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读后感 青年大学习心得体会
读后感(精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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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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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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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读后感篇一

“青年大学习心得体会读后感”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时刻被教育提醒要不断学习、进步。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青年大学习成为了一种新的学习方
式，通过移动互联网，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学习，满足
对知识的渴求。在参与青年大学习的过程中，我尽管是一个
十分有限的学习者，但是也有一些心得体会和读后感。

1. 了解国情，关注时事

在青年大学习的课程中，有一系列关于国情和时事的课程。
通过这些课程，我更深刻地了解到我所处的国家的历史、现
状和未来发展方向。这些课程也让我认识到我们作为青年人，
有责任关注和参与国家的发展，为实现中国梦共同努力。在
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更加注重关注时事，了解国情，
为个人发展和国家进步努力奋斗。

2. 提高学习能力，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在青年大学习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良好的学习能力对于个人
的成长至关重要。青年大学习提供了各种学习资源和学习方
式，如网络课程、在线讨论和学习社群等，帮助我们提高学
习效果。通过参与青年大学习，我学会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



自主学习，培养了自己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这对于我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拓宽视野，开阔思维

青年大学习的学习资源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知识，从经济学到
人文社科，从自然科学到艺术文化，真正做到了知识的多元
化。通过参与这些课程，我不仅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还了解到了自己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的知识。
这样的学习体验让我拓展了视野，开阔了思维，让我明白到
学习的世界是无限广阔的，每一次的学习都可以为自己的成
长贡献一份力量。

4. 培育爱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

青年大学习的课程中，有一些专门讲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课程。通过学习这些课程，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培养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些课程让我意识到，
中国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我们身为青年人应该传承和弘扬
这一优秀的文化。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努力学习传
统文化，传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5. 实践应用，努力奋斗

青年大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并以此
为基础不断努力奋斗。只有将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
地。通过参与青年大学习，我明白到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
重要性，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为实现个人理想和国
家伟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青年大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为我们提供了
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通过参与青年大学习，我不
仅提高了学习能力，开阔了视野，还培养了爱国情怀和自主



学习习惯。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保持热爱学习
的心态，不断提升自己，为自己的成长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大学读后感篇二

中庸大学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也是中庸之道的
体现。读完中庸大学后，我深感这部经典对于人的修养和处
世态度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在阅读中庸大学的过程中，
我不仅对中庸之道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对个人的修养和
社会的和谐进程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本文将结合个人感悟，
分别从中庸道、人之性、修养体悟、学习智慧和社会和谐五
个方面，探讨中庸大学对我的启发和触动。

中庸道，即平和中正之道，是中庸大学的核心思想。这种中
庸之道，要求个人在各种矛盾和复杂的情况中保持平和中正
的心态，循着天理而行，克己奉公。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往
往面临着种种挑战和诱惑，情绪容易失衡，陷入极端。而中
庸大学告诉我们，只有保持平和中正的心态，才能真正做到
冷静客观地看待问题，不被外界环境所左右。这对于我们处
理家庭、工作和社交关系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人之性，在中庸大学中被看作是天然善良和恶之本源。中庸
大学强调培养和优化人的本性，要求个人在逐步增进自律的
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通过对自己思想上和道
德上的要求，不断完善个人的德行和良知。这与当代社会的
个人追求和个人主义精神相比，更强调个人的修养和责任感。
只有通过个人的修养，才能逐步消除人的阴暗面，实现自己
与他人的和谐共处。

修养体悟，是中庸大学对个人修炼的要求。中庸大学认为，
个人修养不仅是知识技能的提升，更是智慧、人品和习惯的
培养。个人的修养体悟需要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
个方面去努力。这种修养的要求，使我意识到只有全面发展



自己，充实自己的内在素养，才能真正提升个人的修养水平。
在实际生活中，我将更加注重培养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努力
实践中庸之道。

