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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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初中读后感篇一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绝不是
今天的少年才有的。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
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

——这是出自于作者。

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青铜一家老小相濡以沫、同心
协力，艰辛却又是快乐生活着，从容坚韧地应对着洪水、蝗
灾等一切苦难。然而12岁那年，命运之神又将葵花召回了她
的城市……从此青铜日日坐在草垛上，遥望小河的尽头，遥
望葵花消失的地方。失去妹妹的痛苦使青铜仰天大叫，他从
心底高喊出了一个名字——“葵花”！喊声震动了所有人的
心灵。

书页翻动着，泪水一滴一滴流下来，我没有拭去，任它们打
湿书页，“吧嗒——吧嗒——”这不仅是泪水的声音，更是
一曲伟大的、震撼人心的爱的乐章。浓厚淳朴的爱，深深的
兄妹情还有那全村人的善良与团结，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
深处，震撼了我的灵魂，连我的血液都随着这故事情节的起
伏而潮来潮涌。

我们在条件优越的城市里生活，过着青铜、葵花眼中天上人
间的生活，但我们比青铜、葵花差远了。他们在田里劳动时，
我们在家里看电视；他们在吃桌子上的粗茶淡饭时，我们在



为山珍海味发牢骚；当他们给爸爸妈妈捶腿捏腰时，我们在
数落爸爸妈妈的种种不是……我们就这样被宠着、溺爱着，
从来没有感到苦，更谈不上青铜葵花受的什么蝗灾、旋风。
但细细品味，我们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挫折痛苦只是生
命中的一部分。再好的宝石也需要雕琢；再好的树苗也需要
剪枝。只有在痛苦中挣脱出来，才是真正的强者，才会感受
到真正的苦中之美！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好，但痛苦又
何尝不美妙。有好几次，我都因为考试考不好，而感到伤心
和莫大的打击，我虽知道伤心是没有用的，但仍然是痛哭不
止。后来，我渐渐的适应了失败的痛苦，我便有了继续努力
的动力，我想，我只要努力，踏踏实实地学习，我就一定可
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成功的喜悦。我不断的磨练自己，终于有
了自己的快乐。

青铜与葵花，都是流落人间的天使，他们的相遇，既是由于
生命中的一次邂逅，更是上天注定的必然。他们心中各有一
对隐形的翅膀——既是雪白的，纯洁无瑕；又是鲜红的，爱
意满心。只有拥有这对翅膀的人才能在人间质朴的情感的天
空中自由飞翔。这种对苦难、对真情、对美好人性的细腻描
写和咏叹宛如一股温暖清澈的春水，将湿润和纯净着每一个
人的眼睛、心灵，牵引着我们对生命中真、善、美的永恒追
寻。

我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不
论有多少的艰苦在等着我，我想苦至深，则显美。

初中读后感篇二

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比如《鲁滨孙漂流记》，它给了我一场荒岛的历险，还给
我带来了许多启示。



鲁滨孙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在一次航海中，鲁滨孙所乘的船
在一个荒岛附近触礁，船上的水手和乘客全被淹死了，只有
鲁滨孙一个人幸运地活了下来。幸运又倒霉的鲁滨孙，刚开
始来到荒岛的时候，他慌张、害怕、绝望、不知所措。可是
他又振作起来，敢于冒险，与大海风浪搏斗。

他忍受着孤独、艰辛、病痛和危险的生活，历经了艰险，九
死一生。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白费力气，没有成功，但他从
来不灰心失望，总是总结了失败的经验又重新开始，辛勤的
劳动换来了令人欣慰的回报。这些没有一件不是费了很多力
气的，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得来的。他经历了没有淡水的
痛苦，克服了一个人孤独、一人生活的恐惧，熬过了无人岛
上漫长的生活，战胜了自己精神的绝望。

他二十八年如一日。二十八年！一个多么令人惊讶而又不可
思议的数字！尽管如此，他还是相信：“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最后，他如愿以偿地回到英国。

我不禁反省自己：如果我流落到孤岛，能活几天？又能些做
什么？如果我是他，我当船在暴雨中失事的时候，我会像他
那样勇敢会面对，沉着冷静吗？不，不会，因为我没有那份
自信：如果我是他，当独自一人置身荒岛之上，叫天不应，
叫天不灵时，我会像他那样寻找食物，建造住所吗？不，不
会，因为我没有那份胆量；如果我是他，当看见野人时，我
会勇于拼搏，勇敢杀敌吗？不，不会，因为我没有那种勇气。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与无能，学校、家长为我们铺设成
长的道路，我心安理得地在这条平坦的大道上走过一年又一
年。没有挫折，没有风浪。还身在福中不知福，根本没有体
验过生活中的苦涩。

这本书令我受益终生：人不论何时何地，不管遇到多大的困
难，都不能被吓到，要勇敢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始终保持
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和挑战厄运。凭自己的双手创



