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敬业读后感 敬业与乐业读后
感(优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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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读后感篇一

《敬业与乐业》是梁启超先生于70多年前在上海中华职业学
校为学生所作的演讲，对学生进行的职业道德启蒙教育。现
在再作为一篇文章和学生一起学习的时候我却深切的感受到
这不仅是说给学生听的，更是洗涤教师职业倦怠的一剂良药。

有业

记得有一个微博说：当你睁开眼睛抱怨又要上班的时候，你
应该想到自己还有班上，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呢？虽然教师
工作具有连续性、反复性，难免陷入思维的僵化与懈怠，一
届学生送完了下一届还是这个讲法，这个设计，学生觉得枯
燥无味，自己也没有了上课的激情。所以更应当像百丈禅师
一样“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要让今天的日子不是昨
天的重复。珍惜目前所拥有的这份受人尊重的职业，把看似
简单的重复做的有声有色。把真知灼见放到对于课文的解读
中，放到班级工作的管理中。和学生同行，把激情和创新放
到学生的生命里，让他们从老师身上感受到活力。彼此享受
相处的`幸福。

敬业



乐业

正如梁启超说：一是“责任心”、二是“趣味”，敬业即是
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既然敬业乐业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
门。作为教师给应该用自己的专注成就自己的学生，也成就
自己的事业。最终生活职业的快乐，人生的快乐。感谢梁启
超！

敬业读后感篇二

在这一册的英语书上，介绍了一个人，史帝芬·霍金，其实，
我以前对他也有所了解，他有身体上的严重瘫痪，能动的部
位也只有右手的两根手指而已，而他却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
家之一，他热爱他的工作，热爱他的脑力劳动，对他来说，
他所遭到的不幸正是一种挑战，值得他庆幸的是他不必为实
验物理而担心，幸好有理论物理适合他去研究，他的困难是
大于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可他为了他的工作而执着、乐
业，这就应验了一句话：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
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
迹就可以创造出来，这就是敬业的另一个方面：业精于勤。

为乐而业，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因为兴趣是一种力量，乐于
为工作而奉献，乐于为工作而流汗是最美好的，比起头悬梁、
锥刺骨，虽然精神可嘉，其实再傻不过了，真正逼迫自己去
干一件事又能得到多少呢？有兴趣作前提，自然不知疲倦，
高高兴兴做完的事会愉快地扎根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就是说，
只有从事感兴趣的职业才会发挥最大的才能。

我深信人类合理的工作生活总该如此。

敬业读后感篇三

特别喜欢梁启超先生的那篇《敬业与乐业》的文章。尤其对
文中“凡职业都是趣味味的”一句感触颇深。此刻掩卷沉思，



作教师以来的许多趣事又都一并浮此刻脑海中了。

班内有一个叫峰的小孩，他很顽皮，记得开学的第一天我就
认识了他，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在课堂上无组织，无纪律的
表现。之后的几堂课，我发现，每次课上大家学的起劲的时
候，他总会发表一些不着边际的见解，不是引走了话题，就
是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对此，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说心里
话，我到觉得这孩子天性无邪，也有几分可爱，可是再开放
的课堂恐怕也不能大肆倡导学生发言无忌，出口离题，毫无
规矩吧，怎样才能改变这个散漫的小家伙呢?为此，我真费了
不少心思。

峰是个简单的孩子，我明白课堂上他所表现的随心所欲并非
出于对教师的不理解，而是习惯不好罢了。我想他也必须为
此受到了不少批评吧，但既然还是今日这样貌，恐怕，这批
评的效果也未必好，所以，我要从培养学生的课堂学习习惯
做起，就先教教他们倾听吧!

