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 培根随笔读后感(大
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篇一

读到论死亡，我明白了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规律，是人生旅途
的终点，也是人生旅途的另一起点。培根从人们害怕死亡，
不敢直面死亡这一个逃避心理出发讨论了有关死亡的话题，
论述了自古以来的一些英雄人物都直面死亡，战胜死亡，说
明了死亡其实并不可怕，也没有那么痛苦。我认为人们之所
以对死亡的到来感到恐惧和害怕，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他
们在生活中受到他人及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的认为死亡是
一件可怕的事，二是伴随着死亡而来的东西将死亡衬托得极
其可怕。其实只要我们坦然面对死亡，就会克服这种恐惧心
理，就会发现死亡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人类的有些
精神是可以无视死亡的。爱国之心献身死亡，勇敢之心蔑视
死亡。

论逆境中的一句话使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塞内加的一句高论；
顺境的好处固然令人羡慕，但是逆境的好处则令人赞叹。培
根在文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和顺境相比，逆境更能
锻炼人，塑造人，而人的一些美好品质和崇高精神往往都出
自逆境。而我也是如此认为的，不经历风雨怎能遇见美丽的
彩虹，不经历逆境怎能更好的成长。

论友谊这篇文章告诉了我朋友的重要性和友谊的可贵，朋友
在阳光来临之时陪我们一起享受温暖，在暴风雨来临之时和
我们一同面对。所以说，朋友既可以在我们郁闷脆弱时给我



们心灵的支持，也可以是我们变得更加理性。正因为友谊如
此可贵，我才更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使我们的友谊在前行
的路上更加深厚。

培根随笔中的文章无一不是能够对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深
刻教育的，每读一篇文章，我都能从中找到值得我学习的东
西。如；我明白了死亡并不可怕，也不值得恐惧，那只是我
们人生的另一种开端。逆境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基石，我不再
抗拒逆境，我开始坦然接受它，战胜它，将它变成我成长道
路的垫脚石。友谊可以慰籍心灵和加强理性，只有与朋友一
起同行，互相学习才会更好的取得成功。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篇二

读到论死亡,我明白了死亡是生命的必然规律,是人生旅途的
终点,也是人生旅途的另一起点.培根从人们害怕死亡,不敢直
面死亡这一个逃避心理出发讨论了有关死亡的话题,论述了自
古以来的一些英雄人物都直面死亡,战胜死亡,说明了死亡其
实并不可怕,也没有那么痛苦.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对死亡的到
来感到恐惧和害怕,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受到
他人及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的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二
是伴随着死亡而来的东西将死亡衬托得极其可怕.其实只要我
们坦然面对死亡,就会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就会发现死亡其实
并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人类的有些精神是可以无视死亡的.爱
国之心献身死亡,勇敢之心蔑视死亡.

论逆境中的一句话使我受益匪浅,那就是塞内加的一句高论;
顺境的好处固然令人羡慕,但是逆境的好处则令人赞叹.培根
在文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和顺境相比,逆境更能锻炼
人,塑造人,而人的一些美好品质和崇高精神往往都出自逆境.
而我也是如此认为的,不经历风雨怎能遇见美丽的彩虹,不经
历逆境怎能更好的成长.

论友谊这篇文章告诉了我朋友的重要性和友谊的可贵,朋友在



阳光来临之时陪我们一起享受温暖,在暴风雨来临之时和我们
一同面对.所以说,朋友既可以在我们郁闷脆弱时给我们心灵
的支持,也可以是我们变得更加理性.正因为友谊如此可贵,我
才更要珍惜自己的好朋友,使我们的友谊在前行的路上更加深
厚.

培根随笔中的文章无一不是能够对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深
刻教育的,每读一篇文章,我都能从中找到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如;我明白了死亡并不可怕,也不值得恐惧,那只是我们人生的
另一种开端.逆境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基石,我不再抗拒逆境,我
开始坦然接受它,战胜它,将它变成我成长道路的垫脚石.友谊
可以慰籍心灵和加强理性,只有与朋友一起同行,互相学习才
会更好的取得成功.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篇三

这几天，我读了朋友的《培根随笔》。读完之后，我深有感
触。

《培根随笔》里不仅仅是一篇篇论文，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人类文学的宝库，里面装满了无穷的真理。其中，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论友谊》和《论时机》。

培根说过：“把快乐告诉朋友，快乐就会加倍。把忧伤告诉
朋友，忧伤就会减半。”但是，人生中，有多少友谊是真诚
的呢?正像《论时机》一样，要把握一切好的机遇，才能成功。
否则，只能到头来感概机遇的流逝。因此，如果我们不懂得
抓住友谊的机会，友谊就会离我们而去。

我必须要好好的抓住友谊的机会!不再让友谊离我而去!