学习智慧，是中庸大学对学习的要求。中庸大学强调通过学
习智慧来实现个人的修养和进步。学问，即智慧，是全面提
高人的素质和修养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需要
的智慧不仅仅是书本知识，还包括灵活的思维，良好的沟通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庸大学要求我们不仅要进行系统
的学习，还要注重实践和运用，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力。只有
通过学习智慧，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这个纷繁复杂的
世界。

社会和谐是中庸大学不断追求的目标。中庸大学强调要建立
和谐的社会关系，追求伦理道德上的和善和克制，使社会全
体成员之间相互尊敬，相互协作，共同创造和谐共赢的局面。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遇到利益冲突和利益博弈的情况，
但中庸大学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克制和联合，才能解决和化
解这些矛盾摩擦。在社会和谐的进程中，每个个体都需要为
共同的目标和价值感负责，努力做到有爱心、责任感和社会
公德。

读完中庸大学，我对中庸之道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体会。
在以后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我将更加注重自身品质的提升，
努力践行中庸之道，为实现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的和谐注入新
的动力。同时，我相信这种中庸之道能够为现代社会带来更
多的思考和启示，推动社会进步。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和社
会的共同建设，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宜居的社会环
境。

大学读后感篇三

青年大学习是国家开展的面向青年的学习活动，旨在激发青
年的学习兴趣，提高知识水平。我参与了青年大学习的学习，



并在读后感中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青年大学习是一次非常
有意义的学习活动，通过这次学习，我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知
识水平，也加深了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对
青春的责任和使命感。

第一段：认识青年大学习的重要性

青年大学习作为国家举办的学习活动，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时代变革的速度很快，知识的更新
换代也很快，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
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念。通过青年大学习，我们可以系
统性地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拓宽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
综合素质。同时，青年大学习也增强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让我们更加懂得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重要性。因此，认识青年
大学习的重要性，是参与青年大学习的第一步。

第二段：青年大学习提高知识水平

参与青年大学习的过程中，我通过学习各类课程和阅读经典
著作，提高了自己的知识储备。青年大学习提供了各种形式
的学习途径，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学习班，都能够满足我
们的学习需求。我选择了与我的专业相关的课程，并针对自
己的兴趣选择了一些非专业课程。通过这次学习，我不仅对
专业知识更加熟悉，而且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有了一定的了
解。这些知识储备一方面可以用于实践，提高自己的工作能
力，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的生活，让我更加乐观、积极地面
对生活中的一切。

第三段：青年大学习加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作为一名青年，我们要有更广阔的眼界，更加深入的了解国
家政策。青年大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更加系统
地学习国家政策和发展方向。通过学习相关课程，我更加深
入地了解了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知道了国家的政策为我



们提供了哪些机遇和挑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学习和
发展，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国家的需求，明确了自己要为国家
发展贡献力量的方向。因此，青年大学习不仅提高了我们的
学识，也增强了我们的国家意识。

第四段：青年大学习激发责任和使命感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青年大学习通过教育和培养，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为国家做出
贡献的信心和勇气。通过了解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我意
识到作为青年，我们不仅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更要将个人的
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让我深感到责任和使命
的重要性，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我将更加努力工作，为
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段：总结心得体会，展望未来

通过参与青年大学习，我获益匪浅。我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知
识水平，也更加了解了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同时也对国
家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作为一名青年，我将继续保持
学习的热情和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为国家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一段段的学习和一次次的心得体会，我深深感受到青年
大学习对于我们青年一代的影响和意义。青年大学习让我们
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也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国家的建
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学读后感篇四

《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
代表著作。四书到手月余，仅仅是阅读了一遍《大学》，虽



