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舜的故事读后感 实用孔子的故事
读后感参考(精选13篇)

企业标语是建立和推广企业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企业标语
的创作是一个迭代的过程，需要反复修改和完善，直到找到
最佳的表达方式。以下范文为您展示了一些精彩的企业标语，
它们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并传达出企业的核心信息。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伴随着夜间来临的脚步，我读完了《孔子的故事》这本书，
读完后，我非常敬佩孔子，我敬佩他什么呢？我敬佩他做事
认真，用于接受现实。

为什么说孔子勇于接受现实呢？看看下面的故事就知道了。

有一次，孔子的钱财都被花光了，他没有钱了，孔子的弟子
子路，让大家穿好仆人的衣服。将车上的布取下来。做成豪
华的地毯。然后把凳子摆好。然后叫孔子过来。孔子的弟子
子路以为孔子会高兴然后夸奖他。但孔子来看见这样子的排
场，就生气的说，人要接受现实，不可以这么虚假！

看完这个故事，我掩卷沉思。想到自己前天还幻想自己在云
朵屋里当主角，可能这也是幻想吧。所以我不能这样，我要
接受现实，不可以整天沉浸在幻想里。

读了《孔子的故事》这本书，我有很多的收获。收获一。人
要接受现实，不能沉浸在虚假里。收获二。做人要谦虚，不
能骄傲。收获三。要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和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意思就是你虽然学习很好，
但是总有人比你学习更棒，所以要谦虚。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在上个星期，我们老师发了一本书叫《孔子的故事》它的作
者是李长之（1910—1978），初名李长植，生于山东省利津
市，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先后在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任教。是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学者，在文学批评和古典
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尤深，著有《鲁迅批判》《中国文学史略
稿》《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
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二十余种专著，六百余篇论文。

我读完了《孔子的故事》，发现原来孔子经历了这么多。我
也要像孔子那样，遇到艰险，永不退缩。不会为困难所打倒，
这一本书使我了解了孔子以前发生的故事。原来孔子的思想
对后世的中国影响很大呀！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自从读了三毛写的《撒哈拉的故事》，我就一直对沙漠充满
了好奇和期待。这次终于有机会和妈妈去了大西北游玩。大
西北不仅有辽阔的祁连大草原、美丽的青藏高原、有聚宝盆
之称的柴达木盆地，还有连绵不断的戈壁和荒漠。这次，我
们有幸走进鸣沙山沙漠。

来到鸣沙山沙漠景区入口，远远望去，浩瀚的沙漠像一片黄
色的海洋，一头头骆驼，在大漠中慢慢移动的身影，像一叶
叶小舟在大海里航行，乘着风、迎着浪。望着人们踩着专为
游客准备的嵌在沙漠里的木梯一步步向沙漠顶峰攀登着，好
像一条条五颜六色的丝带在舞动。

走到沙漠脚下，我和妈妈戴好防沙眼镜、穿好防沙鞋，也顺
着人流一步步向沙漠顶峰爬去。当脚踩在软绵绵的沙子上，
有点一脚深、一脚浅的感觉，好像快要跌倒了似的，心里不
免一阵慌张。但是，攀着攀着，发现只要顺着前人的脚印一
步步踩上去，就不觉得那么困难了。



等到我们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转过身来发现左前方不远处有
一汪碧绿的泉水，形状像一湾新月似的。原来这就是传说中
的月牙泉。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

快要登上顶峰的时候，一轮红彤彤的太阳正小心翼翼地向月
牙泉边高高堆起的沙漠背后躲去呢。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
了唐代诗人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景象。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说起与三毛的作品开始接触，还是在语文课上老师的介绍中。
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心心念念着三毛。有一次，语文老师
答应我们，语文考得好的同学有礼物，大家都很兴奋并且为
了神秘的礼物而努力。几天后，成绩出来了，我是最高分，
老师送了我一本三毛的书——《梦里花落知多少》。拿到这
本书以后，我几乎是一有空闲时间就看，而且百看不厌，三
毛的洒脱与真性情深深吸引着我。于是乎，这个暑假我不停
的缠着爸妈给我买一套三毛的作品集。经过我的再三请求，
他们终是同意了。拿到书时，心中太过喜悦以至于差点认为
自己在做梦，我开心的心都要蹦出来了！

