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生命的意义读后感 活出生命的意义
读后感(精选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一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时，就感觉是这是一本话题沉重的书，
我就猜想作者肯定经历过生与死的折磨，肯定有着非同寻常
的经历，否则写不出这么沉重的书，伴随着书的序言，我对
全书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书中描述的一战期间集中营内黑暗恐怖的生活和作者对于生
命的态度，强烈震撼了我的内心。弗兰克尔是犹太人，是著
名的心理学家，1942年，他被纳粹关押到曾被称作“死亡工
厂"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哥哥、妻子，不是死于牢狱，
就是被送进了毒气室，而他自己也在漫长的囚狱生涯中，遭
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重获自由后，仅用了9天就完
成了这本书，真的震撼到了我。书中描写的场景光是今天想
想，内心就久久不能平静。

集中营内的非人生活，将囚犯从活生生的人，变为一个个号
码，除了自身赤裸的躯壳以外，丧失了所有一切。在这种极
端扭曲的现实中，集中营曾有退行到禽兽一样的行为，但依
旧有人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别
人，闪耀人性的光辉。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有一样东西
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责的自由，人们一
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作
者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发现人拥有选择人生态度的自由，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他自己本来可以安全地逃亡美国，



但为了照顾父母他选择留了下来，在集中营里，他怀着强烈
的求生欲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活着与妻子重逢，并完成自
己的心理学著作，他从这强烈愿望中汲取力量，支撑他活了
下来，当一个人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有意想不到的
无穷无尽力量，能够毫不畏俱地经历任何艰辛困苦。弗兰克
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
开创了意义疗法，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弗兰
克尔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取得了飞行员驾驶
执照，一直到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

弗兰克尔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
义，即便是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下。如果蘑难不可避免，那就
把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
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竞事业的责任，生命的充实和丰满，
需要我们为了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快乐地努力与奋斗。

再想到我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所谓的困难和失败，跟作者
相比，真的的是不值得一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
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思考自身。就
像尼采说的“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所以我们
每个人都应努力找寻和体验生命的意义，过有意义的人生，
才能不枉在世上走一回。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二

《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作者是二战纳粹集中营的待决囚徒维
克多·弗兰克尔先生。他通过那段非人的经历，找出生命绝
处逢生的意义，把炼狱般的痛苦谱写成爱与希望的乐章。不
过200余页的小开本，是弗兰克尔生命的奉献，字字闪烁着人
类大师的智慧，句句能够触动人类的灵魂。

一口气读完此书后便开始摘抄，抄写了近40页读书笔记仍不
舍得搁笔，恨不得抄完整本书。真心觉得每个人都值得读读



此书，可能你我的收获并不相同，但是，相信看完此书你一
定会有收获，收获人生的感悟和生命的力量。

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人是二十八分之一，不足4%!而存活下
来的人中，很多是那些掌握一定权力和资源的囚头，就是同
为囚徒却被挑选负责看管囚徒的人，这些人的生活甚至比入
狱前更好，而这些人的残忍甚至超过了看守。作为一般囚徒，
很多人被焚烧炉吞噬，很多人身染恶疾丧命，但也有很多人
是因为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无力支撑自己活下去，自己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

能够生存下来，确实有太多侥幸。作者在回顾集中营生活时，
也细数了哪些命悬一线的事情，读来印象特别深的有四次侥
幸。

侥幸之一：挺直腰板救了他的命。在到达集中营后从火车上
下来，囚犯们便被分成左右两路，在囚犯并不知情的情况下，
党卫军凭感觉挑选相对年轻力壮的人，右侧一路去劳动，而
左侧一路直接去了焚烧炉。因为怕党卫军查出自己身上藏匿
的背包，作者使劲挺直了腰板，恰恰是这个动作救了他一命，
之前正在犹豫的党卫军军官最终确定让他进入了右侧的队伍。

侥幸之二：倾听博得了囚头的好感。在去往工地干活的路途
中，作者认真地倾听了大囚头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烦恼。作者
以专业的视角对他的性格进行了诊断，并给与他基于精神疗
法的建议，以此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博得了他的感
激。在生活中得到了大囚头的不少关照，比如可以睡在前五
排，可以逃过恐怖任务，甚至能够得到一碗有豌豆的汤，这
都有助于作者保全自己的生命。可见有一技之长关键的时候
能救命。

