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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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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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修养读后感篇一

坦白说，看完大名鼎鼎的晚清大学者辜鸿铭先生的《中国人
的精神》之后，我很有些失望，我失望于这位享誉世界的文
人学者，并没有多么高深和高明的见解，不可否认辜鸿铭先
生的学识是渊博的，遣词造句的能力也算是出色的，但对于
一位学者而言，最最重要的是思想，看了他1915年所写的
《中国人的精神》，我深感失望，因为辜鸿铭先生的思想依
然是两千年前儒家文化的那套思想，我觉得有些悲凉。

《中国人的精神》是一本杂文合集，或者准确一点说算是论
文合集，包括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女人》、《中
国的语言》、《约翰·史密斯在中国》、《大汉学家》、
《论汉学一》、《论汉学二》、《暴民崇拜及战争的出路》
共八篇文章，在辜鸿铭先生的眼中，中国人的精神可以用温
文尔雅来形容、也可以用利他精神来形容、还可以用良民宗
教来概括。但其核心就是两条，忠君和孝亲。仁、义、礼都
是围绕着“忠”和“孝”来展开的。也许在百年前之世界，
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看到了辜鸿铭先生的文章，从另一个
角度理解了集体主义或者说家国文化，但如果用现代的阳光
和进步的思想，可以说辜鸿铭先生完全被儒学给毒害了。如
果论中国人的精神，我以为不能用“忠”和“孝”来诠释，
或者换一种说法，“忠”、“孝”是不能够完整准确的界定
中国人之精神的。如果论中国人之精神，我认为“重集体而



轻个人”可以算是比较准确概况表述。历史学已经告诉我们，
中国历代王朝更迭，绝对不是“忠”、“孝”两字形成的。
同时还有更深入的一点，虽然统治阶级一直用儒学来传播中
国文化，但老庄的道家文化、墨子和管子等人的思想从来都
没有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中消失。“兼容并包”可谓之中
国文化的精神。

在辜鸿铭的文章《中国的女人》中，三从（从父、从夫、从
子）依然被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且
还用了一大堆废话和假话来为纳妾这种落后文化辩护。客观
说，我看完这篇《中国的女人》之后，对辜鸿铭先生大大的
失望了，我没有想到一位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学者，居然
能够厚着脸皮昧着良心为中国落后的纳妾文化和歧视妇女文
化辩护。

诚然，对于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人之精神，我们应该要有
该有的自信和自爱，但自信和自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清楚，
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精神，都是不可能完美无瑕的，而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歧视、对妇女的不尊重，这是我们
需要客观承认的事实，可惜辜鸿铭先生并没有客观的审视自
己的文化。

自信本没有错，但自信过了头就变成了自负和自大，对于一
位学者而言，自负和自大也就没有了进步的动力。

当然，在100多年前，不可否认辜鸿铭先生对中国文化传播向
世界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但这不能弥补其在《中国人的精
神》这本书中所犯下的错误。

如果有读者看了《中国人的精神》，希望不要被辜鸿铭的错
误之思想所影响。

不过如此而已罢了！



中国人的修养读后感篇二

11月份，跟着团队读了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人的修养》，先
生的大名久仰，先生的文字仔细读的不太多，特别是先生的
新白话文，读着有点拗口，但还是沉下心，每天以三两篇的
龟速读完了此书。

此书主要表达了先生一生所推崇的中华传统文化修身思想和
现代公民德育理念。虽然这书的内容发表于二十世纪的一二
十年代，但现在读来依然对我们当今的教育有着很大的指导
意义。

在看本书的第一部分时，这部分是《中学修身教科书》，上
下两篇既重实践又重理论，关于这两篇的各种道德的修养自
不必说，在修己一章“体育”一节中，先生提出“凡道德以
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这种提法放在现
在一味追求分数、升学率的今天尤为可贵。当今从学校到家
长，从一线城市到县城，学生们的业余时间都被各种名目的
辅导班占据，早几天北京黄庄的疯狂补课刷爆朋友圈。现在
的孩子近视眼成群，体质也有下降趋势，虽然国家为了保证
中学生体质，强制体育加试到中考成绩，依然只是表面工作。
想想原来的科学家们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研究工作，很多都
是高龄之人，而现在许多疾病年轻化，猝死早衰等，修己先
修体育，增强体质，康健身体，涵养精神，才能更好的工作，
教育应该重视。

