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锻炼后的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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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炼后的读后感篇一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书，就是与伟人进行一次
灵魂上的交流。对于这两句旷世名言，我总是深信不疑，并
一直为之去效仿。

暑假前夕，母亲带我来到读书馆，说是为了陶冶情操，品读
书香。初入馆时，便被它的磅礴气势所吸引，它很大，放眼
望去尽是书籍；闭了眼，仿若置身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古典
而又豪华。我慢慢地走着看着，许是注定般，一位封面上的
女子映入眼帘，我取下书来，书名为——《绝望锻炼了
我——朴槿惠自传》封面上的女子并不十分美丽，小眼睛，
塌鼻梁，眼角还有几丝并不显眼的鱼尾纹。

我开始翻阅这本书。初读时，我便被她的身份感到吃惊——
竟不曾知晓她是总统的女儿，其生活必定十分优越。我暗自
猜想到。果不其然，父亲当上总统后，便立刻从小小的屋子
搬到了总统府邸青瓦台；连上个街也有数名保镖贴身保护，
好一幅公主巡街的气派，令人好生羡慕。可不知为何，看到
后来，心却越来越沉重了。

一次短暂的法国之行，竟成了她与母亲永远的分别。当她好
不容易走出丧母的阴影，父亲却又不幸遭到暗杀。年纪尚轻，
丧失双亲。这将是对她的最大打击吧？却不曾想到更可气的



还在后头！她的父亲，她最崇拜的父亲，那个曾让韩国经济
飞跃，创造出“汉江奇迹”的男人，去遭到了国民们的责骂。
国民骂他专制，说他蛮恨，一时间韩国上下指责声一片，就
连给父亲举行葬礼也不敢公开。“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
么呀？父亲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他做的还不够好吗？为什
么你们要谴责他呀？”她该如何是好？她会从此一蹶不起吗？
她会选择逃离他乡吗？她会就此隐居乡村吗？带着一连串的
疑问，于是我加快了阅读的脚步。

是的，她再也承受不起这不公的待遇了，这令人不可理解的
指责了；于是，她逃离了，来到一个小村庄里。在这里，没
有人会认识她，没有人会指责她；这儿的人们是多么的友善，
这儿的风景是那么的美；远去喧闹，脱离枷锁，只享受眼前
这份安宁……就在我认为她会就此定居时，一个出乎所有人
意料的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却是我更加敬佩起她来。

她不甘于安逸，不愿再逃离了；于是，她回来了，她重返政
坛，以一头黑马之势毅然投身于此。期间有多少艰辛，我不
曾知晓；遭遇过多大的困难，我也不知道；也许她也曾哭过，
想过放弃，但她依旧坚持了下来。于是，当我再次看到她的
时候，她已是东亚第一位民选女总统，让韩国经济再
次“飞”了起来。

书已经看完了许久，心情却远远不能平复。望着封面上那位
女子，一种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但内心更多的却是敬重之情。

也许，我们也曾遭遇挫折；也曾哭过，不理解世界的冷酷；
总是，抱怨自己不是公主（王子），不用事事都操心……但
我们只要努力；矢志不渝的追求着自己的理念；从不肯向现
实妥协；没准就会有一个不可思议、与众不同的结果。这大
概就是她教给我的东西吧！



锻炼后的读后感篇二

“写下这本书，感觉就像重新活过一样。”朴槿惠这样说。
是啊，要写此书，就意味着要重新回顾自己的前半生，何尝
容易？从父母遭到暗杀，到众叛亲离，再到人人质疑。这些
曾经经历过的一幕幕，在笔下重新轮回，何其煎熬。但她从
不惧怕，一个真正的强者，无惧回眸过去，更无惧直面未来。
在零落成泥又重新蜕变的过程中，完成一个强者的心路历程。
再用平实质朴的文字，深入浅出地描画。所有的苦与泪，只
有她自己知道。所有的痛与血，尽付不言中。

