的分析和对后
来教育者的警示，而是他对大学教育该教给学生的东西的分
析。主要是他揭露的很多真相我都正在经历，比如学校不看
重本科教育；对老师的评价在于发了多少文章而不是他是否
能够打破知识的诅咒做一个好的教员；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太
少；学生的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精英系统的游戏在我看来
都是那些资本家的游戏，而我们，根本斗不过他们。可是追
寻一个好的大学教育，是人人都会有的渴求。而中国的大学
教育办学水平又让人不敢有太多妄想。而且，就算精英教育
系统的弊病对比它教育的宽容和多元，微小到我们都不奢求
考虑，它的大门都是永远紧闭着的，就像北京的孩子，永远
都比你多一张门票。但是呢，成事者有三宝：一是资源，二
是使用资源最有效率的方法，三是强大的行动力。我们要是
想挑战那些赢在起跑线的人，除了金钱，时间和精力必须要
花，而且不能吝啬。

一、作者是依照美国背景写的，精英系统是资本家的游戏，
在中国，是地区的游戏。

二、作者是个耶鲁大学教授，从这个系统走出来的，我们有
的资格是反思。现在有很多人抱怨高考和大学教育，但制度
的不合理不代表教育的不合理，任何受教育的机会都不能放
过。

优秀的绵羊输不起，可是不优秀的狮子有那个勇气一战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