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 向命运挑战读
后感(模板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一

有人说霍金向命运的挑战不仅仅是他能活着，更重要的是他
还能创造。读完《向命运挑战》，霍金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想象一下，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突然有一天得了不治之症，
医生通知他可能活不过3年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是什么样子
的？恐怕正常人都会万念俱灰吧，可是霍金并没有向命运低
头。他的伟大理想一直支撑着他，为了全人类他奉献了一切，
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这让我想起来张海迪姐姐，
身残志坚，可从未放弃过理想。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很
多。他们坚强的意志感染了我。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爬山经
历，我现在想想感觉有点羞愧。那天爸爸带我去爬山，快到
山顶的时候，我爬不动了，爸爸怎么鼓励我我都感觉没有力
气爬上去。最后我放弃上山，直接跟老爸一起下山了。离成
功还差一步的时候，我没有选择坚持，觉得自己意志力还不
够。《向命运挑战》鼓励了我，让我更加自信了。

我一定要想霍金那样做一个意志坚强，不怕困难的人，将来
为国家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二

两年过去了，他却被拒绝了一千次。有一天，他决定，自己
要先写剧本，待剧本被导演看中后，在要求当演员。一年后，



他把剧本给了一共拒绝了他二十几次的`导演，经过他的恳求，
导演终于答应了。

三年后，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了世界顶尖的电影巨星，
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史泰龙。

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理想，要
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不懈努力，不怕失败，靠自己的努
力去实现它。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学了一篇特别有意义的文章，题目是《一间改变命运
的房间》。从“房间”改变“命运”这一词，你就会觉得这
里的主人公真的能改变了吗?让我们去看看吧!

故事的开始就告诉了我们，真诚是稀缺的，让我感觉这一定
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老夫妇走进旅店没有房间，服务员热
心帮助他们住进了自己的房间，老夫妇被他的心感动了。走
之前告诉服务员我会为你盖一座旅馆，许多年以后老夫妇给
服务员来信，让他来到那里，看见眼前的`大厦是老夫妇为他
盖的，激动的很感谢他。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人要真诚、善良这样才能成为文中
的“服务员”。

一个人如果无私地付出，受到无私地帮助，那么在你需要帮
助的时候就会有人无私地来帮助你。无论是任何人，只要你
真心待人，成功就会伴随你左右。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四

费先生在书中给我们展示了乡土社会的特点所在。

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
泥土分不开的，u中国的文明的根源就是土地，是取资于土地
的。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口袋里
有了点积蓄就去买地。哪天衣锦还乡了，就得置地购宅。或
许大家都觉得，别的东西说不定哪些时候就失去了，而只有
土地它是正正当当地就在那里的。

乡土的非流动性就直接导致了血缘和地缘的出现。血缘是一
套根据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对对方权力和义务的体系，血缘
是稳定的力量。而地缘在人口不流动的原始状态下是和血缘
合一的。也就是说血缘相近的群体在土地允许的状况下是生
活在一起的，只有土地上的资源不够了，才会有一部分人漂
流带到外地，要么在另外一个群体里生活下去，要么重新开
辟一个群体。而前者往往是不被另外一个群体所接受的，因
为在地缘上他们是不相接近的。

从社会秩序来看，在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是占主要地
位的。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无法”的社会，因为它
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并不是说是根据个人好恶的统治，
而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所说的“礼治”也并不是君
子统治，它包含着国家暴力，社会阶层的严格命定，各种在
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
比如陪葬，株连等那都是礼，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的行为
习惯。也就是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
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膺服。在乡土社会
中，人服于礼是主动的，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
但“礼治”在表面上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
秩序，其实不然，它只是主动服从于成规而已。也就是说，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但
在一个社会变迁很快的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时无法维持的，



所以费先生指出，“礼治”也将会在社会变迁中慢慢走
向“法治”，这是“礼治秩序”的未来，也是乡土社会的未
来。

费先生也在书中提到乡土社会中权利的四种性质方式：从社
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利，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统一权
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从社会变迁中所发生
的时势权力。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长老权力是强势的，而
时势权力则相对不发达。时势权力的权力的构成充分地说明
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环境是固定的，变迁慢。

二、浅谈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的独创，在书中，他打了个比方，将
西洋的“团体格局”和中国的“差序格局”区分开来：西洋
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
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
捆、扎、把;而中国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
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通过这个比喻，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形象具体地表
现出来了：