在青瓦台的日子，却也不是她人生中最美的时光。身为总统
的女儿，父母总是希望她健康平凡地长大，而不是备受瞩目
的特殊存在。这个身份，无疑加重了她身上的负担。这个本
该无上荣耀的位置，却毫不留情的在两声枪响中夺去了她的
父母，也碾碎了这个26岁花季女孩的青春。她便这样挑起了
重担，承受着众叛亲离的痛楚。她说：“多年来我忍受了无
数的出卖，简直像站在山崖边般岌岌可危。被曾经信赖的人
背叛，让我看清了人类对于欲望和权力的执着。那是一段非
常苦涩的经验，但也是人生最昂贵的教训。”是什么隔阂了
他们，难道是身份和地位吗？是如冰般严寒的人心吧。真的
很心疼这个正值青春韶华的少女，即使是得知父亲中枪身亡
的瞬间，脱口而出的也只是“前线怎么样？”她的身份是总
统朴正熙的女儿，而早已不是她自己。

她说20xx年5月20日后的生活，是她重新开始的第二段人生。
她说上天既没有在这场劫难中将她的生命夺走，想必还有她
未完成的事情。绝望磨练了她的意志，更塑造了她的坚毅。
以至于她在脸上被划出11厘米的伤口时，想到的还是继续演
讲。我始终认为，纵使她如今身陷囹圄，也不失为一位令人
尊敬的伟大女性。

书的扉页刊登着她的大幅照片，笑得灿烂。眼中似有星辰大
海。卷起滔滔波澜。她做了人间的强者，更活出了英雄的本



真。

锻炼后的读后感篇三

关于赵树理的作品，以前只是听过《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
因为写论文的需要，就读了随意挑了他的几篇短篇小说读了
一下，发现在《锻炼锻炼》这篇小说里反映的基层干部问题
也反映在我的家乡，因此我觉得现在研究这篇小说仍具有现
实意义。下面我就从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小说
的所反映的问题这几方面来一一介绍并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
谈谈对现在某些农村干部作风的看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主的意识形态
统治了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民间文化的发展受
到了极大的压制。而赵树理的民间小说代表作之一《锻炼锻
炼》发表于1958年，当时正值农村“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浮夸风笼罩着整个农村，各级领导为了迎合上级，盲目组织
生产，导致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生活遭到
严重的破坏。当时有这样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
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这类问题在
《锻炼锻炼》中也有体现：支书王镇海在开会的时候
说：“生产和整风是分不开的，现在快上冻了，妇女大半部
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花秆拔不了，牲口闲站着，地也不能
犁……”。但是在当时这些问题是不允许写的，即使写了也
很难在杂志或报纸上发表，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些东西往
往会引来灾祸，当时流行的都是一些歌颂“大跃进”运动的
创作，歌声的背后是整个社会违背自然规律的无知。即使在
这样的情形下，赵树理仍然没有在这场巨大的浮夸风中迷失
自我，坚守民间立场，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真实的民间之声，
真可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辣的农村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以“和事佬”形象
登场的村主任王聚海，年轻干练的副主任杨小四以及支书王
镇海。小说主要写了在农村的“争先社”里，年轻的副主任



杨小四因为写大字报批评“小腿疼”和“吃不饱”，使
得“小腿疼”和他发生冲突，主任王聚海则以中间人的方式
去调解。之后因为王聚海和村支书去乡政府开会，组织摘棉
花的任务交给杨小四，他为了整治“小腿疼”和“吃不饱”
等人偷棉花的行为，就和另外几个干部设计诱使她们偷棉花
当场被抓，回去之后再用“送法院”来威胁，逼她们就范。
等到王聚海他们回来后，知道“小腿疼”和“吃不饱”被杨
小四制服，一贯认为年轻干部需要“锻炼”的王聚海也无言
以对，结果被支书说成要“锻炼”的人是他自己。

那么，本篇小说主要想反映什么问题呢？

赵树理自己曾说：“《锻炼锻炼》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
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
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
力量进行压制”。这样看来，他的创作初衷是要指出主任王
聚海的“和事佬”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危害性，以引起人们
的关注和警惕，以及对以杨小四为代表的精明能干的年轻干
部的褒扬。

但是我认为从这篇小说折射出来的问题还不止这个。小说中的
“小腿疼”和“吃不饱”自私自利，泼辣刁钻，是受批评，
受教育的重点对象，但是这些品行都是她们对物欲追求的表
现，这种追求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时期是非常普遍的。当
她们在试图反抗农村干部某些过分行为的过程中，遭到了以
杨小四为代表的干部的威胁。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落后农民和
基层干部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小腿疼”总是
因为受到杨小四的种种威胁而退缩。在贴出“大字报”后，当
“小腿疼”去找杨小四评理时，他大声叫道：“你是不是想
打架？政府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
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到法院！”接
着，支书说：“大字报是毛主席叫贴的！你……”这一番话使
“小腿疼”退缩了，她不是怕了杨小四，也不是怕了支书，
而是被“政府”、“法院”、“毛主席”震慑了。中国老百



