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模板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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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一

同学们，20xx年的暑假你收获了什么呢?如果有人问我，我会
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我收获了《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一
本科普系列丛书，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就深深地爱上
了它。假期中的每一天，我都会翻开它，仔细琢磨其中的科
学奥秘，生活小窍门。《十万个为什么》开阔了我的视野，
增长了我的知识，妈妈说我从来没有对一本书有如此的热情，
真是买对了。

《十万个为什么》是生活百事通，看了这本书，我了解了许
多以前不知道的信息。如为什么我们刚起床时感到全身无力?
为什么吃柿子不能与螃蟹、土豆一起吃?为什么我们要早晚刷
牙?真是收获颇丰啊!每当我把看书后的知识自豪地讲给家里
人听时，他们总夸我是“小神通”。

《十万个为什么》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一些有趣的
自然现象，一些迷离的科学知识简直让我看了爱不释手。海
水为什么发蓝?鹿的脖子为什么长得那么长?萤火虫为什么会
发光?什么是ufo(飞碟)?海市蜃楼是怎么回事?这些在我看来
多么神奇的问题使我眼前一亮，我忍不住发出一阵阵赞叹声。
我如痴如醉地读着，仿佛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读了《十万个为什么》也让我更加明白了知识的重要性，读
书的重要性。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的未来，
未来世界是知识的世界，科技的世界。我还小，我还有许许



多多的为什么不知道，我要努力读书，在《十万个为什么》
的陪伴下学习更多的知识!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二

前一阵子安老师托朋友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是她翻译的，
书名是《收获幸福的教育》。作为一个曾经的安老师员工，
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大多数老师心目中，教育是一个延伸
的、永恒的话题，而不是一时的兴趣。她的进取心是我所由
衷敬佩的，反观我自己，翻译《闺范》，半年才弄了7、8页。

教育的问题，也许从人类诞生起就有了吧，不外乎内外两层。
内层是人心的教育，外层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现而今的学
校教育大多数是按照外层的套路来发展的，认为国家昌盛必
须要让孩子们有竞争力，竞争力又从何而来？从高端人才来，
高端人才如何培养？用流水线来加工，用考试来筛选。于是
乎人成了物品，乃至还不如物品，流水线上的罐头也许合格
率还能有90%以上呢，而教育变成工厂模式，“废品率”可就
不止10%了，大多数人都被“淘汰”了。（不过不可否认，不
论何种教育，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受益，我们讨论教育方式的
改革进化，是为了让更多人走上人生的幸福旅途，不肯上车
的，不论大巴还是小车都救不了）刚把书拿来的时候，随便
翻了翻书的封面用了一个很醒目的副标题--“一所从不考试
的公立学校”。这个题目对于中国人来讲，确实很抢眼，也
很震撼。

“学校竟然不考试？”

原文如是："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学校从来是学生自定学习
进度，没有打分评级制度，通过实践的过程进行学习。不以
平均分数或修学科目的学分为路障，来阻挡一个完整儿童的
教育道路。每一个学生在教员中都有一个辅导师，另有一套
个人学习计划来明确学生在社会交往、个人素养和智能学识
三方面的任务。"



实际上，读一读书的内容，就会发现，“开明学校”里并不
是不总结学生的学习情况，而是代之以学生自己写的“终极
成就报告”。往前追溯，他们的学习计划也是和学校的辅导
老师制定的，处处充满着自学的味道。

原书作者瑞克玻斯纳博士为此书在中国出版而写的序文里，
也特意提到自主学习、社会交往能力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
大量联系。“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都具备喜悦感和醒
悟后的惊叹”，确实如此，真正能深入我们内心的学习，都
是事后会反复思忖，在反复思忖里体会出无限愉悦的。正所谓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能在思考和实践里体会到乐趣
的学习，才是真的学习。