首先是执行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实
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
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物上霜”就可以显现这点。而在西洋
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观念是建立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的，
团体是超于个人的存在。其次是判断标准的随机性。中国社
会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对于不同
的环境和人事，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我们往往讲的
是攀关系，讲交情。而西洋社会将的是权，社会对每个人是
公道的人对人遵守的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要互相尊重权利，
而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再次就是模糊的



社会组织的界限。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关于“家庭”的概念，
在中国，“家庭”这词是含糊得很，可以是自己和太太，可
以是加上孩子，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而在
西洋社会，“家庭”就是指他以及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明
确得很。最后就是社会结构的层次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向来
就是阶级社会，上下级关系的明确规定，使得社会层次分明，
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是由等级差别的。而在团体格局中，人
是平等的，是被一视同仁的。

费先生说，在差序格局中，以己为中心，向“石子”一般投
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
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可以这么说，在立体
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石头，而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
候，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
断交汇，而且还不断移动，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
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变动
之中，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缩”，这样
的动态模式也许可以更形象地体现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
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系。

而在中国复杂和变动的社会关系是有着它的社会根源，可以
这么说，“差序格局”的形成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
体系之中的。在《乡土中国》里，费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差序格局”是由儒家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而孔子所提
出来的“推己及人”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中国这种社会结
构里，从自身到他人正是一种推的过程，社会关系是逐渐从
一个一个人关系推出去的。儒家所看重的伦理之道鬼
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
上下”正是传统“差序格局”的状况，就是要建立社会等级
和社会制度。

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乡土格局

《乡土中国》有许多的延伸意义，让人看完有一种对乡土社



会发展未来探窥的望。

有一位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者曾这样写道:《乡土中国》是以
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勾画出中国基层社会结
构的原则。“费先生多年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乡村，他认为
在乡村里可以看到中国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一切问题都牵连
到这些在乡村里住的人民，所以对于他们生活的认识应当是
讨论中国改造和重建的重要前提。费先生力图使自己的研究
紧密的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如何从乡土社会转到工业社会”。

而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
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礼治秩序的全面打破，血缘和
地缘的分离，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
范围内，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这就导致了更多的乡土本色
被花花世界所淹没。

最明显的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变性。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自己
为中心所推出去的圈子，关系的亲疏是以距离的远近来衡量
的，而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但社会关系还是含糊得很，倒也不像西洋的“团体格局”。
不过可以打个比喻，中国人的人情视野开始有点像远视者眼
中的景观，近的反而看不到了。乡土社会是私人关系累积的
群体，费先生书中也有提到，在传统结构中，每一个家以自
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
坊”。过去喜事要请街坊喝酒，有丧事邻里也要出手帮帮，
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街坊
邻里就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群体。而我们的现状是，隔门的
邻居不太往来了，甚至是不相认识了，一个小区里的人们只
是为了各自的需求住到了同一块地域里，没有了以前同一块
地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

当然，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即使她从“农业大国”
到“工业大国”。中国人骨子里的私德是不会一下子消失的，
却反而有一种加重的趋势，社会上盛行的“各走各路”的风



气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地冷漠。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是孕育于农
业文明中的，中国人身上的“泥土味”是不会失去它的香气
的，所以老有一些“城市人”在那里鄙视“乡下人”，那就
有点可笑了。

以上是本人看完《乡土中国》后的一些想法，其实看完《乡
土中国》之后有许多的感想，但又不足以成文，所以只将能
成文者呈现出来了。

文档为doc格式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五

学习了《向命运挑战》这篇课文，我对主人公“霍金”的敬
仰之情油然而生。

《向命运挑战》这篇课文讲述了主人公“霍金”在身患绝症
的情况下，与命运作斗争，最后成为了伟大的夭体物理学家
的事。告诉了我们要取得相应的成就，需要一种精神，一种
不怕失败、不怕困难、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

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主人公“霍金”对病魔的轻蔑，对命
运的挑战。他在“脚不行了，手不行了，嘴也不行了”的时
候，仍然认真研宄问题，“他在大脑中想象着、论证着、推
理着、计算着。”我完全被他这种顽强的毅力深深地打动了。
霍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毅力，
是因为他对失败说“不”。他没有超人的功能，他的成就只
是自己创造的。他给了自己一种动力，使自己永远可以战胜
一切。

