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六年级红楼梦读后感(大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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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
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六年级红楼梦读后感篇一

“女人无才是美德”，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这样
的时代，有多少女人愿意成为农妇。今天，《红楼梦》中不
同的香菱启发了我，“女人有才是美德”。

——题记

读完《红楼梦》，合上书，书中的个人物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聪明的`贾宝玉，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豁达稳重的薛宝钗……
但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平凡、勤学苦练的香菱。

在书中，《呆香菱努力学习吟诗》特别吸引我。香菱让黛玉
教她写诗，所以黛玉给香菱读了一些书。香菱仔细阅读，背
诵了黛玉画的一切，仔细思考，说：“我非常喜欢书中的许
多诗。我必须学会写诗。你可以再给我看一些书。”黛玉听
了，拿了几本书让香菱读，给了她一个话题，让她试着自己
写一首。

这时，宝玉和探春都来了，大家一起谈笑风生。然而，香菱
一心一意地写诗，却忽略了每个人。她坐在旁边思考，甚至
不在乎吃饭。当每个人都看到她写得很辛苦时，他们都告诉
他不要再想了。先休息一下，香菱拒绝了，一个人坐在岩石
上发呆。那天晚上她直到很晚才睡着。她刚睡着，突然喊
道:“是的，是的！”我把梦里的诗写了出来，大家都觉得她



做得很好。

读着香菱的故事，我不禁想起了古代。“女人无才是美德”，
但香菱致力于读诗，学习写诗，使自己充满诗经和才华。每
个人都非常喜欢她，钦佩她，我也被她的才华和精神所吸引。
难怪父母和老师都说：“知识是指导生活到光明和现实领域
的蜡烛。

我记得有一次，在期末复习期间，我沉迷于网络游戏，在一
些复习时间玩游戏，所以我的成绩急剧下降。结果，我的期
末考试并不理想，我被父亲批评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
碰过这个游戏了。

香菱的故事告诉我：“女人有才就是德”。长大后，我一定
要做一个像香菱一样有才华的女人。

六年级红楼梦读后感篇二

《红楼梦》主要写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
剧，还写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兴
衰史，揭示了封建末世的人间百态，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敲响
了警钟。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文中的人物，一共塑
造了九百多个人物，对每个人物的刻画都栩栩如生。他们不
仅个性鲜明，还各有各的风采：精明泼辣、阿谀奉承而且精
于算计的王熙凤，多愁善感、疑心重重但才华横溢的林黛玉，
叛逆多情、玩世不恭可心地善良，不屑于官场的尔虞我诈的
贾宝玉，活泼开朗却不失稳重端庄，娴静可爱的薛宝钗……
我觉得最有趣的当数心地善良、老于世故的刘姥姥。她虽然
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她十分有良心。以前在她自己家没
有钱花的.时候，贾家帮助过她；等到贾家穷困潦倒时，算不
上富裕的她却能拔刀相助，是一个正直的人。特别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刘姥姥游大观园》这一章节，她吃饭时故意鼓着



腮帮子幽默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
猪，不抬头！”哄得众人哈哈大笑，我也跟着捧腹大笑。多
么幽默风趣的语言！读着读着我仿佛身临其境一般，真得看
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刘姥姥呢！

透过他们的人生遭遇，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场悲欢离合、命运
浮沉的人生大戏，更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的人
物之多、场面之盛，在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写出这样的巨作，与作者能细致观察生活是离不开的。今后
我写作文时也要学会如此观察，才能将人物形象刻画到位，
更好地写出妙趣横生的作文。

六年级红楼梦读后感篇三

明清时期的经济逐渐从顶端衰落。《红楼梦》中的薛王贾林
见证了从繁荣到衰落甚至家庭毁灭的整个过程。

林黛玉因母亲病去世。听到这件事，她的祖母(即贾母)心里
对黛玉产生了可怜和爱，想把黛玉带到自己身边，给她一些
依赖和安慰。黛玉离开父亲后，黛玉离开父亲来到贾府。黛
玉的母亲警告她要多注意贾府的生活。因此，黛玉在贾府的
生活可谓步步惊心。黛玉一开始不想靠近宝玉，怕这个一直
受宠的宝玉给自己添麻烦。但后来两人相识相熟后，尤其是
在吟诗作曲中，成了知己。黛玉，虚弱，多病，在贾府地位
不大，要小心，怕惹恼谁的女人。最后，在大家(宝玉除外)
的`欺骗下，她在宝玉结婚当晚去世，默默离开了这个不属于
她的世界。

