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医生读后感(实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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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读后感篇一

波利尼西亚看见王子在那里，就把王子给催眠了，波利尼西
亚命令王子把杜立德医生放出来并给了杜立德医生一条船。

杜立德医生带着双头羚羊和他的动物朋友们走了。

我的感想是：杜立德医生很伟大，他帮助了别人就一定会获
得更好的帮助，这让我懂得了先苦后甜，要先帮助别人，这
样别人才会帮助你。

医生读后感篇二

如果不学习，心理的疾病有时自己都不会觉察，更不会自愈。
有幸读到此书，并且用这种方式总结自认的精华。

消除猜疑心需要：优化个人的心理素质、摆脱错误思维方法
的束缚、敞开心扉增加心灵的透明度、无视“长舌人”传播
的流言、当我们开始猜疑人时，最好先综合分析一下他平时
的为人，经历以及与自己多年共事交往的表现，这样有助于
将错误的猜疑消灭在萌芽状态。

嫉妒之心不可有，嫉妒是来自地狱的一块嘶嘶作响的灼煤。
它像一条蛆虫，蛀蚀和毁害着他人和自己。

像空气一样轻的小事，对于一个嫉妒的人，也会变成天书一
样的确证；也许这就可以引起一场是非。



生来就具有某些伟大品质的人的最可靠标志是生来就没有嫉
妒。嫉妒的人常自寻烦恼，这是他自己的敌人。

解决不嫉妒的途径：自我认知，客观评价自己和他人、开阔
心胸，宽厚待人、学会正确的比较方法、充实自己的生活，
寻找新的自我价值，使原先不能满足的欲望得到补偿、升华
嫉妒，化嫉妒为动力。

是人不是神，有之不好的一面很正常，但如何化解此问题是
一门终身必修课。

医生读后感篇三

《日瓦戈医生》崭新的封皮上写着这样醒目的一行字：20世
纪苏俄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同时，它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
奖。

阅读完这部作品我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感受。

我发现读一本书之前先看作品梗概、简介或者是评论性的文
章会对阅读过程有不良影响。有时候光看简介，你会觉得作
品应该符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一读，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儿。有时候一看梗概，就判定作品不适合自己，很可能会错
失佳作。还有时候，你通过导读了解了大致情节，就等着阅
读过程中看看那个人物的命运是怎么变化的，结果，作品中
根本没有具体写。就像《日瓦戈医生》，我在导读中读到作
品中的两个次要人物一个选择拥护革命，一个投靠了旧政权，
结果两个人最后都是被肃清的命运。我就想读读其中的原委，
结果书都读了百分之八十了，这两个人物才出现了两三回，
其中还包括侧面描写。和我预期的饱满的人物形象刻画和深
刻的人物命运描写大相径庭。

堂堂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竟然名不副实？不是的。这就是我要
谈的第二点感受。《日瓦戈医生》最大的亮点在语言。其一，



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有音乐和绘画等方面的艺术修养，因此其
语言充满音乐性和色彩感。比如，“剧痛以银铃般的阵阵笑
声显示出来”这句话中读来动听如音乐的词汇“银铃般的阵
阵笑声”，同时，作者没有用“铃声”或“铃铛”，而
是“银铃”这样富有色彩美感的词汇，使短短的一句话让人
叹服。其二，作者用这样美的语言描写了大量的满目疮痍的
战场、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颓败荒芜的村庄，优美的语言和所
描写的内容形成巨大的反差，但是读来并不觉得不妥，这样
的反差，给作品增添了一种哀伤的颓废的美，你反而能从中
感受到作者那种炽烈的爱国之情。比如，在作品中出现频率
颇高的对“老鼠”的描写，“老鼠”的可憎，并没有影响到
作者语言的美感和作品的诗意。其中的滋味，只有你自己阅
读时才能体会得到。

第三方面的感受就是有关故事的情节了。主人公日瓦戈医生
开始也为革命的欣欣向荣而欣喜，可是亲历革命带来的离难、
杀戮之后，他保留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反思了在巨变的时
代之下，个人最需要的是安稳的工作、家庭的秩序和对生活
的基本的热爱。这种人物的设定和当时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
浪潮大相径庭，因此本书只能以意大利文在欧洲出版。