然不尽理解，却也能从中感悟到一些人生和教育的道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核
心是修身，修身是一个人立足的根本，只有人不断地修为自
己，使自己成长，才能承担起责任，才能进一步“齐家、治
国、平天下”。修身的境界有三，一是“识事物”，二
是“明事理”，三是“兴事业”。“识事物”就是要正确判
断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是群居动物，不可能只活在
自己的世界中不与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与人友善相处，是极为重要的。作为一名271教育的教师，
尤其是271教育人中的首导，我们要处理好与学生、与其他导
师、与家长的关系，要学会与人沟通，尤其是与学生进行沟
通，只有进行有效的沟通，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更好
地引导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明事理”就是要明白自然事物发展的规律，要尊重自然事
物的客观发展规律，要顺其自然，不能太强求。作为一名教
师，我们要知道每个孩子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
有自己的缺点。我们不能像公立学校的老师一样用考试的分
数来要求和衡量每一个孩子，我们要像赵校长说的那样“帮
助松树成为更好的松树、帮助柳树成为更好的柳树”，而不
是一概而论，轻易否定我们的孩子，打击我们的孩子。

“兴事业”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理想和实现自己理想的
抱负，而不是说我们在事业上要取得多大的成就。人生在世，
总要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找一些事来充实自己、证明自己，
让自己活得有意义。作为一名271的教师，我们要像赵校长说
的那样，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意识到我们
是在为祖国培养未来，是在为中国伟大复兴事业培养适应时
代发展潮流的人。我们的事业应该就是帮助每一个孩子发现
自己，成就自己，让每一个孩子能更好地朝着他应该有的方
向发展，为承接祖国未来的发展担当起责任。

总的来说，读完《大学》，我学到的道理是首先要充实自己，



即“修身”，要以身作则，懂得感恩；做人做事要有原则，
要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最后，诚心是做人的根本。儒家
学说这种极致美好的境界，是值得我们每个人穷其一生去坚
持不懈努力追求的。

大学读后感篇五

又是一年升学季，有感于网友“村长慢羊羊”前几日转发
的“考上大学笑着发愁”自己亦莫名触景生情，人老心不老。
让我这个过来人吐吐槽，正要踏入大学校园的贫困同学，真
心希望我的经历能让你少走那么一点点弯路。

11年前，我也是一个过来人。明白当初的艰辛，而且当时候
没有如此四通八达的媒体，来大肆宣扬当初的贫困境况，所
以理所当人没有得到社会热心人士的慷慨解囊（这里要强调，
我丝毫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只是对多现今更多的求助途
径感到欣慰）。知道高考成绩并最终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一刻，在听到和我考上同一个学校的某某某大摆庆功宴的时
候。

我的父母硬着头皮向2个亲戚借钱，最难忘的是那张借款欠条。
亦是它使我更明白到借是人情，唔借是道理。难以启齿但又
必须开口的尴尬，或者只有个中人才深蕴其味。第一年的学
费借来后，之后3年的助学贷款亦在经历银行的重重繁琐表格，
签了无数次自己的大名和盖了无数次手指模后最终得到。可
以说是来之不易吧，但总有点嗟来之食的意味，因此在毕业
后的第一年，我马上还清了贷款并再没踏入此银行，当然，
亦因为没入银行拿那张还清贷款的证明，毕业证至今还压在
学校。

此刻只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鼓励考上大学的家庭困难同
学，你地要走的路比一般人艰辛。大学最重要的是学会学习，
此学习唔是学习成绩，是一种面对任何的事情都能找到最快
切入点，掌握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学习能力，将会帮助



你们步入社会后，尽快无缝适应工作。

而在4年的大学生涯中，每一科的成绩，能拿到90-100分最好，
但真的，60分你也能顺利毕业。前提是你要舍弃奖学金的诱
惑。多花点时间，锻炼你的面皮和口才，利用别人打球和逛
街的时间，多找找实习兼职。学校与社会的工作氛围毕竟有
所不同，大一大二已经要真枪实干，莫待大三大四血拼稳工
的时候才徒伤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大学一门必修课--拍拖。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好好去爱。请
好好体会个中的酸甜苦辣。将来成功了会成为佳话，幸福一
生；（像我一样，初恋）失败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拍拖是2
个人的事情，结婚是2家人的事情。好好琢磨吧，经历会使你
更加的成熟。

