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从前慢木心原文读后感 一从前慢
为题目(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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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从前慢木心原文读后感篇一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自己还特别习惯于和外地的朋友写信往
来，虽然彼此就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因为不在同一个地方，
因此也就会在闲暇的`时间拿出一张信纸，把自己想要说的话
写在信纸上，最后装在信封里面，认认真真地写上地址，最
后贴上邮票，邮寄出去！

从寄出去信的那一刻起，自己就开始期盼着可以收到信，但
是自己也在算着，从自己寄出去，信道好友收还信，大概得
有三四天的时间吧，并且再从好友收到信给自己写信寄回来，
前前后后大概得一个星期的时间吧！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几乎不打电话，但是每天都在想着好
朋友有没有收到自己的信？有没有已经给自己写还信了？如
果就是收到好友的信，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感觉之前所有的
等待都值得了！

可是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再也不写信了，并且
微信都感觉等待的几分钟特别的漫长，对于自己特别重视的
人来说，一般都是秒回。

现在就是无论是生活还是各种特别的快节奏，大家都讲究效
率，基本上就是问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到，好像再也体会不到
那种等待的心情！



大概是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太过于快速化了，甚至包括感情都
是如此，以至于现在人们感觉情侣之间的分分合合，真的特
别正常！

之前听过一句特别浪漫的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可是现如今，是不是也有人在怀念从前的那种慢？

有的时候也会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从前，感受一下那种慢，
应该也挺不错的！

从前慢木心原文读后感篇二

(2)最后的晚餐散了，耶稣和门徒们向橄榄山走去。耶稣
说:“今夜，你们都会因为我的缘故跌倒。”彼得说:“即便
众人都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会跌倒。”耶稣说:“我
实在地告诉你，今夜鸡叫两次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
得说:“即便我会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

然后，耶稣被捕了。鸡鸣堂外，彼得在庭院里的人群中坐着，
耶稣正在里面遭受羞辱和拷打。一个使女走过来，指着彼得
说：“你同那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彼得躲开众人的眼
睛，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退到门廊，又有一
个使女指着他对众人说:“这人同那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
的。”彼得发誓道:“我不认识这个人。”过了一会儿，人群
中有人走过来，指着彼得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因为你的口音把你出卖了。”彼得赌咒发誓:“我不认识这个
人。”

就在此时，鸡鸣两次。

彼得一个人走到外面，远离人群，痛哭。



以上是《圣经》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写的是在耶稣被捕后，
耶稣的门徒彼得为保护自己，三次不认耶稣的故事。相信这
个经典故事会引发你思考。请将你阅读这个故事后最有价值
的一个想法写成文章，标题自拟。

二、作文试题解读

(一)作文试题(1)(以“熬”为题目)解读

作文试题(1)采用“材料+命题”的形式。材料内容大致可以
分为三层。第一层，介绍“熬”的字形、字音、字义。第二
层，将“熬”与“煎”进行比较，强调“熬”是“间接加
热”，“加热方式比煎缓和，用时较长”。第三层，强
调“熬”的效果：出好汤。

其一，吃透内涵。

从逻辑角度看，一个独词(实词)往往就是一个概念。作文试题
(1)中，材料所介绍的“熬”的字形、字音、字义属于工具书
层面的含义，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可以思考“熬”字在生活
层面、哲学层面、美学层面的多重内涵。

1.从生活层面讲，“熬”是个人或者民族、国家在某一方
面(如人性、品质、精神、审美、感情、事业等)长时间的加
工和修炼。如，佛教里的坐禅，武侠里的武功修炼，绘画里
的技艺精进，科学家为科研项目坐“十年冷板凳”，红军长
征时屡挫屡奋。再如，为了“其义自见”而“读书百遍”;为了
“台上一分钟”而花费“台下十年功”;为了会吟诗而“熟读
唐诗三百首”等等。

2.从哲学层面讲，“熬”是量变，“煲出好汤”才是质变;但
没有“熬”这一量变的积累，不可能有“煲出好汤”的质变。
因此，“熬”是人生、事业等进阶的不可或缺的必要过程。