姓经受了几千年封建统治，主观意识非常薄弱，几乎是政府
说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这在当时的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他们来说，政府是至高无上的，毛主席就相当于古代的
皇帝。对于“小腿疼”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面对
种种恐吓和威胁，她不得不屈服。小说后面还写到，杨小四
安排村民摘棉花，要求必须得到，而且一个也不准回去，在
诱使“小腿疼”和“吃不饱”她们上当后，命令她们坦白，
不然就“送法院”。“罚款”、“坐牢”、“送法院”在当
时竟然成为了农村干部对付普通老百姓的工具，他们滥用政
府赋予他们的权利，目无法纪，而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老百
姓只能忍气吞声。

可见当时的干部是采取威吓政策去处理问题，那么现在的干
部作风又是怎样呢？

现在新闻里面经常会报道某某地因为拆迁而导致某某农民自
杀，某某机关的干部在因公出差时的丑闻被曝光，某个市的
领导因为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被撤职查办„„这类干部作风
问题真是越来越“普及”了。特别是在政府统治的底层——
农村，也许你不是来自农村，你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土皇
帝”“一手遮天”„„我家在中部省份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山区，
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乡政府的干部经常去某某大城
市甚至出国旅游，而且连我们一个小小的村委会竟然也组织
村干部去了北京、上海、杭州等著名旅游景点。他们怕出师
无名就巧立名目说是 “招商引资”，但是到现在也没看见有
哪个厂家到我们乡里来投资，更何况我们村。

下讨论了。更令人气愤的是有的干部竟然明目张胆的说‘你
有本事去告啊，看一下谁厉害’，这跟小说里杨小四对“吃
不饱”的威吓有什么区别。

再比如说，前几年要交税的时候，政府催促各个村尽早把税
收齐。村干部为了迎合上级，在农民刚收完水稻的时候就来
收税，可那时候，有些村民还没粜水稻，没有钱，他们就开



始行使他们的“权利”，把电视、摩托车等值钱的东西都搬
走，有时候甚至把牛都牵走。农民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果发
生冲突，派出所的人就会来，结果可想而知。这也是这些干
部敢这样猖獗的后盾，反正有政府撑腰，只要原则上没有问
题就可以了，至于手段，就天高皇帝远了。现在很多干部都
是以这样的思想来处理事情。就像小说里“小腿疼”所说
的‘你们都是官官相卫，我跟你们说什么理’，农民只能忍
气吞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

上面这些事情都是现在农村真实发生的，这类事情还有很多。
虽然从物质生活方面来看，农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在
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被压制的事实还是没有变。社会主义社
会赋予农民各种权利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现，而各级
干部所具有的权力似乎远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古代有‘一人
得道，鸡犬升天’之说，那今天的社会呢？我看也是差不多
的。

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了，毕竟我们村不能代表所有农村的现
状。这几年政府也做了很多实事，比如说免除了农民的税收，
免除九年义务教育的书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落后的农村被“解
放”出来，“杨小四”会越来越少，“吃不饱”

和“小腿疼”也会越来越少，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会离
我们越来越近！

锻炼后的读后感篇四

书中有很多打动人心的地方：少年时代父母健在时的幸福生
活，父亲去世后的绝望和坚强以及她重回政坛后对于政治理
想的坚持和对于民众支持的感恩。在她的身上能够体现出东
方女政治家所具有的坚韧和勇敢，以及柔与刚的完美结合。

但是，不得不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她个人生活的传记，更包



内含她的政治诉求。书中不乏对于执政理念的阐释以及政治
决策的解释。在她拥有政治地位的前提下，这不免有目的不
纯之嫌。也许，当她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后，再来回忆和记录
自我经历过的人生，视角和资料会有所不一样。毕竟，政治
真的太复杂，多少真真与假假又岂是我们这些平凡人能分的
清的。

在这本书中我感触最深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当父母
遭枪击去世，她和弟弟妹妹离开青瓦台后所感受到的人情冷
暖，另一方面是在本书后记中，她对于国家未来的阐述。

