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汇总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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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一

在《青年文摘》里，我尤其喜欢看“青春风铃”这一部分，
它所描述的爱情故事就好像发生在我周围的一样，读着它就
好像在读着自己的生活，那么形象生动。它让我觉得爱情是
一件如此美好的事情，虽然很多情侣都因为种种原因而错过
彼此，不可否认，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然而那又是一件
很值得让人回味的事情。遗憾也是一种美，没有什么是十分
完美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显得更加珍贵吧！我是一
个没有谈过恋爱经历的女生，所以我不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
让人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我始终认为要想拥有一份真正的爱
情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需要经过种种磨难和考验
才能得到它。无可置疑，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我坚
信最后迎来的将会是晴天。我讨厌那些把爱情当儿戏的情侣，
一个人的一生能谈几次恋爱呢，人的一生能有几个青春呢，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不需要我说。但话说回来，爱情本来
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没有谁能给它下一个特定的定义，
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吧。不管怎样，我始终
相信那份属于我的真爱就在不远处。

《青年文摘》里面最真实的应该是那些人物传记吧，不管是
平凡的还是不平凡的，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感动，让我坚强，
让我佩服。在那些人当中，有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有为广大人民群众作出奉献的伟大人物，也有为自己的梦想
不断拼搏，坚持，努力而永不言败的勇者……他们所做的事



都是值得我们肯定和支持的，在我看来，他们的人生是灿烂
精彩的，是充满芳香、充满喜悦的因为那是他们用自己的辛
勤劳动换来的成果。一直以来，每当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我
总是对自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重头来过，又不
会死人，比起很多人，我幸运多了，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所
以每一次我都挨了过来，不管你们信与否，我都觉得每个人
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都需要来自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当
你们遇到挫折时，想想那些同样经历过像你这样痛苦的人吧，
别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就不可以呢？相信自己不一定会
成功，但不相信自己就一定会离成功越来越远，永远到达不
了那辉煌的成功殿堂。

《青年文摘》里出了上述的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让我感动的文
章，例如那些关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故事，那些教我们如何
做人做事的文章，在文摘里面，你可以一下子学到各种不同
的知识和道理。真的，因为《青年文摘》，我的人生旅途才
不会显得那么孤寂和忧愁，因为它，我的生活才能在它的指
引下拥有更多的快乐回忆，拥有了更多的欢声笑语，拥有更
多的勇往直前的勇气。因为有它，所以我会好好活下去，把
人生的每一天都活出精彩，我要打造属于我的天堂。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二

也许是《青年文摘》有独特的魅力吧！我在成千上万的好杂
志中对它情有独钟。

《青年文摘》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现代学生，每天两点
一线，生活枯燥乏味，活着活着，竟感些许迷茫，失去目标，
我也不例外。我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对学习失去方向。

《青年文摘》是倾盘大雨中的一把伞，虽小，却足以帮我度
过难关，拯救了我。

在《青年文摘》“成长”栏目中的一篇文章——《我曾经把



春天丢了》。作者在结尾写道：“正视那因无知而留在履历
上的斑点，正视划过心灵天空的阴影，让那段不光彩的灰色
经历成为一根插入神经的荆棘，成为知耻而后勇的不竭动力。
这远比忘记它或逃避它要好得多，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
否定现在，背叛将来。

这篇文章虽长，可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懂得当中的道理，而
且是被完完全全地震撼了。我跟自己对比一下，觉得自己是
那样的傻，那样的无知，把眼前的大好光阴都荒废在迷茫当
中。

刹那间，我触到了自己的灵魂，也就是那刹那间，我开始重
新振作，不再迷茫，不再徘徊，不再犹豫，决心奔向我那条
成功之路。那一刻，我真的成长了许多。

还记得看过一篇短文，题目为《寻找今天的快乐》。这非常
适合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

作者跟我们一样，小学时被老师严厉地管教，缺乏自由，被
管怕了。最盼望到初中得些自由，可到了初三，生活的全部
都是学习，学习的全部意义是中考，对高中幸福生活充满向
往。

然而高中的生活，更加紧迫，使人哭笑不得，生活是那样的
平淡无味。这样，他对憧憬失望了，但他最后认为，快乐和
自由是自己争取的，不是日复一日去盼望去向往。我们拥有
太多的幻想，但只有通过我们为实现它而努力脚踏实地后才
可以尝到成功的喜悦，所以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寻找今天
的快乐，不要在年轻时留下遗憾。

每次捧读《青年文摘》在手时，总觉得自己仿佛能和书中的
一切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如同站在呼啸的海边，心灵会有一
种撼动……当我沉浸在阅读《青年文摘》的喜悦时，我会想
起美国女诗人狄金青的一段话：“没有一艘快艇能像书那样，



