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乐居读后感(优秀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安乐居读后感篇一

学习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明白了“艰难困苦，玉
汝以成”的道理，懂得了逆境成才的坚毅和玩物丧志的后果。

我们班的xx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实验室时，xx看到了火柴，那是点燃酒精灯用的。虽然常见，
但在xx看来，那却是“宝物”，于是他将火柴偷到教室里。

“我无意间就放在口袋里了。”他这样回忆。

这还事小，可他却在教室里中划燃了一根火柴，并立即吹灭，
使得教室中马上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焦味。

不一会，班主任到了……

在班主任的教育下，xx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正如他深刻检讨：“我不该因为自己的小小错误，
而让全班同学身处生命危险之中，如果没有班主任的制止，
我可能就会承担法律责任！”刻骨铭心的话，能够看出，xx正在
“忧患”中不断“增益其所不能”。

而能像xx这样的人不多，更多时候，总还是违纪的继续违纪，
上课睡觉的继续上课睡觉。他们以为这样非常舒服。的确，



他们本身处在“安乐”之中，继续这样下去，只会一步一步
走入深渊，以致“死于安乐”，受到更大的惩罚。

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处于安乐中的人，要居安思危，不能小
错积成大错，只有对自己严格，让自己身处忧患、困苦之中，
才能更好地生存，更好地发展。

安乐居读后感篇二

“故天将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其所不能。
”

——题记

有个实例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也说明了这一点“穷人家的
小孩早当家”。因为苦难造就了他们的成长，因为环境让他
们早褪了那份娇蛮，当我们还在大挥“才能”——向父母不
停的汲取我们原以为属于我们的一切时，他们己经为父母辛
劳思虑。因为家境的不允许，所以比我们多一份忧郁，多一
份坚强，多一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不会因为家里贫穷而
变得灰心丧气，也不会因为奋斗后富裕了而变得大肆挥霍。
相反，正是一些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
里的人，无节制的花费，直至某一天失足成贫就变得落魄于
斯。在逆境中成长得坚强，在顺风中生长得懦弱。

人只有经受挫折，不顺利的干扰和阻碍才会使他从实践中增
加自己所缺少的能力的毅力。人的一生正因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经历住了磨难考验的人才会出众被着为人才，也才是有
用的人，才能接受重大责任。在失败时，不以失败而颓废，
不因恼怒而一跌不振，不因为才不如人而心有嫉妒所以愤恨。
我们要经常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成功之母不是失败，而是
失败后的自我检讨，只有此才会有所一番作为。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沉于安居乐业的事局中，不振奋军
队，不让国家发展，止步不前，最终败得一踏涂地。不前进，
不后退，原地踏步，最终换来的不是长久的国泰民安，而是
敌侵略城池时的血流成河，胜劵他握。所以一个国家的不进
步对于他国来说你就是腐朽得不可一世。别人在不停的前进，
不住的发展强大。我们因为缺少了战备能力，国家没有军威，
没有科技发展，谈什么富可敌国让国生存长久。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温饱不成问题，物质丰富
的生活是我们今天追捧的潮流。有的人对物质的追求接近疯
狂的地步。这个物质生活就是所谓的吃喝、玩乐。在这个时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该成为一种警告。吃，我们要讲
究清淡、健康，那些成疾的“富贵病”就是因为太在
于“好”所以才生得的。什么玩乐要高调?高调么?花个几千
万租架飞机逛一天就高调?是很气派，最后欠债一大堆，最后
就真的生于忧患了，这个价值取向还真有意义么?钱，我们要
节约，人短命就往往太过于享受。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物质丰富的时代就要讲
究清贫一点，不要去一味的追求人间享乐，这样的人一生都
没有价值意义，纵使万贯家财最终都会被一扫而光。而懂得
这点的人，他们一生都在奋斗，一生奉献事业。他们的忧患
是为国民而忧患，而享乐的人则是建立国民辛苦之上。

安乐居读后感篇三

古代诗文总有种独特而强大的磁场，无论是细腻优美的笔下
美景，还是缠绵悱恻的纸上情话，亦或是一心为国却壮志难
酬的志士心声，又可能是耿直有为而愤恨黑暗的能人批判，
也可以是满腹锦纶又历尽世事的学者忠言。