得到书以后，我除了吃饭睡觉（爸妈绝对不允许我吃饭时看
书的），几乎就是在书堆里度过的，别提在书海里畅游是有
多么惬意了！在这十一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撒哈拉的
故事》了。这本书记录了三毛与丈夫荷西在辽阔的沙漠中活
力四射的生活。大漠的狂野、温柔都从笔中缓缓流淌，一行
行的铅字诉说着一件又一件有趣的事。每当我翻开书，那动
人的画面就好似画卷在我面前一幅幅张开来。这本书改变了
我原来对沙漠的感觉。原来我认为沙漠生活是艰苦而无比枯
燥的，但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沙漠的美，
无法用语言切实的描述下来，撒哈拉威人他们的生活虽然物
质不是很富足，但是他们呢仍然很快乐、仍然深爱着脚下的
这片土地。他们的淳朴真实在如今这个世界里是多么珍贵的
啊。同时，三毛与荷西之间的爱不容置疑的打动了我。荷西



最大的梦想就是娶到三毛，买下一幢小公寓，然后用自己努
力赚来的钱去养活三毛，并且，他真的做到了。即使，他们
只过了六年的婚姻生活，但对于他们来说，这比一生还要珍
贵美好。说实话，我特别羡慕他们的生活，就好像生活在桃
源中，无忧无虑的，身边有一个挚爱的人，这就足矣了吧。
我不敢说我有多了解三毛，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
读透这个谜一样的女子。没有看过三毛作品的人们，我强烈
推荐你们去看！看了她的书真的带给我很多很多，从字里行
间透出的一股股正能量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

三毛，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浪漫却真性情、洒脱且勇敢的echo！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李长之，他是一名诗人，又是写散文的高
手，他的笔锋也带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在他的笔下，2500余
前年的孔子栩栩如生的面影活跃在字里行间，著作有《鲁迅
批判》《中国文学史略稿》等。

这本书主要讲了，孔子在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他去过魏国、
楚国等国家。他的知识非常多，后来还成为我国的思想家、
教育家。

这本书中的许多故事我都非常喜欢，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过宋国的时候遭到迫害》这个故事。这里面主要讲了：孔
子怀着不愉快的心情离开魏国，他要往东南走，到一个
叫“仪”的地方。孔子出了卫国国界，来到了宋国境内。孔
子和弟子们歇在一棵大树底下，孔子叫弟子们温习学过的礼
仪。正在演习，因为奴役人民被孔子批评过的，宋国司马大
林，一些人来把树给砍了，还要杀孔子。弟子们说：“应该
快点走了！”孔子说“我有我的事业，老天会保佑我，宋国
司马能把我怎样？”孔子一面拿话来安慰弟子，一面退了开
去，为了免得在宋国遇到更多留难，孔子换上便衣，和弟子
们逃出了宋的国际。



读了这本书后，我知道了：孔子在贫穷的环境下生活，但是
他努力学习的心态还依然未灭，使他成为了一位有名的教育
家。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学习，我才觉得是一件
多作文么幸福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像孔子一样，
做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六

记得第一次读《撒哈拉》时，印象最深的，便是沙巴军曹的
故事。一个背负着家仇国恨的军人，却为了保护仇敌撒哈拉
威人的孩子而失去生命，在这样悲情的故事里，仇恨以最英
勇崇高的方式化解，留下的是人性的.善良与温存。

而这个故事勾起我回忆的，并不只是军曹对我的震撼，还有
我与同心圆读书会由此结下的缘分。

20xx年的10月16日，在我27岁生日的当天，我第一次参加了
同心圆读书会的活动，当期活动的主题是《我心中的书》，
要求每个人分享一本喜爱的书，而我分享的，便是《撒哈拉
的故事》中的这个沙巴军曹的故事。

在小组讨论中，我向同组的几个朋友介绍了故事情节，并朗
读了文章的最后几段感动我的文字，我这个新人与大家之间
的距离也因军曹的故事而由陌生走向信任，我从此开始了在
读书会精彩的旅程。时至今日，那些每周日下午在关中往事
包厢里的温馨的拥抱与真诚的分享，都始终牢牢地印刻在我
的脑海中——那是属于读书会每一个人的幸福的回忆。

