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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孙权劝学读后感篇一

《孙权劝学》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讲述三国东
吴名将吕蒙听从其主孙权的劝告而读书学习终成大业的历史
故事。近日，重读此文，仅仅119个字的全文中，“士别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是给我感触最深的。联想到我们的一些组工
干部，也常常以“多务”为借口，放松了学习，荒废了业务，
对党和国家的惠农新政策不了解，对组工业务不熟悉，成
为“吴下阿蒙”，更不敢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的
壮语了。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
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
程的又一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建党学说的
丰富和发展。作为组工干部，我想，必须深刻认识、坚决贯
彻，率先垂范，抓好落实，争做一名学习型组工干部。

“非学无以广才”，学习能够开启智慧、拓宽眼界。

学习是组工干部提高素质的必要途径，是进步成长的通达阶
梯。组工干部一定要有责任感、紧迫感和压力感，把学习当
作一种觉悟、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是要跳出组织系统看
组织工作，学习了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
的新特点、新态势，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和党情，深入把握



中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培养世界
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加强对经济、文化、法律、历史、管理、
科技、网络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
素质。二是要不断学习业务知识。

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从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深下
去，钻进去，融进去，对文件规章、领导讲话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努力成为组织工作的“活字典”。三是要多向基层
群众学习。充分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加大基层锻炼实践力
度，掌握基层工作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想、
所盼。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找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切
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推动组织工作的贯彻落实。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组工干部要把勤于学习
与勤于思考结合起来。一是要在学习过程中思考。不学习没
有知识，不思考没有提高。做好工作，除要有爱岗敬业的奉
献精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方
法不对，事倍功半;方法科学，事半功倍。

在学习掌握知识的同时，只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问题的解
决就要大胆思考，勇于创新。必须边学边思考，加深记忆，
突破局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定势，从陈旧、
僵化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积极谋求新发展，寻求新突破。二
是要在深入实践中思考。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
断修正、完善学到的理论或加深对其的理解。解决老难题是
创新，借鉴别人的经验用于实践是创新，整合现有资源也是
创新，要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选准切入点，总结思考如何
做结合文章，如何整合资源、借助“外力”，善于总结基层
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抓典型。及时挖掘发现总结好的做法、
好的尝试，并不断提炼、提升，使之日趋成熟。三是要在总
结成果中思考。



总结是对过去工作的整合、归纳提纯，对下一步的工作开展
有指导和借鉴意义。在完成每一项任务后，要及时整理工作
中形成的资料，反思整个工作流程，思考成功方面的经验，
缺失地方的教训，以后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能够少走弯路，工
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就会得到显着提高。

衡量一个干部是否学以致用，用有所成，就是要看在分析问
题上是否有新观点，在处理问题上是否有新举措，在工作上
是否有新成效。

广大组工干部必须在学习中勤于创新，围绕组织工作中出现
的新问题，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运用
理念与发展理论相结合，直正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落实到各项
工作中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
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组织工作的
针对性、预见性、主动性，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
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
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要将学习成果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学习
效果;坚持以用促学，深化学习，从实质上提升学习效能，转
化学习成果，如此才能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才能
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任务。

孙权劝学读后感篇二

读了《孙权劝学》以后，我有很大的感受。

特别是吕蒙能听从孙权的劝导，虚心接受孙权的批评。

我们也要像吕蒙那样，我们应该虚心接受老师和家长批评。
不能有一肚子怨气。我们也要学习孙权不断学习。孙权那么
忙，但还能抽出时间学习。难道我们不应该像孙权那样不断
学习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增长才干。



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墨守成规。

不过为什么吕蒙却能在“三国英雄表”内出现，但天生奇才
的方仲永却落个再平庸不过的“庄稼汉”呢?原因就是在于如
何看待原来的天分。年轻时游手好闲的吕蒙在孙权的劝说下，
“涉猎将往事”，最终学有所成，使得鲁肃能够真心的感叹：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但是瞧一瞧神童方仲永，五岁能做诗，且文理皆有可观者。
不过只是因为“父利其然也，不使学”结果泯然众人也。一
代神童就是因为父亲的贪图小利而毁于一旦，假如父亲能够
找个老师好好调教，说不定也是一位栋梁之才啊!“伤仲永”
这个题目的“伤”真的是再恰当不过的表现了王安石的叹息
啊!