大学另一门必修课--克服自卑并深爱父母。或者你们当中，
或多或少都会有低人一等的心理。因为贫穷而自卑，因为自
卑而失去自信。但我想讲的很简单，人地有钱是人地的事，
他地的钱来源于父母。父爱母爱一定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付出，
我们贫穷，但我们的父母的奉献丝毫不比那些有钱人父母少。
树欲静而风不息，不要等子欲养而亲不再在。暂时的贫苦，
只说明我们在起跑线上输给了别人，但人生长跑万万米，你
是金子的话，你完全有能力将2代人的差距追平甚至超越。

不好意思，触景生情，牢骚话太多。年年岁岁贫困大学生遭
遇似曾相识，只是岁岁年年贫困大学生名字各有不同。社会
救助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读书，但真正成才，请
自律、自强、自力更生。人生会在无奈，舍与得之间蜕变成
长。

瑾以此文，献给当年因我读大学而失去读中专机会的细妹。
万千感恩尽在不言中……

同时，致当年的一段异地恋，感激远大于伤感，愿你永远开



心活泼、无忧无虑。

大学读后感篇六

而且，说实话，进入大学后， 相比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课余时
间，然而看书的时间还相对减少了。即使拿起教科书以外的
书来翻阅，也很少看什么有营养的书。而这一本书也是经人
推荐才去看的。但是给了我无限的感想。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本书中涉及了很多大学生普遍存
在的问题，例如：恋爱，人际交往，兼职等一系列关于大学
生的事。而这些内容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引导我们如何读大学。
并且书中最强调的一点是：大学生一定要有系统分析能力，
大学生的思想一定要有一定的深度。这是作者开篇提出的一
个关于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区别的观点。我很认同作者的这
个观点。()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不能成为大学生和非大
学生的区别。非大学生通过努力学习实践专业方面的能力，
同样可以达到大学生的标准。大学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思
想深度。一个人思想的深度，对这个人对外界事物的看法，
对主观意识的发展，对生活和人生的认识和把握等都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大学这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生活环境，对你的
思想深度的发展和变化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读大学，我们究竟读什么呢？以下是我看完这本书所
得出的结论：

第一：学会思考。想法决定活法，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
结局。大学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
时期，也是一个人知识体系构建的黄金期，这个时候的积累
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发展。通过思考，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
及大学目标，制定详细的计划，然后不断去实施。

第三：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衡量干部的
重要标准！这是我进入公司后最深刻的感悟。大学期间，一



些学生过于关注学习成绩，而缺乏社会实践，不具备解决问
题的操作技能，当遇到问题时，不知如何去解决。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说，管理的本
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就。
可见，一个人的成功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解问
题的能力又源自于思考、学习及实践的综合。 读大学，究竟
读什么？思考、学习，再加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践）。

大学读后感篇七

窗叔向我们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说要放在手边，时常翻翻。

我要羞耻的说我的第一遍看得非常之艰难，总觉得哲学式的
表达方式我还是领悟不来，这是一个要慢慢锻炼的过程，需
要时常翻翻的过程。

这篇，就是第一次的读后感吧。

这四年半以来我对大学的教学方式进行过无数次的质疑，我
质疑它为什么没有教给我我希望学到的东西，质疑它为什么
没有教给我可以令我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本钱，质疑它为什
么一定要我们写论文，为什么要把学术和教学纠缠在一起，
质疑它为什么不能真正的培养出人才。质疑为什么新一轮的
大学校长全部换成了行政人员。

在阅读这本书之中，我时刻感到自己曾经的这些质疑有多么
幼稚。

大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给予追求真理者一切物质的、精神
的条件的地方。

真正的大学生是一群抱有非功利目的的，对真理充满渴望，
不断追求的人。而不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为目的的人。



大学应是一个整体，是教师和学生的整体，是人文学科和自
然学科的整体，是学术与教学的整体，大学，应是体现“统
一性与整体性”之地。而不可将组成它的部分各个分离，假
若不是研究的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分科也是不应当的。