所以，我需要感谢三毛，她不仅为我带来了书中的那些美好，
更将我带了现实生活中的陪伴和温暖。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七

从古至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以及西方的哲学家都层



出不穷。但在众多的圣杰之中，最令我敬佩的依然是我们的
东方圣人：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自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
育家，号称弟子三千。关于他的故事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
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心中的孔子！

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耻下问、终身求索的人。我们知道
孔子有很多的导师。大到道家创始人，小到故事中的两个六
岁小孩。这样鲜活的例子自然说明了孔子的谦虚、和刻苦好
学！但是这还不够深刻，因为孔子还是一个终身好学，终身
求索的人。孔子说：“五十有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
十五岁到七十岁，孔子一共活了七十三岁，让我们来算一算，
孔子一生中百分之八十都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句
话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二，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人、礼、国家，把生死置之度外的
人。孔子从四十多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以礼
治国。为了国家、他可以“毁三都”、为了国家，他可以亲
自领兵。但是鲁国的君上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孔子赶出
鲁国，不过，孔子并未放弃，在和弟子漂泊的十九年中，他
仍然没有放弃，走到哪讲到哪。有几次差点丢掉性命，但他
已然宣扬仁、义、礼、智、信。也许真正的大无畏，不仅是
在战斗中“不怕死”的烈士，更是为了教育不畏惧一切困难
的老师们！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八

一直对三毛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大抵是心下羡慕有人可以
活得如此洒脱不羁，爱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一直寻求自然与
单纯，从台北到德国，从撒哈拉到美利坚，她的一生似乎都
是一个传奇。



对于三毛所有作品都是钟爱的，如果一定要选择，那还是会
选择撒哈拉里的三毛。如一朵艳红在沙漠里绽放，沙漠的热
度和躁砺让她显得那么饱满、奔突，她满头的黑发和遮挡于
后的眼神，有着生命最亮眼的光芒。这段故事记叙着她与荷
西的幸福，记录着琐碎的烦恼、忧愁、快乐。同时也带给我
从未体验过的沙漠风情。三毛说她第一次见着撒哈拉，像见
到久违的故乡。那时她已在异国多年，也心存了各种风情。
但还有比沙漠更适合安顿下三毛的云游四方的心的居所吗？
沙本是世间最无依无着之物，安定流浪听凭风停风起。而沙
漠收容他们——还有三毛，一并揽入它的怀抱。

我想曾经甚至是现在，有很多人因为《撒哈拉的故事》，而
爱上沙漠，开始对流浪产生憧憬。从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一个遥远而又新奇的世界，我们可以想象她在沙漠里
一步一步行走的模样，可是在现实中我们不曾想象过一个现
代人在荒凉的沙漠里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一定不是像她所写
的那样浪漫，一定有许多艰辛和阻碍，而她居然凭着一时的
冲动就拎着少少的'行李就去了撒哈拉，所以从中我们还可以
读到三毛对于沙漠的渴望是内心洋溢而出的一种对生活超逸
不俗的态度，她的浪漫奇想总是可以为枯燥艰辛的沙漠生活
制造无限情趣，就连痛苦也好似扎着蝴蝶结的。在三毛的笔
下，她还原了一个女人的本性——天真，热情，心中充满了
爱与感恩。一个女人，和自己心爱的人远离故土，来到一个
贫瘠，甚至是落后的地方，却从未对生活失望，我们都不知
道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么一个瘦小的身躯。我想正因为不知
道和许多的无法解释，所以我们会心生羡慕。

人们常说，文字如人，三毛的文字，向来都是质朴，感人。
阅读她的书，仿佛你是在跟她交谈，而不是在读她的书，就
像别后的友人在向你诉说着她远行的故事，不加任何修饰。
看的时候舒服，放下时却是如此的感动。

三毛曾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
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我想往往过



于追求完美，追求理想化的人，容易选择决绝的方式去达到
超脱和升华的境界。可是不管怎么说，她一直都在追求她生
命中定义的完美。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九