侥幸之三：顺其自然让其逃脱了死神。运送病号去休息营往
往是去了焚尸炉，当作者被安排执行这样的任务后，担任主
任医生的狱友要帮他换下来，这样做意味着有人替他送命。



作者不希望这样做，希望一切都顺其自然，哪怕是赴死。他
跟朋友们认真做了告别，给家人留下了遗言。但幸运的是，
这次运送真的是去了休息营，而留在原集中营的狱友们却因
为饥荒几乎全部丧生。

侥幸之四：解放的前一晚被死神遗忘。被解放的前一天，国
际红十字会赶到集中营，囚犯们终于盼到了解放。党卫军一
下子变得那么友好，还安排卡车要把他们送往瑞士交换战俘，
犯人们开心地坐上了卡车，奔向自由。而作者和其他几个人
却被遗忘，没能挤上离开的卡车，绝望的几个人在集中营度
过了最后一夜。过后才知道，命运跟犯人们又开了个玩笑，
坐上卡车的狱友全部被纳粹焚烧，作者再次侥幸与死神擦肩
而过。

作者遭遇的侥幸是能够生存的必要和前提条件，但要想活下
来，最重要的自身有爱、保持幽默和生命的意义。

对妻子的爱是生命最重要的支撑。不管经受身体的疼痛还是
看守的折磨，不管是在清晨的霞光中，还是在漆黑的冬夜，
作者始终在思念着自己的妻子，思想停留在妻子的身影上，
想象中妻子会回应他的话，让他真切感悟到：爱是人类终身
追求的最高目标。

艺术和幽默给生命注入了活力。在作者妻子24岁生日那天深
夜，一曲小提琴奏出的舞曲，将昏睡中的作者唤醒，唤醒的
不仅仅是身体，还有他的灵魂。除此之外，幽默是灵魂保存
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幽默能够减轻了磨难带来的伤害，使人
漠视困苦，超脱于悲惨境遇。可能有人觉得在集中营还能有
幽默?作者通过他的经历和视角，给我们呈现了有价值的幽默。
作者与狱友约定，每天都要给对方编至少一个好笑的故事。
比如，预测人们离开集中营后的一次聚餐中，忘记了自己的
身份，在女主人分汤的时候央求女主人能否“从锅底给舀一
勺”。作者通过这些自编的幽默故事让自己保持了快乐起来
的能力。



感恩冲淡了痛苦的浓度。在充满磨难的集中营有何恩可感?正
因为生活中充满痛苦，所以一件很琐屑的小事也会给囚犯们
带来快乐，甚至是人生极大的快乐。作者记录了很多值得感
恩的事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转往另一个集中营的经历：在
转往其它集中营的火车上，有人发现火车正在去往毛特豪斯
集中营的桥上，这是个死亡集中营，但是火车并未停靠而是
直奔达豪集中营，一个没有“炉子”的集中营，囚犯们因此
在车厢里跳起欢乐的舞蹈。还有一个场面是人们在挂着冰柱
的棚屋里捉虱子，因为灯还亮着，人们就感激不尽。

生命的意义给了他挑战的力量。作者在被关押期间，一直在
思考如何从磨难中获得的意义，经常想象给学生们介绍囚犯
心理学，也利用自己的所思所想救助过狱友。当他的《医生
与灵魂：意义疗法导论》手稿被没收后，重写这本书的渴望
帮其战胜了各种极限磨难。作者确信，在巴伐利亚集中营那
漆黑的狱中重写那部被没收的书，帮他避免了伤寒热可能带
来的心血管衰竭的危险。

作者并未过多着墨于磨难，但我们透过作者的片段回忆，依
然能感受到磨难的触目惊心，而作者居然能够在这样的磨难
中保留自己选择的权力，这是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三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活下去”，无论身处和平年代，
战乱年代，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才能活下去。我相信每个人
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使命。

