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书与做人读后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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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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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与做人读后感篇一

《读书与做人》是胡适的一些具有显著影响力的散文随笔和
他在公众演讲的集册。众所周知，胡适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
受争议的人，即使这样，我们也无法否认他的历史地位的重
要性，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因此我们有必要
通过阅读本书去近距离了解胡适的思想精华。

阅读本书之后，有千言万语在心中，却不知如何吐出为妙。
我首先必须表明的一点是，胡适绝对没有过时。他的理念，
他的思想，他所提出来的各种观点和方法，细细品来，都还
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与借鉴的。

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一直在读鲁迅，却很少读
过这个和鲁迅在同一个时代、从相知相重到笔墨攻击的新文
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他的名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再
熟悉不过，却很少有人去看他的作品。比起鲁迅，胡适的作
品确实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很多人说这是因为胡适的文学
水平不如鲁迅，是这个原因吗？我不愿苟同，也没有资格去
比较他二人。只是，个人拙见吧，阅读这本书，我不敢说也
没有能力说胡适的文学优劣于何处，我的感受，我的最真实
的感受是，他的文章平淡中透着真，真实，感动着我，感染
着我。在胡适的年代，这样的文章振奋和鼓舞了多少年轻人！
即便到如今，我还是这样被感动到。我仍是想说，胡适绝对
没有过时。



《我的儿子》里胡适与汪长禄之间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
来信，看了他们二人的信，我觉得，其实两人都有道理。而
且我实在是欣赏文人之间的这种辩论，他们不但能做到维护
与坚定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可以虽然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却
捍卫对方发言的权利。文人之间的较量，无关利益，无关恩
仇，只争真理，他们互相尊重，却不甘示弱。就像是鲁迅和
胡适之间，太多的人愿意去说他们的恩恩怨怨，我只觉得，
这是文人之间的较量罢了。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定要将
胡适和鲁迅对立起来？为何一定要分一个孰高孰低？我只相
信他们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他们对彼此的敬意，我
一直都在想象着这样一个场面，鲁迅和胡适握手言欢，继而
又为各自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末了，胡适还是会为出版鲁
迅的书籍尽心尽力，因为他是肯定鲁迅作品的价值的。鲁迅
尽管嘴上不肯放过，心里还是敬重胡适的。我不敢揣摩先生
内心的想法，但我相信他是的。想到上述场面，我就会不自
觉地笑了。笑过之后，又想哭。被他们感动，叹往昔不再，
哀今日稀缺。那是何等可贵的风气啊！你看，胡适提出委婉
的批评，汪长禄就能将自己的观点表现的更为清晰，更为坚
定也更为具体丰富。争论的越多，真理也就越能浮现出来。
在这里，我更想谈谈汪先生的观点，因为这其实是很新颖的，
也很少会被人涉及，容易产生误解。他是从为人父母的角度
来说的，认为父母教育孩子，使其不成为罪人是基本的义务
与责任，因为孩子的到来是父母的选择，不是孩子的选择，
因此父母有责任塑造他。这不是恩，而是义务，是有道理的，
而且，正如他所言，一个被教育好的孩子，心中自会存恩。
只是，作为父母，他不认为自己是在施恩。我们不能简单说
他的观点就是错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观
点，言之有理即可。我从中便可以看出汪先生的独特感想！
感受到他心里的那种广世的爱！

其实这本书的每一篇都值得玩味，值得借鉴，都能带给我们
一些启发。不要觉得都是些浅显简单的道理，问问你自己，
你做到了吗？最后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前文一再强
调胡适没有过时，我以他的三篇文章作些许说明，鉴于能力



有限，我或许没有什么说服力，所以，我真心希望朋友们，
你们自己去阅读，去品味，去发现。我之前也有看到过很多
有关贬低胡适的论调，说他是汉奸，利己主义者之类。我对
此不作任何评价。我想说的是，请大家都来想一想，我们为
何而读书？我们又从书中获得了什么？如果读了很多书之后，
还如此浅陋地评价一个人，我想，这真的很悲哀。另外，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请加上你的思考，你独立的思考。你要
想去了解前人，不要去听他人的主观评价，去阅读作品吧。
即使，一千个读者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也是自己思
索而来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阅读中吸取作者的思想精华；都可
以有思考与再思考的构成；都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到那
个更好的自己！

