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优秀6篇)
竞聘是指候选人通过比赛或申请来争取某个职位的过程，它
是一种展示个人能力和经验的机会。竞聘能够帮助我们发现
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同时也是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我想我
们应该开始准备一份竞聘材料了吧。选择适当的形式和篇幅
来展示自己的竞争优势，避免冗长和过于庞杂的内容。以下
是一些备受好评的竞聘范文，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
式令人印象深刻。

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篇一

近代的很多文章都揭示过国人的劣根性，胡适的这篇《差不
多先生传》另辟蹊径地采用了独特的写法，即用朴素简练的
白描，兼用嘲讽和夸张的手法，描写出了国人此时的这
种“病”。

这篇文章是差不多先生的画像和生平传记。作者用拟人的手
法来描述这种毛病，他将这个人叫“差不多先生”，这位先
生的口头禅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对他来说，红
糖与白糖差不多，山西和陕西是差不多，火车发车迟与晚差
不多，看病找兽医也差不多，最后白白搭上了性命，讽刺意
味十足。整篇文章写作手法轻松活泼，这种手法秉承了胡适
先生一贯的温和作风，但是其谈论的问题却是非常不轻松的。

差不多先生虽然死了，却为很多人崇拜，认为其不计较，看
得破，想得通，是有德行的人。对于这种偷换概念的误读对
于社会的影响，作者表示了深深的担忧，想用文章来警醒国
人——这是一种病。文中的幽默讽刺手法让这篇文章成为了
善意的规劝，而不是激烈的口诛笔伐和抨击攻讧，这也是文
章的很大的特点。

这种差不多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一种陋习，想



要根除实在相当不易。现代社会这样的人还有大把的存在，
他们感觉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存在，这是一种无追求的，无追
求的，不求上进的坏风气，我们应该时刻警惕，摒弃坏习惯。

《差不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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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篇二

寒假里，我无意中读了一篇文章——胡适的《差不多先生
传》。让我感触很多，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差不多先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
较，买东西不顾质量，把红糖买成白糖；学习不思进取，陕
西和山西不分；工作敷衍了事，十等于千；就连自己病重，
家人找错了医生，请来了牛医，也认为牛医和人医差不多，
临死前居然说：“活人同死人差不多……”他的口头禅
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最终因
为“差不多”这样的毛病而一命呜呼了。

这让我想起了前苏联“联盟1号”宇宙飞船，由于“差不多”



导致的种种失误而造成的宇宙飞船和宇航员失事。

通过这篇文章，使我明白了：凡事不能差不多，一旦差不多，
什么事也干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以后我要认认真真
学习和做事，绝不做第二个“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胡适写的《差不多先生传》，觉得差不多先生
实在是可笑：白糖与红糖差不多，山西与山西差不多，就连
自己得了重病，家人找错了医生，请来了牛医，也认为牛医
与人医差不多，死前还说：“活人与死人差不多，事情只要
差不多就好了，不要太精确。”“哪有这么傻的人呢？”我
忍不住要笑，“真的差不多吗？表面上差不多，实际上可差
太多了！”

但我冷静下来又一想，还笑别人呢，我自己还不是这样吗？
考试时把“休息”写成了体息，白白丢了一分，卷子发下来
了，我还认为差不多，不应该减分；还有一次，我把“切除
食指”写成了“切除十指”，当时以为差不多，没什么大不
了的，可现在想一想，如果是医生在开处方把“切除食指”
写成“切除十指”病人得受多大的痛苦啊！

看来，我们做事情是要处处求精，越精越好，不能象差不多
先生那样，事情才能成功。达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是如此。

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传》。有一
位先生姓差名不多，叫差不多，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有一
双眼睛，但看得不是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他的口头
禅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何必太完美呢？”

差不多先生，因为凡事只要求差不多，把自己的命都送了。



可最让我心寒的是，他死后，大家居然都称他为样样事情看
得破，想得通，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
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还送他一个法号“圆通大师”。

我觉得，“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不是一种好德
行，是一种懒人的行为。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朋友做题目
时，只要答案差不多，也不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交上作业就
完事了，可到了考试时，题目稍稍有一点改变，就不会做了。
还有些小朋友，像我，做完了作业也不检查，差不多就行了，
不用追求那么完美，关键时候就闹笑话了。这不有一次我就把
“俄罗斯”写成了“俄罗欺”，把“太阳”写成了“大阳”，
差不多先生真害人不浅啊！

胡适先生写得真精辟，如果人人都成了差不多先生，中国就
成了懒人国。

我希望我不会成为懒人国的一员，我希望差不多先生的“美
德”随着差不多先生的逝去而永远消失。

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篇五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提及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
名。”看到这里，我顿时眼前一亮，心中纳闷着:“究竟是谁
有如此大的名气，令全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眼球便情不自
禁往下文转着，才知此人姓差名不多，有一双眼睛，两只耳
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只不过看得不很清楚，听得不很分
明，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罢了!我差点笑出来，这差不
多先生有五官和没五官根本就差不多，不愧为大文豪胡适笔
下的人物形象。

差不多人如其名，常常把“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
精明呢?”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自他小时侯就如此，把红塘买
成白糖，还理直气壮地辩论道:“红塘和白糖不就差不多
吗?”我想既然买白糖，为啥不反买食盐呢?反正看上去不都



差不多。他在学堂的时候，常常把陕西认为是山西，那么按
他这样想莫斯科还不得成了墨西哥?还别说，或许他还真是这
样认为的。长大后差不多先生在一个钱铺做伙计，可他常常把
“十”写成“千”，“千”写成“十”，掌柜为此狠狠骂他，
谁料，他还义正言辞地说道:“‘千’字比‘十’字就多一撇，
不是差不多吗?”

差不多先生传的读后感篇六

在经过短暂的放松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房间里，克劳士比拿
出了一篇文章，把它交到杨的手里，说道：“这是我多年来
一直收藏的一篇文章，它恰恰切中我们许多人的要害，那就
是凡事持一种‘差不多’的态度，杨，你来把它读一下。”

杨接过那篇文章，竟是多年前胡适先生的名作《差不多先生
传》：

历史上，有位先生姓差，名不多。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
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
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
性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
他，他摇摇头道：“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
他说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
说，“陕西同山西不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



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
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的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
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
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
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
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
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
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一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先生，

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
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
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到：
“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吧。”于是这
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
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不多……凡是只要……
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
太……太认真呢？”他说完这句话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
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
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
师。

“中国的胡适先生于19写下了这篇文章。80多年过去
了，‘差不多先生’依然是我们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在那
个寓言之中的明明和聪聪――几乎就是这样的原型，他们依



然活在我们中间。”克劳士比说。

“的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差不多先
生”。”比尔道：“当被问到‘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时，
许多人总是会说：‘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是差多少？”克劳士比一双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
三个人：“差不多也许是10天，也许是20天；也许只完成目
标的60%，也许只完成80%，反正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正如我
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一颗螺丝钉到底值多少钱一样，当我们明白
‘不符合要求的代价’，我们就会知道，‘差不多’可能
是‘差得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