压垮年轻人的，不是无法承受的生活压力和磨难，是无意义。
找不到磨难和痛苦的意义，磨难只是磨难，痛苦只是痛苦，
人间如此不值得，何不选择结束？医院的老人，要么承受着
病痛的折磨，要么承受着年迈无法自理的屈辱，支撑他们坚
韧活着的东西，一定是他的信念，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然而，在深度痛苦中游荡时，设想最糟糕结果时，我依旧找
到了乐观的理由，我相信不管是我还是孩子，我们失去的，
都会获得其他的馈赠，比如更坚强的性格，更睿智的大脑，
更灵性的灵魂，或者其他。我相信我们所经历得磨难会有意
义。我原谅了我的过去，我原谅了曾憎恨的人，我感受到了
宽容、平静的力量。

厄运和磨难，本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我们寻找生
命意义的机会。有人在磨难中升华，也有人在磨难中沉沦。
伟大的精神，才配得上经历的苦难。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阅读了《活出生命的意义》，给我的感触是很深刻的！
光看题目，很容易以为这本书是一本心灵鸡汤。这本书并不
厚，讲述了作者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生活。作者维克多.弗兰克
儿医师。一个20世纪的奇迹。精神分析第三维也纳学派的创
始人，以意义疗法为核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使命。弗兰克儿医师从奥斯威辛集中营
人间炼狱归来。写下了这本书，成为畅销书。

弗兰克儿医师以平淡的语气描述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生活。描
述死亡与毒气。描述人在极限环境下的苦难，以及从苦难里
如何借着意义地寻找，将自己超拔岀来，去重新爱人。

爱是直达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深爱另一个
人时，你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弗兰克儿医师能够
撑过这几年的地狱生活。除了他超强的意志力。是爱让他活
了下来。

本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
金球有20多种译本，是一部畅销名著！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五

弗兰克尔医生是从“追求意义”、“存在之挫折”、“意源
性神经官能症”等概念，层层衔接，渐次引申介绍“意义疗
法”。我想直接从“生命之意义”篇章中向大家展示弗兰克
尔的魅力。

这本书名为《活出生命的意义》，从一开始，我就带着这个
问题阅读，我想大家也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但是，直到132
页，大约读到这本书的60%的样子时，他才正面解读这个问题。

原文是这样翻译的：我觉得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用概括性的语
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
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
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
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
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
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
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
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
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
是特定的。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
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
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
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同。

这个看是“玄虚”的说词，第一遍看时因没有明确的回答有
些失望，第二遍看时因为客观的表述感到作者的真实，第三
遍看时才朦胧的感受到人生哲学的力量——问题的答案就是
问者的回答。弗兰克尔正是通过“让人自己回答生命的提问
而给自己的生命赋以意义”，并发展形成最后的“意义疗
法”。当然，他自己也是这么回答自己的。特别是在集中营
的岁月中，二十八分之一的生存机会面前，他找到了属于他



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并最终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所以，当你觉得人生昏暗、前途迷茫、处境艰难时，没有必
要从各味“鸡汤”中找自己的方向，更应该清醒的思考如何
回答“生命对你的提问”，你的回答就是你的“生命之意
义”。

顺便说一句，弗兰克尔16岁时就提出这个影响他一生的信念，
也是他个人生活和专业研究的基石。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六

最近一直在很认真的读书，因为觉得生活的很虚无，毫无意
义，希望在书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看到推荐里有写到这
本书可以帮助那些迷茫的人，于是就买了一本，用了三天总
算把它读完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读书，总之是没有从
这本书里得到我想要的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本好
书，它一语中的的指出了现在人感觉生活毫无意义的缘
由——存在之虚无。

由于传统的改变，现在没有可以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于是
就没有了方向， 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要怎样做，工作
了一周之后，周末的无所事事，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就是最好
的证明，而要摆脱这种虚无感的最好方法就是找到生命的意
义。

而找到生命的意义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努力达成
吗？弗兰克尔认为显然不是，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生
命的动力，人类存在之本质是负责任。生命的意义没办法用
一句话概括，也没有所谓的葵花宝典，它因为不同的人，不
同的经历，不同的环境而不同，就像下棋，你没办法说那一
步是好的，在没开始之前可以说没有一步是好的，又像作者
那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毫无人性的条件下，下一刻
都不知道自己将身在何处，是否还会活着，没有计划，没有



