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女先生读后感(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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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女先生读后感篇一

自娱自乐的五柳先生陶潜殊不知是乐观派还是愤世派！他的
前半生几乎皓首穷经不好容易得来了彭泽令的职位，他且終
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辞官回乡！

他一身百姓的装扮在南山下开辟一亩三分田！他原本就是个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由于这几年也已经荒废了农事，
春天到来时、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播下的希望的种子且换
来了草盛豆苗稀的结果！但是五柳先生并不以为然、反而很
高兴、对他来说他种下来的好像不是庄家而是一种心情！只
是为百无聊赖的生活增添的兴趣！

秋天来了，他颗粒无收、连买酒的钱都没有了！五柳先生这
个老头开启了他的蹭酒模式！不过人们很愿意招待他，好像
很理解他，知道他是个怀才不遇的好人！他也毫不客气、不
过估计也不会白喝有可能捉刀代词的！那是他的强项！

五柳先生是个十足的放浪形骸者！终日以酒为乐、以书为友！
尽兴是大声狂笑、败兴是放声痛苦，似有点神经质的感觉！
他无视世俗对他的冷眼嘲讽，他只追求最真实的自己不愿意
伪装成一个可伶者！

我很喜欢五柳先生！他宁愿做个贤君时期的民、也不愿意做
桀纣时期的高官！他与民同乐，斯期乐也！尽管衣衫褴褛也
不改其本色！也许他就是孔子所说的安平乐道吧！



五柳先生不管是在他那个年代还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不理解他
的人会认为他是另类人！他以自己特有的当时表达着自己！
虽然他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也不愿意在黑暗的官场中苟活！
他要以自身的高杰为这个浊世留下一点清白，真有点“世人
皆浊，我自清”的精神！

五柳先生，也许很无奈！也许年轻时期的有过那种济世救民
的豪情愿望，打算大施拳脚的时候却被现实鞭策的体无完肤！
如果选择了冷眼旁观，怕有失愿望。只能选择辞世归隐，选
择了寄情田园、选择了返璞归真。

女先生读后感篇二

范仲淹有云：“山云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上高水长。
”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先生是老师的又一称谓。师者，先
生于人，他们经历了更多，白云苍狗间由黑发少年成长为睿
智长者，他们曾切身感受过这个世界的温柔与残酷，在岁月
的长河中撑一叶小舟，争渡出一条条窄窄的航道，这中间凝
结着他们的汗水甚至血泪。他们曾执著于岁月，却并不因此
而狭隘，当再有后来者的时候，这些先生们无私地出让自己
全部的经验和教训，只为了新一代的成长，恨不得让广大的
青年们踏着他们和着血泪的脚印向前向上。这是先生们的坚
守，亦是先生们的博大。

在这个假期中，我仔细阅读了《先生》一书，那些先生们的
身影也照亮了我目前短暂而终将漫长的教学之旅。在未来漫
漫的征途中，先生们将如同佛前的一豆青灯，照亮我漫长的
等待，沉着的坚持，和无数个枯守的岁月。世事如洪流，正
如书中所说：“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
背影，渐行渐远”。而先生们的那些被岁月的刀斧不断砍斫
的精神却透过时光的纸背，留下亘古绵长的墨香。