心自由而人善。

三毛和荷西，逃不开的话题。

两个人的感情恰如其分，是真正的扣合，同样自由的心，同
样善良的人，同样不拘一格，自在天地。

荷西的举动怕是一般人很难做出来的，这个男人如此疯狂，
令我敬佩，一股脑的冲劲和激情不值得崇拜，我欣赏的是持
续的动力和不断的学习来一步一步，亲手实现自己的目标，
旁人看起来或许不值一提的，有悖常规的目标，可是，谁又
在乎呢？荷西不会，三毛不会，我也努力不会，这是真正的
自由，心之所向，皆为远方。

正如三毛所说，她是幸运的，在每个人都只能活过一种人生
的世界上，她倒活过好几种了。多年的沙漠生活，有苦有甜，
惊险惊喜接踵而至，她的心也很开，甚至生死也当做寻常，
的确，一切皆有因果。

我们看完这书都应问问自己，什么是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事情，
人恐怕只有一生，名利场里转一圈，沙漠里晃半生，或是游
刃有余于多元世界，或是安分守己，在安乐圈中平度一世，
都是活法，于你，不后悔足矣。

当然，我们都有亲戚朋友，还会接触好多好多陌生人，真诚
以待，也都是一种经历和体验，每个人和另一个人人生交叉
的那一点，其实也是美妙难言的。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十

常常听人说起三毛，听说她的随性与洒脱，听说她的偏执与
执着。如今第一次捧起她的书，第一次从她的故事中感受到
这样一个特立独行亦是平凡真实的女子。

《撒哈拉的故事》讲述的是她在偏远沙漠所经历的一系列搞
笑的生活故事。难以想象，在酷热难耐、物资匮乏又偏僻落
后的撒哈拉，她与荷西竟能活得如此有滋有味，乐趣横生。
我想，这都源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吧。她用廉价的小艺术品把
沙漠中的陋室装扮成宫殿，用自制的木头家具组成一个温馨
的家。其实三毛也只是普通人，在《白手起家》一章中，讲
述了她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刚踏进这个不能再简陋的小
屋的失落和灰心，那儿物资十分欠缺，一切物品都贵的惊人，
个性是水，而她们也并不富裕，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撒哈拉的生活除了艰难更是寂寞，没有与外界联络的设备，
没有真正的朋友，除了常常不在身边的荷西，那里更没有懂
三毛的知己。在这个荒僻的小村里，当地人思想落后且迷信，
善良者有之，但更多人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哑奴》的
故事完全地表现了这点。当地的土财主们肆意差遣奴隶为自
己挣钱，而三毛不顾当地人的劝告与哑奴一家成为了朋友，
正因她看不惯如此践踏人权。她常常给哑奴送去食物，请他
来家里做客，偷偷塞给他钱，哑奴一家感动万分，而三毛却
为此愧疚，她只能用这种方式给予他们帮忙，而无法真正改
变他们的生活。

三毛的善良在当地被视为异类，正因从没有人会和奴隶走得
那么近。但是三毛不在乎，她与荷西依旧与哑奴来往，没有
人懂她没关联，她愿意承受这样的孤独。她一个人的力量太
微薄，最终的结局哑奴还是没有逃过被交易的命运，临走之
际，三毛哭着把一条彩色大毯披在哑奴的肩头，哑奴却挣脱
枷锁把东西都递给妻与孩子们，竭力想要跟他们说点什么，
但他发不出任何声音……就这样，他们只能泪流满面地望着



他离去。

孤独或是寂寞这类字眼，在整本书中几乎都没有出现，但沙
漠里的三毛必须真切地感受的到。她愿意帮忙她们，教她们
读书写字，为她们治病施药，却从不被她们顽固、落后的思
想和行为所同化，她自始至终持续着自己心灵的自由与纯净。

三毛，这个热爱生活，乐观开朗，拥有宽容胸襟的智者；这
个享受自由并承受得起孤单的行者；是一朵盛开在沙漠的奇
葩。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十一

当《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刚搬来教室的时候，我紧紧对书
的名字有所兴趣。而当我看到这含有浓重风情的封面时，内
心不紧感到抵触，我未免太过以貌取书了。当看到书的内容
时，我绝对是这样想的，我被这本书有所磨损，封面脏脏的
漂流深深吸引了。

三毛朴实而不加雕琢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无一不
深刻吸引着我。讲实在的，三毛所描写的事情十分新奇，新
奇到让人觉得是在编造，但真实而仔细的描写又让人打消了
这种思考。

