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学文章读后感(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数学文章读后感篇一

飞翔和我是多年的朋友，一方面由于我们从中学开始的写作，
还有我们相距不远，偶尔相聚，彼此交心，缘分所致。

我认真读了《学问与生命》一书，分为“生命的学问”“学
人的风骨”“大师的风度”“读书的智慧”“隐士的哲
学”“人生的况味”六辑，收录了史飞翔的各类散文随笔百
余篇。

在这本集子里，飞翔对民国一些知名的人物做了精心的梳理，
这不仅仅是简单资料的整理和压缩，活在当下的他，能够联
系现实，以一个青年学者的视角去重新发掘历史人物、认识
历史人物，以期让这些人物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食量能得以延
续。我比较喜欢“隐士的哲学”“人生的况味”，在这两辑
里，我更看到了飞翔自己的所思所想，让学问有生命，让生
命有学问，“学为自得”。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无论是
谈“生命的学问”、“学人的风骨”，还是“隐士的哲
学”“人生的况味”，一个成熟的飞翔要“飞翔”，这不仅
仅是一个年龄的问题，还包括他散文写作的日益成熟。

纵观飞翔的散文，很好的继承了我们传统散文的优良风格，
学理扎实，语言平实、雅正、简洁、凝练、自然，短小精悍，
直击要冲，关注社会和人，在此基础上，广泛阅读，兼容并
蓄，坚持走知识化、学者化散文的特色之路，观点新颖，明
辨是非，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以文字彰显自己独特的批判、



大胆的思想，新锐而不张扬，史实而不僵化，悲悯而不消极，
在历史中给人哲思，让散文更鲜活、轻松和有趣，有很好的
可读性；以一颗善良之心，在终南山下，忍受孤独和寂寞，
感悟历史，体味人生。他对写作有着初恋般的热爱和宗教般
的意志，在世俗中，在红尘里，让自己的精神能自由飞翔，
超越我们艰难的生活境况，飘荡出一股清正健朗之气，体现
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

敲响历史的钟声，给我们反省和警示。飞翔不断内省，审视
自己的灵魂，为灵魂寻找镜子，孤独中倾听内心的召唤，这
种召唤是一个敢于担当道义和责任的召唤，时刻提醒我们要
保持人的尊严和独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很佩服飞翔，有很好的思辨能力，
好学上进，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而且在一些场合，能纵横
捭阖，慷慨陈词，不畏权威，不搞媚俗，坚持自己的独立精
神和批判思想。当我们一些人还陶醉于昨日的成绩或者满足
于当前物化社会的灯红酒绿、推杯换盏，自我意淫、自我异
化之时，终南山下的飞翔始终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头脑，探寻
着生命的真谛，关心社会、关注民生，在他的笔下，是活起
来的人物、精神和难以割舍的烟火人生。

网络的发展，快节奏的生活，让文学边缘化，也让读书成为
一种奢侈。忙碌、多变的工作、生活让我们的精神变得虚无
缥缈，手足无措，生活忙乱。悲催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整
个社会。我想，飞翔还需努力，不断丰富自己的学养，多读
书、读好书，融会贯通，吸取精华，过深的理性容易削弱散
文的艺术感染力，要把历史文化的素材多转化成个人的东西，
走进历史文化，又要让自己的思考、情感走出历史文化，写
出与自己、时代相融合，理想和感性相和谐，肌理相适中的
散文，“学者之象，大家之气”定会出现！

“学问和生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
度，只能努力改变生命的宽度，那就从学问入手。从十几岁



写作至今，和飞翔一样，我们坚信“文学依然神圣”的崇高
理想；我们的写作，来自对文字朴素的热爱和内心原始的召
唤，散文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和精神的寄托。飞翔属于苦读勤
写的，从容淡定，发现新知，思想深邃，开花结果，让人不
时眼前一亮；他的散文，个人的独特生活体验和历史文化的
积淀，让我们读了，如饮醇酒，回味无穷。面对文化大山，
写作的高难度，他敢于挑战自己硬是闯出来了属于自己的一
条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写作的路子，算是我们散文队伍中成
功的“异类”，这种探索精神和写作风格，值得关注和继续。

数学文章读后感篇二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告诉我们，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
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
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

清朝有个叫方绚的，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
对古代女子缠足一事从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题描绘，可以
说是关于中国女子小足的“专著”。同时，这也反映了封建
文人和士大夫们对女子“香莲”充满丰富联想意会和封建历
史积累的“审美欣赏”、“审美感受”及“审美要求”。从
这个意义上说，《品藻》亦可谓是一部“香莲美学”之作。
如此书中《香莲五观》一节说：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莲有术，必观其步。然小人闲居工于
著，操此五术，攻其无备，乃得别戴伪体，毕露端倪。