读书与做人读后感篇二

前段时间看了季羡林季老的《读书与做人》，这是季老在80
多岁时对自己读书和治学生涯的回忆，以及探讨做人处事之
道的随笔等的合集。季老的文字，真实，简单，却不失哲理，
读季老的书，就如这位慈祥的老人在你耳边轻声的讲述着往
事，但又时刻能感受到其中的谆谆教诲。

书中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读书，第二部分是做人。季
老在本书的序中，引用了张元济先生的一句话：天下第一好
事，还是读书。他说，书籍时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
藏，后一代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
才能不断的向前进步，因此，我也就读书这一部分写一下我
读后的感想。

书中，季老回忆了年轻时在清华的读书经历以及在德国的留
学经历，在清华时，他经常光顾的就是图书馆，清华图书馆
藏书丰富，借书也极为方便，每每进入图书馆，他都会立即
为书香所迷，沉浸其中。后来去了德国，除了正常的学习之



外，他业余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从季老在书中的表述，我
有了一些启发，就是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以及如何将读
书感受到的东西运用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首先：为什么读书。正如季老在序中所述，书籍是文化和智
慧的载体和延续，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积累我们的知识，开
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阅历。

其次，如何读书。如今，书籍种类繁多，范围极广，我们在
阅读时就需要有所选择，有些书适合浏览，有些书就需要细
读，多读。我们扬子毅道一直提倡创建学习型组织，公司不
断的会推荐给我们很多好书，这个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阅读
选择的效率，可以更好的有的放矢的进行阅读。同时，要带
着思考去阅读，品味书中的奥秘。

最后，学以致用，要将书中的感受融入到生活和工作中。对
于这一点，我认为佳毅一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阅读书籍
的数量和频次之高，我们一直难以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每
读完一本书，他都能写出他的想法和感悟，同时能结合到工
作中的不少实例，给人以指导。

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樊登也在他的节目中教导大家要
学会终身成长。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追赶时代的步伐，
而读书，是不断学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读书与做人读后感篇三

一封信，一份爱，一支笔来勾勒爱，一句话，见真爱，父爱
最美似泰山。

今天，我读了一封家书，是著名学者胡适写给在外上学的儿
子胡祖望的。



难以置信，信中仅用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了一个父亲
对漂泊在外年龄仅10岁儿子的关心与爱护。文章没有提到一个
“爱”字，却在读者脑海里烙印下了一个高大坚定的身影，
伴随着浓浓的父爱，一个如山的父爱，竟可以用如此通俗的
语言表达出来。

信中只叮嘱了儿子三个重要的地方：做人、学习、生活。看
似平常的事例中却有着父亲胡适的文学哲理和做人道理，他
告诉儿子，要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他告诉儿子，如何与朋
友交往……胡适学者的人生哲理多如繁星，可他却只写了寥
寥无几的道理，我相信，胡适一定是这样想的：儿子的路还
很长，之后的路不可以依靠别人，必竟靠人人倒，靠山山倒，
只有依靠自己，才可以成功，之后的道理必须让他自己慢慢
体会，才可以真正记在脑子里。

信中还写了儿子以后要注意的事项，生活中必须知道事情，
儿子的健康、营养及很多风险，他都记在上面了，浓浓的父
爱跃然纸上。

我想，胡适给儿子不仅寄的是一封信，一封家书，更寄来了
父爱，融入了文字当中，成为了最美的语言罢了。

在读这一封信时，我仿佛还看见胡适，在写信时的模样，我
想他一定会哭，毕竟想到年幼的儿子就在外读书，不禁一股
想念之情油然而生，他只得让这一封信给儿子带去他的爱吧。

父爱，真是世上最美的语言。

读书与做人读后感篇四

《读书做人》是胡适颇具影响力的散文集和公开演讲集。众
所周知，胡适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
能否认他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文学史上还是思想
史上。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阅读这本书来深入了解胡适的



思想精髓。

看完这本书，心里千言万语，却不知道如何吐槽。我首先要
说的是，胡适绝对没有过时。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他提出
的各种观点和方法，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我最喜欢的作家一直是鲁迅，他一直在读鲁迅，却很少读和
鲁迅同时代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胡适，从互相理解到笔墨
攻击。他的名字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去看他
的作品。与鲁迅相比，胡适的作品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陌生。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胡适的文学水平不如鲁迅。是这个原因吗？
我不想不同意，也没有资格去比较他们。但是以我拙见，看
完这本书，我不敢说也没有能力说胡适的文学有什么优劣。
我的感觉，我最真实的感觉，就是他的文章平淡真实，打动
我，感染我。在胡适的时代，这样的文章激励和启发了很多
年轻人！即使现在，我还是那么感动。我还是想说胡适绝对
没有过时。