读完一本书，就要及时把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记录下来，
用文字记录这些头绪纷繁的`感悟其实就是一次梳理，也是一
次思维的提升。

医生读后感篇四

从前，有一个叫杜立德的兽医，他养了许多小动物。附近的
邻居的小动物生病都到他这儿来看病，最神奇的是他能听懂
动物的语言。

有一天，医生知道了非洲的猴子中间爆发了一场瘟疫。只有
杜立德医生才能拯救它们。于是，杜立德医生就和他的动物
朋友们一起去了非洲。



他们到了非洲，猴子们为医生建立了一座房子，医生找来了
助手，不到两个星期猴子们就好了。

杜立德医生就要走了，可是他们的船沉了，结果被非洲国王
的手下给抓住了，只有波利尼西亚在外面。

波利尼西亚看见王子在那里，就把王子给催眠了，波利尼西
亚命令王子把杜立德医生放出来并给了杜立德医生一条船。

杜立德医生带着双头羚羊和他的动物朋友们走了。

医生读后感篇五

杜立德医生很喜欢动物，偶然一次机会他听懂了动物语言，
所以，杜立德医生专门给动物看病了。

善良憨厚的杜立德医生身旁有一只弄不清自己多大年纪的鹦
鹉，在她的帮助下，杜立德医生很快学会了动物语言，能够
听懂他们的任何话，并能与他们交谈。对他来说，在没有什
么事情比了解动物、准确的接收要表达的信息更让他兴奋、
快乐的了。

于是，他的神奇旅行开始了。

他救了那些猴子，打败了巴巴里海盗……

在故事中我被杜立德医生的勇敢给感动了，他不怕困难，不
怕艰险，还帮助动物们渡过难关。

杜立德医生是一个极其富有爱心的人，他为了饲养自己收留
的小动物，连自己唯一的收入――一间小诊所，都差点放弃
了。

于是他用双头羚羊，赚钱，继续经营小诊所。



我觉的我们大家就得像杜立德医生那样大度有爱心又勇敢，
我得好好学习他的精神。也希望同学们读读这本好书。

医生读后感篇六

读《日瓦戈医生》，很多时候有冷飕飕的感觉。人们在冰天
雪地里互相残杀，为了各自的信仰，无意义地走向死亡。他
们怀着满腔热情，进行残酷的战争，与无冤无仇的人互相射
击，凸显了人类灵魂的卑微。

一个医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战争环境，他的无奈与
抗争，对生活的挣扎历历在目。其实，他只想和亲人在一起，
享受人世间温馨的家庭生活，可惜时代的环境那么不可抗拒，
他在冰天雪地样的环境里艰难行走，几度与亲人离散。

整部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西伯利亚地区的寒冷。在寒冷的色调
里，医生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书中温暖的潮流，他心中的人
道主义理想的光环，是冰天雪地里圣洁的雪莲花。他救助敌
方受伤的士兵，尽管那个士兵明确表示仍将返回敌方阵营，
继续与他们为敌，他还是想尽办法让那个士兵返回自己的部
队。自然环境的'酷寒不足以使人畏惧，使人内心打冷颤的是
人心的冷酷。战争让许多平民百姓走向死亡甚至患上严重的
精神病，有一个士兵竟然因为害怕自己死后，妻子和孩子会
遭受凌辱，而自己先把妻子和孩子杀死。

冰天雪地的树林里，还有比杀死自己的亲人更令人心寒的吗？
帕斯捷尔纳克让人感受到他那个时代给人们造成的心里重压，
难怪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遭受了国家体制内文坛的
攻击，在孤独中黯然离去。

医生读后感篇七

品读《日瓦戈医生》，可以发现，在其字里行间浸透着强烈
的批判意识。



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决定了对该小说的
不同的价值判断。

于是，一种颇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实在难以割舍对《日
瓦戈医生》这部杰作的青睐的人，只好千方百计地竭力否认
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点儿对历史与现实的否定性。

当年评论家沃兹德维任斯基说：“无论日瓦戈，还是帕斯捷
尔纳克本人，都谈不上是反对革命的人，谈不上对抗革命”。

他的说法恐怕体现了大多数喜爱这部作品的人的心态。

但是，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45年以前反对刊登这
部小说的《新世界》杂志那五名编委的感受更实在些。