3.从美学层面讲，“熬”体现出一种坚韧之美，一种“沉
潜”之美。

其二，推断背面。

事物常常是在对立之中才统一的。有正就有反。有新就有旧，
有利就有弊，有美就有丑。独词型命题所反映的事物也不例
外。面对这种题目，如果能把目光投向它的背面，将思维作
逆向发散，从反面开掘题意，正调反唱，以反托正，所写文
章就会别树一帜，标新领异。

积极的“熬”，应该是“熬”中有“悟”，“熬”中有进。在
“熬”中蛰伏，聚集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昂然勃发、蓬
勃向上。而消极的“熬”，可能是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一味
消耗时光;可能是一味地死熬、傻熬、硬熬。推断反面，我们
可这样立意：

1.“熬”是懒惰者的遁词。

2.没有目的的“熬”是毫无意义的行为，最后极有可能变成
温水里的青蛙，慢慢被煮死。

3.与其死熬、傻熬、硬熬，不如另觅新径。

其三，化为形象。

其四，多维判断。

人们认识任何事物，往往都要通过判断。独词型命题，也需
如此。前面主要在“是什么”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在此基础
上，我们不妨用“为什么”或“怎么样”等设问自答的方式
进行探究，推演出一个个判断，然后从中寻找一个切入点，
敲定一个主旨核心，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它们剪裁和梳理。



为什么要“熬”?

正向思考

1.于个人而言，学业、事业、修身养性等，投入的时间和精
力都要达到一定的度，才能修成正果。

2.于国家民族而言，“熬”是面临特殊处境的权益之策，是
一种智慧的选择。

3.于自然、社会而言，“熬”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
的方式，能“熬”会“熬”，才能在“熬”的状态中发展、
壮大自身。

4.于人生而言，“熬”是人生必经的一种过程，“熬”中思
进是人生的一种智慧。

逆向思考

1.“熬”是不思进取者的一个借口。

2.“熬”丧失的是机遇。……

怎样“熬”?

1.积极应对或者接纳。比如，对待自己的学业、精神修炼、
事业、感情等，就需要采取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温柔敦厚、
不温不火、不偏不倚的策略。因为熬是一个温和的持续的缓
慢的过程。同时，熬是一种间接加温的方式。说明我们做事、
与人交往还是修为都需要不急不躁、留有回旋余地。讲究因
人而异、因地制宜的进退策略，该猛就猛，该缓就缓，猛宽
相济，刚柔并举、持续变化，方能成果。比如，汉代张良的
老师训导张良就是通过三次掉鞋的方式来训练他的耐心，草
原人的熬鹰则是通过持久训鹰让野鹰褪掉凶猛的野性，古代



窑瓷的烧制，虽然不是熬，其实里面的道理也有相同之
处。“熬”需要掌握火候变化和时间长短，要根据食材进行
调整，为人处世、心性修为等都需要做同样的调整适应。

2.要铭记“熬”的意义与价值。“熬”不是一味“傻熬”，
其目的在于品质的提升，在于获取人生的精华。

3.“熬”的过程中要坚守个性，不盲从，不人云亦云。

4.“熬”需要毅力，要有明确的目标……

“我们”及我们这个时代如何看待“熬”?

1.惧怕“熬”、不会“熬”者众多，结果难以成事。

2.力争少“熬”，赢得先机。

3.主动接受熬，“熬”出新境界。破茧成蝶、卧薪尝胆、宝
剑磨砺、梅花苦寒、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为伊消得人憔悴
等，都是脱胎换骨、天降大任之熬。心平如镜、任凭心魔屡
袭，仍如如不动，都是佛家坐禅达空明澄澈境界之“熬”。

4.诱惑过多，道德下滑，价值多元，时代发展复杂多变，成
为熬之客观之境，必须“熬”。

思辨角度

1.“熬”与“煎”，各得其妙。

2.“熬”的学问(“熬”的几种境界)

3.“熬”字是把双刃剑……

其五，变换角度



主熬方与被熬方，相当于火与水、食材的关系。主熬方和被
熬方各自的立意，都可以从熬的必然性、熬的方式、为什么
熬、熬得过程、熬的结果等方面思考。也可以从二者的内在
关系、对立统一角度综合思考。

