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短文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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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
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短文读后感篇一

哲理文章，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富，可以让我们对于生
命内在的内容产生更深的思考，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之中得到
哲理的指导，而很多人读哲理文章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也写
下了不同的读后感。下面是x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哲理的短文读
后感800字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师傅可能做出五十个一模一样的姜饼人吗?，为什么所有马都
一模一样?”这些问题看似是十分可笑的，愚蠢的。但是，从
另一个角度去想，却高不可测。就拿姜饼人来说。如果做出
五十个一模一样的姜饼人，就用一个模子就可以了。那么一
模一样的马呢?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马，就像没有一模一样
的dna一样。但是，为什么你一看到一匹马，你就能说出它是
马?而不是鹿呢?因为所有马都有共同的特点。这写特点，就
构成了我们心中理型的马。也就是说，不管这匹马是被砍了
几条腿，被带上个面具，你也能认出是马。再回想姜饼人，
他们都一样吗?没有可能。也许有的肚子稍稍鼓起，有的会薄
一些，有的有裂缝，有的没有。即使外表完全一样，你又怎
能保证，它们是由相同数量的原子(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组
成的吗?所以说，没有两个姜饼人会一样，为什么看起来会一
样的，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理型姜饼人。由此可知，世界万
物都是奇妙的，只有善于思考，才可得到真理。

也不时的散发，挥洒着人性的光辉——例如苏格拉底，宁死，



也要坚持自己的言论。一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的精神品质。一种良心上，一种“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塑造了苏格拉底宁死不屈的形象
品质。还有苏菲，一种对真理，去积极探索，不断思索，不
断感悟的一个虚拟的人物，她表现了人类勇于追求真理的一
种精神。就像居里夫人。

也让我懂得了如何去学习——思索。思索便是学习，没有思
索的学习，只可称作背诵罢了。

品哲学之精，悟人生之道。

明世间真理，知万千世界!

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名哲学导师向一个叫苏菲的女孩传授
哲学知识的经过，揭示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程。由前苏格
拉底时代到萨特，以及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人的
思想都通过作者生动的笔触跃然纸上，并配以当时的历史背
景加以解释，引人入胜。

即是智慧的世界，也是梦的世界。它将会唤醒每个人内心深
处对生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好奇。

—这个经过乔斯坦·贾德巧妙编排的主线把历史上重要哲学
家及重要时期里那些相对晦涩难懂的思想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足见其造诣之深厚。

纵观人类的哲学史，感觉就如同印欧文化中强调的轮回一样，
从研究自然到个人，又从研究个人到精神，然后又开始重新
研究自然，接着又回归自我的探寻······虽然反反复
复，但每次都能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进步，引导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历史就是不断的进步，使得
人类朝着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方向发展。



人的大脑才是真正的神奇啊，各种奇思妙想在不知不觉中诞
生，然后通过实践把这些想法变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存在
物······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一直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心，总是想知道为什么，所以不断的探索这个世界，不断的
发现新的知识，但是，随着对世界、对宇宙的探索更加深入，
我们发现相对于已掌握的知识来说，竟然还有越来越多的事
情是我们仍然无法解释的。难怪苏格拉底说：最聪明的是明
白自己无知的人。

人类能发展到今天，靠的就是被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世界，
以至于我怀疑好奇心消失的那天才是人类灭亡的开始。而这
也在提醒我们每个人不要过于习惯身边的一切，不要沉溺于
以往的经验之中，用一种好奇的喜欢发问的态度去看待我们
所在的世界，这也是要让我们每个读者认识的道理。

谈之哲学，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深奥的问题，说实话，
在看这本书前，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这种心理迫使我不得不
翻开这本书，去探究它其中的奥秘。看完之后，有一种无法
形容的感受从我心中升腾而起——感到世界是那样的大，我
们就是身在其中的一只小蚂蚁，也感到自己仿佛不是身在其
世界，而是感到我们正在用心与世界面对面的交流。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斯坦·贾德，以一书，奠定全球十大作家
地位，他的书还有很多，我也很喜欢，和就是其中的两本。