以往学生回答问题，总有些学生随意插嘴，峰尤甚，为改变
这不良习惯，我便在一学生发言之前，看着峰，兼对其他同
学说：“今日，教师要看看大家，谁最有礼貌，最像小绅士，
能够安静地听完这位同学的发言。”这样有话在先，果然效
果不错，看着峰欲言又止，以手捂嘴的样貌，我极认真的对
峰表扬了一番，看到他有点脸红的低下头去，我明白，这孩
子必须会慢慢改变的。

峰的成绩不好，身上的毛病却不少。我明白，他不会因为那
堂课上的表扬就一下子变成了遵规守纪的孩子，可是，我还
是充满了期望，并不断的创造机会表扬他，慢慢地教他举手，
并引导他说出一些有道理的话，可是，真正的让我们之间有
了一种默契和温暖的还是那件事。

他是个看上去有点脏的小孩，整个冬天都淌着鼻涕，可能是
太冷了吧，他每说几句话时，就要吸一下鼻子，以免鼻涕流



进嘴巴里，记得那天课间他到办公室来交作业了，脸被冻得
通红，依然淌着长长的鼻涕，他对我说：“教师，这是我的
作业。”说着把本子放在桌子上，便要转身离开，我叫住他，
从抽屉里取出一些卫生纸来，递到他手上，“用这个擦擦鼻
子吧，冬天冷，多穿点，记着明天带块手绢来啊!”他看了我
一下，接过纸，转身跑开了。

当我再次走进教室时，我看到高峰真的不一样了，还是流着
鼻涕，可是，没有吸回去，却被擦得很干净，课堂上也比以
前都安静，他看着我，那眼神很美，是信任。

梁启超说，敬业即是职责心，乐业即是趣味。此刻，我越发
深刻的体会到这话的含义了，我愿意忠实于我的事业，置身
其中，乐以忘忧，实现我生命和生活的价值。

敬业读后感篇四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教育我们，
只有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奋
斗目标。读罢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我更是有了深刻的
体会。

人活在世上，就是在做事。没有职业的懒人，做的是无意义
的事，而有职业的人，若不敬业乐业，也无异于前者。

拥有职业的人，首先要敬业。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从事的职业
都不敬，那就是对自己不敬，他一定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得
不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凡职业没有不可敬的，只有敬业，
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才有可能乐业;只有乐业，才会除去负
担，把事情真正办好。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喜欢它，乐意去做，这样就不会
感到工作劳累，而是把劳累感转化为自己的快乐与做下去的
动力。一事无成要耗费精力，积极的去完成该做的事也要耗



费精力，而乐业还会有所收获，提高自己，那为什么不乐业
呢?人生是一个过程，只要将过程演绎得精彩就够了，不用在
意结果会怎样。

而对于我们学生，要敬、乐的业，当然是学习。学习很累，
而当你爱上学习，就不会觉得累了，会把学习当成自己想做
的事来做，而不是受迫去学习。当在学习中取得好成绩后，
会由衷地快乐，那是自己学习后的成果啊!

不学习，整日碌碌无为，只会让自己变得自卑、承受各方面
心理压力。学习，虽然身体会劳累，但通过学习，获得了知
识和能力，获得了自尊与自信，付出了，也有了回报，这些
也值得了。

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承担责任，激发潜能，实现梦想。让
我们努力吧!

敬业读后感篇五

昨天，我们上了一篇名为敬业与乐业的文章，作者是梁启超，
是近代维新派领西欧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我便很有兴趣
地读了下去。但读完第一段，我的脑子里便冒出来一大串文
句：为什么要敬业乐业呢？为什么敬业乐业是生活的不二法
则呢？我被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便迫不及待地往下读，才终
于解开了我的迷惑。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
门”，由此展开了议论，先用朱子的说来解释什么是敬业，
然后再用事例论证来证明“凡职业都可敬的”，再用两组例
子说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接着再
举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例子从反面论述“个人对自己职业不
敬”的害处；最后再用引证法进一步强调敬业的重要性。第
二点乐业，作者也是用了差不多的顺序来证明乐业的重要，
只是将什么是乐业放在后面来说。本文的条理十分清晰，语



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用了许多的道理论证是本文一大亮
点。

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懂是得了许多道理，我们在学习上不
能只觉得学习很苦，我们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不想做作
业，然而却必须要做，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最后苦的
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专门替自己开玩笑，最后还是逃不掉
现实，我们何不学习梁启超所提倡的去乐业，发现学习的趣
味，我们的学习便会轻松许多，不会再觉得学习苦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教育我们，
只有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奋
斗目标。读罢梁启超的《敬业与乐业》，我更是有了深刻的
体会。

