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呼吸读后感(大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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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呼吸读后感篇一

我挺喜欢特德・姜这个作家的，《呼吸》这本书里的九个小
故事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

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书中到处充斥着哲学思考、宗
教认识、伦理讨论等内容。

宿命论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你相信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

特德・姜在小说中告诉你，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商人和炼
金术师之门》构思了一个能穿越时空的门。这个门只能穿越
门建立之后的时间，比方说门是20xx年建的，你就可以
从20xx年穿越回20xx年或者穿越到20xx年，但不能回到
比20xx年更早的时间。

故事中列举了三个人的故事，这三个人每个人都想改变将来
或者过去，在穿过门之后他们的确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但是
结果却都是回到原点，只不过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

其中有个故事，商人妻子多年前去世，而当时的他却没有见
到妻子最后一面，于是他耿耿于怀很多年。

在知道有炼金术师之门后，他想穿越门去救自己的妻子，经
历重重困境，他还是没能见到妻子一面，却得到了当时看护



妻子人员的带话，妻子一直很爱他，也原谅他没能赶回来见
最后一面。于是这成了一个循环，年轻的商人因没有及时赶
回听到看护人员的话而悔恨，多年后的他赶回来听到了看护
人员关于妻子谅解他的话而释怀。

没有门，年轻的商人就能听到当时看护人员的带话，不会耿
耿于怀多年。但是，有了门，年老的他截胡了看护人员的话，
年轻的自己听不到于是多年悔恨。门的存在只是你人生必经
的一部分，该发生的还是在发生，并没有任何改变。你以为
你能改变过去或者将来，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命运早已标注
了价码。你的命运早就注定，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你认为自
己在自由的做选择，其实只是确定了的剧情。而你的悲欢痛
苦都是切实经历。

九个小故事，各个都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反思。对于宿命论
我持保留态度，只是认为这个理论很有趣。我还没有彻底看
到我以后整个人生，在此之前，我愿意相信，还是我自己做
的选择。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不管怎样，要努力享受人
生，那些切实存在的感受与瞬间都真正属于你，未来还很长。

呼吸读后感篇二

我挺喜欢特德·姜这个作家的，《呼吸》这本书里的九个小
故事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

他不仅仅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书中到处充斥着哲学思考、宗
教认识、伦理讨论等内容。

宿命论在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你相信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吗？

特德·姜在小说中告诉你，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商人和炼
金术师之门》构思了一个能穿越时空的门。这个门只能穿越



门建立之后的时间，比方说门是20xx年建的，你就可以
从20xx年穿越回20xx年或者穿越到20xx年，但不能回到
比20xx年更早的时间。

故事中列举了三个人的故事，这三个人每个人都想改变将来
或者过去，在穿过门之后他们的确做出了一定的改变，但是
结果却都是回到原点，只不过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

其中有个故事，商人妻子多年前去世，而当时的他却没有见
到妻子最后一面，于是他耿耿于怀很多年。

在知道有炼金术师之门后，他想穿越门去救自己的妻子，经
历重重困境，他还是没能见到妻子一面，却得到了当时看护
妻子人员的带话，妻子一直很爱他，也原谅他没能赶回来见
最后一面。于是这成了一个循环，年轻的商人因没有及时赶
回听到看护人员的话而悔恨，多年后的他赶回来听到了看护
人员关于妻子谅解他的话而释怀。

没有门，年轻的商人就能听到当时看护人员的带话，不会耿
耿于怀多年。但是，有了门，年老的他截胡了看护人员的话，
年轻的自己听不到于是多年悔恨。门的存在只是你人生必经
的一部分，该发生的还是在发生，并没有任何改变。你以为
你能改变过去或者将来，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命运早已标注
了价码。你的命运早就注定，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你认为自
己在自由的做选择，其实只是确定了的剧情。而你的悲欢痛
苦都是切实经历。

九个小故事，各个都能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反思。对于宿命论
我持保留态度，只是认为这个理论很有趣。我还没有彻底看
到我以后整个人生，在此之前，我愿意相信，还是我自己做
的选择。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不管怎样，要努力享受人