方向和目标，可是弗兰克尔还是努力的活了下来，支撑他的
就是他的责任：自己的家人和未竟的事业。

弗兰克尔说发现生命的意义可以用三种方式：

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就是成就或者成功。

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就是要爱莫个人。

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对于第一种应该很好理解，因为这是普遍所认同的生命的意
义：取得的成功，不管是从财富上还是从名誉地位上。对于
第二种完全是从个体角度来看，也许就因为有某个人的爱或
者是爱着莫个人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第三种并不是鼓吹大
家要找苦难去承受，那样叫自虐，相反而应该自动的创造条
件远离苦难，只是很多时候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在面对困
难时应该采取的为积极的态度，即悲剧的乐观主义，在苦难
面前升华自己。

现在有太多人将自己生命的意义全然归结为第一种，而取得
自己预期效果的寥寥无几，即使有人取得了在外人眼里的成
功，还是会有莫名的空虚与烦躁不安。

1、人不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事物相互决定对方，但人最终
是自我决定的。他成为什么——在天赋和环境的限定内——
是他自己决定的结果。

2、自由是人的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就是责任。实际上，
如果人不能负责任的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

3、人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不是简单的活着，而是时时需
要对自己的前途做出判断，决定下一刻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
人。



4、快乐是（而且一直是）一种附加品，如果这种附加品本身
成了目的，反而会受到减损。

5、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
什么期望。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七

《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我早有耳闻，却一直没有机会阅
读，直到加入了爱的读书会，有幸获得豆豆老师的赠予，才
得以一读。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营的经历”，即作者在集
中营中自传式的记录；第二部分“意义疗法概观”是理论性
文字。

本书的第一部分，让我很受震撼，不是因为对集中营生活的
描述得有多么不堪，恰恰相反的是作者以一种科学家的冷静
来观察和总结，在那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能以如此平和的
心态思考生命的意义，而不是轻易放弃生命或形同朽木，着
实令人由衷的敬佩。

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一位性格坚韧，头脑冷静的伟人。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
的人。

《活生命的意义》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
本著作之一，并入选香港大学必读50本图书。如果你正虚无
度日，热情渐消，茫然于生命的意义，那么，来读一读这本
书吧。

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
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这种处境中的



人们也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我生平第一次理
解这句话“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中“。

作者在这里给出了一种忍受痛苦的方式：回忆爱人的形象。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另一半，处于绝境时只有思念才能熬得
过去。因为怀有对另一半的思念和希望，才有了动力，所受
的苦难才有意义。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
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
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关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
环境是压抑的，身体是不自由的，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和肉体
都是痛苦的，但是作者却悟出了心灵的自由是谁也无法夺走
的自由。他告诉我们，虽然不能避免痛苦，但是我们依然能
够选择面对痛苦的态度。

苦难、厄运和死亡是生活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没有苦难和
死亡，人的生命就不完整。

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作者提出将苦难、厄运和
死亡看成是生活的组成部分，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它们。

也许当下我们并不能明白这些苦难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甚至
到死都不能。但是当你知道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那它就
有意义了。

三种方式发现生命的意义：

（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

（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作者在这里总结了三种发现生命的意义的方式。



第一种是比较普通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能给自己带来成
就感，能给他人带去所需。我们可以说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意
义。

第二种不是通过工作，可能压根儿就不喜欢这个工作。那么
通过体验某种事，比如去爱某个人，也可以发现生命的意义。

第三种就比较难了，这也是作者所经历过的——忍受苦难。
在苦难中选择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也能体现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八

活出生命的意义活着是为了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曾经问过自
己这个问题，而心理学家往往思考得更透彻。然而，心理学
家们的.观点往往有自身经历的影子。譬如弗洛伊德宣扬生活
是为了简单的祈求快乐，阿德勒则教导自立自强，争权夺利。
经历了集中营的弗兰克尔则说，人们活着是为了寻找生命的
意义，这也是人一生中被赋予的最艰巨的使命。弗兰克尔发
现可能寻找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
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客服困难的勇气。

人的一生可能会有很多的境遇，也有一些不可控的力量会夺
走你许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
不同处境的自由。这种不断的自主选择，决定了你的一生。
给我印象深的有几点。一是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成功，
并不是作者所预料到的。他仅仅花了九天时间撰写这本书，
包括他的自传部分（集中营的经历）和理论部分（存在主义
分析治疗）。起初他坚持匿名出版，并没有期望它会给作者
带来文学方面的声誉。然而在众多著作中恰恰是这本书带给
他巨大的成功。

