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 幸福的七种
颜色读后感(模板8篇)

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团队无敌。创造性思维与团队标语的创
作下面是一些团队协作的案例，让我们共同学习。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是毕淑敏散文作品之一。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只是被
它的书名给深深的吸引了，当然也是想更多的了解到“幸
福”是什么，如何是自己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七”应该是
泛指，幸福不只是一种颜色，也不是七种，只要我们认真寻
找，幸福比比皆是，幸福是无限的。

阅读毕淑敏老师的散文，我对“幸福”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和
理解。

“我羡慕你”这句话可能是我们常常对别人说的话。当自己
和他人比较时，总会觉得他们的优势比自己多，所以会脱口
而出一句“我羡慕你”。文中，作者觉得自己青春已流逝，
开始渐渐衰老了，她开始羡慕年轻人的青春，那股不畏艰险
奋斗的力。一天，他带儿子去公园。儿子喜欢走在铺满卵石
的小路上，作者蓦地站住了，突然想起年幼的自己不也是喜
欢这样吗?可是，从哪一天起，自己已经不能行走在凹凸不平
的路上了呢?一句“我羡慕你”打破了作者的沉思，说这句话
的是一位老年人，作者疑惑，她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
有什么好羡慕的?是年纪，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比起来，作
者是年轻的，她还能做许多老人不能做的事情，他还有时间
去实现自己的小愿望。我们常常过多的把眼睛注视着别人，
而自己则在不知不觉中失落者最宝贵的东西。不管自己是否
老去，脸上的皱纹是否更多了，都应该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
要记住：我们的青春活力永远存在!



有些人可能会疑惑，“我”到底重要不重要?或是直接认为不
重要。其实一个人的价值可以胜于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个我，一个独一无二的我，没有人能代替我。不要因
为一次小小的失败，或是地位卑微就去认为自己不重要。每
一个人都很重要。让我们大声地每一个人宣布——我很重要!

慢慢地把书合上了，一篇篇散文让我回味无穷，我觉得自己
拥有了更多的幸福，让我受益匪浅。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二

前些日子读过毕淑敏老师的《女心理师》后，出于一种好奇
心理，在后续买书时买了一本毕老师的《幸福的七种颜色》，
不可置否，当时买这本书，是想看看以毕老师的角度和看法，
是如何诠释幸福的。

这本书是以若干个小文组成的，每篇小文讲述了一个观点，
此书的上架建议是“文学/散文”，但看完此本书以后，感觉
有些心灵鸡汤的味道，有个别内容是喜欢的，多数文章读后，
没有什么感觉，或许是有了一定的经历，再读这些内容时感
觉有如无痛呻吟，又或许是自己肤浅浮躁，不懂装懂妄自评
语。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作者有心安排，读完此书回看目录，最
喜欢的就是开头第一篇“提醒幸福”和最后一篇“忍受快
乐”，比如说“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
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忍受快
乐，是一种怯懦。享受快乐，是一种学习。”许是有些鸡汤
之感，读的很慢，都是放在一边，闲暇时拿来随手翻看二篇
权当休息后就又放下了，断断续续地在桌上放了很长时间，
有个读书一定要读完，不读完不放回书架的习惯，今天下午
将其放入书架，属于以后有闲，可以在午后的阳光下再随手
翻阅的一本书。



内容简介······

本书为毕淑敏的`散文作品选集之一。王蒙说：“毕淑敏有一
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分的集道德、
文学、科学为一体的思维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是
作家，又是医生，近年来一直攻读心理学博士，又由于她有在
“世界屋脊”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她的散文有着极强的现
代意识和专业的心理分析，特别是这部散文新作中的部分心
理散文，贯注着一个心理医生充满洞察力和稳定感的目光。
本书收录著名女作家毕淑敏近年来散文精品新作，她的散文
于寻常中见深刻哲理，语言朴实生动，记录了她探索人生的
心理历程。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看了毕淑敏的《幸福的七种颜色》。不得不承认，它的
题目吸引了我，传说中，七是一个吉祥的数字，然而文章里
说，“幸福不是一种颜色，也不是七种颜色，甚至不是几百
种颜色……幸福比所有这些的相加还要多，幸福是无限
的。”