生，那些切实存在的感受与瞬间都真正属于你，未来还很长。

呼吸读后感篇三

《当呼吸化为空气》的作者保罗.卡拉尼什是美国著名神经外
科医生，作家。1977年生于亚利桑那州，获得斯坦福大学英
语文学以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后于剑桥大学获得科学史
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并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医学院毕
业。在就任医生期间，他曾因其出色的研究成果，获得美国
神经外科医生协会最高奖。，即将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突
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记录自己的余生，
反思医疗与人性。《当呼吸化为空气》这本书就讲述了他本
人与死神同行的故事，扣人心弦，充满力量。书中记录了他
在作为医生期间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深虑，更是一点一滴地描
写出了他得知自己得癌症晚期后的心路历程。这本书严辞恳
切，本来写的时候就是在和时间赛跑，表达的也全是保罗认
为重要的心声。无论作为医生，还是病人，他一直都与死神
面对面：检验、对抗和接受。他想帮助人们理解死亡，并直
面自己必死的命运。现在，三十几岁就去世的`人算是少见，
但死亡并不少见。“癌症并不是什么天外来客，”保罗在写
给最好的朋友罗宾的一封电子邮件里说，“得了肺癌，的确
悲惨，但也可以想象。可以让自己身临其境，感受一下，说：
‘原来是这样一种感觉......迟早我可能也会亲自走到这一
步。’不去哗众取宠地用死亡煽情，也不老生常谈地劝大
家‘花开堪折直须折’，而是告诉大家这一路上到底会面对
什么。”当然，他所做的远不止为大家描述的绝症后这一路
的状况，还为大家展现了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勇敢地在这
险境中跋山涉水的历程。

我们身处对死亡避而不谈的文化，而保罗决定毫不避讳地直
面死亡，这种刚毅和勇气正是我们所倡导和敬佩的。他的力
量中有抱负和努力，但也有柔韧，有着与苦涩截然相反的味
道。他的大半生都在反复思考如何度过充满意义的人生，而
这本书也对这个核心领域进行了探索。“预言者总是发言者，



”爱默生写道，“他的梦总会以某种方法公之于众，他总会
用肃穆的喜悦将其昭告天下。”写这本书，就是保罗这个勇
敢的预言者成为发言者的一个机会，教会我们坦诚地直面死
亡。

保罗在《当呼吸化为空气》这本书中所传递的信息，很强烈，
也很独特，但也有些孤独。和这个故事并行的，是围绕在他
身边的爱与温暖，当然也有适度给予的空间和放任。在时间
与空间中，我们都有着不同的自我。这其中的他是个医生，
也是个病患，并处于医患关系当中。他的字里行间的个性非
常鲜明，虽然他时日无多，但显然他是个永无止境的奋斗者，
当然还有其他的自我，是书中没有充分展现的。比如保罗的
幽默感，他是个很调皮很有趣的人;还有他的体贴和温柔，他
对朋友家人的重视......但是，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
是那个幽默、身体健硕、风度翩翩的男子，而是生命最后一
年那个全神贯注、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男人，是那个写下了这
本书的保罗——身体病弱，但精神不倒!3月，37岁的保罗告
别了妻子和女儿，离开了人世。我想用保罗说过的那句鼓舞
他自己，也鼓舞我，鼓舞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读者的一句话
作为总结：“ican’tgn,i’llgn.(我将死去，但仍将前行。)”

呼吸读后感篇四

在得知自己不幸患上癌症之后，你会做什么？是嚎啕大哭，
怪罪命运的不公；还是默然接受，等待不可知的死亡；或是
完成自己最后的梦想，留些痕迹在这个世界。保罗36岁时面
临这个问题时，做出了决定，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这本
《当呼吸化为空气》。

他在患病后留给这个世界的，一是可爱的女儿卡迪，二就是
这本书。我一直在想，一个人的心理强大成什么样子，才能
云淡风轻的把这些经历都写下来，不停的回首，也就是在这
些回首中，他认清了生命的意义。



在读到她妻子写的后记时，描写保罗曾经受的苦痛与折磨，
我才觉得有了一点烟火气，这才是他的境遇，而他的文字中
流露的，却是云淡风轻与坚定。

弃文从医，我很容易想起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鲁迅，他
们正好相反。或许是时代不同，境遇不同，但我觉得文与医
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就像医可以治愈人的.身体，而文可以治
愈人的心灵。鲁迅迫切的想改变中国人的旧思想，所以他选
择了文；而保罗想探清生命的真谛，所以他选择了医。而在
保罗患病之后，他又选择用最初的文，写下这些文字，我很
庆幸他这样选择，实在是治愈了我的内心。