蔡元培、胡适、马相伯、陈寅恪、梁漱溟、陶行知……先生
们是勇敢奋进的一代，也是于无望中创造希望的一代，在他



们所生存或是挣扎过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正湮没于漫漫的征
尘和喧嚷的闹剧之中，而先生们却用他们一身悍勇的气魄劈
开重重迷雾，为中华民族之繁衍挣得一次又一次的喘息之机。
就如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中华新报》发来的致电：大
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而实
际上，如同明星般照亮了那个时代的人并不只蔡元培一人。
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
漓的献血。”先生们正是如此。也正是他们的坚持才使得这
个民族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战乱，一次次的流血，一次次的自
毁自戗之后，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就是这样的一群先生们，他们是书生，是笔者，是乱世中柔
弱的飞蓬，亦是尘埃中细小的纤尘，他们也被投入到时代的
洪流里，随之斡旋不息，却不甘就此沉沦。而他们所坚守的
无非是教育，也只有教育的事业才能有这般改天换地的勇气，
才能有这般脱胎换骨的决然。面对死气沉沉的中国，维新者
誓言铿锵：“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
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他们希望新生的少年带着
少年的中国走向更远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为此他们甘为人梯，
甘愿后辈们能够踏着他们的肩膀奋进，哪怕被人践踏也支撑
起一个更美丽更富饶的中国：这其中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最终成就了桃李芬芳的学者之北大的蔡元培；有惟愿教育之
花常美艳，不辞身是挑粪人的南开校长张伯苓；有提出“所
谓大学者，所谓大学者，非为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的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办平民学校，教授一战华工，以造
就“新民”，立志不为官、不发财终身先给劳苦大众的平民
教育家晏阳初……先生们不是力可拔山气可盖世的勇士，不
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者，他们唯有一身青山处处可埋
之忠骨，唯有一颗甘将热血沃中华之心。

那是的教育与国运相连，国破山河在华夏儿女，仁人志士在
战火硝烟中撑起一面希望的大旗，指引着少年青年们想着未
来大步迈进，时光飞逝历史的车轮旋转至今日，我们迎来个
一个更加繁盛更加美好的崭新的纪元，身为后来者的我们没



有改天换地的勇气，没有背水一战的决绝，但我们却没有丝
毫理由可以退缩，新的使命在召唤我们，趁着这东风，迎着
这朝阳，踏着前辈的足迹，扬鞭跃马，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
迈进。

女先生读后感篇三

何为“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卷隽永，他们的背
影，我们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北大永远的校长，将北大由原来的官二代升官发财
之地变成了中国现在文化的起源地，从中走出了罗家伦，蒋
梦麟这样的校长，也成为我国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当时的北
大是各种文化的交流地，每种思想都可以在其中进行讨论。

还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和陶行知，按照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都
是名校的海归，更不用说当时的情况了，他们走入基层，探
讨平民教育的可能性，通过自己不断的探索，找到一条适合
于中国的路线。

能称之为先生的，都是一些有梦想，有激情的人，当这些人
面对中国残破的现状，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救中国，他们没
有革命，没有变法，他们求的就是将更多的思想传递给更多
的人，人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国家，让这些人
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提供了条件。

我认为先生，要有责任感，要知识，有激情，还要有梦想，
剩下不怕苦不怕累，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国家，奉献了一
生！

女先生读后感篇四

暑假读了《民国先生》，感触颇深。此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
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之人知



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
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
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
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
感叹。

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此书通过各章角度独到的观察、叙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
国文教生活的全景画，其丰富的内容能让读者对民国教育的
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此书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的身边事，文
字平易而不失文采，娓娓道来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
读来十分亲切。

书中以人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时传统学校教育的情况，也
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令读者
在感慨之余，也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

特别是梁启超先生的事例，更令人受启发。梁启超先生早年
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冷
酷、无情或者圆滑，他总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重情感，那
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
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全人
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
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
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那就是“爱”和“美”。

梁启超这种人生态度，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而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部艰
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个个生机盎然兴会淋漓，从不悲观，个
个都在追求“爱”和“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远离身边，梁启超只能在书信中了解孩子们的思想、



生活、学习的新情况。收不到他们的信，每次都焦急万分，
而收到来信时，则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信中，
梁启超常常这样称呼他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
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
小孩子们、老白鼻……从这些称呼当中可以足见他是多么疼
爱自己的孩子。

俗话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向父母讨债的。天下没有一
个孩子的成长不必耗费父母的心血，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同样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在
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信中，也能常常看出作为父亲的煎熬与纠
结。

