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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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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级论语名著读后感篇一

读了《环游世界80天》后，我深有感触。这本书把人物写得
栩栩如生，文章内容曲折动人，读了让人回味无穷。

书中讲的是一位英国绅士弗蕾亚。福格，在俱乐部里与牌友
们玩牌时无意中和牌友打下了个赌，从英国伦敦出发，用80
天来环游地球一周。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事情是无法想象
的。但是，福格先生带着他的仆人毅然离开了伦敦踏上了行
程。他们先后途径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他们靠惊人的
毅力和对时间的精确计算，战胜了途中无数险阻，最终在出
发后的第79天返回伦敦，整整绕地球一周。

令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弗蕾亚福格在印度时英勇地救出将要
被焚烧而死的印度女人。她是一位王子的妻子，因为王子死
了，所以要她去陪葬，多么可怜的女子啊！福格先生一行人
以机智勇敢，救出了那个女人。福格先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
绅士，我真佩服他！

做人要诚实守信，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不能食言，
否则就会失去朋友，失去友谊。因此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
守信的人――这就是这本书给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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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论语名著读后感篇二

当我看完了《爱的教育》这本书后，我已经被它深深地感动
了。它主要讲了意大利的一名小学生安利柯的生活和学习。
书中的一个个小故事都包含了许多的爱，如《卡隆的母亲》
讲述了父母之爱，老师之爱和同学之爱;《执着寻母的孩子》
讲了儿女对父母的爱;《姐姐的告白》讲述了儿女对父母的关
心……每一种爱都不是惊天动地的，但却感人肺腑。“爱”
是多么闪亮，多么令人钟爱的字。人们追求爱，也希望能拥
有爱，爱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

其中令我影响最深的故事是《小抄写员》，它主要讲了叙利
奥对父亲的爱：叙利奥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不过因为家
里人多，而且工资少，所以他的父亲又找了一份抄写的工作，
每天回家都要加班。叙利奥见了，决定每天等父亲睡觉后，
偷偷地帮父亲抄写。于是，他模仿父亲的笔迹抄写了一张又
一张，而他的学习也随着越来越差。他的父亲很生气并且严
厉地批评了他，还说他自己是多么努力，比上个月多抄了好
几张。而他的父亲仍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叙利奥。终于，
有一天叙利奥在抄写时突然被父亲发现，父亲被他的行为感
动了，他终于明白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叙利奥。



“爱”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可是，有时候，
我们经常会忽略周围的爱：如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老
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朋友间互相安慰……有时候，当我们遇
到挫折时，常常会怨天尤人，就好像全世界都在跟我们作对
一样，甚至抱怨这世上没有人爱自已……这些往往都被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细细地加以体会。而如果你加以体会，
你会感觉到，人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六年级论语名著读后感篇三

在书中看到这样一个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故事：苏轼是一个大
才子，而佛印是一高僧，俩人经常在一起参襌，打坐。有一
天俩人又在一起打坐。苏轼问：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答：我看
你像尊佛。苏轼听后大笑，说："我看你像摊牛粪。"表面上，
似乎佛印又吃了亏。回到家，苏小妹对苏轼说："参襌的人最
讲究是见心见性，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你像尊佛，说
明他心中有尊佛，而你说佛印像牛粪，想想你心中有什么吧！
"

其实，我们想想，为什么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活得
欢欣而温暖，有些人却整天指责抱怨呢我想最大的区别就在
于两人的心态不同。平时在教学过程中，我往往会因为有成
绩差的学生而抱怨：为什么我这么倒霉，遇上这么一个学生，
班级因为有了她平均分低了好多……如果换一种心态，正是
因为她学习有困难，所以才更需要我去帮助她，如果每个人
都很聪明，还用得上我吗她的进步更能体现我的价值。这样
的话，也许每天抱怨会少一些，欣慰会多一点，心情也就好
一些，似乎更能过上快乐的生活。

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
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论语》
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
那种快乐的生活。我想：遇上开心的事，就尽情享受，与人



分享，因为你的快乐也会让别人快乐；遇上难过的事，一时
的悲伤难过人之常情，但长时间沉迷于此，你的生活质量就
会大大下降。希望大家都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快乐地生活！

六年级论语名著读后感篇四

《论语》这本书，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将平日记录孔
子及其弟子的一些言行合为一处而成的，其中孔子的言论、
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有了专门的`学派：儒家。

孔子没有留下任何一本可以完全证明是他写的著作，我们了
解他的思想，仅仅能从《论语》中寻找线索，可见这本书的
历史价值。

比如整本书的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
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我最喜欢的章节之一。

它分三句，我认为第一句其实是提倡不读死书，即学习知识、
道理，不能一直存着不动，最好时不时去实践一下，是一件
很愉快的事情。确实，我也试过几次，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是运用刚学的简便运算，对着长长的收银条快速帮爸爸完成
了核对，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认为是劝我们要珍惜与自
己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彼此之间能获得快乐；如果有朋友从
远方来看望自己，自己感到快乐，是因为知道朋友在乎和珍
惜自己。也许，有朋自远方来，古人会比现在的人更加感到
快乐，因为他们与朋友的每一次相聚和离别，都有可能是最
后一聚、最后一别，交通不便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我所在的
四川省，古人就曾说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认为是劝我们不要过
于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诋毁自己，可能是因为他们



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动机，不了解自己，并非恶意伤人心。如
果真是这样，那就不必生气了，为什么非要让别人了解自己？
孔子这句活中，提到对“君子”（我认为是指道德高尚的人）
的一点要求。即做到“人不知，而不愠”。

六年级论语名著读后感篇五

古往今来，中国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在悠久的历史文化
长河中，有一部永垂不朽的著作，这就是伟大的思想教育家
孔子和他的弟子所写的——《论语》。

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应该追求孔子那种学无止境、温故而
知新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传诵《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发
扬“孔子精神”。我们曾经学过“言必信，行必果。”“与
朋友交，言而有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些
都是出自《论语》，我们要积级做到这些话中包含的含义，
做一个诚信、好学的少先队员。每一个人都应互相尊重、取
长补短、团结友爱，这样才能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这就是
《论语》对现代人的启发。它还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脚
踏实地的做人，奋发图强的学习，诚实守信的交友，这样会
使我们变得更加自信、完美。如果说《论语》是心灵良药，
那么我们就好比那些心灵疮伤的人，只要一读《论语》，就
能安抚受伤的心灵，得到温馨的安慰。

这部《论语》是孔子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
璀璨的星星。我们一定要继承孔子的精神，让孔子和《论语》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