这本书上半部“当我身体强健时”写了他早年的一些经历，
从他的生平就能看出他一直是对自己的生活规划的很完整的
人，在他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时，命运就给他开了这个玩笑。
他虽没有有意透露，不过我在他的文字中还是能感受到他的
不甘与无奈，和众多患病者一样，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
会脆弱与彷徨，但最终他的心愿，我想在那句“我准备好
了”之后，就已经实现了。

“日子很长，但年岁很短。”这是保罗在书里提到他们住院
部流行的一句话。却触动了我的心灵，医院这个地方，医生
这个职业，都悄悄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神圣了些。

呼吸读后感篇五

“我无法前行。”

“我仍将前行。”

不知你可曾为生活焦头烂额，对学习中的压力而感到心力交
瘁。可是，只要还活着，我们所面对的现在，是在为未来做
规划。而对于医生保罗而言，生活早早就开始倒计时，他要
做的是停止规划未来，学会面对现在。



保罗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以及人类生物学学士学位。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历史和哲学硕
士学位，毕业于耶鲁医学院。在斯坦福完成神经外科的住院
医师培训，期间获得美国神经外科学院最高研究奖。看着这
样的一份耀眼学历，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在职
业生涯的颠峰被诊断出癌症晚期时的他才36岁。为此，他开
始写作，记录下他的生活，他的思，他的想，也正是我手中
正捧着的这本书。这位医生叙述着他的经历，语言理性平淡。
难道保罗就这样平淡接受残酷的事实了吗?答案显而易见，保
罗也曾不知所措，那一刻压倒性的不安涌上心头，“我无法
继续”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徘徊。昔日穿着白衣的医生变成
了等待医生诊断的病人，永不止步的念头赶走了对待死亡的
情绪。他逐渐回到工作，每天5点半，当闹钟响起时，他那将
死的躯体复苏，他又一次想到：“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
去。”一分钟后，他穿着消毒外罩，再次走向手术室，“我
会继续下去。”

保罗所表现的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工匠，他走进手术室的
那一刻，阳光扑面而来，面对疾病，他毫无屈服之意。他就
这样拖着疲乏的病体，走进手术室，继续自己的追求，坚持
到自己握不住手术刀的那一刻，他所做的都只是他觉得他自
己必须去做的，刻不容缓。尽管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
在太阳落山前，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生命的存在和延
续被赋予了不可剥夺的全新的意义。

在书的结尾，保罗回忆道：

每个人都屈从于有限。我认为我不是唯一达到这种饱和状态
的人。大多数野心要么实现要么放弃，无论遵从哪种方式，
它们都属于过去。未来，而不是通往人生目标的阶梯，成为
永恒的存在。金钱，地位，《传道书》中所述的“一切皆
空”，都变得乏味，如镜花水月，了无痕迹。

他无法前行，但他仍在前行。



呼吸读后感篇六

《当呼吸化为空气》是保罗留给世界的告别书，叙述了他的
成长经历，求学路程，职业生涯里的病人还有自己，以及对
生命的思考，甚至于他见过的美景。文笔平实悠缓，波澜不
惊，我似乎能看到正在伏案立书的高大身影，也常常忘记这
是一个即将流逝的生命，正在一边手持手术刀，一边接受着
化疗，一边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冷静温和，睿智客观。

作为一个医生他常说死神是一个随时会到访的来客，只是这
一次聆听着死亡清晰的脚步，要来取走的是他自己的生命。
从文学转到从医，他希望和那些备受煎熬的人建立联系，在
直面死亡与衰弱的同时，探寻是什么让人生有意义。选择神
经外科，直面那颗粉红色的桃子——大脑，大脑与意识纠缠，
他想保卫的不仅是生命，而是生命的个性，他要了解病人的
思想、个性、价值观、为了什么而活着，要遭遇什么样的灾
难，才能合理终止这条生命。当他无法挽留这条生命时，他
最有利的.武器不再是手术刀，而是他的言语，让病人家属理
解死亡与生存联系。从医生与患者的角色转变，让他更深切
的感受生命的脆弱与悲哀，同时也感受到了它的可爱与张力，
他无法选择生命的继续，但他在死神面前决定了自己离别的
姿态。