作文试题(1)写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1.就“熬”说“熬”，只谈饮食中的“熬”，审题立意肤浅。
这类作文，内容项应在二类下到三类给分。

2.转移中心词语含义，虽然“熬”有“缓慢”“调和”“持
之以恒”“循序渐进”“温柔敦厚”“不急不躁”“猛宽相
济”“因人而异”等含意，但丢掉“熬”字，单纯写“缓
慢”或者“持之以恒”“沉迷”之类，就属于偏题了。应多
个维度把握“熬”的含意，无论从哪个角度举例或者写作，
都应回到“熬”字上来，围绕“熬”的对象、方式、态度、
原因、价值等去写。否则视为偏题，内容项应在二等中下或
者三等给分。

3.文体不清。议论文中大段描写，记叙文中要素不明，表达
项在二类下或三类给分。

(二)作文试题(2)(以“耶稣故事”为材料)解读

作文试题(2)采用《圣经》的一则故事为材料，需要考生把握
故事的主旨，理清故事的脉络，分析故事人物，在此基础上
选择立意的角度。

故事的.主旨：要忠诚不要背叛(彼得角度)，要学会宽恕与悲悯
(耶稣角度)。

故事的结构与人物角度

彼得角度：



彼得两次忠诚表白。

第一次：“即便众人都因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会跌
倒”。第二次：“即便我会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
你”。

——忠诚的程度是递进的。彼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绝对忠诚
的人，超越一般众人和生与死。

彼得的三次否定。

第一次：彼得躲开众人的眼睛，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
么。”第二次：彼得发誓道:“我不认识这个人。”第三次：
彼得赌咒发誓:“我不认识这个人。”

——彼得的否定也是递进的，而且是越来越坚决。

由此我们看出人性中的怯懦、信仰的背叛、趋利避害式的自
私与自保等等。同时，三次否定与前面的两次肯定形成强烈
的反差，我们又看到彼得的说谎，一开始还有愧疚，最后已
经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最后，“彼得一个人走到外面，远离人群，痛哭。”又让我
们看到人性的复苏，看到因背叛信仰所遭受的来自社会群体
遗弃和来自个体内心的愧疚的双重惩罚。

耶稣角度：

耶稣是上帝之子，是肉体存在的神。所以，耶稣有着凡人没
有的预知事情发展的能力。耶稣降临人间，具有与人共同的
凡胎肉身，就是借自己的肉身成道，引领众人皈依基督。因
为预知，所以接受;因为了解，所以慈悲。耶稣对事物的预知
和对人性的预知是同样到位的。所以，对于彼得将要背叛的
行为，他选择了宽恕和慈悲;对于彼得背叛所带来的灾难和痛



苦，他选择了接受。

使女和人群的角度：

他们是指认彼得的证人，他们是被基督徒看成没有信仰的、
愚昧的群体存在。从他们立场角度指正彼得，似乎无可厚非。
但是，假如他们不指正彼得，彼得可借此蒙混过关。也就是
说，使女和人群不那么蒙昧而有点人道主义的慈悲，也就避
免彼得背叛的悲剧。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这个宗教
史上有名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并且材料要求“请将你阅读
这个故事后最有价值的一个想法写成文章”，所以，使女和
人群，非故事主体人物，从这一角度写作不是上策。

原因分析：

耶稣做出预言时，彼得回答得很肯定，但是最后彼得的行为
没有挣脱耶稣的预言，和他的回答形成强烈的反差。原因在
于：

1.彼得是人，不是神，他并非故意阳奉阴违，而是因对事物
缺少预见性，不能预知事情的发展，也不了解人性在即将到
来的生死考验面前的脆弱的存在。

2.彼得一开始的说话就显得比较极端、自我。对任何问题的
思考不深入持重，不考虑前提条件，只是一味的从主观愿望
出发，缺少智慧。

3.彼得三次否定充分暴露了人性的自私与怯懦、趋利避害的
共性。

4.彼得的痛哭，说明彼得有羞耻之心，后悔之意，同时说明
彼得的精神纠结，走投无路。他为背叛遭受的惩罚而恐惧，
为保全生命，丢失信仰精神灵魂而痛苦。



据上述解读，作文试题(2)可从以下角度立意：

彼得角度：忠诚与背叛

1.人性角度：

(1)要正视(战胜)人性的自私与怯懦

(2)理性看待人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2.人性与环境的角度

(1)两难环境，做好人性考卷。如，人在极端生存环境下的抉
择——登山队员对于濒死者“救”还是“不救”?《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追风筝的人》，不同种族与信仰之间的人性
矛盾冲突中的选择。