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
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爷子极力倡导缠足，
认为这是天下大治的基础。因为女人缠了足，便可做到男女
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

在男人们呼喊着“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而不肯伤及自己
一根毫毛的时候，却被一种近乎变态的性心理驱使着，口耳



相传着女人小脚的千般妙处。“瘦欲无形，看越生怜
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更有
人将两只严重变形了的小脚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为“两
轮弯月”，实在是处心积虑到极点了。吴承恩在《西游记》
里把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化为美丽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观音：
“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可见明朝的风气对小足是何
等着魔!明朝时期男子择偶第一标准，就是看女人的脚是否够
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双纤足，因此被戏称为逐臭之
夫。

数学文章读后感篇三

今晚，我们一家三口又来到了文化宫广场。今日，微风徐徐，
空气清新，让人心情格外轻松。

昨天，孩子一直在练侧手翻，而且在花坛周边15公分宽的石
栏上也打成了。当时我真以为孩子不敢在石栏处翻，没想到，
儿子一下就打过去了。当时，他爸爸说：“你只要克服了自
己，就一定没问题。”今日，再在同一个地方，儿子却怎么
也打不过去了，他害怕了。越练越怕，越怕还越练，看得我
有些心惊。我就让孩子在平地上练，他能在地缝处直线打侧
手翻，在15公分宽的石栏上却打不成，一打身子就歪。我远
远地看着，儿子跟爸爸杠上了。

儿子一时克服不了自己担心掉下来的心理，脸上的表情都有
些僵硬了。为了让他放松一点，我让他洗手跟小朋友们一起
吃点葡萄，他想吃却放不下架子，一个人别着劲在一边僵化
地站着。我一下子发火了，训他：“那么别干什么，没练成
侧手翻就什么都不做了吗？”他听了，委屈地坐在石栏上，
其实我一开口就后悔了，当着别人的面训他让他多难看呀。
他虽然洗了手，但是没有吃葡萄，自己一个人骑车到广场上
转游去了。



看看博文吧，今日特别推荐《责备孩子有学问……》，我一
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文中提到北京师范大学医学教授曲黎
敏讲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七不责“的原则，让我的心慢慢进
入反思状态。其实，孩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的
本意是想让他克服心理障碍，由于操之过急的思想，让孩子
受了更大的委屈，当众训斥，只能让孩子更没有信心。我就
触犯了“当众不责，愧悔不责”这两条。看看那七条：当众
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饮食不责、欢庆不责、悲忧不
责、疾病不责，生活中我基本上都犯过，甚至明知故犯，因
为遇到孩子问题就失控了，我真是个太不称职的妈妈。老以
为大声的训斥会镇住孩子，却深深地伤害了他。现在，每每
遇到一些让我困惑的事情，我就会到校信通博客里寻找答案，
看看别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经常和一些孩子家长交流教育
问题，交流遇到的困难，交流解决的办法。

儿子其实是个很懂事的孩子，我知道我性情急躁，对他过于
严厉。他洗完澡就睡觉了，没跟我和他爸爸道晚安，我真的
伤着他了。育儿“七不责”原则，将伴随我一生，我会好好
用心地对待儿子。儿子，妈妈会改的，原谅妈妈，妈妈爱你！

数学文章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看了《生活百科》里面的一个小故事，它的名字叫做
《买东西的学问》。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数学题目，但这个数
学题目非常有趣但也非常让人头疼。

这个数学题目是这样的，有一天体育课同学们在太阳底下蹦
蹦跳跳，到中午就热得直流汗，个个喊口渴，于是老师们带
同学去冷饮店买矿泉水喝。来到冷饮店，只见门口竖立着一
块牌子，上面写着：“纯净水买5瓶送1瓶。”小明说：“我
们一共126个人，要买多少瓶矿泉水？”这时，一向爱动脑筋
的王楷说：“买5瓶送1瓶，一次就可以得6瓶，用126除以6等
于21，就可以求出可以送21瓶，再用126减去21等于105，就
是要买的数，王老师听了连声说：“你的'思路真巧啊！同学



们要向王楷同学学习”

数学文章读后感篇五

《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一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霍
尼韦尔国际的总裁和游刃于国际500强公司的资深顾问，两个
人均有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可以说是深谙此道，我想这也
许是此书在全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故在工作之余，
我用心读完了这本书。

