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火纸(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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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后感火纸篇一

老舍先生所描述的猫，溶入了主观意识。因此，他笔下的'猫
有个性、有风格、有能力。透过这样栩栩如生的描写，就能
深刻地表露出作者欣赏和厌恶的是什么。

老舍先生所写的文章都很幽默。《猫》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这突显出了老舍先生写作的特点：语言风趣亲切、
通俗流畅，在他娓娓道来的优雅言语中，道出了作者的旨意。

《猫》这篇文章让我感受到了大猫性情的古怪和小猫行为的
可爱与淘气。从老舍先生的言语中，我看到了大猫与小猫在
一起嬉戏的情景以及老舍先生对它们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无奈。

好文章都是从生活里找到灵感而创作的。正因为老舍先生十
分热爱生活，从而找到灵感，最后又用诙谐、生动的'语言把
整个过程详细地描述了出来。我们也要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来创作最生动、最好的文章。

读后感火纸篇二

一本好书，一定有基于产生它的社会基础。

稻盛先生在开篇便表达了对日本当代社会价值伦理体系的担
忧，认为日本正处在一个“没有方向的时代”。二战后的日
本全民奋起，经济飞跃增长，但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却丧失



了最重要的价值观，而正是这种价值观曾根本上支撑了日本
经济的发展。人们找不到前进的明确指针；另一方面，人们
又面临许多过去未曾碰到过的问题：社会趋向于少子高龄化，
人口减少，地球环境恶化等等。在这个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日本年轻一代，不再愿意认真努力的工作，把努力工作、拼
命劳动看的毫无意义，把工作视作是剥夺人性的苦役、不得
不干的必要之恶，把投机发财、不劳而获、享受轻松的生活
当做人生的目标。正是基于此，稻盛先生希望通过本书，将
劳动、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及其方法告诉年轻的一代。

同时，稻盛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取得惊人经济发展的中国
而言，也具有同样的参考意义。的确是这样，我甚至认为，
这本书里所讲的劳动观、价值观，当下的中国比日本更需要。

当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去年流行这么一句话：神马，都是浮云。

我们的gdp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可以堪称是伟大的成
就，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已经是坐二望一了；可是，与
之对应的，在这三十年里，我们光顾着发展gdp了，其他的，
已经远远给抛下了。

我们没有信仰，没有畏惧之心，公信力缺失，我们靠传统的
经验主义和江湖法则生存，我们有着两套完全不同却又荒诞
的同时存在的话语体系；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娱乐主义、
荒诞主义、虚无主义横行；我们当遵守规则、努力工作的人
是傻瓜，把不正当得利、投机取巧当成是本事。

我们整个的社会，概以论之，亟需一套完整的可以让国民信
服、认可的价值体系。

也许，这些都是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必然表征。上个世纪的
中国，却是经历着太多的巨变，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或



者说无力去创造，只有先破坏。而现在，是我们去构建、去
创造的时候了。从哪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从真诚、努力、
遵循规则开始，让浮云变成真切的雨滴。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辛白林》），这是最
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双城记）这是愚蠢的时代，
也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侯，也是信仰的时候；这是
黑暗的季节，也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失望之冬，也是希望之
春；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面前也有着各样的事物；人们
正在直下地狱，人们也正在直登天堂。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确立一
个意义！

是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很多说法，
由于熟悉和重复，已让我们――从熟视无睹滑到了厌烦。可
是，这不是问题的真谛。真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意义，无
论它多么正确，如果它不曾进入你的心理结构，它就永远是
身外之物。比如我们从小就被家长灌输过人生意义的答案。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谆谆告诫的老师和各种类型的教育，
也都不断地向我们批发人生意义的补充版。但是有多少人把
这种外在的框架，当成了自己内在的标杆，并为之定下了奋
斗终身的决心？（毕淑敏）

歌德在论及西西弗斯时曾说："人们通常把我看成是一个最幸
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
路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说，
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
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

稻盛先生在书中讲到了一位木匠师傅，一生只从事修建神社
这一项工作，对于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迷惑，他都一一化
解，造就了自己深沉厚重的人格。



年轻时的苦难，出钱也该买。稻盛先生成长与战乱时期，毕
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却没有放弃对待工作的
态度，即使在苦难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带来不可思议的
好运。冬天越寒冷，樱花就开的越烂漫。人生，不体验痛苦
和烦恼，就很难有大的发展，就不会懂得并抓住真正的幸福。

没有苦难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权且把这些
苦难当做乌云，只要如稻盛先生所说，抱着积极地心态朝前
看，在任何的时候拼命、努力的工作，就连那乌云，也会有
不一样的光景，你会发现，原来那乌云，是那么郁怒的灿烂，
那么翻腾的暴怒，乌云过后，会是白雨漫天、云垂海阔、月
朗天低、星耀四野。

