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笔的读后感(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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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随笔的读后感篇一

每个人生来就是一张纯白的纸巾，干净得让人爱不释手，不
忍心让它沾染上世俗的颜色。纸巾就像一个纯洁的孩子，你
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虚伪虚荣的人取
决于那染缸里究竟是什么颜色了。

看了培根写的《论虚荣》后，我不禁会想起我走过的20xx年
人生。

幼儿园的时候，正是懵懂的时候，同学们都迫切的希望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玩具，一个比其他同学好几倍的玩具，他们希
望在其他同学面前耀武扬威一番。小学的时候，正是懂事的
时候，同学们抛弃了玩具把视线转移到了名牌鞋、衣服等装
饰物身上，他们希望获得其他同学的“敬佩”。初中的时候，
正是成熟的时候，同学们抛弃了装饰物把目标瞄向了潮流身
上，他们希望在同龄人中显得自己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从其
他同学的一阵阵羡慕的讨论声中，从其他同学的一片片簇拥
中，赚足了眼球，收获了“成功”。

培根曾经说过“为虚荣而自夸者乃有识之士鄙薄的人物，庸
人白痴赞美的对象，寄生食客崇拜的神祗，同时也是他自己
谎言大话之奴隶。”多么准确而深刻的感悟啊！他把虚荣这
个词的意思剖析得淋漓尽致。是啊！我们是有思想有感情的
人，我们是独立的自由的，我们不应臣服于虚荣的裙摆之下，
不能做它的奴隶从而被它掌控自己的人生。



虚荣是一块发霉的面包。在朴素的人看来，它带有霉臭味，
表面具有色彩斑点，斑点会继续扩大，会蔓延至整个面包表
皮；而在虚荣的人看来，它带有香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
美味佳肴。朴素的人会想方设法的把新鲜面包保存的久一些，
使其没有发霉的可能；虚荣的人宁愿它发霉长蘑菇也不愿意
去补救或者舍弃。

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次，仅此一次。在未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里，我们思索的不单单只是是如何与他人攀比，而是应该把
对方当成促使自己进步的对手，向他人学习如何创造更多的
价值，去挖掘属于自己的财富，然后去享受自己踏踏实实工
作换回来的美好人生。远离虚荣，做最真实的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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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的读后感篇二

读了《蒙田随笔》后，心中感悟很多，细细反思，慢慢领悟，
觉着书中有许多的观点可借鉴到教育中去，在书中，蒙田充
分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教育原则。

蒙田以“我知道什么？”这句具有怀疑精神色彩的名言来说
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是的，在人类有限的认识范围内，教
育的价值，学生的教育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来认识
这种教育的价值？教育能否为人安身立命？能否关注人的内
心？能否关注学生的心性？蒙田也非常喜爱但丁《神曲？地
狱篇》中的一句名言、“我爱知识，也爱怀疑”。

蒙田曾说，我们的心灵确在随别人的意志而行动，被迫听从
别人的幻想，服从别人的权威、被迫屈从别人空洞说教的引
诱，同时又不得不重弹老调，我们没有自由走自己的道路：
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消失了。蒙田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
正是自己。他引证西塞罗的话说：“教者的权威常常阻碍着
要学的人。”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人就不可能自由。蒙田不
迷信权威，反对传统的偏见，倡导人运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
事物，“绝不能仓促地下判断”，而要经过理解，才能认识
到事物的意义。

的确，他的态度又并非怀疑一切，在他的行文中，一再引证
古代名哲的名言佳句，借以说明他所要讲的道理。他反对的
是盲从而不求甚解。他说：“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
会去探索什么东西，也寻找不到什么东西。”蒙田曾以蜜蜂
为例，蜜蜂采花酿蜜、采的是花，但后来生产了蜜，蜜是他
所有的。因而就不再是百里香之类的花了。借以说明只有依
靠自己的判断、理解，才能获得真知。只有理解了已有的知
识，才能使它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说：“真理和道理是属于
一切人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至今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
也不专属于此后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他认为劳动、
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他完美的判断力。而