虽说这是毕淑敏写给在生活中遇到困惑的人们的心理读本，
在我看来颇有“精神病院病例”的风范，但我不得不赞美它。
它像是披上了隐身衣，悄悄走进了你的心里，或是说一把温
柔的斧子，敲碎你心中闭塞的墙。

第一次看她的文章，是张蕊老师给我们听《提醒幸福》，有
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
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
”还有一次是一篇回忆门卫师傅的文章，在38套上——很不
浪漫的一种相遇。我很佩服毕淑敏的心态，喜欢她的笑容，
我想，她的笑容一定来源于对生活的完美认知，来源于内心
强大的自信和从容。



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轰毁你心中的魔床》，我没有主人
公那么极端，但是我觉得这种问题是共性的。在事情没发生
的时候，就给它贴上了标签，给生活强加了太多种“应该”。
其实，没有人会注定怎么样，生活的美与丑，都在于它赋予
了我们太多的可能性。对于一个价值观刚刚形成的小孩子来
说，他知道“努力了就应该有回报，不踏实勤恳就一定没法
成功”。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应该明白，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会有回报，有时候走走捷径也没什么大不了。

说实话，我这个小盆友并不能读懂这本书，它提到了工作、
生活中的压力，还有感情的困惑，我基本没面临。所以读后
感写得并不全面，尽请见谅。我说要把这本书留着，十年以
后，二十年以后，我再读它，一定是另一番感悟。妈妈说：
但愿你永远也不需要它。希望是这样，我能到达一种给自己
做心理医生的境界。

最后祝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幸福!这种幸福来源于心灵。

文档为doc格式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四

幸福的七种颜色，怀揣着对这本书满满的疑问，翻开目录，
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幸福的颜色是哪七种?可望自己能一一得
到……但是读完序后才发现只是因为很多神秘的东西恰恰和
七有关联，所以才说是七种幸福的颜色罢了，就好似七色的
彩虹，每一种都是幸福的颜色!但事实幸福不是一种颜色，也
不是七种颜色，甚至也不是一百种颜色……幸福比所有这些
的相加还要多，幸福是无限的。

翻开正文，本书是由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所悟出的一个个关
于幸福的大哲理!

提醒幸福：别人友善提醒我们的幸福。没错，在提醒的后面



好似我们都加上了灾祸的后缀词。提醒我们注意的往往充满
了淡淡的贬义。但这是却提醒我们幸福，因为我们往往会忽
视或没有时间去享受幸福。我们把享受幸福的时间去为之后
可能到来的灾难做准备。但灾难并不会按我们的计划进行。
也并不会准时到达，因此，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
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所以，让我们提醒自己要
记得时刻去品尝幸福的滋味，因为它很甜很美。

幸福的七种颜色，不仅仅仅只有7种，它无法用数字表达它的
存在!这本书不仅仅很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幸福并且还告诉
我们该如何找寻所谓的幸福。它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艰辛
困苦的时候该如何继续前行继续去体验幸福;它告诉我们要怎
样的2个人相处才能够结出幸福的果子;它教会我们如何维护
一个家庭的和谐，如何让一个家庭幸福走下去一辈子……她
告诉我们好心态就是幸福、他教会我们自拔;它帮忙我们在千
头万绪时从容应对;它也鼓励每一位女孩、女人都要自信的素
面朝天!

在幸福面前，所有的烦恼都不是烦恼，所有的苦难都不会持
续永远!在幸福面前没有什么是无法解决的!再大的困惑只要
试着换一个方式思考你会豁然开朗!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五

幸福还需要提醒吗？它不是一种感觉吗？幸福是什么？是恋
人相见时相拥而泣，是家人团聚时的觥筹交错，还是课堂上
酣畅淋漓地演说……似乎都是幸福，又似乎都不是幸福。毕
淑敏真的是一个走进人心的'女人，她通过生活，关照人的心
灵，是的，似乎从小到大我们都在接受的是一种“提醒痛
苦”的教育方式。“别忘了多穿衣服”、“小心他是骗子”、
“别骄傲”……一系列看似关心、关切的话语原来都在不经
意间提醒着我们：生活处处是艰险，我们要理性地去面对，
要有忧患意识。古语不是有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吗！在
这样的提醒中，我们大人们、成人们忘记了告诉孩子，生活