在先生的德育三十篇中提到“坚忍与顽固”“自由与放
纵”“镇定与冷淡”尤为让我警醒。在引领学生的发展过程
中，在当今提倡标新立异的时代，分清自由与放纵，坚忍与
顽固很是重要，在当今的不关己事不管不问的风潮下，分得清
“镇定与冷淡”着实是一股有意义，重庆的公交事件里，固
然有司机的职业素养底下，当事乘客的垃圾情绪，乘客们对
己外之物不关心不过问的心态也是事件发生的间接原
因。“观衍之临死而悔，弼之得书而谢，知冷淡之弊，不独



政治家，即在野者，亦不可不深以为戒焉”。

中国人的修养读后感篇三

我想大家都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
柏杨，她在前写了这本书，她那尖锐直接的语言让我震惊，
让我感到中国人是多么的丑陋，读完这本书你可能会怀疑他
说的是否是真的，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
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写的那些都是事实。

20年前的书那到此刻来写读后感，固然有些过时，毕然沧海
桑田，毕竟物是人非，《丑陋的中国人》书中有很多言论真
的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了吗?那就错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
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丑陋”两个字并没有随着岁月
的流逝而从中国人的头顶上而消失，还记得20xx年发生了许
多让中国人蒙羞的事情，小悦悦事件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吧!
她还那么小就离开了人间，她的身躯被一辆辆车子压过，却
所有人无动于衷。

从这件事我真的理解了柏杨为什么如此犀利的来写中国人的
丑陋了，即使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柏杨并不是第一个批判过
中国人的人，在近代也有鲁迅先生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比
喻中国当时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想必大家都明白鲁迅
先生那犀利的语言如同圆规上的针尖，能够随时杀死一个人，
就像他笔下的祥林嫂悲惨的命运，和他的《狂人日记》，可
想而知当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的没有人性和可悲，怪不得鲁迅
先生对中国人是多么的爱之弥深，恨之欲切。

胡适也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它对中华民族深切
的爱，鲁迅，胡适，柏杨他们都在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
性的负面问题，他们并不是想伤害民族的尊严，却恰恰相反，
他们是想让中国人觉醒，让中国人活的更有尊严，让中国人
在外国人面前更能抬起头，让外国人不再在公园里写上“中
国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类中国字体，为什么外国人只有是



公共场所写上一些中文呢?这不是崇尚中文的表现，而是中国
人种种行为，例如公共场所乱扔垃圾，大声喧哗等不礼貌行
为不得不让外国人写下中国字体，我想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
都会感到脸红吧!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很丑陋，都很无知，中国人也有美
丽的，每年我们都评选出“最美老师”“最美妈妈”等等最
美丽的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人不完全是丑陋的，也有美丽的，
因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文化大国，有许多优良传统，那
些好的传统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但也有不好的传统，例如
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那些不好的文化我们就就应抛弃。

所以要想做一个美丽的人还是一个丑陋的人，要看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是如何将传统发扬，看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感触很深很深，看到了当今中国是多
么的腐朽，当今的中国人是多么的丑陋，我期望看过《丑陋
的中国人》这本书的人都就应好好反思一下，丑陋的不是一
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因此从此刻起我们要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要做一个有尊严
的中国人，要做一个被外国人所尊重的中国人，更重要的是
要做一个让中国人瞧得起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修养读后感篇四

《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语言犀利，在文中作者出
色地运用了仿拟修辞手法。从教学资料中了解到，“自信
力”本是当时《大公报》社评中使用较多的一个字眼，鲁迅
抠住不放，就从这个字眼起伏翻腾，在“信”的对象、类属、
影响上大做文章。“先从‘信地’，信‘物’，后来信‘国
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从而剖析出反动政府本没
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现在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
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在文中作者继而联系新近求神拜佛
的闹剧，进一步挖掘出反动政府现在正发展着“自欺力”，由