他说：“我学习的最大动力，不是成就感，而是一种求知欲。
”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在探寻生命的意义，从宗教到文学再到
医学，而这个过程本身也见证了什么让他的生命继续。

我是从一场《当死亡降临》的演讲中认识保罗的，那是一个
妻子在轻轻地叙说着丈夫从生病到离世的过程。平静柔韧而
又勇敢坚毅。蒙田说：“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
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
教会人生活。”放下书让我久久怀念的不仅是他的勇气和毅
力，医者仁心，更多的是让我开始反观。当我有一天和死神
对视，我是否有自信，在这短暂的生命里我已拼尽全力，不



曾白来。

呼吸读后感篇七

教书10年，对人生对教学也曾经有过热血澎湃的畅想和向往。
想让自己的课堂不一样，想让自己的学生不一其中样，想让
自己的人生也不一样，可是到如今自己和其他教师还是一样。
（倒不是说其他老师有什么不好）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
会不断地思索为什么想过的那么多到现在还是这样，归根结
底的原因是什么？读李希贵老师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可以看到其中列举的很多教学中的现象和事例：为了帮助同
学看病而迟到的团支书和几位女同学；抓到偷同学手表的学
生；卫生区几片落叶被扣分……作为教师我们都曾经历过，
碰到这样的事情时我们也思考过、迷惘过、……甚至有时我
们也会觉得它就象四季交替，刮风下雨一样的自然，如何改
变这样的现象，它背后隐藏着学生的、教学的、管理上的什
么样的不足。我就没想过那么多，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节省时
间而敷衍结束。读了李老师的书，给我的收获不仅仅是在文
章中介绍的很多好的很成功的经验或是做法。更多的是一种
启迪、一种思考、一种指引。

关于人生——起点上的终点思考。

关于自己——不要象一般的人一样生活

“不要象一般的人一样生活，否则你只能成为一般的人”如
果我们和一般的人一样生活，一样工作，一样的追求，一样
的思维方式，一样的朝九晚五，一样的春种秋收，你凭什么
可以成为不同一般的人！这就象是工厂流水线，同的流水线
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合格的都是相同的，
不合格的都是次品。我想可以和别人有些不同，不一定是标
新立异，有一个点与别人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就可以。李老
师在文章中就这样说“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只能“在其位，
谋其政”而已，但仅仅如此，肯定只能成为一般的人。我必



须除此之外，种好自己的“自留地”。在自留地里，常常意
外地长处个性的花，特别的草，尽管大不了多少粮食，往往
能给你意外的收获。我的“自留地”是什么？如何耕种这块
地？很多问题随着思绪的流动而明晰起来，那样的我是什么
样子的？人生因为这样的思索变得神圣而另人向往！

关于教学——一切的教育都应该从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
入手。

关于管理——学生，应当从提倡什么切入

文章中这样一句话我感同身受“学校有许多规章制度，但针
对学生的条款大多是以“不准”和“禁止”开头的。我想这
是我们中国校园的特色吧，不准这禁止那，而且我们习惯与
制定规章制度，作为管理者，最关注的是学生是否严格执行
了这些“规定”，执行了是学生的本分，不执行就是违反学
校的规章制度，轻则是一通教育谈话，重则扣了班级考评的
分。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学生是有多重角色的：班级里和班级
外不一样，校园里和校园外不一样。为什么？很简单，班级
里有班级的规定校园里有校园里的规定，这些都有检查，都
关系个人和班级的评比。社会上没有这些规定，也没有人去
检查。斯宾塞在他的《教育论》中告诉我们：“记住你的管
教的目的应该是养成一个能够自治的人，而不是一个要让别
人来管理的人。”也只有学生把规定演化为自己的自觉的习
惯时，才达到了教育管理的最高境界。

关于管理——教师，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要

管理的最高境界不在教育，而在企业。《掌握人性的管理》
一书，作者是美国一家优秀的化妆品公司的老板玛丽凯，她
在书中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我们也提倡“人
文管理”可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又有多少。前几日在网上看到
了这段话：“生活在老师们中间，经常会听到老师们对学校
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学校总是变着法的制定各种规章、制