必须要好好抓住友谊的机会!否则，友谊将会一次次离你而
去……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篇四

说到培根,谁都会想起他那句遐迩传扬的名言:“知识就是力
量”,的确,当今社会,知识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个暑假,趁
着闲暇时间,我有幸拜读了他的著作――《培根随笔全集》.
那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犹如当头棒喝,击醒了不知多少梦
中人。

培根,他是命运多舛的一个人,生在官宦之家的他,年幼时就受
尽了功名利禄的熏陶,长大后也就顺理成章的走上了仕途之路,
然而,在经历浮沉的宫廷政变后,他最终被罢去官职.在沧桑的
岁月里,他的人生受尽了苦难的历练,也就越显得芬芳.读他的
文章,就像在听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赐教,须耐心倾听,反复揣
摩.《培根随笔全集》就是一个例子。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显
芬芳……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信手拈来的一句话,甚是
耐读,索性将它摘下来.细细咀嚼一番后,竟被我品出几分味道
来,我想不仅厄运能发现美德,它还能使自己更透彻的看待自
身缺点。

今年八下期末考试的结果已尘埃落定,自己马失前蹄了.在听
到消息的那一刻,如晴天霹雳,本还抱有一丝渴望,但在那一通
电话之后,便都无处寻觅了.等自己反应过来,顷刻间泪水翻涌
而出,像泄了堤的洪水,再也止不住.我哭了,自记事起自己是
很少哭的,因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可没人容我倾诉.
那好几个日日夜夜只有我最清楚,“我努力了！”我敢说.而
其也得到了收获,模拟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八上那次我也
失利了,我多想打个咸鱼翻身仗呀！对这次的胜利,我已
经“蓄谋“很久了,可事与愿违.在那几日,我极度消沉,堕落,
不敢和同学通电话,上网也常隐身.闷闷不乐几日后,父亲终于
发话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话,
我懂,谁都懂.但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找“错因”,正如诸葛
亮所说:欲思其成,必虑其败.不然再多的失败也不足为奇,同



时也是徒劳的.经过这一次的惨训,我悟出了两个对自己而言
的真理:

一、在考试前必须调整心态,不能沉迷于昔日的成就。

二、在今后考试中必须注意的一点,汇成一句话是:“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意思是说能做到的人一定是“说
到做到“的人,但说得到的人不一定做得到.我属于后者.考试
前,我刻意的去复习了英语,做足了表面功夫,看似勤奋,却不
然,我还未深入的去复习,那时有太多的“柱子“挡在我面前。

相通这些后,我便不足为奇会得此结果了.再说,经过这一番深
思,尚且也对得住那“八二”二字（英语考试得了八十二分）。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篇五

人性和素养的思考——那些机敏谨慎的人，往往会交上好运。

先说天性，天性是隐藏于人心的一种本能，是遗传和原生环
境形成的，是客观存在而难以捉摸的，但天性的好恶却极大
的影响着一个人的事业成就和为人善恶。

比如上面段子中的小明，我们可以称之为——逗逼，天性随
意而有趣。了解天性，并充分改良和利用好它，对我们的生
活和事业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人不应该和天性为敌，而应该充分的了解并良好的驾驭天性，
使之为你服务，这样，你就真正变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人的天性虽然是隐而不露的，但却很难被压抑，更很少能完
全根绝。只有长期养成习惯，才能改变人的天生气质和性格，
纪律和教育的作用是让天性懂得守规矩懂是非。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天性在三种情况下最容易暴露出来：一



是在私人的空间里，因为这种场合不需要装模作样；二是在
感情冲动时，因为情绪一激动人就可能忘乎所以；三是出现
新情况或新考验时，因为在这时候习惯已经不起作用。

培根随笔的读后感篇六

《培根随笔》不同于其他随笔，大部分随笔都是十分简洁明
了。有什么说什么，就如同一个小册子一般。但培根的随笔
却不同，他这个看似随笔却又存在不同。培根是位哲学家，
他的随笔这更像是一位思考着对这个社会进行种种考察，最
后发表在这个本子里，通读这本书，我们能受益匪浅，跟随
着哲学的脚步，看清当时的社会。

培根随笔篇幅极其小而且精悍，可以说十分的灵动。据古论
今，引用了种种故事，《圣经》，甚至是笑话来增加自己文
章的严谨和逻辑的严密。在这种种事物中，孕育着十分深刻
的道理，令人看后不禁沉思下去，那可是古代的观点，但却
于现在又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任然脱离不了时代的背景，
但我们仍可感受时代的魅力。在这其中，作者运用了排比，
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如;妻子是青年时的情人，中年时的
伴侣，老年时的保姆。这就很准确的说明妻子在现实生活中
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以及象：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
出最佳。“宝石人人都喜欢，而把德行于宝石相提并论，由
此可见德行十分重要。”

培根在谈这些事物是，而不仅仅是描述他，更重要的是分析
他产生的原因，可能性。最后是在根据这些解决方法方案，
将其彻底的`根除。从这点上看，这随笔就像某种建议书，告
诫人们要以史为鉴，不可以重蹈覆辙。这些随笔都是俱有实
用性，这种客观冷静的笔调，在其中是看不出作者的情感，
而更像是一位高人正在叙述高招。

例如《谈君权》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君权是一种很复杂，
很难维持的东西。二君权的统治之法就是要在危难即将发生



降临时侥幸躲避，设法转移。君主最喜欢臣子间分派系，相
互对立，这样就很难形成有效力量来对抗君权。这就是根据
大量的史册得出的。例如唐朝的李世明，他就是在太子时候
在齐王等人的埋伏圈设法转移，更早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功当
上皇帝。

但他不是神，他要受时间的局限，这也就说有些观点和思想
是不可取的。例如：无神论就彻底否定无神论，主张信仰上
帝。在现在看来就是一种谬论。但我们要取其精华。提起早
报。吸取其中的写作方法，中心思想，才算彻底读懂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