文章中介绍说，霍金写的科学著作《时间简史一一从大爆炸
到黑洞》风行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它的作者竟是“脚不行
了，手不行了，嘴也不行了，走路、吃饭、说话都由别人或
机器帮忙，体重只有40公斤的”霍金。



当失败来敲门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开门；当成功来敲门的时
候，你要微笑着，让它进来。但是，你必须经受住失败无数
次的敲门声，才会迎来成功的敲门声！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六

我看了一篇文章，向命运挑战。里面主要写身患重病的霍金
身残志坚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你努力，没有什
么不可能的，人定胜天嘛。

真的，很多文章读了之后，我都无动于衷，没什么感觉。可
今天看的这篇文章，使我有了很多的感受。

首先，霍金面对疾病的挑战，十分坚强，仍然对生活充满着
信心，坚持锻炼着身体，乐观地面对生活。而我，是不是有
几场小病就哭天喊地，忍受不了，而霍金却不会。这就告诉
我们：面对任何事情，你的态度决定一切。霍金把疾病看得
很轻，顽强地和它抗争，所以，他赢了。我记得有这么一句
话：“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着它哭，它就对你哭；你对
着它笑，它也对你笑。”所以，让我们向霍金一样，怀着乐
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用你的热情真诚地、认真地
去做每一件事。

其次，面对疾病的折磨。霍金没有放弃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他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精彩！他用对宇宙的了解和推理，
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敬佩！命运给予他的是不公平的人生，但
他用自己自强不息的斗志精神改变了命运，书写了一首绝妙
的韵曲。孔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让我们相信自己，笑着
面对挫折，战胜困难吧！人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总得经
历一些困难。既然不能避免，那我们就勇敢地面对它。

最后，让我们一起向命运挑战吧！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七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能够给我们不少启示，这时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哦。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天才与命运》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天才注定是悲剧”。

这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一句名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在追求幸福，祈祷平安。殊不知平
静而幸福的生活注定了人的一生将是平庸无奇，不会有什么
大的建树。所以说，幸福的'人生一定是平凡的人生。

反之，伟大的人生一定是痛苦的人生。因为伟大与天才的造
就首先一定是要经过逆境的考验，经历激情的升华。正如德
国哲学家尼采说过的“逆境是造就天才的最好环境”。

天才耐性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具有的是一般常人难以
忍受的刚强毅力。尼采的疯病、莫扎特的贫穷、贝多芬的耳
聋、爱因斯坦的孤独、海伦的聋肓哑……这些，无时无刻不
在考验着我们的天才。然而他们凭借着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
和意志力量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获得了成功。

因此，具有超常意志和超常毅力是成为天才的第一要素。

其次，“高处不胜寒”，天才的孤独只有天才自己才知道，
天才因为其自身的超前与独特往往与现实格格不入，他们总
是饱受着压迫和摧残，这使得他们具有敢于蔑视一切社会法
律和道德规范的勇气。

再有，天才往往知人类历史进程中起到推动和支撑作用。



弗伊德说过：“无天才则无历史”。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名字，历史将会怎样写?

《天才与命运》这本书试图从不同领域选取有的人物，选取
有的人物，来刻画他们与众不同的性格、思想、情感和意志。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鲜明的人物性格与特征，体验天才的不平
凡之处。

读了此书后我获益良多，我希望具有信心改变自己成为像那
些天才一样不平庸的人。

念头决定命运读后感篇八

今天上午，正是我无聊的时候，于是就拿起小学生学习报看。
其中，我读了《向命运挑战》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叫霍金，21岁时患上了绝症。1985年又得
了肺炎，治疗切开了气管。从此就全身瘫痪，只剩两根手指
可以动。他用这两根手指在琴盘上敲出说的词，组成句子，
通过语言合成器发出时间，来进行学术研。他关于宇宙大爆
炸理论的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他就是伟大的科学家。

我觉得霍金非常了不起，因为他患上绝症时，还战胜了重重
困难，还成为了伟大的科学家。他虽瘫痪了，但他不觉得自
己是一个废人，还一直用自己的两根手指头和自己的脑子为
祖国做贡献，报答祖国。这篇文章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如
果想取得成功的话，就要有一种精神，一种不怕失败的精神，
一种有恩知的精神和一种敢于向生命挑战的精神。我体会到
霍金的生活很艰难，同时也很丰富，快乐。因为他的研究让
世界震惊所以他的生活同时也是丰富，快乐的。

我和霍金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我一定要学习霍金
这种不怕困难，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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