看了《我的儿子》中胡适与王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信，觉
得两人都有道理。而且，我真的很欣赏学者之间的这种争论。
他们不仅可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观点，还可以在不同意对方
观点的情况下捍卫对方的话语权。文人之间的较量，与利益、
恩怨、仇怨无关，只是真相。他们互相尊重，但也不甘示弱。
就像鲁迅和胡适一样，太多人愿意说自己的委屈。我只觉得
这是学者之间的较量。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定要反对
胡适和鲁迅。为什么一定要区分哪个高哪个低？我只相信他
们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信他们对彼此的尊重。我一直
在想象这样一个场景，鲁迅和胡适握手，然后因为各自的观
点而面红耳赤。最终胡适还是会尽全力出版鲁迅的书，因为
他对鲁迅作品的价值是有把握的。鲁迅心里敬重胡适，虽然
不肯放手。我不敢读出我老公内心的想法，但我相信他是。

想到以上场景，我会不自觉的笑出来。笑过之后，又想哭。
被他们感动，感叹过去的已经不在了，感叹今天的稀缺。多



有价值的氛围啊！你看，有了胡适的委婉批评，能把自己的
观点表达得更清楚、更坚定、更具体。争论越多，真相就越
多。在这里，我想多谈谈王先生的观点，因为它其实很新颖，
很少涉及，很容易被误解。他从为人父母的角度出发，认为
教育子女，使其不成为罪人，是父母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因
为孩子的到来是父母的选择，而不是孩子的选择，父母有责
任塑造孩子。这不是善良，是义务，这是合理的。而且就像
他说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内心也会有善良。但是，
作为父母，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善良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
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我能看出王先生的独特感受！感受他心中的博爱！

其实，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可以给
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不要以为都是简单明了。扪心自问，你
做到了吗？最后，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反复强调，
胡适没有过时。我用他的三篇文章做了一些解释。鉴于他能
力有限，我可能无法信服。所以，真心希望朋友们能自己阅
读，自己品味，自己发现。之前看到过很多贬低胡适的论调，
说他是汉奸，是利己主义者。对此我不做任何评价。我想说
的是，请你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学习？我们从书中得到了什
么？看了很多书，对一个人评价这么浅，我觉得真的很难过。
另外，信书不如无书。请补充你的思考，你独立思考。想了
解前辈，不要听别人主观评价，看作品。即使，在1000个读
者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也是来自于自己的思考。

读书与做人读后感篇五

胡适先生讲大学毕业后容易堕落。

堕落的原因有这两条，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
望。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
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



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和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
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
到此时候，好像都不是那么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强烈的社
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
想不久就幻灭了。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
会的顺民了。

而要预防这两方面的堕落。一来要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许
多人在离开学校后精神就已经死了，更多的人是在壮年就失
去了自己的知识生活。

二是要保持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不至于碰到一点挫折就沦
落成悲观主义，犬儒主义。

三个办法。

第一，要总是找几个问题来研究。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者理
论上的疑难。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就好比知乎，
每天都会生产出大量的问题，而其中必定有些问题你是非常
感兴趣的。你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就回去查阅资料，请教老
师。这些问题会一直困扰着你，但是会驱使你去解答。你解
决了这个问题就会手舞足蹈的说“解决啦，解决啦”。这种
成就感绝不是中规中矩的工作所能带给你的。

第二，发展一些非职业的兴趣。尤其是一些理工科的学生，
容易钻入技术的牛角尖，而失去人文视野。职业是养活自己
的，但不见得就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这个世上有许多人都在
从事自己不喜欢的职业，并且他们没有勇气去换职业。但是
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做一些其他的事业。一来可以调
剂你的工作生活，二来说不定你会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
或者让你的职业生涯有更多的竞争力。

第三是加强点信心。许多事付出了努力，但暂时没看到回报，
不要操之过急。要相信，功不唐捐。而今日的失败都因为过



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摆脱浮躁的
心态，端正态度做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