就像魔术师从他的帽子里拉出的一只白兔。只是这白兔的体
积极其庞大，因此这场戏法要数十亿年才变得出来。所有的
生物都出生于这只兔子的细毛顶端，他们刚开始对于这场令
人不可置信的戏法都感到惊奇。然而当他们年纪愈长，也就
愈深入兔子的毛皮，并且待了下来。他们在那儿觉得非常安
适，因此不愿再冒险爬回脆弱的兔毛顶端。

我在读这本书时，在讲的哲学知识的时候，我仿佛与苏菲一
起到了那个年代，如同身临其境，有趣而又神秘的哲学知识。



在世界的身旁我是如此之小，但是，我虽然小，可我对这个
世界有浓厚的兴趣，我会成为那个魔术师，站在世界的上方
去看世界。去探索哲学，研究哲学吧，他会使你有非同凡响
的感受。

苏菲那种善于思考，积极探索的精神，遇到任何困难她都不
退缩，永远心中都存有一个“为什么”，而我就没有那种精
神，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算了吧，别人也没有做到，我没有
波要去做，可苏菲并不这样想，只要遇到困难就一定会去想
怎样解决，而不是放弃，我们应该学习苏菲的那种精神，多
观察、多思考、多问一个为什么，你就会与苏菲一样优秀!

是智慧的世界，梦的世界，他将会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生
命的赞叹与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与好奇。充满智慧的我们
应该多当那个魔术师，去挖掘世界那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短文读后感篇二

别

两个同龄的年轻人同时受雇于一家店铺，并且拿同样的薪水。
可是叫阿诺德的小伙子青云直上，而那个叫布鲁诺的却仍在
原地踏步。对此布鲁诺很不满意老板的不公正待遇。老板一
边耐心地听他的抱怨，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样向他解释清楚
他和阿诺德之间的差别。

“布鲁诺先生，”老板开口说话了，“您到集市上去一下，
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卖的。”

布鲁诺从集市上回来向老板汇报说，今早到现在集市上只有
一个农民拉了一车土豆在卖。

“有多少?”老板问。



布鲁诺赶快戴上帽子又跑到集市上，然后回来告诉老板一共
有40袋土豆。“价格是多少”

布鲁诺又第三次跑到集市上问来了价钱。

“好吧，”老板对他说，“现在请您坐到这把椅子上一句话
也不要说，看看别人怎么做。”

老板让人叫来了阿诺德，也叫他去集市上看看有卖什么的。
阿诺德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并汇报说到现在为止只有一
个农民在卖土豆，一共有40袋，价钱是多少多少；土豆质量
很不错，他带回来一个让老板看看；这个农民一个钟头以后
还会弄来几筐西红柿，据他看价格非常公道。昨天他们铺子
的西红柿卖得很快，库存已经不多了。他想这么便宜的西红
柿老板肯定会要进一些的，所以他不仅带回了一个西红柿做
样品，而且把那个农民也带来了，他现在正在外面等回话呢。

此时老板转向了布鲁诺，说：“现在您肯定知道为什么阿诺
德的薪水比您高了吧?”

《差别》读后感

这是一篇短文，一个简短的故事，标题也很直白仅《差别》
二字，读后我思索再三，感到受益匪浅，值得写一篇读后感：

本文以不足600字的短篇为我们描述了两个年轻人的差别，对
比性强，很有教育意义。开篇就描述了一人“青云直上”、
另一人“原地踏步”的差别，进步慢的布鲁诺在抱怨，我想
布鲁诺无非是抱怨老板偏心，但老板是不是偏心呢？很多人
想也不想就说老板不偏心！其实这个回答不正确，因为每个
老板都是偏心的，他一定会把心偏给责任心强、工作能力强
的人，事实上老板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发展。这样看来，布鲁
诺的抱怨是没有道理的；他应该努力工作，换取老板的“偏
心”。



阿诺德与布鲁诺比较，的确有差别：一人办事积极负责效率
高；一人办事消极敷衍效率低。这种短文描述出的差别，可
以称之为表面上的差别，对于教育布鲁诺应该起到一定的作
用。我相信许多读者仅仅看到表面上的差别，就停止了思考，
其实这还不够，应当深入思考。

为什么二人有如此差别？因为思想境界不一样：阿诺德想企
业多，努力工作促使企业发展；布鲁诺想个人多：又不给长
工资，叫干啥就干啥得了；才不多管闲事呢„„思想支配行动，
就一定会产生表面差别！思想境界的差别，是深层次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表面差别的根源。如果布鲁诺能认识到这个层次，
我相信他会有明显进步！