度，就是要管理老师，把老师管的死死的，不让你有自由的
时间，不让你偷懒，要你对工作认真负责，要对学生负责，
要对学校负责；学校只考虑学校利益，不考虑老师的利益，
老师生病的时候，女教师怀孕、生宝宝的时候，老师家庭负
担很重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还要被扣掉考勤
奖；老师的工作量总是太高，每周要上十几节课，还要辅导
学生自习、批改作业，甚至还要家访、做学生思想工作，这
些却没有计入工作量；老师的精神压力太大，校长怎么不想
办法缓解，总是怪老师没尽力没做好。

呼吸读后感篇八

没怎么写过书评，但不管是一个正经的书评还是一个不正经
的书评，似乎都应该说明两件事，一是这本书讲了什么，二
是这本书有哪些好的地方。

第一件事按照惯常的方式可以这样讲：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十
七岁的、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同性恋少年在乌克兰劳动营
生活五年的经历。从题材层面上而言，看点有如下：一是书
里描述了一个在历史上几乎隐形的群体，奥斯维辛集中营几
乎成为了人类罪恶的象征，与之相比，乌克兰劳动营几乎是
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更可况它是因为“胜利者苏联为了重建
被战争破坏的国家”才产生的。二是少年的同性恋身份，少
年因为怕被警察和家人发现自己是同性恋，所以主动选择进
入劳动营。三是绝对的游离，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国家把我
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
没有生活空间的人，是一个被社会和家庭流放的人。

我的个人感觉是，从第一点来看，小说太集中于生活细节而
缺少宏阔的历史背景，从第二点来看，小说中同性恋身份和
劳动营生活并没有太多的重叠，因为劳动营中的人都是因饥
饿而无性的人，小说也并不太多涉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小说
中真正关注的不如说是第三点，也就是绝对的游离以及在这
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要如何主动创造生存空间。



第二件事按照惯常的方式很难讲，因为这不是一个书的`问题，
而是一个作者和读者的问题。

赫塔·米勒是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家，或许这本书还不是
风格最明显的一部。个人风格是没有办法用一二三点来描述
的，所以摘录几段：

“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
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
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
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佩里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
主要责任。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
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
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

“他被我们的憔悴所包围，但却没有彻头彻尾地被水泥所欺
骗。他必须要安慰我们，我们也在充分利用他，因为我们别
无选择。”

“哪里有人给地毯拍打灰尘，那里的和平应该是可靠的。”

“夜晚来临。大家都干完活回来了。所有人都爬进了饥饿里。
当一个饥饿的人看着其他饥饿的人时，饥饿就是一个床架。
但这是一种错觉。我的体会是，饥饿爬进了我们的身体。我
们才是饥饿的床架。我们所有人都在闭着眼睛想象吃饭。我
们整夜都在给饥饿喂食。我们把它喂的肥肥的，要齐铲高了。
”

“仅在虱子一物上就有三种不同的乡愁：头虱、毡虱和衣虱。
”

阅读中很大一部分的乐趣是来自于这种新奇的视角以及它对
固执经验的挑衅，但在享受着这种乐趣的时候我也有种不安
感，矛盾在于此：书是有开头和结尾的，这种乐趣分布在书



里，就像葡萄干分布在面包里，苦难的劳动营生活会随着书
的结束而结束，而我阅读的乐趣也会随着书的结束而结束。
前者让我阅读的时候感到不适，后者让我阅读的时候感到快
乐，而两者掺杂在一起，就成为了愧疚。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这种阅读的经验正好是主人公经验的反面，也就是说，作为
读者的我不是劳动营里的囚犯，而是施暴的管理者。

这种错配我相信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作者风格
的副产品。但似乎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少会有这种奇异感。
很难想象这样一部小说：文本的经验与阅读的经验截然相反。
换一种更为清晰的表述：我在读a的时候，我体会到的却是
非a。

以上是关于作者风格的部分，但没有表现出来的风格，只有
体会出来的风格，所以即便是在论述作者的部分，也无法去
除我的个人经验。

从经验的角度来讲，一本书的意义在于：读过书之后的我相
比较读过书之前的我所改变的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从这本
书对我的介入这一角度，我才能论述这本书好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