她以前感慨：“原先世上的人心一天就能改变。”“人们在
没有明确的信念之下，为了追随权力甚至能够随意改变自我
的主张，彼此没有信义只有算计。能够遵守原则和信念，用
一贯的哲学开拓政策的政治家，简直少之又少。”“一旦尝
到权力滋味的人，就会成天为了不失去权力而战战兢兢，他
们不会选取险峻艰辛的道路，反而会找寻快捷方式，想要快
速成为政坛上的明星。权力这种东西感觉一辈子都能握在手
里，但其实某天会突然像风一样消失。”“多年来我忍受了
无数的出卖，简直就像是站在山崖的边缘般岌岌可危。被以
前信赖的人背叛，让我看清了人类对于欲望和权力的执着。
那是一段十分苦涩的经验，但也是人生中最昂贵的教训。”
这些对于信任、背叛、权力和人性的阐释，也只有经历过并
感受到切肤之痛后，才能如此准确和生动的表述出来。

在书的后记中，她写道：“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们
生长的国家将会是什么样貌?我期望今后这片土地上，所有年
轻人毕业离开学校后，都能拥有自我的理想工作，付出多少
努力就能得到多少回报，遵守法律及原则的人们也能够成功。
我期望建立这样的国家。”这让我不禁联想到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这同样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
求。随着自我社会阅历的加深，多少看过或听过各种蝇营狗
苟，这段语句一下子打动了我，让我有把它记下来的冲动。



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本书，每个人都
会读出不一样的资料，一个人在不一样的人生阶段也会对书
中资料有不一样的感触和解读。我正处于一个理想与怀疑并
存的时期，对于书中资料的理解和体会，的确与我已有的经
历和目前的心境有关。

锻炼后的读后感篇五

赵树理同志根据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于1957年写
成小说《“锻炼锻炼”》。这篇小说主要写了农业社如何解
决生产与整风的重重矛盾，作者“揭示了不坚持同资本主义
倾向作斗争，合作社就得不巩固发展的道理”。在揭示道理
的同时，作者在小说中写出农村人民中存在的几种矛盾：第
一，农村落后妇女与先进村干之间的矛盾；第二，新村干与
老村干之间的矛盾；第三，老村干与老村干之间的矛盾。

比小腿疼年轻得多——才三十来岁”。此二人在年轻的新村
干杨小四写的大字报上受“批评”讽刺之后，他们之间的矛
盾被激化。

不硬的。“你党性差，不斗争，它就硬。你党性强，敢斗争，
就不硬”。小腿疼既然敢闹，那就表明她背后有牌子靠，如
果没有后盾，她怎么可能去闹，她怎么敢去闹。“小腿疼一
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伸开两条胳膊去扑杨小四”，而杨
小四则向小腿疼讲法，但又有一种夸大事情结果的成分
在，“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得
到法院！”听到这些话，即使小腿疼身后的牌子再硬，她也
不敢乱来了。

“过渡时期”的，不是永远的、一生相随的。只要社里面没
有什么便宜能让此二人占的，他们就会一个腿疼，一个没有
吃饱，无法下地劳动搞生产。当小腿疼和吃不饱爱占集体小
便宜的这种思想遇上杨小四这种有着极强原则性的共产党员
时，各自立场不同，矛盾的火花一触即发。



村里在一次布置生产任务时，主任与支书要到上边开会，于
是村里的任务就落在副主任杨小四副支书和另一个副主任身
上，在布置摘棉花的劳动任务时，杨小四略施小计，使得小
腿疼和吃不饱中计，二人所“摘”的棉花，由“摘”变成了
偷，在证据面前，小腿疼和吃不饱刚开始还负隅顽抗，在明
白大势已去时，两人才不得不交待自己的“罪行”，并且得
到了惩罚。在这场农村落后妇女与先进村干之间的矛盾斗争
中，最后以先进村干的胜利结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社会
主义的新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残余碰撞时，封建旧残
余“是和合作化以后-，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
档，下载--的新农村不相容的，是正在消亡的东西”，它们
不和时宜，没有生命力。同时也显示了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强
大，共产党领导的公平性。但是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的，
在共产党内部，或多或少也会存在一些问题，《“锻炼锻
炼”》中所反映的第二对和第三对矛盾就说明了此问题。

-，管理类，工作总结类，工作计划类文档，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