人活在世上，就是在做事。没有职业的懒人，做的是无意义
的事，而有职业的人，若不敬业乐业，也无异于前者。

拥有职业的人，首先要敬业。一个人如果连自己从事的职业
都不敬，那就是对自己不敬，他一定会失去别人的信任，得
不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凡职业没有不可敬的，只有敬业，
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才有可能乐业；只有乐业，才会除去
负担，把事情真正办好。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喜欢它，乐意去做，这样就不会
感到工作劳累，而是把劳累感转化为自己的快乐与做下去的
动力。一事无成要耗费精力，积极的去完成该做的事也要耗
费精力，而乐业还会有所收获，提高自己，那为什么不乐业
呢？人生是一个过程，只要将过程演绎得精彩就够了，不用
在意结果会怎样。

而对于我们学生，要敬、乐的业，当然是学习。学习很累，
而当你爱上学习，就不会觉得累了，会把学习当成自己想做
的事来做，而不是受迫去学习。当在学习中取得好成绩后，



会由衷地快乐，那是自己学习后的成果啊！

不学习，整日碌碌无为，只会让自己变得自卑、承受各方面
心理压力。学习，虽然身体会劳累，但通过学习，获得了知
识和能力，获得了自尊与自信，付出了，也有了回报，这些
也值得了。

做到敬业与乐业，才能承担责任，激发潜能，实现梦想。让
我们努力吧！

敬业读后感篇六

明白乐：一个人就应该要敬业和乐业。而敬业和乐业的基础
是要有业，有业才能使人在经济上能独立，获得生活的保障；
才能拥有锻炼自己的能力。有业才会产生成就感，幸福感。
有也还会是生活起居有规律……“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业都不
一样。有业之必要”于学生来说，“业”自是学习。每个人
都应有业。

待我读完“百丈禅师”的故事之后，初觉得此人太死心眼了，
而后来一琢磨，却觉得自愧不如，与“百丈禅师”相比，我
们缺少的不仅是他的“言必出，行必果”，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缺少老禅师的那种矢志不谕的品质。他日日坚持，直到
八十岁！多少个三百六十五天，又多少个24小时啊！而现在
的我们却连自己的计划都做不到！起码的言行相顾都没有，
更不论坚持。而我们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上，并为今
日的失言，自找一个理由，不愿下功夫。

敬业，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凡做一件事，便
终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事
的名称，从俗人眼中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历上
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是在于是不是把一件事做的是好
是坏。



乐业，我们有了敬业就应该乐业，我们对我们的职业都应产
生一定的兴趣，因为那些都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就应该尽
量把它们做的最好，同时也应该过的快乐，在职业中寻找快
乐。

凡一件职业总是有许多层累、曲折。

敬业读后感篇七

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
一点不旁鹜，便是敬。

至于乐业，我认为书中这句话就解释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说对自己工作再不满意，可是你必
须要做，那你为何不去寻乐呢？而对于我们，为何不珍惜自
己所拥有的一切呢？从职业中体会快乐，从快乐中品味生活！

现今的社会随着各行业的不断发展，各单位对职员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找一份工作很难，要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更
难。当你选择了某种职业的时候，会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
份工作呢？只要是正当的`行业，不要去在乎某种职业，职位
的高低，即然选择了，就要靠自己的才能去劳作，尽心尽责，
做个最优秀的工作者。

读了这篇方章后，我想不管做任何工作，应该抓住机遇，克
服困难，不要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而妥懈，再难的事
也要用心去做、乐观的去面对；毅力是坚韧的，要通过目标
产生毅力，要通过毅力去实现目标，只有勤奋刻苦、持之以
恒、坚持到底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敬职敬业，快乐工作！



敬业读后感篇八

读过梁启超先生的《敬业和乐业》后，从文中受益至深，让
我清楚的了解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性。但“敬业与乐
业”的前提下必须“有业”，没有它，“敬业与乐业”就无
从谈起，没有“有业”，“敬业”哪来的“乐业”之说！特
别里面的“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这句话说得多么的
精僻！

“有业之必要”于我们来说，“业”自是学习、工作。读
完“百丈禅师”的故事之后，初始觉得此人太呆板、太死心
眼了，而随后经逐一琢磨，却觉得自愧不如，与“百丈禅
师”相比，我们缺少的不仅是他的“言必出，行必果”，而
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老禅师的那种日日坚持，矢志不谕的
品质。现在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完成自己的原
先制订的决心和计划！我们的言行和行动都总是没有相顾，
并且无法坚持，而且总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上，并为今
日的失言，自找台阶下，不愿下功夫。