孔子之后，远在大洋彼岸的杰弗森郡开明学校把这种学习，
用五个目标来构建了一个框架：

1.重新发现学习的乐趣通过多年教小学生的经验，我知道他
们大多数对于眼前的“学习”，并无乐趣，他们的乐趣仅限
于家长给予的吃喝玩乐而已。至于学校里的学习？此学习非
彼学习，此学习只是知识的识记，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自己
懂得了新的道理而产生喜悦的学习。知识的识记在无兴趣的
情况下，仅仅是考验孩子的记忆力，记忆力强的，以后就一
定成材么？现实却是，人类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和恐惧的东西
有着深刻的记忆力：喜欢学的，除了作业，他还会自学，乃
至去读课外书；不喜欢的，你把他脑壳敲出包，他也不会认
头的。于是乎大家开始用利益和恐惧来支配学生。学校老师
一直会为我们描绘一幅大学生活如何快乐的场景，供我们意
淫和想象，仿佛古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一样，然后还会顺带描绘上完大学，我们会如何的发财，如
何的成功。于是乎，一部分人上钩了。（不上钩以后会更惨）
上钩归上钩，等真上了大学，这些人中，又有几个能顺利完
成学业，能在大学里学到社会上学不到那些事情呢？以上是
胡萝卜。大棒就是各种惩罚，各种羞辱。记得三年级的时候，
数学作业错的题比较多，被数学老师请家长，出于恐惧，一



个星期都没告诉父母（当时电话还没普及，现在学校老师直
接打电话给家长就行了），于是乎，一个星期的数学课我都
是站在讲台上上的，最后还被抓住头发往黑板上撞（黑板是
很厚的有机玻璃），一边撞，一边被骂是“造粪机器”，说
我只会吃，不会做有意义的事（呵呵，有意义的事），还拿
前些天《求知报》活动里我答对的科普问题来羞辱我，问
我“知道狗没有汗毛孔有个屁用，不一样是废物？”（科普
活动的问题是：狗为何不会出汗。对于家里两套《十万个为
什么》和《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不离手的我来说，太简单
了）。打那起，我对数学这东西就嗤之以鼻，并坚信，课外
书一定要看出点名堂来，管你们怎么说，我自己的阅读习惯
是不会改的。一个数学老师用恐惧毁了一个孩子对数学的兴
趣，毁了他的人格尊严，结果又如何呢？如果当时连阅读的
习惯都被黑板磕没了呢？我是不是就真成废人了？因此，一
个教师，如何引导孩子的兴趣，如何引导孩子喜欢这门课程，
就变成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跳出这个圈子的简便方法，就
是问：孩子啊，你喜欢什么？确定了他个人的兴趣方向，加
以引导，这也是教师的重要责任。因为在信息化的社会里，
老师的大脑容量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和百科全书一样做到面
面俱到。这时候，教师就要利用自己年龄和阅历的优势，去
引导孩子去读什么书，去做什么实践。方向找对了，路就由
学生自己走。此方法被推广读经教育的王财贵教授起名
为“仙人指路”。而在书中历届校友的反馈中，他们确实认
为这种与辅导员的关系，对自己的成长很有帮助。相反，在
应试教育中，老师哪里敢给初三高三的毕业班推荐课外读物，
带他们出去玩啊~即使老师敢做，家长也会闹到学校，打得鸡
飞狗跳。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万幸的是，如今的教育中，还是有
老师善于引导孩子的学习兴趣的，只不过这种名师的数量，
相对于中国在校学生的数量，不成比例而已。《收获幸福的
教育》里，有个往届毕业生回忆自己在科学课上宣读自己的
报告，被全班接受以后，自己的自信和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
其实这种事情，我高中语文老师也这样做，每学完一篇课文，



都会留思考题，写在作文本上。题目基本上就是：”你对这
篇课文的理解是什么？“第二天早上收走后，在语文课上发
下来，不过是打乱顺序发的，不发到本人手里。这样做有两
个好处，第一，偷懒的同学的作业被别人看到，很没面子。
第二写得好的同学，会更加努力，因为人都是有虚荣心的。
当老师问大家，谁手里拿的那篇文章好的时候，大家心里都
会期望别人推荐自己的吧。