虽然此书较适合管理者阅读或学习，但其中的许多道理及理
念还是让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每一部分联系到实际工作
中，都是有用的。一部分是讲为什么需要执行，通过鲜活的
例子说明执行的重要性；第二部分是讲执行的要素，这一部
分里作者阐述了良好执行力的三大要素或基石。要素一，就
是领导者必须具有的七条基本行为，分别是：了解你的企业
与员工；实事求是；设定明确的目标与优先级；后续追踪；
论功行赏；传授经验以提升员工能力；了解自我。这一部分
作者试图说明领导者执行一项工作首先必须要清楚的了解自
己、了解员工、了解负责工作的真实状况，然后再确定事情
的轻重缓急、工作进行中的追踪、员工技能的适时指导，最
后是论功行赏，彰显组织的文化。在了解自己一部分中作者
特别指出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领导者缺乏“情绪韧性”则会
造成执行的巨大障碍，而情绪韧性则包括：真诚、自我了解、
自我掌控和谦虚，这应该是一位具有良好执行能力的领导者
的素质要求。要素二，讲要建立执行文化，良好的执行能力
必须有“软件”也就是执行文化的支撑，作者认为必须使员
工的行为与组织的绩效联系在一起，通过奖励或鼓励那些正
确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则最终带来文化的改变，作者批判
了那些要建立执行文化必须首先改变员工价值观的错误观念，
提倡通过行为改变来实现文化改变。这一部分作者还强调了
领导者的行为将决定下属的行为，说明了领导者与其组织文
化的重要关系。要素三，作者强调了组织领导者的重要工作
之一：人力资源工作。作者认为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工作是



组织领导者必须进行的工作，不可能由人力资源部门或其他
部门完全代替，只有组织的领导者才更了解自己的员工并把
合适的员工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同时是
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否则再美好的策略也没有合适的人
去完成。作者同时提出了一些进行人才培养、选择与配置的
方法。整个第二部分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个逻辑：良好执行力
的基础是领导者本身必须具有一些良好的工作行为或习惯，
同时要做好组织的人力资源工作，知人善任，并通过对正确
行为的奖励建立执行文化。在书的第三部分论述了执行力的
三个核心流程，即人员流程、策略流程和运营流程。作者认
为这三个流程互相联结、互相支持构成了完美的执行力，仅
仅有任一部分是无法达成完美执行能力的。而在三个流程中
尤以人员流程为核心。这也就是像我们一个班级中的牢固的
三角作用是一样的。这一部分中作者认为必须根据组织的策
略准备好质量和数量都符合策略要求的人员，对那些绩效差
的人员要及时地鉴别，确定关键性的工作并让合适的人员去
负责。同时作者还强调了人力资源部门应参与到策略流程及
运营流程的整个过程中以促进绩效的完成。策略流程部分作
者分析了策略的制定和评估过程及方法，强调要建立一个务
实、简单有效的策略而不是仅仅喊口号。如果说策略流程确
定了企业前进的方向、人员流程确定了哪些人参与其中，则
运营流程是为人员指名路径，将策略流程和人员流程有效地
结合起来。这一部分中作者强调运营流程要务实、符合实际
情况，要将长期目标切割为短期目标逐一完成，要让各部门
及员工了解整个目标的全貌并同时行动等。

在第二部分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加上人员、策略及运营三个
流程的完美结合似乎就构成了完美的执行力。但综观全书我
们发现其实这些仅仅是达成完美执行力的方法论，而更重要
的则是作者通过全书的每一个角落所渗透出来的一种思想：
领导者的主动投入与参与。我认为这才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岂不是要领导者更多的进行微观管理。
我觉得作者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作者其实也是提倡授权的，
而反对的是授权后就不闻不问，只等待结果的做法。作者提



倡的是领导者应该对执行的过程主动的投入进去，了解事物
的本质、多问几个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了解才能做出正确
的判断，才能指导使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下去。正如作
者所说：亲自领导执行工作并非事必躬亲，或是专断独裁不
肯授权，而是一种主动的投入，进行领导人原本就该做的事。

战略的真正意义在于将这些战略变成现实，否则战略将变成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书读来平平淡淡，但却真诚朴实，
将我们从缥缈的管理云雾中拉回到了地面，这应该是一次管
理的本源回归，就像作者所言管理就是“进行领导人原本就
该做的事”，也许这才是本书的真正魅力所在。管理好一个
班级，管理好一个组，管理好一个孩子，则都是息息相关，
脉脉相连的。这也是我读完本书的领悟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