诚如在意义那一篇里提到的稻盛先生所说，天职不是偶然碰
上的，而是由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

人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再辛苦也无怨言，也能忍受。

就像我踢球时的感觉，哪怕身体累到极限，却还是能感受到
发自内心的快乐。我妈经常会对我说，要是我把踢球看球的
时间都拿来学习，一定可以考个更好的大学。

稻盛先生认为，要想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你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喜欢
上工作”。一个人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几率，恐怕不足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且，即使进了自己所期望
的公司，要能分配到自己所期望的职位、从事自己所期望的
工作，这样幸运的机会几乎没有。

因此，要想实现自己的意义，无论如何，必须得喜欢上自己
的工作。非如此不可！

脚踏实地，从眼前开始。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往往就像寻
找一座空中楼阁；与其追求幻想，还不如先爱上眼前的工作。



只要喜欢了，就能不辞辛劳，不把困难当困难，埋头工作。
只要一心一意埋头工作，自然而然就能获得力量。有了力量，
就一定能做出成果。有了成果，就能获得大家的好评。

获得好评，就会更加喜欢工作。这样便会进入良性循环。这
段话给我自己特别大的感触，有些时候经常会想我到底是否
真的喜欢并且适合现在的工作，至少，我不厌恶，甚至有一
些方面的确是自己喜欢的。这么一想，其实自己还是挺幸运
的，虽然不是那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可至少也是百分之一、
十分之一了。所以，还是要继续锻炼自己，克服困难、做出
成果、得到力量，收获热爱。

稻盛先生虽然是个佛教徒，可却并不反对甚至鼓励人们在工
作的修行中寻找乐趣，对于阶段性的小成功要率真的表达出
自己喜悦的情感，只有这样，才有动力，平常人也才能做到
持之以恒。抱有一颗善被感动的心，诚挚的对待生活。把感
动带来的能量当做动力，更加努力地工作！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非凡永
远起于平凡。

稻盛先生讲述了京瓷工厂里一位默默无闻的工人，日复一日
不厌其烦地认真完成工作，他从无牢骚从无怨言、兢兢业业，
孜孜不倦，持续从事着单纯而枯燥的工作，20年后，这个工
人成为了京瓷事业部的部长，而且是一位颇有人格魅力、很
有见识的优秀领导。

专心致志于一行一业，不腻烦、不焦躁，埋头苦干，你的人
生就会开出美丽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实。付出不亚于任何人
的努力是稻盛先生的口头禅，仅仅付出同普通人一样的努力
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必须是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努力才可
以。只有这样，持续的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愿望才能
成为我们的潜意识，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实现高目标、全力的
过好今天并比昨天更进一步，才能不断提升我们的能力，将



不可能不断地变为可能。成败取决于最后1%的努力，坚持，
一定要到最后才行，否则，之前所有的过程、所有的努力都
将变得毫无意义。工作的过程绝不能得过且过，必须要有完
美主义的心态，坚持把工作做到极致、做到完美。持续的付
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把事情做到极致、完美，那么，我
们必将到达成功的彼岸。

稻盛先生在结语中总结了他对于工作观乃至人生观的理解，

工作观或者说人生观=思维方式乘热情乘能力

不厌辛劳、愿他人好、愿为大家的幸福而拼命工作等是正确
的思维方式，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否定真诚的人生态度则
是负的思维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思维方式的正确性，思
维方式如果是负的，那么一切都将是负的。

学会并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满怀热情，持续的付出不亚于
任何人的努力，把自己所持的能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只
为我们的人生更精彩、更有意义。

读后感火纸篇三

作者高尔基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们的国家，乃至世界文
坛，都有的极大的盛誉，《童年》也可以说成是他的成名代
表作。

10天以后，我读完了这一本书。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起
了许多许多。高尔基那悲惨、令人怜悯，令人感叹，令人同
情的童年故事，顿时把我吸引住了。

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阿廖沙过早地体会
到人间的痛苦，肮脏和丑恶，那幼小的心灵因受到许多许多
次的沉重打击而深深震动。而外祖母和那些像外祖母一样的



人，甚至可以说成算是阿廖沙的亲人，保护和支持了阿廖
沙……讽刺那些充满残酷、野蛮、愚昧、污*的令人窒息的生
活。阿廖沙深深地体会到沙皇制度的黑暗、丑恶。那些老百
姓身处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而又无人能帮助他们。