2.寻觅生活的意义：生活是什么？在商业化的社会里，生活
更多的是在和金钱连在一起。为何读书？为了找工作。为何
工作？为了挣大钱。挣大钱为了什么？为了房子车子，为了
饮食男女。而孔子讲过，人要知天命，人要知道这一辈子是
来干什么的，不单单是为了享受物质生活的。人的内心总要
有一个”主心骨“来支撑他的信念，来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为社会为他人去贡献自己的热情和帮助。此信念不是德育处
主任可以骂出来的，也不是思品政治能教出来的。更多的是
学生从老师、长辈的言传身教里学来的。因此，开明学校一
对一的这种辅导就明显比一个老师面对数十个孩子的我们强
多了（丽江实验学校一个班能有70多个，老师能把自己班学
生认出来就不错了，这种数量比，如何让学生与老师建立良
好的信任和友谊呢？）。不过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
大障碍，因为历史的原因和政策的问题，老师一直是一个不
被重视的阶层，社会上还夹杂着阶级斗争的那种”臭老
九“的歧视，再加上近年来由于人才流失和师资水平的下降
所造成的教师行业的负面新闻。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
为不重视，所以投入低，因为投入低，所以教师行业除了”
稳定“，没啥吸引力。因为吸引力消失，而国家又不可能不
办教育，所以师资水平两极分化。要么凭着道德撑着（低工
资、低待遇、高工作压力、高风险、无发展，天津俏皮话
叫“王八垫桌脚---硬撑”），要么不要脸不负责（以前我学
生的班主任就是这么一个，上课问大家预习了没，当然孩子
们都说预习了。然后老太太就说既然预习了，那就直接写生
字吧。她在讲台上打毛衣）。



3.适应时下社会、4.迎候或然社会、5.创建合理社会：

摆正了心态，找对了人生方向，接下来就是面对更广阔的人
脉和充满变数的社会了，开明学校课程里有大量的野游、旅
行和考察，这也是锻炼孩子们适应社会的一个契机，现实社
会会充满挑战，如同独木舟行于河上，是不同于在学校里的。
这其实和孔子的方法很相似，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不但实践
了老师所教导的.东西，还能”行万里路“，见识各地风土人
情。于不确定和挑战中，学会变通和应对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适应社会这方面，开明学校虽然是公立学校，但是没
有成绩册，学生上大学时，会被各种刁难，一部分学生还是
要去普通高中考个成绩出来，虽然有些曲折，但他们在大学
里的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学也是靠自学的（我高中
班主任也是这么说的，不会自学的人，上了大学也白搭。好
多高考状元级别的人，进了大学直接就跟电脑和被窝混4年，
因为以前的成绩是别人逼出来的，是别人叫他学的）。

在本书中有个统计，开明学校的毕业生里，从事教育行业的
人数最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个被学生认同的教育方法，
学生长大以后，还会充满希望的想把它教给更多的人，这种
推己及人的态度，也是一种普通学校学不来的吧。

下面写一写自己额外的感慨吧：

教育的构成有好几部分1.家庭教育2.学校教育3.社会教育4.
宗教教育四个教育任何一个方面出岔子，都会造成极大的社
会问题，虽说现在学校有很大问题，应试教育也是千疮百孔，
但不可否认父母和家庭在子女教育中的缺失，净空法师总爱
说”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怪也“。鲁迅先生也曾感慨
过穷人的孩子在街上转，富人的孩子在家里转，转来转去都
是怪胎。父母首先要懂得，孩子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产物，
更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人，以后还是社会的一份子，是家庭
里的丈夫、妻子，是承担着各式各样责任、扮演各种角色的



一个人。不要生下来就不管了，这个管不是说管饭管零花钱，
而是要确确实实的把孩子培养成人。孩子的质量是夫妻两人
决定的，父母不懂，就要交给老师管教，同时自己也要跟孩
子的老师学习经验，共同努力。而把学校当托儿所，把老师
当保姆，颐指气使，是不够资格为人父母的。好比医生治病，
叫你忌口，病人不听，吃完挂了，家属还赖医生。家庭教育
里，以身作则是最重要的，孩子比较像猴子，有样学样。你
不孝敬父母，他也学你。你暴躁易怒，他也学你。最后所有
的反作用力都会回馈到当年的“榜样”身上，更有甚者，这
孩子会去社会上为害他人。社会方面，父母和老师还要替孩
子们撑起伞，保护他们不受社会的不良习气所影响，比如不
分级的，整天男盗女娼的天朝电视电影和低俗娱乐节目，家
长以为孩子看着电视自己可算有功夫休息了，其实呢，那是
在给孩子喂毒药啊。（公共传媒就是社会教育。但当电视和
手机，已经超越电脑，成为当之无愧的儿童心灵毁灭者的时
候，何谈社会教育）老师也要旁敲侧击地告诉孩子，哪些是
该看的该模仿的，哪些是不该学的，正所谓“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包括我接触的学生，家长在家搓麻垒长城，孩子
就在旁边看着，我还能说什么？只能告诉学生，千万别学那
玩意儿。此外还能说什么呢。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三