他们确确实实觉察出了蕴涵在小说中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的确，《日瓦戈医生》充满了批判的锋芒，正如一切我们时
常津津乐道的那些西欧19世纪的名著、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
杰作乃至后现代主义之作都充满了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工
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与否定一样，
《日瓦戈医生》也同样闪烁着批判的锋芒。

倘若现在还把批判与否定的精神只赋予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
文学；倘若现在还以为新生的苏联文学只能为新生的苏维埃
社会献上甜美的赞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但是，虽然当年那五个编委嗅出了小说的批判味儿，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的否定精神有正确的理解。

医生读后感篇八

英国出生的休·洛夫廷年少时加人美国国籍,他服过兵役,在
战场上看到人受伤会得到救治,而马则被枪杀。他认为马也应



该进医院获得救治,于是塑造了个住在英国乡村的、能听懂动
物语言、能给动物治疗疾病的杜立德医生形象，《杜立德医
生航海记》向我们展现了杜立德医生神奇而刺激的航海之旅。

在杜立德医生没有事的时候，他还会给各种小动物们治病，
很有爱心，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居住在他的家里异常热
闹。真是个动物乐园，鸽子、白鼠、猫头鹰、獾、寒鸦,甚至
还有一头小猪从花园跑进来大厅躲雨,还小心翼翼地在垫子上
擦着它的蹄子,烛光在它湿漉漉的粉红色背上闪闪发光。

杜立德住在泥洼镇上，那里的人们都喜欢他。虽然他医术高
明，但因为家里养了许多小动物而积累了不少关于动物的经
验，后来改行做了兽医。他在家里收养了聪明的鹦鹉波妮，
细心的鸭子黛黛，忠实的老狗吉卜和其它的小动物们。鹦鹉
波妮是医生学习动物语言的启蒙老师，心细能干的鸭子黛黛
承担起了管家的职责，忠实勇敢的老狗吉卜是医生的随从。
这些动物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爱着杜立德医生，像一家人。

杜立德其貌不扬，但很勇敢。他一次次出海远航，都有一段
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浮岛、蜘蛛猴岛上的一次次遭遇危机，
都因杜立德的智慧勇敢而得以解决。

书中的小主人公“我”，是一个十岁儿童，跟着杜立德医生
航海，是杜立德医生的学徒，也是杜立德医生的得力助手，
一行人的航路经历，让主人公“我”看到了杜立德医生的坚
强勇敢智力超群，也看到了杜立德医生的乐善好施勤奋好学
（努力学习贝类语言），看到了杜立德医生为疾病中的部落
手到病除救死扶伤，看到了精通动物语言的杜立德医生和各
类动物友好相处互相帮助的美好画面………旅途中，他们帮
助可怜的被告，终止残忍的斗牛比赛，统一动荡的蜘蛛
岛……非同寻常的航海经历，将是小主人公“我”一生享用
不尽的精神财富。



医生读后感篇九

杜立德医生真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有一颗爱心，所有动物才
喜欢他，杜立德医生会动物语言真了不起，难怪全世办动物
都知道杜立德医生。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人和动物也有那么好的一面，这就证明
了臧克家说的：“读了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好朋友”，我
就想：“那我书橱里全都是好朋友”。

那些动物也很好，比如猴子奇奇，帮忙找吃；小狗吉扑找红
头发的男人；鹦鹉教人说动物语言把人和动物救出来；小燕
子帮人拉船；猴子给人双头羚羊，给人做桥，还有很多很多。

动物也是好样的。

杜立德医生的传奇故事可真有意思，还有动物。

我长大也要和杜立德医生那样，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发
自内心的爱，才能打动别人！

医生读后感篇十

最近看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有以
下几点感悟。

1、无条件接纳真实我

真实我是一个安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孩子，他基本上处在
人的潜意识层，我们平时难以觉察。我们的内心深处沉淀着
恐惧、内疚、悔恨、自责和绝望，形成一种控制自我的巨大
力量，左右着我们的选择。

真实我就是你心灵深处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对你



的逆反开始了，因为你一直都不尊重他，不关心他，处处对
他指手画脚，压制并剥夺他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且对他提出
了过高的要求，给他施加了过大的压力。

于是，他专门跟你唱反调，有时明知你是对的，但他就是不
按你说的去做，却不断地去做在你看来毫无意义、没有必要
的一些事情。你给他讲道理根本没用，于是，你对他大发雷
霆，骂他没出息，不争气。可是，你越生气他就越来劲儿!你
有所不知，孩子有孩子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他跟你争的
根本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一种人格尊严!