我的童年和其他人一样那么幸福，那么快乐。

但是高尔基，他却不同，高尔基很少有安宁的日子，几乎天
天有人伤害他、辱骂他、欺负他。一想到高尔基，我的心里
有着一丝丝愧疚，愧疚父母，没有认真读书。

我们要做一位不畏艰难、持之以恒持之以恒、永远以那种积
极，勇于拼搏的精神。

读后感火纸篇四

活动过程：

一、开始部分

组织幼儿坐好，集中注意力，引起幼儿兴趣。

二、基本部分

1． 观察发现法。引导幼儿观察发现讲述室内物品的排列规
律，丰富幼儿的感性认识，如雪花片的排列规律为：红黄
黄···；积木的排列规律为：方圆方圆圆方圆圆圆
方······。

2． 操作练习法。分组操作不同的材料，创造性地按各种规
律排序。如图形排序，撕纸排序，颜色排序。

3． 幼儿排列后，教师有重点地让幼儿描述自己的排列规律。



4． 观察挂图。说一说气球遮住了几个白珠子，黑白珠子的
排列规律是怎样的，进一步发展幼儿的观察、推理能力。

三、结束部分

1． 幼儿玩雪花片的积塑，要求幼儿按规律拼插。

2． 教师奖评小节。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按一定的规律排序。

2．发展幼儿观察、推理的能力。

3．培养幼儿的动手操作兴趣。

读后感火纸篇五

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365天，包含春夏秋冬四季；水会往低
处流，重物会向地面掉落；蛇在冬天会冬眠，鸟会迁徙南方；
这些我们日常所了解到的知识，都是前人总结与划分的规律。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曾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却不曾想
自己从为未探索过其中的奥秘，如果细问为什么，方知原来
自己一无所知。万有引力定律、勾股定理、七七乘法口诀我
们都不曾参与过这些定律的制定，却有幸能够学习以及运用。

飞机能在天上飞行，船可以在深海潜行，汽车可以在路上跑
动，甚至于我们能够居住在安全的住房里，这些都是由一个
个基础的理论知识与规律，通过精密的数据计算后，再研发
创造出来的。也正是由于有这些基础的规律，给我们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我们才能够创造出如此实用的现代化工具。



在科技发展上，规律的定义起了巩固根基的作用；在生活中
寻找规律，也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健康。人要保持
健康的身体，在一天中要保持八小时的充足睡眠，每天要保
证适量的运动，摄取一定量的养分，等等；在教育上，我们
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根据学生不同阶段不同的身心
发展特点，分阶段提供适合的教育，以促进学生健康快乐的
成长。

在农作物的种植上，我们也要根据不同植物的生长规律，适
时而作，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大家都知道以
前谷物的产量并不大，但在袁老的研究成功后，粮食的产量
有了质的飞跃，这也正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利用了生物自身
的成长规律，提高作物的产量。我们要科学种植，让我们撒
的每一滴汗水，都能够收获丰硕的果实。

事物总在展现其好的一面的同时，不经意间暴露其不好的一
面，规律也是一样。在社会生活中，科技发展创新，让我们
的生活变得便利的同时，也使部分人产生了懒惰心理。当窃
取别人的成果，可以换来自己的名利；当借用别人的热度，
可以带动自己的声望；当在网上卖惨，可以获得捐赠部分人
利用这些规律，投机取巧。我们应该不屑且坚决反对此类行
为。

寻找规律，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井井有条；寻找规律，也
有可能让你我坠入堕落；所以，请合理使用。

读后感火纸篇六

2003年一个清凉的下午我和妈妈一起来到电影院看电影《妈
妈，再爱我一次》这是一步台湾电影。当我看到主人公小强
离开妈妈时那时那撕心裂肺的的呐喊。忍不住流下了同情的
泪水，老天爷似乎也被这人间真情所感动了流下了眼泪。是
啊，世上哪个孩子不想自己的妈妈，又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
的孩子!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随着主题歌曲
的响起，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另一个镜头：小强的妈妈为了使
小强有个美好的前途，只的忍痛割爱，把小强送到了爷爷，
奶奶家。小强太想妈妈了，忍不住跑回妈妈身边。母子相间;
难舍难分，但小强的妈妈还是狠心，打了小强。小强跪在地
上，抱着妈妈的腿，泪流满面的乞求妈妈：“小强要和妈妈
在一起……”

多么伟大的母爱，多么纯洁的童心，此时我又想起一件往事。
记得一年暑假奶奶带我去香港，我离开妈妈十几天就因想念
她哭了好几次呢!我很不得飞过去妈妈那。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听到这首歌，
我便体会到生活在妈妈的怀抱里是多么幸福的，妈妈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