“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语奇
崛，使人耳目一新。

鲁迅先生的仿拟，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依照现成的
词语格式变更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种创新。这种仿拟修辞手
法往往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或顺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
仿之，都能借助变动的字眼表明自己独特见解。在这篇驳论
文中，由于运用“仿拟”修辞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个词语，
层层深入剥笋，步步强化逻辑力量，而且睿智闪烁，机趣横
生，也增添了许多辛辣的讽刺锋芒，让人产生拍案叫奇之感，
怪不得人称鲁迅的杂文是刺向敌人的匕首。

鲁迅的杂文对敌人深恶痛绝，犀利如刀，而对中国人民的优
秀儿女则是衷心爱戴，热情似火。在批驳了敌论的论点后，
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远地转向了我们民族古老的历史，他
那纵贯古今的思绪首先从严峻的现实中生发开来，指出“自
欺”并非现在的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以
到“笼罩了一切”。然后，作者用“然而”一转，满腔热情
地歌颂了“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当中，
是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
人，舍身求法的人”。一曲“脊梁颂”后，更热情赞颂中国
共产党人“有确信，不自欺”，“前赴后继的战斗”，作者
的思绪就在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之后，又回到了现实。

中国人的修养读后感篇五

先说此书，也算与自己有缘，高一的时候从一个在学校门口
摆摊的毕业学长那里淘来，当时地上摆着53、必刷题等抢手
书籍，但第一眼便看到了藏在一本词典后面的它，便问摊主
多少钱。

不想以太低价卖出去但又希望被其他人读到的心理，让他在
纠结了一会儿之后向我说：“8块钱就好了，这本书挺好的，
真的。”我将一切看在眼中，也顿然有种惺惺相惜之感，便



也不多说，从书包里掏钱给他。

他也没有立即给我，而是翻到扉页，很郑重的著上自己的名
字，钢笔字遒劲有力，大气磅礴，而后双手递给我，那一刻
只觉得，大概是个真挚爱书之人。

高中时期的读书太碎片，以致于每次看书，必然先翻个大概，
若是那种让人欲罢不能想一口气读完根本停不下来的书，是
万万不敢平时翻看的，不然有“还有卷子没写，习题没总
结”等罪恶感深重的小人在脑海里转来转去，忐忑矛盾又绝
望，反而浪费了一本好书。

故都会留到周末的夜晚，关上房间的门，自己一个人坐在床
上，背靠着枕头，翻开书，津津有味，如痴如醉，无我且排
他，再幸福不过了。合上书的那一刻，长呼一口气，竟觉得
舒畅无比，像修女刚念完祷文的瞬间，教堂里的钟“铛”的
一声被敲响，在耳边回响，余音绕梁。

这本书便是如此。但当时看完并没有来得及发表感想，当时
觉得连用几个小时好好写点东西都有点奢侈，随笔也大多心
血来潮便赶紧能写几句是几句。

今年回家，再翻出此书，便已做了决定要再读一遍。我认为
有些书，读一遍，是一种感觉，再读一遍，又是另外一种感
觉，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读里面的文，段，句，字，层层
深入，像在剥洋葱一般，还可能越剥越流泪。

但很难去分辨哪些书值得这样去深读，于是又说，一切随心。

不同次的读，也不一定是要连着读个好几遍，那样反倒是让
人觉得你读得不认真，因为漏掉了某些情节才去读了。应该
是不同时期去读，可以是在不同年龄，等你成长了一些再去
读，会明白得更透彻；也可以是在不同的经历时期，环境与
遭遇影响一个人的心态与眼界，这时再去看，又觉得与以前



读有了那么点不同的味道，妙就妙在这里。

作者柏杨老先生，倒也没听过这号人物，无妨，看标题也大
概猜到，这是一本揭示抨击中国人行为、心理上的丑陋的大
谈阔论之书。看了序言便又不禁想到，从初中开始写议论文
开始，所议之事大多为赞扬人和事之类的文章，鲜有会让你
写国人哪里哪里不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