简短而不简陋，华丽而不造作。真诚，绝不虚情假意，有力，
绝不随波逐流，深沉，绝不泛泛而谈。瞬间就能把人吸引住，



细细品味后便深觉获益匪浅。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散发的磁场是慑人的。至少，
它毫无疑问地慑住了我，指引着在成长道路上有时感到迷茫、
惊惶、沮丧的`我。我从这几句文字中，读出了一种气场，一
种力量，我将它像霞光般披在肩头，学会坚强，学会勇敢面
对挫折而不只是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

很有趣的，第一次了解到这篇古文是在小学班主任的教诲中，
她只是提及了其中的九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她说这
是永不会变的真理，而我也在心里默默念叨：听起来确实在
理。第二次与之见面已经是中学六年级，因为违反班规，全
班的同学们被罚站。当时，中学的班主任踱步于操场上、烈
阳下、摆着“苦瓜脸”不停嗞汗的同学们之间，同样是声声
的教诲，她说到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并将这
一整段大声地说了下来。骄阳灼烧的盛夏，混着蝉鸣，似曾
相识的语句，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底。再后来，初一课堂上，
我和它正式会面了，一字一句，翻译理解，经过几个朝夕相
处的日子我已与它十分熟络了。

这是我与这篇古文相遇的故事。

我热爱所有的古诗文，但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具
有的力量是独一无二，不可思议的，从和它熟络的那天起，
我便渐渐感知到了这一点。

当我考试失利，垂头丧气；当我被人误解，受到委屈；当我
遇到难题，难以解决；当我经受考验，失去信心；当我厌倦
疲累，不愿坚持。很神奇，我可以从它所叙述的无论是那些
传奇版的历经磨练，最终获得成功的名人事例，还是那些经



典的，听起来有些夸张骇人，但字字铿锵真切的理论中获得
信心、支持与鼓励。

每每想到它，我便警戒自己不能再一味期望不切实际的一帆
风顺，应该正视所有的坎坷、挫折与困难，以考验自己的名
义和心态，快步地、永不回头地向未来进发。

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与我算是有缘的古文，
拥有的巨大的磁场与气场，以及能够指引着我不怕跌倒，奋
力前行的力量。

一人漫长，必经坎坷。然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啊！

安乐居读后感篇四

在动物世界里，老虎能够独自称霸，马却只能成为其他食肉
动物的美餐，马并不比老虎的体型小，为何永远要做被害者？
是遗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老虎一代又一代那坚定
的忧患意识，使他们逐渐进化成有尖锐的牙齿，锋利的爪子，
让其他动物都敬而远之的百兽之王。马，只图一时太平，遇
到危险只知道逃避！躲过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最后它们
只能成为只会吃素食，整天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被捕食者！

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锅里加满
冷水后，把一只青蛙放进去，然后慢慢加热。水开始是凉的，
变温的速度很慢，青蛙觉得比较适应和舒服，并不想跳。随
着水温逐渐升高，感受到危险的青蛙决心努力跳出热锅，但
为时晚矣。最后，活蹦乱跳的青蛙被烫死。与此相对照，把
青蛙扔进一口沸水锅里，受到强烈刺激的青蛙奋力一跳，成
功地保住了性命。

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这只青蛙第二次之所以能“逃离险
境”，是因为它受到了沸水的剧烈刺激，于是便使出全部的



力量跳了出来，第一次由于没有明显感觉到刺激，因此，这
只青蛙便失去了警惕，没有了危机意识，它觉得这一温度正
适合，然而当它感觉到危机时，已经没有能力从水里逃出来
了。

每个人一生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不同的是每个人都要
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有人选择应难而上，有人选择知难而
退！曾经有人说一个人要堕落自己要比提升自己容易得太多，
说的没有错，安逸享乐能使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的
享受。忧愁祸患虽然会给人带来身心上的痛苦，却是催人奋
进的精神食粮！做错事并不怕，可怕的是同样的错误还会发
生第二次！如果有人曾经因为你的错位责备过你，训斥过你！
我想我们不应该去记恨他们，因为是他给了你不再范同样错
误的警告。