的主色调是幸福的丝丝缕缕，是由幸福的丝线编织成的流光
的银河，幸福是需要被提醒的。

我们成人如此，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理所当然地站在
有经验的大人的角度去关照孩子的世界，不要这样，不要那
样，成功的时候不要骄傲……殊不知在这样的教育中，我们
的孩子和我们一样陷入了一个体验即将到来的苦难的怪圈。
孩子的思维模式在同化中感受到，我取得了成功并不是终点，
我要担心的是我接下来要面对的苦难。下次我能不能同样取
得这次的成功呢！

孩子是天真无邪的，与其教给孩子如何去恐惧未知的灾难，
不如教给孩子如何享受幸福。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
福即将来临的时刻是需要提醒。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
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锻炼。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记住这一刻！心里就
会泛起春的绿意；当幸福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和身边的
人分享，请记住这一刻！丰收的季节，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
年，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得及考虑，不要管以后的风霜雨
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

幸福并不与其他东西同步，它只是一种感觉。只有常常提醒
自己和身边的人注意幸福，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幸福的快乐！
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在我的教育中，我也要改变自己，做一个点亮幸福的师者，
不是让孩子在学习中体会痛苦，而是让他们从小就去发现幸
福、体味幸福、感受幸福，我想这样的教育才真正是让孩子
受益一生的教育。因为他们将比别的孩子更能体味生活、体
味人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珍惜、学会尊重，在人生之
路上充满阳光地前行。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六

最初翻开这本书是因为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幸福的七种颜色。
我们知道幸福，也向往幸福，但却从来没有想过幸福是什么
颜色的，也许我们内心深处就未曾把“幸福”与“颜色”这
两个词联系起来过。随着阅读的深入，才觉得当初选择这本
书是多么的正确，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把这本书作为人生的
知己。不得不说，读毕淑敏的散文，就好像和自己的心灵谈
心，好像此时此刻你面前摆着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克隆
的你，一个与你有着强烈的共鸣，共同思想感触的人。

幸福是什么？幸福的定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理与自己同在
时的心理状态，包括一切真实的事物、人性的道理、他人的
生命甚至动物的生命与自己同在等等。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
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
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简单的说，幸福就是愉快的享受的心情。

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会说那幸福不是很简单吗，我经常觉得
愉快、享受啊，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感受到幸福呢？我想这
大概就是因为幸福如光。

幸福如光，看得见却摸不着。若是一不小心眨眼了或是闭上
了眼睛，那么一闪而过的光就不见了，幸福也就溜走了。所
以幸福要我们去留意，去发现，去寻找。罗丹说过：“生活
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此借用并改编一
下这句名言：“人生中不缺少幸福，而是缺少感受幸福的心
灵。”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应该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幸福
的吧。一位富翁背着满满一大袋金银珠宝四处找寻可以帮助
他找到幸福的人，并承诺将这袋珠宝送给那个人。然而大师
出其不意地抢走珠宝而后又还回来的举动，却让苦苦寻觅幸
福的富翁明白：其实自己苦苦追寻的幸福就是早已摆在自己
面前，自己辛苦奋斗大半辈子所收获的财富；其实幸福就在



自己的身边，只要一个转身便可抓住。只是长久以来，自己
因为一味追寻幸福而忽视了自己身边已经拥有的东西。

幸福千奇百态，形式多样，需要我们仔细去品味，去感受；
幸福悄无声息，来去无踪，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寻觅；
幸福转瞬即逝，强留不住，需要我们时刻注意，把握现在。

幸福如光……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七

幸福是一壶醇醇的酒，让人品味一口就回味无穷，让人从此
奋起步伐，努力去追寻。

可能我一向是书的名字来看待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挺吸引
我的，可知，其实从内心出发，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不然，怎么会看其他人的幸福书来让自己得到幸福呢，可能
吧，但是，我一直觉得，我还是蛮幸福的，无论经历过什么
样的困难和挫折，我一直觉得，一条生命，丰富多彩的世界，
周围亲切的人，我怎么会感觉不幸福呢。