这则故事也启发我们一定要好好深思熟虑，对于一个精力充
沛的青少年，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学习呢？现今的
中国，改革开放，生产力得到全面解放，社会一片繁荣，市
场化也越来越浓，要想找到一份工作很难，要想找到一份称
心如意的好工作就更难了。当你选择了这份职业的时候，你
想好了要为他而付出吗？我们一直在为生活而劳动，其实也
是为了劳动而生活。不管做任何事情，处在某个位置，事和
名称都会有大小、高低；但从事的本质来说，是没有高低之
分的，在事物的运行过程中缺少了任何其中的一个环节都会
掉链子的。不管任何工作，拿到手里，全看自己的才能如何
去劳作，使之得到圆满，自我感觉良好，别人看起来也不错。
这也证明人人都要有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去劳作。这
便是“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我们虽不是没有职业的
懒人，更不是社会的蛀米虫。



可是一次又一次不完成任务的我们，安然地回到家后，享受
着父母创造的环境；总想着“下一次”的我们，悠然地面对
着心切的父母和社会的期望……甚至跟“掠夺别人勤劳结
果”的盗贼等同！真是“懒”字当头，万事不成啊，“懒”
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放纵”这个敌人胡作非为的又是我
们自己，克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
便是罪恶。”“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
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当我从这些句子中找出一句话来回答
“为什么要敬业”这一问题时，我觉得“凡职业没有不是神
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特别是最令我深受启
发的是《庄子》记佝偻丈人承绸的故事。“天地之大，万物
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一个佝偻的老人，几句简单的话
语，却道出所有道理的精华！凡做一件事，要忠于一件事，
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一点不旁骛，便是敬。这就要
求我们有一颗平常的心，一颗勇于探索的心。

要想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便把这件事情看作自己的眼睛去对
待，无论别的什么好处，都不要与之交换，换得一时的轻松、
愉快；你敷衍它，结果它也敷衍你，最后，一事无成。怎样
把一件事情做得出色呢？唯一的秘诀便是忠实，忠实从心理
上发出来便是敬。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下，并
拥有着健康的身体，我们起码要把我们身边的小事做好都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我们应把每一件事通过努力，做到出
色，就算与他人之比，相差之，但我们无悔，因为“岂能尽
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努力了！然这所有的前提见
出于“专心致志！”唯有用心，我们才能有成功，若“坐这
山，望那山”，则“一事无成”！这便即要“尽职”又
要“敬职”了。所以，我们要满怀热枕地认认真真做好自己
本分以内的事情，脚踏实地，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至于“乐业”，我认为书中的那句话便足以诠释了：“知之
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算对自己的职业如
何不满，但我们都必须去做。我们要从中寻乐趣呢？这使我
想到了一句话：“你知道，你爱惜，花儿努力地开；你不知，



你厌恶，花儿努力地开。”花儿总是在努力地开，美好的日
子也一天天地在流逝。而对于我们，为何不去珍惜自己所拥
有的一切呢？从职业中体会快乐，从快乐中品味生活！对于
有的人总叹息“做工作好苦呀！”对于这种叹息声，无论任
何人都曾经说过。反过来讲倘若我们去赌钱，去喝酒，去游
玩等还不是一样淘神费力。有些人抱怨自己本行，这件事分
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做。不愿做是逃不了的，哭丧
着脸去做和快乐的去做结果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做
一件事情，就要身入其中，从起点、过程、终点中去体会每
一个阶段，回想自己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成就，就有一种归
属感。要在工作中与同行比较、竞争，要时刻告诉自己是最
强的，在不断的工作中战胜自我，领略出趣味，这样，生活
才有价值。愿社会的青年才俊们，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
接挑战，面向未来。

总之，每件事都有其独道的乐趣，我们要明白“敬业与乐
业”并非是某种硬性规定的条款，而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价
值的一种方式，一种渠道。要在生活中真正做到“敬”
与“乐”，只有这样，相信信生活才会更多彩！才使我们享
受的无限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