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沈从文从文自传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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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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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一

本书记录了约翰·欧文（1616~1683）的一生。欧文是17世纪
英国清教徒，不从国教者领袖之一，曾任牛津大学教务长。
克伦威尔出任护国公期间，欧文担任长期议会的议员，并为
克伦威尔起草了拒绝王位的宣言。王政复辟后，欧文因反对
国教而受逼迫。后来国王与不从国教者修复关系时，欧文又
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他的斡旋下，约翰·班扬等著名清
教徒得以出狱。

您可能听说过许多清教徒的事，读过他们的书，甚至听
到“清教徒”这几个字就肃然起敬。但你真的了解他们是什
么样的人吗？知道他们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度过今生吗？从
本书中，您应该可以一瞥清教徒的真颜。

本书记录了著名清教徒领袖约翰·欧文的一生。欧文不仅是
学术大师，写了不少经典巨著，也是教导大众信仰知识的导
师，写了许多浅显易懂的小册子。他们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隐者，而是对普天下的灵魂心怀爱心，想要在一切事上荣
耀神，秉行公义，制造良好的传福音的环境。

沈从文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二

约翰欧文是一位神学博士，曾任牛津校长，在十二岁时，学
业已达到入大学水平，因此进入皇后学院学习。他本人也曾
在牛津学习语言、哲学、神学，他大学几年全身心的投入学



业的不同领域，甚至晚上只允许自己睡四小时，之后成为那
里的教区牧师。他积极履行职责，挨家挨户走访，进行要理
问答，赢得爱戴，坚实的讲道很快将教区居民聚拢一起。

在动乱时期，他上任牛津校长一职，内战结束后，学校受到
全面的破坏，大学负债累累，多的几乎没有指望还清，学生
从保王党军队学会了放纵和不服管束，在这样的时刻出任校
长，处理这些问题，需要非凡的勇气。他在受职发言中提到：
“那赐种给撒种的，从婴孩口中建立能力的，能够施恩遮盖
一切内在的不足。尽管我自己缺乏力量和胆量，但不管怎样，
我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任何一用善行的来源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数年里，他成
功治愈了大学最糟糕的罪恶，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他也常常参加许多重大公共事物，发论文批判反驳当时的谬
论，即使在异常忙碌的事工中，他还写下了许多著作。如
《圣灵论》，《三一教义》、《希伯来书注释》等，（有些
标题很复杂，我简要概括了），他的作品涉猎广泛，解析精
确，逻辑强，内容详尽丰富，不过人无完人，欧文的一项缺
点就是（如果算得上是缺点的话）由于他海量的学问，对很
多问题都要寻根问底，解析透彻，总是言无不尽，所以他的
作品较比其他著名作品有点啰嗦，从他常用括号说明的方式，
可以简单看出，这也是欧文进一步为人所接受的主要障碍。
纵观一生，他熟读各类人类文献，并且最大限度的使用自己
的知识谋求信仰的利益，忠心侍奉，在神学、实践、和辩论
中，都更高一筹。晚年时，疾病缠身，病弱不已，确仍奋力
的服侍。

沈从文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一本好书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
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中国，她不仅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泱泱大国，同时



千年以来中国形成的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也源远流长。从孔
融让梨，程门立雪，到雷锋的感人事迹，再到今天的二十一
世纪，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笔迹，留下了多少为祖国的安
危奉献自己鲜血的英雄。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
中华美德在世界广为流传。我们难忘岳飞“精忠报国”浓郁
的爱国之情;难忘周恩来总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良苦用
心;难忘毛主席“今日中国在我少年”的豪言;难忘文天
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之心……收
复中国台湾的郑成功、品德楷模雷锋、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
中山等，无数仁人志士以铁的事实叙述了一首又一首激情澎
湃的爱国长歌，甚至用生命来呼吁人们心中的爱国精神。他
们血脉里跃动的民族精神将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将一代代流
传，被世人永远铭记。

我们当代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时代的重任，今天的
勤奋学习是为振兴中华，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
的力量，同学们，让我们沉睡的心灵苏醒吧，源远流长的古
文明，需要我们传递，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等待我们传承，让
我们扬起梦想的风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个时代文
明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播种理想，收获希望，让这
个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日月同辉，地久天长!