这种判断力的获得即是要求人以理性为指引，智慧地生活着。
他援引一位哲人的话说：“理解力能看清一切、听到一切，
理解给一切带来益处，它安排一切，推动、统帅和管理一切。
”

蒙田认为，学生的教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培育幼儿犹如培
植作物，生之者易，养之者难，要把他培养成熟，需要悉心
的养护和辛勤的培育。学生的性情多变不定，他们的身心发
展与希望不可捉摸。同时他们的心智发展也不能强制，只能
引导，应该教给他们最好、最有用的东西，而不应像柏拉图
那样在教育之前妄加推测与判断。要教给学生科学和真知，
这些科学与真知才是非常有用的和有成效的工具。但是，能
够有权使用这种工具的人不是任何人。他指出的这种困难，
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说明学生的教育的内在价值非常重要的作
用和价值。

正是因为学生的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在价值，同时也是非
常困难的，因此他提出学生的教育取决于导师的选择。对人
的教育目的不是名利和值得炫耀的外表，而是在于修饰与丰
富他的内心，希望塑造和教育出一个有才能、有本事的人。
这样教师应该是一名心神镇静、有智慧、有判断力、举止文
雅、谦逊，能采用新方法进行教学的人。

蒙田对学生的性格与品质的培养非常重视。给忽视学生心灵
发展的教育以警醒的作用。虽然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时代的留
下的不可避免的烙印。

但是在学生的教育阶段，谦虚、节俭、服从真理、热情和勇
敢、培育良心和德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善于吸取别人
的长处、具有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是胜过任何简单的知识教育
的。这对使学生热爱德行，发展良好的社会性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学生心性的培养与德行的养成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而且反而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



当然，从教育的观点看，蒙田的教育思想在后来的许多教育
名家的着作中都有具体的描述，关键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教
育实际灵活地运用。

随笔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细细地品味着《绿山墙的安
妮》这本经典名著，这个暑假，我已是第三次翻开这本书，
这本《绿山墙的安妮》，像一只蝴蝶在我手指间扑腾，它以
那优美的文段，美丽的文字彻底打动了我，每次阅读它时，
他总能带给我无限的新意。

透过字里行间，他看着我，眼睛里闪闪发光，嘴里还喋喋不
休……忽然清脆的大喊起来：“——啊哟，卡思伯特先生!啊
哟，卡思伯特先生!啊哟，卡思伯特先生!”原来，他正坐车
经过头顶繁花似锦的林荫道，被那无与伦比的美“吓”着了。

我心里本来清清楚楚的，这会儿却被她迷糊住了。过了好一
会儿，我才明白他从哪儿来，到绿山墙农舍来做什么。原来，
安妮是个孤儿，被马修、玛丽拉两对老兄妹领养来的。这位
脸上长满雀斑的安妮雪莉谈论幸福是神奇又简单，他只需指
着一朵花，说“香”，你立刻闻到花香浓郁;说一棵树“美”，
你立刻就发觉它美丽葱茏。

安妮的想象力格外丰富，他经常把别人眼中平淡无奇的事想
得格外令人惊奇。他把门前的森林取名为“闹鬼的森林”，
房后林子中的小路取名为“情人的小径”。而安妮的表达能
力也十分令人吃惊，她可以吧一个话题一口气不喘讲20分钟。

最令我捧腹大笑的是，有一次，他的红头发遭到了嘲笑，她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想把头发变成黑的，竟跟一个路边
叫卖的意大利商人买了一瓶染色剂，可她的头发不仅没有变
成黑色，反而变成一种颜色怪怪的青绿色，可颜色就是洗不
下来，她只好把头发剪了。