但是对于大学的质疑仍是不应停止的，且问以下几句，雅斯
贝尔斯所提倡的。

1，我们大学的精神是否是独立的？

2，我们的大学有没有教给我们探索真知的方法？

3，我们的大学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为人类探索真知而设立的机
构？

4，我们的大学知道他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吗？

5，我们的大学有很好的处理学术与教学的关系吗？

6，我们是让与学术无关的行政人员来治校了，可是这些人员
是客观的吗？

7，我们的大学允许异己的声音存在吗？

8，我们的大学允许不利己的声音存在吗？

综上所述，中国有大学吗？

中国没有真正大学，但是又是否有真正的大学生在呢。

大学理念的不能发扬，大学精神的缺失，恐怕责任也不都在
大学。

作为本应是渴望探索真知的大学生，我不能不扪心自问：



1，你上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

2，你的心中究竟有没有对真知的渴望呢？

3，你为什么总是在抱怨大学而不自省呢？

反复想着这些问题，在没有真正的大学的时候，若想产生真
正的大学生，是件难事。但若你有着真正的大学生精神，真
正领悟了大学之理念，哪里又不是你的大学呢？毕竟，雅斯
贝尔斯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推动现实进步的成就，都是发生
在大学之外的。

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大学的国度里做一个真正的
大学生吧！

大学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读了《大学中庸》这一本书，这本书是将《大学》和
《中庸》两本书合为一体，我读后，深有感触。

《大学》是孔子传下的`书，是古人做学问时读的第一本书，
也可以说是古人想学习道德的入门书。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得的方法，“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
指天下正道，“庸”是静止不变的意思，指天下定理。《中
庸》这本书开头讲了一个道理，中间把这个道理用各种方式
讲述，最后又归回到开头的道理。这个道理每读一次都会让
你有新的收获，这收获，是让你终生受益的。

人要使自己永世垂青，就必须为人民做善事，但是，人要做出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就必须有道德。

道德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和“修
身”开始，将自己的根本修正了，才可以成大器、做大事，



而道德，是要一生坚持、坚持不懈的，还要从思想上认识，
从行动上实践，从小事上做起。道德，不止是表面的样子，
更是内心上的修为，也就是做到“自谦”和“慎独”。干大
事，就是懂得修身，为民找想，才能万众一心，让人民得到
幸福。

《大学中庸》让我明白了许多，我一定会再重读这本书

大学读后感篇九

要知道本人是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同样怀有绝望心情的人，此
看见这个文章有着同样的触动和震撼，于是，今天我很认真
的在我的博客上写下我的感觉。

当时看它，我就觉得给我很大的暗示，震撼着我的心。：

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论天赋，每年中国出生的人口中，至
至少少有10个左右是可以影响世界的人，也许这个数字还只
是零头。还有一种说法是，世界出生每个人都可以影响世界，
那么中国教育的罪恶就更大了。

橘生南谓之橘，生北谓之枳。

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大老爷们还在上面指定一些网络实名化
的愚蠢条例，还在高校找mm陪舞。

你知道富人为什么看不见穷人么？因为富人眼里没有穷人，
他们生活的圈子也没有穷人。所以富人看不见穷人，时间长
了富人就不知道有穷人了，富人以为天下丰苍、国泰民安，
富人以为人人丰衣足食、温饱小康。

因为指定教育规则的人，周围没有生活在底层的学子，没有
真正体会到教育制度的人，所以制定规则的人也就想当然。



在这里，谁是上帝？指定规则主宰一片土地的人就是上帝，
我的上帝呀，你在做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将来，都在你的
手上，而我是你的子民，你却如此这般儿戏。

我的母亲呀，我不想戳痛你的心，现在的研究生喝酒打牌逛
窑子，为教授写文章翻译书籍挂教授名字以换取一个学位的
还少么？导师抛弃结发多年的妻子与他的妙龄少女学生逛内
衣店，真真切切就在我身边发生。我不想说100% 因为我想给
我自己一个追求理想的一丝微光，好让我“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的念头不至于夭折和绝望。

我就是被淘汰了几伦的残次品，我的大学给我的，我的母亲
给我的……到死我也无法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