每个人不可能快乐幸福的过每一天，让我们成熟的，是经历
的，磨难的！我要走我自己的路，纵然很崎岖，纵然很陡峭。
但我依然勇往直前。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控制我命运的
权利。纵然困难重重，伤痕累累，但我不会犹豫，不会后悔。
因为当我回首时，我可以指着那条尽是痛苦和泪水的路，大
声骄傲的说：看，这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路！

每个公司，企业都不是一帆风顺发展起来的，那些如今成为
世界的大企业，大集团。遇到的困难与阻力，或许不是我能
想想的出。就像海尔集团，如今是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
造商，也是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海尔的首席执行官
张瑞敏带领员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创造了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奇迹。进而说道我们万博，或许我
们现在遇到阻力了。一个第三产业，自己的命运或许与另一
个企业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只要我们坚强面对，一
切困难问题都会成为过去，因为我们坚信，命运最终是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



安乐居读后感篇五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
和看法，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那么
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举了六位古今名人的事例，
得出困境出人才的结论，进而深化至统治者治国也要有忧患
意识，统治者治理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国家都会灭亡，更
何况我们普通人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团体组织、
任何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都是真理。

《汉书》上有：“安不忘危，盛必虑衰。”当一个人的事业
达到顶峰时一定要试想自己落魄了的样子与处境，这样才能
激励他不断上进，奋斗拼搏，事业才能蒸蒸日上，反之，则
盛极必衰，一代不如一代。动物便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福为
保护鹿大量捕杀狼，短时间内鹿群数量猛增，但最终失去天
敌和忧患意识的鹿从原来身体强健的几万只锐减成病怏怏的
几千只。为何会这样呢?原因有二，一是捕狼之举严重破坏生
态平衡，草、鹿、狼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鹿群最终减少，二
也是鹿群没有天敌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便不再大量运动，
也没有理由担心，最终体质整体下降，这样下去一场小病就
能让他们消失，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忠谏良臣魏征曾说：“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奢华安逸往
往能使人失去安分与老实，多添浮躁，不会思危，就像闯王
李自成。1644年闯王李自成率军入京，进城后军心懈怠，认
为大功告成，“日日过年”风气流传开来，所有人都等着加
官晋爵，清军入关之时，闯王军队却一败涂地。由此可知，
居安不思危是多么不利于生存和发展啊，只有居安思危国家
才能长治久安。



大思想家孟子都专著文章论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
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让我们从现在起加强忧患意识，努力
提升自身能力，不要妄想别人后退，这样我们的学习才有进
步，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啊。

安乐居读后感篇六

生存与死亡，这是平时人们并不注意的问题，因为他们似乎
离得很远。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课文，使我们
联系在了一起。

在文中已用有力的事实来证明了生与忧患。死于安乐;用历史
使我们明白了这个是真理，同时也启示我们，忧患可以使我
们生存和发展，不会被历史所淘汰，可以立足于世界。

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真理是永不会改变的。新的世纪，
新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是安定的，世界也是和平的，但是世
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忘记了战争。虽然战争是令人厌恶的，甚
至是令世界的人民痛恨的，但人民和国家不能忘记战争对人
们的危害再大了。战争真的开始了，只有反抗，不能成为亡
国奴，不然则会成为奴隶，而使人民受更大的危害，所以国
家是不能忘记战争的，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只
会享受和平，当他灭亡时，他才会明白这真理!

从大到小，国家是这样，个人呢?一个人不努力不想到天外有
天，人外有人，则一定会被社会淘汰，但重要的是我们个人
重视到了生可忧患，而时刻忧患，就一定可以困于心，衡于
虑，而后作的。

从古致今，从大到小，生存与死亡都是有关联的，这也是忧
患与安乐的关联，从古到今，从大到小忧患与安乐都会成为
一个真理，什么也不能脱离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明
白这真理，不要等到国恒亡时才感悟到。



安乐居读后感篇七

每当我读到孟子所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时，我总感
觉有一股力量从我的心底升出来，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这篇文章讲了一些出身卑微的名人事迹以及孟子的领悟。其
中一段话很让我受触动：“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说明，一个人要想有成
就，必须得经历磨难，激发自己的毅力和奋发向上的动力，
努力后才会有巨大的成功！但是，如果生活在优越的环境里，
则会消磨人的志气，使自己终日安逸享乐，最终一事无成。