心理咨询师是如何对待患者的呢?不管你是什么人，即使你是
罪犯，即使你是不良少年，即使你是集吃喝嫖赌抽于一身的
社会混混，在咨询师眼里，你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咨客。他
对你是无条件的接纳，他不会给你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不会
训导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的任务是帮你解决心理问题
和心理障碍，使你获得一种责任意识和选择能力。这样，你
会感到温暖，感到被理解和尊重，你会倾诉你的苦恼，于是
咨询师将发现你产生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症结，并帮你化
解掉。阻碍你情感和思维流动的淤积一旦被清除，你的真实
我将开始成长。

现在，你就是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无条
件接纳你的真实我。

2、化解潜意识的怕，陪伴真实我度过“危险期”，逐渐成长

在夜深人静时，闭上眼睛，深呼吸，由身体放松到意识放松，
此时有可能发现一些平时难以察觉的东西，也许正是阻碍你
成长的障碍。譬如，沉淀在心底的恐惧，郁积在心头的怨恨，
啃噬心灵的内疚等。然后，运用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将这些
恐惧、怨恨、内疚一一化解和释怀，从而获得领悟。要赶紧
把心得记录下来啊!在这里，佛家的智慧对我们有极大帮助，
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没有什么能留得住，



让这些负性情绪折磨自己的心灵，真真是无明之致，划不来!

强迫者往往对一些小事耿耿于怀，思前顾后，事前忧虑，事
后后悔，这种注意力的分配不当，影响了我们对大事、重要
的事的关注和能力的发挥，于是又后悔自己这么做，又考虑
以后应该怎么做，这叫悔恨着刚才的悔恨，忧虑着刚才的忧
虑!在这两种情绪的纠缠下，对前途悲观失望。悔恨和忧虑，
归根到底还是怕呀!

强迫者凡事好往坏处想，不停地想象和预测可能发生的不利
结果，他又不愿意这么无休止地想下去，可一旦想开头，就
陷进去了，不能自拔。我的经验是，与其如此，倒不如一步
到位：直接想到最坏的结局――死亡!谁都有一死啊，世道公
平。一个人假如连死都不怕了，就会勇往直前，世间的成败
得失、恩恩怨怨也就没有什么了，更何况那些鸡毛蒜皮!

我所汲取的佛道智慧是：心存善意，积极进取，勇敢面对，
接纳一切，承受一切，投入地爱一次、活一次，活出真我，
活得无怨无悔。

3、勇于行动，积极行动，在行动中改变自我，超越自我

千万不要把强迫症的症状当作靶子，也不要把性格缺陷当作
靶子，这都是虚靶，如果你的火力被它们吸引过去，必死无
疑!

你想让真实我这个孩子变得自信和强大起来，就要尊重和信
任他，要放手让他自己去实践，不要怕他给你惹麻烦，不要
怕他碰壁摔跟头。道理再明白也没用，改变总是在自身的行
动中发生。

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工作、学习、交友和娱乐，是你想做、
应该做，却又不敢做、没有信心做的事，这就是你的靶子。
过去的已经过去，不要想的太多，未来的还没有到来，也不



要想的太多，集中火力对准现在，迎难而上，迎怕而上。当
然，症状会干扰你的行动，但这不能成为你停止行动的理由，
如果你以症状作为逃避的借口，安慰自己等治好了强迫将如
何如何，就走入了误区，永不能得救。

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失面子，不要怕丢人现眼，不要掩饰自
己的缺点和弱点，把毫无用处的虚荣心抛开，用真实我拥抱
世界。

我们的毅力一定得用在这里：坚决置具体症状和性格缺陷于
不顾，咬着牙去行动!不要祈求好结果，不要担心坏结果，只
要行动了，就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