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地方，没有一匹骏马比得上一页奔腾的诗
章。这样的旅行，穷人也能享受运载心灵的马车，几乎是分
文不收。”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三

自战争失败，国门顿开后，中国开始艰难地走向民主富强的
现代化道路，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生活皆收到西方文明的影响。
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器物，最终效果不尽人意;辛亥革命后更
近一步，学习西方的制度，国人仿佛看见了曙光，然而革命
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再次使国人陷入了迷惘的深渊，
中国何去何从?以陈独秀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开出了药
方——开展新文化运动，从思想层面解放中国。而新文化运
动的载体之一便是《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敬告
青年》作为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更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陈独秀于《敬告青年》中提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
细胞之在人身”的观点，重视青年对国家富强之意义，希望
青年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
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
的而非想象的”六点要求，成为“新鲜活泼、自觉而奋斗之
青年”，以对抗陈浮腐朽的落后思想文化及习俗，使国
家“脱胎换骨”。

其中，“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准则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直击
中国不停错失发展进步良机的问题。在历史上重农抑商的中
国曾有发展商业、积累原始资本的机会，就是玛戈尔尼访华
时提出的通商要求，依照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世界地位及
各国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的需求，在全球化世界贸易
初期占据优势自然而然，但是我们的坚持“天朝上国、地大
物博”，闭关锁国，拒绝通商。这一个简单的拒绝，不仅是
拒绝了商贸利益，更是拒绝先进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思
想文化以及发展壮大，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直到战争、甲
午战争失败，国门稍微打开后，中国才被动地有了微弱的发



展新气象。而日本打开国门，直面世界，最终强盛的例子也
证明了“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故速其危亡，善变
者凡因以竞进”。因此拥有世界眼光，打开国门才是发展的
前提，只有这样，中国青年才能接触欧美先进的器物、制度、
思想，才能“新鲜活泼”，中国才能有发展的动力。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高举“科学”大旗，主张用科学理性
的思维看待世界万物，进行生产生活活动。这一准则从根本
上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天人合一。国人愚昧迷信，
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代表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的意志，
拥有无上的权威，如果妄加怀疑、冒犯、违背其言论就是违
背天意，会遭到神的谴责和惩罚，因此一直匍匐在皇帝脚下，
不敢稍有逾矩，自然也没有民权与皇权的对立。但如果国人
开始懂得自然科学，则会明了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律，不再迷
信有神明，有天意，更不会迷信皇权，对封建制度怀着畏惧
心理。另一方面，这一准则也鼓励青年树立科学态度、发扬
科学精神，客观看待历史、社会变迁，了解人民权利与义务，
拥有独立的人格，运用科学知识造福民众使生产会更高效，
生活会更健康。无疑，这一准则是改变国民性格、思维的极
好方法。

读罢《敬告青年》，陈独秀先生对青年进步的殷切期盼令人
动容。虽然他提出的六点要求中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这些都
可以理解，在西方文明入侵，国家民族危急的时代，提出如
此一针见血的建议难能可贵，其中的一些建议在当今社会仍
然具有现实意义。作为青年群体的一员，我深深为先生
的“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
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所感动。我们作为社会的新人，
本该“新鲜活泼”，积极向上，“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
责任”，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肩负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
并“奋其智能”为理想而奋斗不止。然而大学里终日碌碌无
为，浑浑噩噩，只求三餐温饱，一觉睡到自然醒，甘于安逸
平庸者为众，这样的生活如何能拥有青年的激情和勇气，如
何能实现个人的理想与追求，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旺有从



何谈起?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就应当珍惜光阴，练就强
健的体魄，“遵新陈代谢之道”，乐观积极，奋发向上。青
年是社会的希望，青年的状态就是社会的未来，青年当自立
自强，正如先生所言“青年勉乎哉”!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四

一个人战胜一千个敌人一千次，远不如他战胜自己一次！

《木炭和沉香》这篇文章主要讲了有个老富翁的儿子从小娇
生惯养，富翁想让他去奋斗。于是他的儿子来到了大雨林，
找到一种神奇的树木，青年把这种树出售，却没有人买。他
发现旁边卖木炭的生意很好，也把树烧成木炭，马上就售完
了，青年很得意地告诉了他的老父。老父听了，哭了出来。
原来青年找到的.树是世上最珍贵的树――“沉香”。只需切
下一块磨成粉屑，价值都超过一车子的木炭......