梁思成与梁思永，从小就是一对活宝，专爱调皮捣蛋，对他
们的成长，梁启超没有少操过心。1923年5月8日，他在给思
顺的信中写道：“你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
性命争回。”原来5月7日，思成与思永开着刚从菲律宾带回
来的汽车被另一辆汽车撞伤了。时隔三天，5月11日，梁启超
在给思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
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
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须知此时的梁思
成已经是22周岁的大人了，尚且如此顽皮，可想梁启超的孩
子绝非天生优秀，全是后天成就。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推
迟一年出国留学，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
一截，更严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后来得天天穿
着钢制马甲。但梁启超并未对这样的孩子打骂相加，甚至连
腹诽都没有，反而仍在信中给予赏识与鼓励：“这回小小飞
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纯）挚的性质，我很喜
欢。”对推迟一年出国，梁启超还特别写信给梁思成宽慰他：
“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
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
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
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读一本好书，就像是进行了一场精神的洗礼，读《民国先
生》，使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女先生读后感篇五

记得这是读中学时候的一篇语文课文。不要误会，其实我对
于这篇课已经全无印象，只是记得这个标题。今日突然回忆
起来，源自一条新闻。

今日一则新闻报道说，“包括入学通知、课程表、考勤表、
成绩单、作业、同学照片等在内的一批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
专门学校期间珍贵资料图片今日在西北大学展出”。

突然看到“仙台”二字感觉似曾相识，往下看，“其中还有
藤野先生用红笔修改的鲁迅医学作业”，哦，原先高中课本
里提到的藤野先生确有其人，并且似乎对鲁迅的影响力还不
小。

其实，鲁迅在我心里是一个一向想读懂但一向都没读懂的人，
尤其在读到这篇课文的时候，当时并不以为然，实在读不出
平时的语言中所传达出来的韵味，我想多半是跟当时的经历
有关，并且应试教育之下，更别提能以一颗平常心来鉴赏。
早就被那些教条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选词填空”磨去
了大半的兴趣。

可是今日重新读起这篇文章来，竟然被文中的藤野先生感动
了。

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并且饱经战乱，似乎当时留学日本是一
种潮流，因为鲁迅刚到东京的时候看到很多盘着辫子的“清
国留学生”在樱花树下学习日语。（其实鲁迅字里行间传达
出来的身在异国他乡的愁绪，以及对清国留学生生活污浊的
失望，当时读起来竟然一点都没察觉。）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
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
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
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
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忙。
”他叹息说。

我想生命中有许多感动，有些感动往往是被人们积压在内心
深处。时过境迁，鲁迅依然对藤野先生念念不忘，“每当夜
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
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并且增
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
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女先生读后感篇六

本文内容丰实，笔意纵横，形散神凝，错落有致，一条鲜明
的爱国主义思想线索贯串了全文，使每个看来似乎是平淡无
奇的生活片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

作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断，其中有东京“清国
留学生”的生活情况，有东京到仙台的旅途回忆，有在仙台
的食住情况，也有受到日本具有狭隘民族观念的学生的排斥，
还有一次看电影受到的刺激，而重点却是记叙藤野先生的可
贵品质。

这些如文章开头第一句就写“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是紧接
《朝华夕拾》中的前篇《琐记》的。在《琐记》中，作者写
到在南京求学时一片“乌烟瘴气”，什么也学不到，“所余
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本篇由东京写起，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接着以讽刺
的笔触描写了“清国留学生”庸俗不堪的生活，反衬出作者
寻求革命真理的热切心情。

描写作者回忆起“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地名，表现了
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描写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同时交织着对自己的责备和对老
师感激心情，巧妙地突出了作者为祖国而刻苦学习的精神。

描写看电影受到刺激，决定“弃医从文”，目的就是为寻找
救国的道路。

总之，鲁迅与藤野先生相见、相处、相别的过程，也正是他
的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

他只身到仙台学医是出于爱国主义激情，后来也正是由于作
者怀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才与藤野先生结成深厚的友谊，最
后也正是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他毅然离开了藤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