(2)特定环境，克服人性弱点。如：卑微与怯懦，自私自利，
贪生怕死，趋利避害等。

(3)人性是开在环境土壤的花朵。人可以在一定环境中变坏，
人可以营造出好的环境，好的环境也可以影响人。要审视自
己，修炼人性。

3.生死角度

(1)信仰忠诚与死亡相比，谁更重要?

(3)权宜之计与至死不渝(如：李陵与司马迁)

4.彼得说谎的角度

(1)谎言与真相

(2)谎言产生的背后



耶稣角度：

1.悲悯与宽恕(对彼得)

因为预知，所以接受;因为了解，所以慈悲。

普通人如果有博大胸怀，悲悯众生的修养，一样可以站的高、
看得远，学会宽恕与慈悲。整个社会戾气深重，更需要这种
宽恕与慈悲精神。民族之间也是如此，慈悲与宽恕对增强我
们人类存在的幸福感，化解人类之间的矛盾，秉承人道主义
和对生命的尊重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人的精神信仰
灵魂的幸福感的追求也有积极意义。

2.生与死的选择(对信仰)

耶稣是上帝之子，他可以凤凰涅槃，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成
人之道。

普通人如果有信仰，一样可以克服人性的弱点，作出和耶稣
同样的成道的选择。

其他角度：

从前慢木心原文读后感篇三

“小胖啊，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咋跑那么慢，别人又进球了！”

小胖，是四年级五班足球队的后卫。他天天大吃大喝，吃完
了就睡，长得很敦实。

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太阳像一团火焰似得在天上燃烧着。
大地已经成了煎板，太阳也在不断地煎烤着人们。足球场上，



四（5）班和四（3）班在踢比赛。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一半，
比分已是0：4了，而场上的小胖也累倒在了场上。比赛很快
结束了，在输的六个球中，有五个是因为小胖不能及时追上
对方的进攻人员造成的。这次责备小胖的也不仅是球队的人
了，连班里的女生也开始怪他。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有多
大，所以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

一开始，小胖只是把每天晚上看电视的时间拿来跑步，可是
他发现这完全不够！渐渐地，他跑步的时间越增越多。下午，
他一放学就开始跑步。他原先还是坐公交回家，可是现在也
开始跑步回家。他绕过一个又一个新的路口，穿过一条又一
条的巷子，即使在等红绿灯时，他还在原地小跑。在五彩霞
光的照射下，小胖满头的汗珠褶褶发光。在一个多月后的班
级比赛上，大家才发现小胖变了。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好吃、
懒惰的小胖，他的一粒进球帮助四（五）班赢得了决赛的胜
利！从此，大家不再叫他小胖，他变成了“小壮”！

从前慢木心原文读后感篇四

他的从前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在阳光下的相对无
言。我与他只是陌生人。

阴沉沉的天空，浮冲冲的人烟。这不是在闹市而是真的在闹
市。鸡叫，鸟鸣，鹅呱只是少些鬼哭狼嚎。柴米油盐，锅碗
瓢盆只是没有魑魅魍魉。阴暗的天气也掩盖不住这一窝子生
气。

切肉台的刀声不时喳喳作响，老板熟练地拿肉，切沫，装袋，
收钱，找钱。汗从头顶直降到颔部，晕黄了脖间的白毛巾。
生意一单接一单，没有停歇。我也在拥挤的买肉群中，透过
人群中缝隙，我望见了他。



他穿的衣服极为宽大，老旧，显得他身体矮小，他围着一件
红格子的围裙，同样老旧。他的腰部异常弯曲，下颚简直要
栽入肚间，这显得他与众不。他站在猪肉店的石柱后，手里
拿着一本几乎四碎五散的书籍，要不是有胶纸粘住，可能这
书真的.就四碎五散了吧。他极有兴致地翻看这本书。外面的
吵杂并未能为他所动。我们的见面就在这里，从这里开始。