错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避免的事情；错误，是在
我们走向成功之路的途中的前奏曲。所以，错误它并不可怕。

最近，我拜读了《收获》一文，作者余途对女儿的种种表现
非常满意。一天，女儿把成绩单怯生生地交给余途，老师在
试卷上写道：“考出这样的.成绩对得起自己吗？”余途很是
纳闷，问女儿：“每门课90分以上，够好了，为什么还对不
起自己？”女儿委屈着说：“95分以上算及格。”“你知道
自己坐在哪儿了吗？你知道为什么错了吗？”女儿说：“我
都知道。”余途笑容满面，非常满意地说道：“你已经很对
得起自己了，因为你有了收获，不要为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而挫伤了你自己的学习积极性。”

是啊，在生活中，其实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
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错。
遇到自己犯了错，只要及时改正，并从中总结经验，找出原
因，悟出道理，在以后生活中加以改正，那么，你就一定会
在今后的生活中获取更大的成功。

生活中犯一点点错误并不可怕，只要你不退缩，勇敢面对，
知错就改，化悲痛为动力，那么你一定是一个成功者。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四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才了解到关于数学源起的说法有很多种，
最终有一种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

在古代宗教的说法中，认为数学是神的教诲，是神的逻辑。
是由古以色列人先知代表摩西与他们所尊崇的人格神经长期
争辩，和不断说服中发展而形成的逻辑学说。因此，有
了“逻辑是数学的生命”的说法。而在此之中，东西方在逻
辑的定义上的区别就较为明显，在东西方的学者眼中都认为
逻辑其实就是一种诡辩、争论的技术。

不可能存在(排中律)，因此，对就是对(同一律)，这也就是
形式逻辑学的精髓所在，他们认为决定一个命题是否成立完
全与说者和听者的能力或者关系毫无关系。注重客观事实的
重要性。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五

成长，是一个快乐而又烦恼的字眼。作为小学五年级的我，
无时无刻不憧憬长大，心中无比向往成长中那快乐温馨的点
点滴滴，不时渴望品尝成长中风雨彩虹般难忘的滋味。



在这个炎热而又快乐的假期中，我有幸读到了一本令人印象
深刻、感触良多的好书。它的名字叫做《我不想不想长大》，
是辫子姐姐郁雨君写的。故事用平实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名叫
扇贝的五年级男孩与一只迷你猪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主人
公扇贝非常喜欢小动物，可与他相伴的那些小生命都相继离
开了他。为了填补伤心的空缺，蒜泥妈妈带回了一只传说中
不会长大的迷你小猪，扇贝叫它“荷包蛋”。“荷包蛋”让
扇贝懂得了享受和爱，懂得了快乐与感动，更拥有了新的理
想。最后扇贝通过种种努力，终于为“荷包蛋”找到了传说
中的“动物方舟”，让它幸福、快乐的生活了下来。

刚看到书的封面时，我还以为是这个胖胖的小男孩不想长大
呢！可细细品味完这本书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想长
大的不只是他，还有那只超萌、超可爱的迷你小猪。读完这
本书之后，我也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每个小动物都有一
颗纯洁的灵魂，一份至善的爱心！对小动物而言，长大就是
顽强、快乐地活下去！所以，只要尽力了，全身心地付出了，
也就无所畏惧、无怨无悔了，当然，你也就是最棒的！我想，
人世间最美妙的生活，也许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容，人
与动物的亲密相处！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长河中才会有真
正神奇、瑰丽的事情发生。请相信，真正的自由自在，应该
是拥有一颗忍受困境的耐心，一份克服困难的勇气，一份明
辨是非的智慧。我们要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任何事
情，我们都要竭尽全力，不畏艰辛，那么，最终你的生命一
定会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来吧！让我们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不打马虎眼，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自己搭建一座通往成功的“金色大殿”的“光辉
之桥”吧！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人生长河中收获属于自己
的那份精彩！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六