但是这还不够！还应当继续深入思考：为什么二人思想境界
上有差别，其原因何在？我认为核心差别是心态、是格局，
或者称之为大目标。我以为阿诺德的格局比较大，至少是老
板心态，有当老板的梦想，因此会主动、积极、负责、有大
局观；而布鲁诺是典型的打工仔心态，格局小，能扫门前雪
就不错了。

也许有人读完这篇短文，认为只是讲了两个年轻人的故事，
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这样认为，结果也就这样，读书
和没读书一样！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读书方式，认为《差别》
是一面镜子，举一反三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扩大格局提升
境界是自己的努力方向！这样的话，读此短文就会和自己有
关系，就会让自己进步更快！

还不止这些，短文的写作技法也值得我学习，短文最后一句
描述是：老板转向了布鲁诺，说：“现在您肯定知道为什么
阿诺德的薪水比您高了吧?”，这样结尾，余音还会绕梁三日。
因为布鲁诺也许当时看到了表面的差别，也许事后能够认识
到深层次差别；也许最终悟到了核心的差别。留下想象的空
间，这是一种技巧！在阅读中深入思考，这是一种智慧，是
境界指引下的智慧。



还不止这些，这篇短文还在告诫我们“知和行”的关系：知
有三个境界：知道、想到、悟到；行也有三个境界：被动、
主动、能动。能动是最高境界：就是有大局观，知道何时该
动、何时不该动、该怎么动、朝什么方向动、带什么人一起
动、分几个步骤动、动到什么程度！知和行不仅是决策和执
行的关系，也是执行和反馈的关系，也是反馈和决策的关系！

我是讲师，喜爱讲故事，因为讲故事就是讲道理；而这篇短
文就是经典的故事，我会讲给员工听，讲给老板听，讲给公
务员听，讲给科研人员听，讲给学生听，讲给老师和校长听；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讲这个的故事，我希望涌现更多的“阿诺
德”，也希望看到现实中的“布鲁诺”有所成长！

短文读后感篇三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诵读全文，品味文章诗化的语言；

2、结合历史背景，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3、理解“飞蛾扑火”、“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在文中
的含义；

4、积累有关日月的'诗词。

指导思想：

以学生自读为主，师生平等对话，合作探讨，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课时安排：一课时

课前准备：



1、学生利用工具书扫除字词障碍，读准字音，熟读全文；

2、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查找有关日月的诗词，各准备一首自己
最喜欢的，并作好简要分析；

3、教师准备相关资料，如.写作背景，“夸父逐日”、“娥
奔月”的故事以及“飞蛾扑火”的种种理解等，以便生动形
象地引导学生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短文读后感篇四

那天，我在看书时，看见了一篇很短的.小短文，它的内容是
这样的：

我们疯了吗

如果一个人将垃圾队在家里，把污水随便倒在自己家的地板
上，把家养的金鱼、宠物统统杀死，把培植的植物统统铲除，
人们一定会说：这个人疯了！

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

这只是一个小提，要以后的故事，大家可要睁大眼睛看哦！！

短文读后感篇五

读了一篇文章，感受颇深：文中说，部队的一位老班长，很
善于搏斗，手下无敌，也因此赢得了士兵的尊重。一年，新
兵中来了一个武林高手，大家想，这次老班长要输定了吧！
上场交手，数个回合，老班长右臂用力过猛，脱臼了，痛得
大汉淋漓，眼看落败，就在这时，老班长伸出左手卡住
了“高手”的脖子，把高手摔倒了。后来，老班长告诉大家：
“战场就是这样，瞬息万变，战斗中没有右手了，你就用左
手，同样可以打败敌人，我庆幸，我还有左手。”



联想到，一个人四肢健全，左右手配合很好，是最好不过的
了，可当你一只手残疾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只手同样值得庆
幸，但如果两只手都不方便，到要用脚打理生活的时候，就
麻烦了。尽管现实生活中身残志坚，成就事业的人不少。

干工作，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工作能力再强，
没有下属相帮，同样成就不了事业。如果左右手用起来不随
活，工作开展肯定会有难度，而隔级用人做事就会象一个人
必须用脚打理生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