也许他是一个勤俭节约，身残志坚的励志青年吧。此刻的他
像一朵孤傲于雪山之巅的梅花，任世间繁华三千，他如如不
动，仿佛世间只他一人，眼中满是星光。他又像是如此孤独。

突然老板吆喝了一声，从阴暗的内阁里走来一个体态臃肿的
女人，顷刻间立在他身前，一把抢过书，“嘶”的一声，我
一下明白了为什么那本书几乎四碎五散，但这回书真的四碎
五散了。我的身体止住了，极为震惊。

他极不娴熟地扯下塑料袋，很快一只血淋淋的猪蹄映入他的
眼帘，他望见那鲜眼的颜色，几乎昏厥，瞬间他松开双手，
猪蹄落地，满地尘埃沾满那肥肉，血淋湿一地。接下袭来的
声响盖过了原先的吵杂，来自顾客的抱怨，老板的愤怒，旁
人的暗笑。他的心是否此刻也滴着血，已血肉模糊。胖女人
伸出五指，一掌打在他已原本肿青的脸。他的双眼也并未有
泪水。他突然间冲进暗室，逃离人群像黑夜里迷路的孩子，
跌跌撞撞不知道身处何方，只想逃离，寻找光明。

可谁能给他光明，我们能做到很多而真的能做到很少，少到
可怜。

在黑夜里他的双眼是否仍干涸，还是已泪流满面？

后来，我得知他不是老板家的人。是老板前不久外出见他在
流浪挺可怜才收养他的。而老板娘却一直不满老板这个突兀的
“儿子”。



我无从知道，知道后我也无能为力。

从前慢木心原文读后感篇五

当我坐在电脑前半天一个字也没写出来时，我想，也许是瓶
颈期到了。

事物发展皆有其规律，如此，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写了三个多月了，每周两三篇，不算
高产。虽然我对每天码两三千字的人很佩服，可是心里却不
太赞同日更的做法，也不习惯把自己逼那么紧，所以最初给
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周两篇，现在看来还算合理的。我的工
作不清闲，两个孩子也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不能为了自
己的爱好把家庭责任和工作担子统统放下，这不是我的风格。

三个月来，通过写作，我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看到了别人的优秀，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在一点点变化，
由狭隘到开放，由固执己见到接纳不同观点……这是最让我
开心的。

所写的文，有的是一件小事引发的思考，有的是单纯的所见
所闻，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记下来。几十篇文章，风格各
异，散文杂文鸡汤故事等，既不成系统，又算不上精美，只
能算作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吧。

尽管如此，我仍然为自己的'坚持感到自豪。（没办法，就是
这么容易满足）

几个月以来，我没写出什么爆文，阅读量最多的文章也仅仅
过千，大部分都不过百。

几前天跟一个文友聊天，他刚来简书一个多月，几乎每一两
天就写一篇文，看到阅读量不佳便有些灰心丧气，渴望多些



关注，多些人喜欢，多些人阅读。我跟他说，用心写文，别
太在意那些外在的东西，当你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时，写出
的文字才会有灵气。为博取关注或其他任何功利目的的写作
都是对自己和读者的不负责，那些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文章任
谁一眼都能感觉到。

宣传在耳边的各种速成班，扰乱了人们本就不平静的心，大
家渴望成功，渴望幸运的苹果一下子砸到自己身上，却鲜少
有人静下心来，慢慢钻研，慢慢打磨，字斟句酌地写文。

我羡慕那些随手就能洋洋洒洒写上好几千文字的人，羡慕那
些思想深刻金句不断的人，我还羡慕那些情感细腻牢牢吸引
人看下去的人，但我自己，哪样都做不到。可我不嫉妒，更
不着急，我知道，我看到的那些成功，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走
来的，他们中没有哪一个人，玩着玩着随随便便就成功了。

我始终记着那句话，你一定要努力，但千万别着急。

我告诉自己，慢下来，细细感受，慢慢领悟，也许不能带来
成功，却可以看遍风景。

享受这个过程吧，毕竟，我们只活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