高尔基曾说过：“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
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加幸福和有意义。”的确，一个人读的书
越多，就越能明白事理，也就更能读懂人生，更加珍惜人生。
我们说人生是一条路，而这条路确实有无数本书铺成的呀!如
果没有了书，那么它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就会永远只是一
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路，甚至会变成一条被人们遗忘了的
路，一条被人们丢弃了的路。培根的一段话尤为精彩：“读
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聪慧，数学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
思想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学使人善变……无非就
是让我们博览群书。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相信我们的生
活就一定会充实幸福。

至于我自己，平常也酷爱读书。但不像一些文人，捧着书就
不肯放手了。我从不刻意的花几个小时来看书，除非那时比
较清闲。我喜欢挤小时间，因为我觉得那样利用会比较节省
时间。这样，一天算下来，我最起码可以有两个小时看书。
但是我知道，在文学方面，我还要更将努力，所以，我会读
更多的书。



最后以高尔基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书籍是人类进步
的阶梯。

孙权劝学读后感(三)

孙权劝学读后感篇三

《孙权劝学》这一篇文章讲述了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最
终吕蒙有了很大的改变，鲁肃也与他结为好友。读了这一篇
文言文，我有了很大的收获，从三人里任意一人的角度出发，
都获益很多。

孙权：作为一国之君劝人读书善用人才

在文章中，孙权作为一国之君，能够放下架子来劝吕蒙读书，
说明孙权爱惜人才善用人才，君王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历
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君王，例如曹操，当初他看中关羽，想
留他在曹营，但关羽不肯，硬是从曹营杀出去，落下一
个“过五关斩六将”的美名。其实是曹操将他放走的，不然
关羽不可能活着回到蜀国。再比如汉武帝，当初汉武帝巩固
大一统王朝，他采纳董仲舒的“推思”建议，实施了“推恩
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从
而使西汉开始进入鼎盛时期。由此可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
要懂得善用人才，这样更有益于我们管理。

吕蒙：读书增长才干和谋略

吕蒙开始学习后，有了很大的改变，不但增长了才干和谋略，
也结识了新的朋友，这足以说明学习的好处。古代有很多勤
奋好学的例子：凿壁偷光，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囊萤夜读，
程门立雪.....这些人都成为了大伟人。可见，读书没有坏处，
努力读书的人最终都一定会获得收获。一些伟人用一生去读



书，我们更不能懈怠，应更努力读书。

孙权劝学读后感篇四

《孙权劝学》这篇文章讲的是吴王孙权劝其大将吕蒙学习的
故事，读了这篇文章，我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其次，我认识到只要肯学，就能挤出时间，就会学有所获，
学有所成。当孙权劝吕蒙学习时，吕蒙说自己军务繁忙，没
有时间学习。吕蒙作为吴国的大将军，忙是肯定的。可贵的
是他最终听从了孙权的劝说，开始挤时间学习，并大有收获。
不久后，鲁肃经过浔阳，与他相聚，听了吕蒙的谈吐，大为
惊讶，认为吕蒙已经不是昔日的吕蒙了，真是士别三日，令
人刮目相看。我想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
诗句，我明白了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我又
想到了一个故事：一位巴格达商人走在山路上，突然，有个
陌生的声音对他说：“捡几块石头吧，明天，你会既高兴又
懊悔。”商人于是捡了几块石头，继续赶路。天亮了，他掏
出石头，它们全变成了宝石！商人无比高兴，可是，过一会
儿，他又很懊悔，捡得太少了。我们的学习难道不也是这样
吗？今天学的东西，看起来是那样的平平淡淡，甚至枯燥无
味，但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他们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我感到学习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是一个化平淡为神奇的
过程，更是一个不断积累财富和过程。

孙权劝学读后感篇五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意思为跟读书人分别几天，就要
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常见，身边的
人每天都在一点一点地进步，从开学到现在，大家的字写得
更漂亮了，写作水平提高了，做题速度更快了。每一天都要
用新的眼光去打量，相信假期结束了，一定会有很多人突飞
猛进，我们应“即刮目相待”，重新定义别人，不活在过去。



《孙权劝学》这一课从任何一人的角度想，都会有很大的收
获。我们应多读书，扩大阅历，勤勤恳恳定能有所回报！

《孙权劝学》的故事，让我受益匪浅。

这篇文章共有三位人物――孙权、吕蒙、鲁肃。吕蒙是孙权
手下的一员大将，他百战百胜却不肯读书，经过孙权一番有
情有理的劝导后，吕蒙明白了自己身负重任则更需要好好读
书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换得了鲁肃的“非复吴下
阿蒙”的评价。我也由此想到了我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