沈从文从文自传读后感篇四

读完《达尔文传》，我对理想和信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谨以此文来记录我的感受。达尔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医生。小时候的达尔文成绩平平，
然而他却总是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采集各种昆虫和植物标本、
钓鱼、掏鸟窝上，因此在大人的眼中，达尔文实在是个过于
顽皮、不成器的男孩，整天不务正业。为了让儿子学一门正
当的技艺，父亲希望达尔文以后继承他的事业，于是将达尔
文送进爱丁堡大学学医。但是医学院枯燥的课程无法激起达
尔文的学习欲望，由于好奇心的驱使，达尔文仍就每天去池



塘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去野外观察鸟类，这使得他在学医
的道路上半途而废了。父亲终于明白达尔文不适合学医了，
在经历了一轮周折之后，父亲决定让达尔文去读神学，将来
做一个牧师，不仅能拯救人的灵魂，而且会有稳定的收入，
最终达尔文采纳了父亲的建议。

然而，他却在足够多的业余时间里故态重萌——大大满足了
自己的第一大爱好，就是野外采集，尤其是采集昆虫。在此
期间，达尔文结识了亨斯罗、塞治威克等有名的生物学家，
在他们的指导下，达尔文打下了扎实的科学根基。读完了神
学的达尔文，正准备回到家乡做一个普通的牧师之前，却收
到了亨斯罗教授的邀请———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去参加“贝
格尔(号舰的远洋航行，于是达尔文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人生
道路。历时五年的远洋航行生活是枯燥的，常常好几个月在
茫茫大海上漂泊，看不见陆地，但是达尔文很快就适应了这
样的生活，而且，在航海期间他每天都勤勤勉勉地做着日记，
养成了安静思考的良好习惯。

五年的航行经历实在是过于丰富，这让达尔文搜集了大量的
标本。尤其是在经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和火地岛这两个地方的
时候，达尔文的所见所闻更是为他后来寻找人类的起源埋设
了线索。五年的航行生活彻底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涯，回到家
乡之后，达尔文果断放弃了牧师的工作，他开始一门心思地
整理标本和思考问题，最终举世震惊扥《物种起源》问世了，
达尔文的梦想终于实现。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
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是的，纵观达尔文的一生，不难发现，最终还是他的梦想指
引着他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而萧伯纳却说“人生有两出悲剧：一是万念俱灰;一是踌躇满
志”，人生在世，没有理想信念是不行的，而如果只有满腹
志向却不付诸任何的实际行动亦不可取。若想坚守住理想信
念并使其实现，读完《达尔文传》，我总结出以下几点要素：
一、良好的习惯很重要。人们都说：“习惯决定性格，性格



决定命运”。达尔文从小就养成了爱思考、勤动手、及时做
记录的好习惯，这为他能够在五年的远洋航行中搜集大量的
资料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的航海日记也为《物种起源》一书
的编撰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达尔文的成功与其良好的习惯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优秀的精神品质很重要。陶铸
说：“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一
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
质的奴隶的人”。

从达尔文的身上，我们看到耐心、勤勉、仁慈、谦逊、耐得
住寂寞、不怕吃苦、敢于为梦想坚持到底等优秀的精神品质，
这些优秀的精神品质使得达尔文在远洋航行中，不顾外界条
件的艰苦，仍然能够忘我地工作。达尔文的成功与其优秀的
精神品质密不可分。三、机遇是实现理想信念的关键。拉罗
什富科说：“不管人们怎样夸耀自己的伟大行动，它们常常
只是机遇的产物，而非一个伟大意向的结果”。在达尔文的
成长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大师。从爱丁堡到剑桥，达尔文
有幸遇见了格兰特、亨斯罗、塞治威克等生物学家，他们是
达尔文的启蒙者、和塑造者，正是他们的出现，才推动了达
尔文的进一步成功。由此可见，达尔文的梦想之所以实现，
与其机遇密不可分。四、学问出于好奇与探索。亚里士多德
说：“学问出于闲暇与好奇”。就达尔文来说，这两方面他
都有了：对于博物学，他从小就充满好奇;此外，他还碰巧拥
有闲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达尔文总是喜欢搜集动植物标
本，并常常去池塘采集各种小动物做解剖;在他的闲暇时间，
他还去参加各种学术聚会，拜访学界精英。

这使得达尔文积累了很多博物学的知识和本领。由此可见，
达尔文的梦想之所以实现，与其好奇之心和探索之心密不可
分。高尔基说：“读一本好书，犹如和高尚的人谈话”，读
《达尔文传》，我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我认识到了理想信
念对于我们成长的重要性。理想和信念之于人，犹翅膀之于
鸟，理想和信念是飞翔的翅膀。坚定信念，守望梦想!我将带
着我的感悟努力走好接下来的路程，不负青春，实现我自己



的理想。

沈从文从文自传读后感篇五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
是欧·亨利。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欧·亨利的代表作品是《麦琪的礼物》、
《警察与赞美诗》和《最后一片叶子》。其著名小说还有
《黄雀在后》、《市政报告》、《配供家具的客房》、《双
料骗子》等，真实准确的细节描写，生动简洁的语言使一系
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他在世界短篇
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作品构思奇巧，文字生动活泼，
经常运用俚语、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其中短篇
小说中占有较大比例、值得重视的是描写美国大城市、尤其
是纽约生活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