幸福有七种颜色中的七，其实是泛指，因为世界上，七字真
的是很多，一周七天，人生有七种元素，有太多的东西与神
秘的七有关，只要你认真寻找，幸福比比皆是。幸福不是一
种颜色，也不是七种颜色，甚至也不是一百种颜色？幸福比
所有这些的相加还要多，幸福是无限的。

只有真正懂得幸福的人才会去品味幸福，只有会品味幸福的
人才能找到幸福，也只有找得到幸福的人才会幸福。幸福也
以他自己的各种颜色存在在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里，只是我
们有时候很难从万紫千红的生活中，找到自己想要的颜色的
幸福。

何必要集齐所有颜色的幸福呢？何必非要追求某种颜色的幸



福呢？细细品味自己身边的各色幸福，最后，也许会发现自
己品完了所有的幸福——真是一个幸福的人。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的晒在身上，手捧一杯拿铁咖啡，静静的
靠在椅子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微笑，品味生活，享
受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幸福；感受每个人给与的温暖，给与
别人关怀——爱与被爱，都是幸福；拿着一张旧照片，细细
回味当年的点滴，抛开过去的不快，只留下美好的回忆——
想念自己所想念的，埋葬自己想埋葬的，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幸福，只是一种人生态度。

七色七色花的读后感篇八

幸福如履薄冰。

冰面下，是苦难集成的海洋，翻滚着，怒吼着，像是随时要
破冰而出。

我曾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冰面之上，努力挑选“正确”的道路
行走，害怕一旦走错路就会陷入苦难的深海，再难自拔。

然，《幸福的七种颜色》却告诉我，曾以为脆弱的幸福其实
十分顽强，它是无限的，一点一滴渗透进我们的生活。那么
多人，形形色色的苦难、悲伤与痛苦，都被毕淑敏用最平和、
温暖的语言化解了。王蒙说：“毕淑敏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
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为一
体的思维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她以一个心理医生充满洞
察力和稳定果敢的目光告诉我们，冰面下苦难的力量是比冰
面上的幸福感强得多，但冰面上的幸福远比所有的苦难更值
得我们关注，我们要时时记得提醒幸福，而非固执地珍藏苦
难。

幸福是需要被发现的。生活中有许多积极的好的方面，但许



多人却忽略了它们，只因冰面下黑色的海洋。“只看到自己
的不幸，却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放大了别人的幸福，缩
小了自己的快乐”便是其真实写照。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不折
不扣的幸福盲。然而，事实上，生活中缺少的不是幸福，而
是发现幸福的眼光。幸福是需要伯乐的，成为了伯乐，你就
拥有了幸福。

幸福需要信念。毕淑敏在《你站在金字塔的第几层》中把自
我价值的体现和追求放在了金字塔的最高点。当今社会，有
太多太多的人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中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
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日忙碌后，收获的
只是无尽的疲惫，这种缺乏信念和理想的状态，难以产生真
正的幸福感。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才能丰富自己的人生，
才能得到生命的欢愉，才能感到自己内在的充实和价值。

然而信念并非执念。若是太执着于一些“应该”，就给自己
定下了太多的苛求，勾画出了“魔床”的蓝图，让人寝食无
安，内心忧郁焦虑。知足常乐，放下执念，放下“应该”，
放下苛求自己的心，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本来就很好，并
且会越来越好。放过自己，就得到了幸福。

幸福生长于一种从容和坚定的勇气。现代人的生活或多或少
有不少压力，面对压力，“了解”很重要。只有了解了压力，
才能把握一个度，才能一寸寸脱离那沉重的压力，烦躁不安
的焦虑状态，才能从心底感受到幸福。

信任和奉献为幸福添彩。初看“幸福的七种颜色”这个标题
就想起了小时候常读的童话《七色花》。直到最后一个花瓣，
珍妮把愿望许下，让男孩康复，她才真真正正地明白了幸福
的意义，那是一种爱与奉献。现代社会中，无私奉献的人越
来越少，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心灵渐渐疏远，人
际关系变得淡漠。唯有信任，唯有多去帮助别人，才能让自
己感到更快乐。



幸福如履薄冰，但不要只看到冰面下苦难的汹涌，当见冰原
上掠过的那一道无边无际的光，赤、橙、黄、绿、蓝、靛、
紫……那时幸福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