贾宝玉一出生就含有一块玉，这也是贾母宠他的原因之一。
宝玉性格叛逆，总喜欢和女人一起唱诗作对。宝玉第一次见
黛玉的时候，没看就换了衣服，但是看到黛玉之后，她很喜
欢和黛玉在一起。当两人都明白对方的爱时，宝玉又送了黛
玉旧手帕，这意味着她承诺只对黛玉好。不幸的是，宝玉和
宝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亲戚，知道林姐姐不在了。之后



他一直失魂落魄，直到家里发生了变化，才恢复。但在宝钗
的再次刺激下，宝玉又变得失魂落魄，直到他看透了红尘，
成了和尚。

宝钗，一个想坐贾母的人。黛玉生病的时候，给黛玉送补品
和问候，是为了放下黛玉对她的警惕。最后贾府败了，她想
继承贾母的地位不复存在。况且宝玉出家当和尚，只能当寡
妇。

通过塑造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的三位主角，我们可以看
到当时的封建专制是多么残酷。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也达到
了顶峰，使薛王贾林等大家庭衰落，平民更加痛苦。可以说：
国富，人民苦；国家死亡，人民苦。

六年级红楼梦读后感篇四

不可有那么多的人到科学研究《红楼梦》呢。

小故事讲的是一个大家族的盛衰，一个大家族的.尺寸小故事。
主人翁为贾宝玉，他应当来说是一个柔中稍微带刚的小伙，
他的柔有一部分是由于自然环境引发，她们家来来回回基本
上全是女士，执掌全家人的也都是女子，顺理成章地就应了
一句话近墨者黑，旁观者清。她们的大家族是由于家里一女
子进宫当上皇上的萌妃而盛起，因此她们每天作诗作乐，而
在其中又有两女子非提不能，那就是薛宝钗和林黛玉。林黛
玉天性猜疑，敏感多疑，可贾宝玉偏要便是喜爱她，她身体
弱，老祖先瞧不起她，便骗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婚，林黛玉知
道消息气疯，而当贾宝玉解开喜帕发觉并不是林黛玉，而林
黛玉又不幸身亡，痛不欲生，出家产了僧人。

这儿的是是是非非非是剪不断理还乱，理还乱，让人见到古
时候婚姻生活的疏漏，他们通常都有爸爸妈妈解决，哪些指
腹为婚，更加好笑的是，她们有时候没见过面便糊里糊涂地
结婚了。并且古时候女子争着要进宫，由于那般能够使大家



族荣华富贵，可皇上有过千妃子，受宠一时，不久又要被遗
忘了，他们又何必进宫呢？皇上姥儿们饮酒作乐，锦衣玉食，
而普通百姓则是吃完上顿沒有下顿，日常生活之苦让人无法
想象，也难怪拥有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谋反了，伤害之缘
還是取决于皇上的身上啊。这一出出的不幸让人寒心而又恼
怒，让人不由自主讨厌起古时候的苛捐杂税，他们把普通百
姓一步一步往火堆旁边推，真让人深恶痛疾。

《红楼梦》一书要我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忧愁，一会儿恼怒一
会儿有感而发，也让我想了许多，也许吧，诸事不可以极致，
而人也这般。

六年级红楼梦读后感篇五

也许，大多数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不理解黛玉，她也不需
要别人理解，因为不理解她的人不理解她内心的渴望。

作者通过贾宝玉的眼睛，为我们描绘了一位聪明、多才、美
丽、体弱的病态美女。这样一个软弱的女人，无视世俗的传
统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在经历了无数的毁灭和生命的终结
之后，封建社会凶猛的面孔加速了她的芬芳。

看完《红楼梦》，我们不会忘记黛玉临死前的场景。当她生
病时，紫娟到处求助，但没有人愿意帮助她。为了避免厄运，
贾妈妈把宝玉的婚姻转移到别处。一方面是婚姻的喜庆景象，
另一方面是死前的悲伤，“天末！香丘在哪里？香丘在哪里？
黛玉的葬花吟诵无怪。哪里有一个干净理想的地方，哪里有
我自己的理想，哪里是香丘？我现在生活的现实社会是肮脏
的。我想找到一个我理想的地方。

黛玉直到死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一对追求自由的`年轻男女，
在封建的枷锁下，为之担忧，为之怨恨，生死分离。“一朝
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就这样，黛玉在宝玉的婚礼
锣鼓声中死去。带着她的甜蜜走了。甜在何处?甜蜜在这个人



不接受世界，世界不接受世界的理解和亲爱，在孤独的世界
里，宝玉是她心中永恒的温暖；在爱的世界里，宝玉是她心
中永恒的痛苦，尽管她最终成为封建制度下的受害者。

假是真是假，什么都没有。”假是真，让人无法理解《红楼
梦》中的一切。作为一个灵魂人物，林黛玉不同于普通人。
她就是她，一群清高孤傲、自我欣赏的空谷幽兰。林黛玉的
自卑情结是由命运造成的，这也写下了她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