安妮在温馨的绿山墙农舍找到了自己的家，她做家务、结交
朋友、闯祸、上学读书，她风风火火，迫不及待的生活，对
爱与恨同样的痴狂。真的，她实实在在地把我迷住了。

随笔的读后感篇四

说实话，我是很怕死的，战胜死亡的帮手。怕到培根所说的
那些战胜死亡的帮手对我基本不起作用的程度。我怕死的原
因，并不是培根所说的死亡的声势。

丧葬仪式以及其中的悲号痛哭对我的影响不大，因为总体来
说我是一个比较独立思想的人，别人的行为对我影响不大，
起码是培根这样的哲学家之外的普通人对我影响不大，而哲
学家我还要挑一挑，看不顺眼的对我影响也不大，看顺眼的
对我的影响也只是稍微大一些。那么我为什么怕死呢？不知
道，只能说就是骨子里怕死。

培根在他的随笔集2里提到的战胜死亡的帮手有这样一些：复
仇、爱情、荣誉、悲哀、恐惧、哀怜、忠诚、事业。我想了
一下，这些事情肯定会暂时起麻醉剂的作用，麻痹怕死的神
经。但是，这些事情的麻痹时间有多长，其麻痹效力是否足
以战胜死亡，则完全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

究其实质，因为这些麻痹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教育，而不同
时空环境下的教育内容是不同的，教育的.效果对不同的人也
会不同。逐个分析一下上述帮手。先说复仇，虽然西西里式
的复仇有些极端，但是总的来说个人或家庭复仇还是容易理
解的；至于大的人群复仇例如村/团伙/民族/国家，大部分是
老大们的忽悠，能不能到不怕死的程度其实并不像老大们说
的那么夸张。爱情特别是失恋带来的强烈痛苦的确可能暂时
压过对死亡的恐惧，但是一般来说越强烈的东西也越容易随
风而逝。荣誉是各级老大们用来让人干活而又省钱的主要手
段，捅破窗户纸后就会发现其实是浮云。



最后，为事业而死也类似于为忠诚而死，如果这事业的最大
获益者是别人；如果事业是自己的爱好，那这就是一个精神
状态的问题了，因为这在本质上和为吸毒而死是一样的。

对于我而言，培根的帮手说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所说的帮手
都是杀手而不是帮手。也就是说，这些帮手不是帮你战胜死
亡，而仅仅是帮你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心理。通俗地说，就是
帮你安乐死而不是帮你不死。培根选择这些帮你死的帮手而
不是帮你不死的医学，这让我不知是该叹息培根，还是叹息
培根所在的时代。

随笔的读后感篇五

在《培根随笔集》这本书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
人受益匪浅，最适合我这种不喜欢读长篇大论而又想得到多
点东西的人看了。虽然只是：“论”“说”“谈”但是，我
读起来却觉得有好多地方都不懂啊!可能因为写的都是人生的
哲学。所以要很高的悟性吧!但是我还是觉得无论是什么时候
都可以读这本书。因为《培根随笔集》深受各国读者欢迎，
据说有不少人的性格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即使在多元化的
社会生活中，自己没有钱，没有权，只要有文化，有能力，
有健康，遭点厄运也无妨。因为厄运当中也蕴含着一份让人
亢奋的幸福啊!培根的.话语既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也能使人
们顿悟。

“谈读书”这篇讲的是读书有三个用处：一为怡神旷心，二
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又说了有些书可以前尝辄止，
有些可以囫囵吞枣，但是少量书则须细细品尝，慢慢消化。
读史书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使人
深沉精细，伦理使人庄重，逻辑推理使人善辩，正如古人所
说的学皆成性!不仅如此，连心智的各种障碍都可以解开。身
体健康之百病皆有相宜的调养运动。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要细细品尝，慢慢消化的茶。要读透了才



能知道，其中的道理，要喝到最后了，才可以尝到甜头。虽
然这只是一本随笔集!但是好比一本史书、诗、数学、物理、
伦理、逻辑推理般让你明智、灵透、精细、精细、庄重、善
辩。《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
《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随笔，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
篇就可以让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