所以弗兰克尔告诫他的学生：“不要只想着成功。你越想成
功，就越容易失败。成功就像幸福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它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一个人无意识的投身于某一伟大



事业时产生的衍生品，或是为他人奉献的副产品。”正所谓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二是在集中营的经历，
让他意识到人可以习惯任何事物。他开始用专业的眼光来观
察和研究自己以及其他的“囚徒”，从而发现在人的身体和
思想受到压迫而处于原始状态的情况下，人还是可以深化自
己的精神生活，从而提高生存能力。进入集中营的“囚徒”
们的第一阶段是痛苦得想自杀，然而过几天后就不再惧怕死
亡。第二阶段是冷漠，对眼前的一切不再惊讶，向更原始的
精神生活倒退，保证基本生活和谋求生路就是努力的最终目
的，与此无关的事情都可以被忽略。

然而，丰富的精神生活，譬如宗教，爱，艺术，幽默，都能
让人暂时漠视痛苦。（需要培养一点幽默感了…）最重要的，
虽然人不可避免的受致于环境，但在任何环境下，人都有选
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三是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尼
采的名言：“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追寻生命
的意义，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时刻让人着眼于未来，并专注于
此，这就是救赎之道。生命的意义不是某个含糊的东西，而
是非常具体的。它构成每个人独特的命运，在不同时刻采取
正确的应对，而不是随波逐流。有时候需要深思熟虑，但有
时候也许顺其自然是正道。四是意义疗法把人看成这样一种
存在：他主要担心的是实现某种意义，而不是仅仅满足欲望
和本能的需求，或者是调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前的冲突抑
或适应社会或者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把人的存在往上
提高了一个档次，人不是为了自身的欲望或者适应性而活，
而是更主动的去寻找存在的意义。

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突出自身的主
观能动性，去创造，去爱，去克服困难，去奉献和负责任。
五是意义疗法在改变自己行为方式的独特性：“要像在经历
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
定要避免犯同样的错误！”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
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在我看来，这几句话对
我的帮助最大。它让我回溯自己过去犯的错误，设身处地来



到过去的情境，对比过去和现在，惊讶地发现，过去和现在
好像没有差别，所以很难改变。只有当你回溯过去，明确找
出自己的错误，代入到现在遇到的相似的问题中，才能改变
自己的行为。六是书中强调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
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
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的社会性决定人越是
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
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弗兰克尔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即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重生的经历让他给出自己的忠告：“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
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一样，错误的行
事与生活。”这不仅是因为生命短暂且只有一次，更让人随
时反省，改变然后重生。

生命的意义读后感篇九

《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是维克多.弗兰克尔。

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纳粹
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
幸存。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
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
义，也留下了人性史上最富光彩的见证。弗兰克尔一生对生
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
月后领到驾照。一直到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他并不是
当年集中营里被编号为119104的待决囚徒，而是让人的可能
性得以扩大的圣者。

《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共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
者在集中营三年期间艰苦卓绝地与命运抗争，寻找生命意义
的心路历程。第二部分是作者向大家介绍根据自己的感悟创
立的心理治疗方法——意义疗法。



学习过程中，让我感悟最深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使命，
哪怕是经受磨难，也是独特。没人帮助自己解除磨难，我们
之所以独特，也是独特的磨难机会塑造的。再有就是，不管
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境或说是环境，我们还有选择的自由。
在艰苦的环境下，选择一种积极的好心情，去勇敢生活。这
样想以后，内驱力就驱动了，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
啊。

联系自己生活实际不难发现，乡村教育有它的弊端也有它的
优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面对教学长时间跟不上县城，
我们又如何“翻盘”？我们如何引导孩子明白---人是自己做
出了屈服于环境和条件还是勇敢挑战那些环境和条件的决定，
换句话说人最终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不是简单地活着，而是
时时需要对自己的前途做出判断，决定下一刻自己会成为什
么样的人。虽然我们任教的对象身处农村，天赋有限，可人
自我奋斗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学生找到了自己奋斗努力的意
义，我相信孩子们终会有成就。

反观自我，学会滋养内心的自由，拥抱自然，艺术诗歌和文
学之美，感受家庭和朋友的爱，更是十分重要的。阅读，为
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它带领着我们走向更明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