在生活中也有人这样：有人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池塘里钓鱼，
其实这个池塘里的鱼都十分肥美，可他只看食物的表面，这
池子都是草，便换了块地方，结果只钓到些小鱼。

我们不能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许多人手中有沉香却不
知，最后竟丢了珍宝。许多人虽知成圣成贤，却见凡夫俗子
不费功夫，便放弃志愿放弃努力，也成了凡夫俗子。人生之
缺憾最大的就是和别人比较，外来的比较是我们的心灵动荡
不能自在的来源，也使得大部分的人都迷失了自我，障蔽自
己心灵原有的馨香。

要战胜自己，首先要认识自己，你的特长、聪慧就是最宝贵的
“沉香”，要有远大的志向，坚持不懈的努力、追求。不要
半途而废，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困难而退却、苦恼，不要
被表面所迷惑。这样总有一天，“沉香”会散发出无比的香
气，实现自身价值！“一个人战胜一千个敌人一千次，远不
如他战胜自己一次！”加油吧！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五

张璐

《青年文摘》是一本月刊，它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耐人寻味，
发人深省，能够触动人们心底最隐蔽的那根叫做“感动”的
弦。

前几天，我读了《青年文摘》这本书，一篇叫做《天使的翅
膀》的文章使我感触良多。

《天使的翅膀》讲的是女主人公的哥哥阿立的事。阿立的父
亲死后，原本品学兼优的阿立突然堕落成一个地痞流氓，并
且一直用拳头逼女主人公好好学习，而他自己却瞒着老母亲
和妹妹去当危险但报酬很高的私人保镖养活着她们。这些事
情直到他被人杀害后他妹妹才知道。

看完这篇文章，我哭了。其实人世间最伟大的爱藏在心底。
外表凶狠的人，往往有一颗温柔的心，就像刺猬长了一身最
硬的刺，却只是为了保护柔软的腹部。俗话说：大爱无声。
我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我们最亲的人，但却无声无息。
有很多不会表达爱的人，都不是口头说出爱，而是默默关心
着他人。这种爱隐藏在他人身边，无处不在。而接受者却不
以为然，甚至感到反感。这就像父母对我们的爱：早上上学，
桌上的一袋热好的牛奶；下雨天，书包里莫名其妙出现的一
把伞；晚上回家，被擦得闪亮的书桌……我们对此麻木不仁，
而他们却花费了许多精力。我们渴望有知音，有能用心与之
交流的人，但我们却忽视了身边一直渴望与我们进行沟通的
人。这难道不是对他们的一种残忍吗？……我们现在身处的
是一个近乎冷漠的社会，只有爱与善良才能温暖社会，照亮
社会。所以我们需要一双发现爱的眼睛，一双感激爱的手，
悄悄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一点一点温暖社会！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六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既缺少经验，心理素质也差。基于此，
学校让青年教师每周上一次公开课，这对我们青年教师的教
学水平和业务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因为要讲公开课，而且有很多老师都去听，所以为了
准备这节课备课会精益求精，在备课的过程中要翻阅大量有
关的资料，把这节课涉及到的内容分门别类，进行总结。这
无形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储备量。而且，上课以前反复听老
教师的课，学习老教师讲课的方式，比如：对于同一个知识
点，要看老教师是怎样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述清楚的。尤其
是对于那些难懂的物理原理，要学习老教师化繁为简的本领。
有时自己心里非常明白，但是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述
清楚，总有一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感觉，通过
用心去听别的老师的课正可以弥补这一点不足。虽然只讲一
节课，但是准备工作确实做了不少，而正是这些准备工作促
进了我们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

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融进了一股互帮、互助，团结、合作，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通过讲公开课，以达到“以备
促听，以听促讲，以讲促评，以评促教，增强自己的业务素
质，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的目的。来到衡中快一学期了，
感觉到衡中就像一个和睦、温暖的大家庭，她不但是学生成
才的摇篮也是青年教师成才的摇篮。

读青年文摘读后感篇七

无意之中读到了《青年文摘》里的一篇文章《我的12年等
于24年》的文章，文章分四部分阐述的韩国现代公司执行总
裁李明博的人生哲理：一、你尽了全力吗?二、改变自己适应
工作;三、为能动的自己做主人;四、周末也要穿西装上班。

看见校园的地上有纸屑，尽自己的能力捡一点，发动学生捡



一点，虽然不能把整个校园捡干净，但至少可以干净一个角
落!教育教学中我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我可以用心去做，
抱怨学生不如静下心来喝学生好好谈谈，虽然不会让这个孩
子在短时间里有所改观，但至少能启发一下他的心灵!扎扎实
实上好每一节课，让学生在我的课堂获得我能努力促成的发
展!为家庭多做一点家务，多心平气和的和家人沟通，努力营
造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积极参与社会上有意的.活动，抵制
那些不良的习俗!

虽然我也是这么在努力，但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有的时候甚
至会发生理念的动摇!但我们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在努力，并用
这种积极地思想去影响身边的人，我想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因
为行动而美丽的!不能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让自己积极
行动起来，为改变环境而积极努力!行动永远比说空话来得有
意义!生活因行动而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