走过历史长廊，有多少伟人登上辉煌的顶峰，而又有多少人
沉迷酒色，导致自己被他人嫌弃呢？三国的刘备、刘禅就是
很好的例子，刘备凭着一腔热血带兵闯天下，打出了一片天
下，做了蜀国国君，成为一代豪杰，然而他的儿子刘禅却是
个无能之人，就是因为他，才让蜀国国力衰微，慢慢走了下
坡路。而身边的能臣虽竭力想挽回场面，却终告失败。最后，
蜀国灭亡。

是因为他们自幼没有经历挫折，没经过生活的磨练，成了温
室里的花朵，而那些生活贫穷，家境不好的孩子却与有幸福
生活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奋发向上，勤思进取，抓住一切
机会学习，到后来考上好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自己为
自己创造的平台上施展手脚，扬名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
自幼多磨难，为了维持生活只能自己努力，心智过早成熟，
成了一棵顽强的小树苗，长大后自然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而
我作为幸福孩子却也无奋斗之心，想来便惭愧不已啊！

那么，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做起吧！自己经历一切，自己奋斗
吧！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活出精彩人生！



安乐居读后感篇八

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孟子》里的一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
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番话说的是：承担重任的人，
之所以受尽苦难，是天授之以重任之前，先要磨练他的意志
和身心，借以提高他的竞争能力。

做一个人，一个发奋图强，顽强拼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
的人，必须要用忧患做为一切成就的先决条件。讲得一点也
不错，坚强的人是在忧患中成长的。巴尔扎克曾说过：不幸，
是天才的进步阶梯，信徒的洗礼水，能人的无价之宝，弱者
的无底深渊我们要把不幸，灾难当作我们成功的又一块基石，
不被它打到，反而利用它来与成功拉近距离。

我不知是在哪，曾看过一个故事，名字叫《鹿和狼的故事》，
讲的是20世纪初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了让凯巴伯森
林里的鹿得到有效的保护，大量的捕杀鹿的凶残敌人狼。经
过25年的残忍捕杀，有先后六千多的狼被杀害。然而，罗斯
福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极度保护下，鹿群是有一段时间大
量增加，但不久，鹿群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鹿群的总量由
十万只锐减到四万只。很快，整个凯巴伯森林中只剩下八千
只病鹿在苟延残喘。这个故事中，鹿为什么在过度保护下，
数量变得更加少呢?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给它们的过度保护使
他们缺少了忧患，只顾自由自在的生活。原来有狼追鹿，鹿
就会奔跑，现在，狼没有了，鹿的体质也必然下降，直至死
亡。可见，忧患的作用不仅对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也
是有极大好处的。

因此，我们心中要有忧患做支撑，在心中时时为国家着想，
这样，我们才会免于被社会淘汰!

请大家勿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安乐居读后感篇九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这句千古流传的佳话出于这篇文章，就是出于孟子之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想成大事，担大任，就要先学会吃苦，
经受痛苦的磨炼。相反，如果你富贵了，也要有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是人类担大任的不二法门呀！

唐玄宗李隆基为夺武后之权，长期在忧患中集结力量，让自
己更加强大，最终打败武后，夺取政权，成为一位优秀的皇
帝。之所以他会成功，就是因为他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
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皇帝。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只有存在忧患意识，才能临危不惧。

开辟农民起义道路的领导者陈胜是个很有才略的人，他具有
优秀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但正是因为他成功了，他富裕
了，他就很享受现在的荣华富贵，根本没忧患意识。结果秦
朝的军队主动出击，陈胜豪无防备，就因兵败而失败了。俗
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陈胜并没有忧患意识，也没有
看到近忧，所以他失败了。

刘秀早年漂泊流浪，历尽辛苦，苦心诣志，最终推翻王莾政
权，建立东汉。他在贫苦中早已锻炼了心志，正是因为他居
危，所以他更能思危。

俗话说：天有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
生什么，只有处处存在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然，才能有备无
患，最终走向成功。忧患意识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也是很重要
的，只要把忧患意识时刻记在心里，你一定可以永攀学习高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