《青鸟》主要讲述的是一对兄妹寻找青鸟的故事，一路上他



们经历了许多事情：夜宫的五道大门;恐怖的墓地之旅，难以
置信的青孩子的世界;以及幸福家园的见闻。而种种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兄妹俩明白幸福的真正含义。

书上有几个片段令我感到高兴，羡慕。“这个时候，又有两
个青孩子抬着一串巨大的'葡萄走了过来。那串葡萄上的每个
葡萄每个都像梨子那么大，两个孩子抬着可费劲了，小脸蛋
都涨通红呢。”我为这两个孩子能种出这么重的葡萄感到高
兴。“就在咪蒂还在品尝这个巨大又不失美味的葡萄的时候，
一个孩子抱着一个比自己脸还大的苹果走了过来。从远处一
看，你还以为那是一个长着苹果头的孩子呢。”我看到这里
时，总觉得这么大的苹果是不可能的，但结合起前面青孩子
种出得巨大葡萄，我觉得很小的青孩子能种出比脸还大苹果
小菜一碟，如同细线穿过珍珠上的孔一般。“就这样，那些
青孩子都跑过来向兄妹俩展示他们那些新奇的发明。跑向蒂
蒂的都是展示他们的机械，而跑向咪蒂的则都是展示植物的。
就在兄妹俩看得正带劲的时候，一阵哈哈大笑声贯穿了整个
宫殿大厅。”我十分羡慕这兄妹俩，一个能看见未来新鲜的
植物，一个能看见未来有用的机械。我不禁幻想，要是我也
可以品尝未来的高级的新鲜的“胖”水果，还可以看见未来
先进的机械。

我读了《青鸟》明白了凡是应该要先苦后甜的，经历过各种
困难和磨难后，两兄妹得到幸福。整个故事就完美地结尾了。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七

读完这本书，我想问大家：幸福在哪里?你幸福吗?肯定大家
都有各自的答案，其实幸福往往就在你我的身边，只是我们
不常常关注它罢了。

书中的主人公狄狄与美狄做了一个梦，那梦非常奇特，说来
了一个仙女，委托他们去找一只青鸟，因为他的女儿病的很
重，只有青鸟才能救治，于是他们就开始了历险，在光神与



各种不同伙伴的陪伴下，一次又一次地寻找，青鸟一次又一
次地奇异失踪，幸福的青鸟看似捕捉不到，但意想不到的是
青鸟又恰恰在自己的家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费工夫啊!其实那青鸟象征着幸福。

刚才谈到幸福，我认为真正的幸福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金钱
权力，而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是母亲慈祥的一
个微笑，可以是朋友关怀的一个动作，也可以是一些美好的
回忆，到处都充满着幸福，幸福是付出，而不是一昧地索取，
为什么狄狄与美狄他们就算在穷人家也能找到青鸟，找到幸
福呢?这说明就算是在简陋的小屋，破烂的床上躺着也可以找
到幸福，总之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

故事结束了，狄狄与美狄找到了青鸟，我相信我也找到了，
因为我用心去感受和体验了，大家也一起来寻找幸福吧，只
要帮助或关心需要帮助的人，那样你就会找到幸福，记住，
幸福就在咫尺之间!

收获和读后感是不是一个意思篇八

《青鸟》这本书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戏剧史上一
部融神奇、梦幻、象征于一炉的杰作。读了这本书，我明白
了，书中蒂蒂儿一直寻找的幸福并不是遥远的地方才有的，
幸福也不是富有就可以得到的。在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幸
福，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你对别人的微笑，别人对你
的微笑……这些都是幸福。幸福就像巴金爷爷说的在于付出，
而不在于索取。

幸福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阳光、空气、时间的流传
里，到处充满着人们没有发现的幸福。生命的本身就是幸福
的，幸福一直就在你的身边。只要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并且不畏艰苦，从事情的点点滴滴做起，每个人都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青鸟。这就是我阅读《青鸟》一书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