书中记叙的苛西与三毛的贯穿了整本书，从刚开始的“沙漠
中的饭店”，“记”中的恩爱，“死果”中苛西的担
忧，……他们的性格很像，一样勇敢，喜欢探索，善良，苛
西却更加理性，三毛更加豁达。不仅是爱情，对于人性的批
判也无不贯穿全文，最令我惋惜的便是黑奴与沙伊达。

人类的控制与压迫欲望，嫉妒与偏见的丑恶嘴脸被无线放大，
而黑奴与沙伊达便是一切的承受者，明明善良又温柔。礼貌
而文明，却被一些思想落后，自以为文明的人所批判令人气
愤又寒心。



从这本书中，我可以学习到三毛那种乐观豪放的性格。对谁
都留有怜悯的善良，也可以从中反思自己如同撒哈拉威一样
的无知和自私。还能感受到撒哈拉独特的美。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十二

偶然间听到舍友说起这本书，我抱以强烈的好奇心看完了
《撒哈拉的故事》，并深受感动。

作者三毛的先生荷西是一个外国人，被三毛“我行我素”的
性格所吸引，在三毛感应到前世的乡愁，决定搬去撒哈拉，
苦恋她的荷西也二话不说跟去那里。放弃了自己的航海梦，
定居小镇阿雍。在沙漠艰苦的生活条件中，没有淡水，没有
钱，女性饱受歧视以及邻居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使三毛与荷
西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但生活不仅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
远方的诗。无论是荷西将粉丝当作鱼翅来吃，还是他们简单
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为了生计去海边打鱼，建造出了沙漠
上最美丽的房子。都渗透了他们对彼此浓浓的爱意。

而荷西是她的朋友，他不笑话三毛的向往，也不阻止三毛。
默默地收拾了行李，在沙漠的磷矿公司找到了工作，安定下
来，等三毛单独去非洲时好照顾她。我想荷西也许就是除三
毛父亲外最了解三毛的人了吧。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时
刻都能看出她倔强、一意孤行的性格。就算在那样艰苦的环
境下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努力使自己的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三毛与荷西结婚的决定也仅仅是想有一个
人可以依靠。

一生漂泊不定的生活并未可以让所有人都以此为乐，而三毛
的身边，就有一个一直陪伴着她的人，就是荷西，一个地道
的西班牙人，不在家享受繁荣富贵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陪着三
毛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深情地爱着三毛，放弃了自己的一
切为她编写远方的诗，房租一万的房子，只为让三毛过得更
好，昼夜不息的加班，只想给三毛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荷



西用自己坚实的臂膀，给他永远深爱的三毛撑起了一个家。

读完《撒哈拉的故事》，我为三毛与荷西坚贞不渝的爱情所
感动，也赞颂荷西对三毛长久的关爱关心。陪伴，是时间最
深沉，最长情的爱。

舜的故事读后感篇十三

最近我读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叫《撒哈拉的故事》。

这本书讲的是三毛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生活经历。许多异国风
俗十分有趣。其中最叫我印象深刻的是《沙漠观浴记》。这
篇文章是由三毛的老公剪头发所引起的。三毛和荷西为怎么
剪头发而发生争吵，三毛往镇上走，结果在小路旁发现了洗
澡的地方。在那里才明白，沙漠里的人身上的脏东西是用小
石头刮出来再冲掉的。老板娘还说，里面也得洗。三毛很好
奇，到海边一看，差点吓得半死：沙漠妇女用了三灌水用类
似灌肠的方法洗里面。文章语言简练，颇有喜剧性。读了它，
我感触极深。沙漠里的人，三五年才能洗个澡，他们认为洗
澡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水就是奢侈品。我们呢？以为水用
之不绝，从不知道节约，到时候，只怕也会像沙漠一样了。

这本书，看起来是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事，其实也在提醒人们：
节约用水！莫以为水多就可浪费。也许对你来说，水资源丰
富，对全世界来说，水太少了！我们不仅要从节约每一滴水
开始，我们还要发展科技，循环用水，科学用水。请大家看
看这本书，仔细想想，你就会明白，水是生命之本，水是最
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