造财富，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的人生也会随着这本书而起航，在人生的航海中，勇敢前
进，永不放弃！

初中读后感篇三

悲剧总是能够给人们以更强烈的警醒，唤起那些走向毁灭的
失败者。我想，这也是老舍写这本书的用意。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同样，无论是
祥子、虎妞、孙侦探、刘二爷还是曹先生、小马儿祖父，他
们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刚刚接触这个社会时，是怀着友
好和纯真的心去与人交往去干活。但是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玷
污了他们纯洁的心灵，打碎了他们对世界的美好幻想。他们
没有想到社会上的人是如此阴险狡诈。而善良的自己必定会
成为坏人所攻击的对象。所以他们只有变得自私，让残酷无
情化为自己的保护盾。起初做违背良心的事，是为了活命，
后来他们被利益熏心，被金钱黑化，他们贪婪地渴望得到自
己想要的一切，哪怕不择手段。渐渐的，他们已经老练地与
社会上的小人打成一片。最终他们变成了“社会病胎里的产
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不得不说他们都是社会的“牺牲品”，也是老舍笔下的悲剧
人物。但是他们的悲剧却警醒了我们：人，有可为，有可不
为。

祥子刚来到北平时以自己仁义的方式为人处世，不与老弱病
残的车夫抢生意，不与顾客讨价还价，遇到要帮助的小马儿
爷俩还会自己掏钱买两个肉包子……这便是可为。圣人说过：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该做的
事，绝不去做，这便是仁。人的心中一定要有一杆“秤”，
它能够“称”出来什么事情必须要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能做。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到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经历了重



重磨难后祥子堕落了，他为了钱可以去出卖人命，可以去和
老弱病残的人争客人，甚至为了多赚钱，不惜拉着客人跑远
道。拉车过程中，一点儿也不在意客人的安全。这便是不可
为。凡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去毁灭他人幸福的人都是小人。我
们的幸福是建在他人的真心祝福之上，而不是他人的痛苦之
上。我们的财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换来的，不是通过耍手
段骗来的。

无论面临怎样的险境，都要知道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无
论身边的人怎样的险恶，都要坚持自我，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这便是老舍想要通过《骆驼祥子》这本书告诉世人的吧。

初中读后感篇四

最让我爱不释卷的是作者塑造的一个个生动形象、性格迥异
的人物：顽皮机灵的桑桑，自尊自爱的陆鹤，坚强勇敢的杜
小康，善良自信的纸月，爱憎分明的秦大奶奶……每个人身
上都散发着人性的真、善、美，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故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秦大奶奶。她尽管不是全书
的主人公，但是，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牵动着我的心，
因为，在我的眼里，她就是一个重要的生命理论。她的淘气，
躺在艾叶地里打滚儿；她的气愤，赶着鸡鸭向学校进攻；她
的善良，奋不顾身地救孩子；她的舍己救人，面对生死两种
选择，她没有迟疑，不假思索地保护学校的南瓜，最后，竟
然就因为这个南瓜永远地离开了人们，离开了油麻地，离开
了世界。但是，她永远活在油麻地人们的心中，每个人的心
中。

在秦大奶奶与油麻地小学越来越友好、越来越亲切的过程中，
我深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要对别人宽容、大度，
正如书中所言：所有人对人生的每一次付出，就像空谷里的
喊话，你不必期待谁能听见，但那绵长悠远的回音就是生活
对你最好的回报！世界是公平的，不管美丑、高矮，只要你



敢于表现自己，勇于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胸怀够宽够广，你
永远是个成功的人！

初中读后感篇五

一个雨前的黄昏，蹲在院子透气。偶然间看见那些小小的生
物在自己的洞旁迅速且忙碌的搬运着从洞内刨出来的小土粒，
来来回回，不停不歇。

人，多像这些蚂蚁啊！每天都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着。累，
想停下来，但不可以，只要一停下来，就会恐慌，无措。

有一只蚂蚁远离了洞口，朝远处快速的爬去，慌慌张张的，
它也想离家出走么？……我紧紧地盯着它，结果没走多远，
又匆匆地拐回来了，为什么？我无从知晓……。

忽然我想到了自己。曾经多么想逃离父母庇护的翅膀，去感
受独自飞翔的自由，去追求我一直梦想着的天堂。我努力着，
饥饿侵蚀着我的身体，暴风雨拍打着我的翅膀，那时转身的
勇气不断的嘲笑着我，也提醒着我：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
要走完！

我坚持下来了，抖了抖身上的泥水，回首的那一霎那才发现；
原来，他们一直都在……

思想恢复了平静，蚁窝又一如既往地繁忙而有序。看厌了这
样的单调，我心中升起一丝邪念，好奇心促使我动手捣毁了
它们的窝。没想到，从外面看虽然只有一个米粒大小的洞口。
里面的空间却有两颗花生那样大，洞口有几小片树叶支撑着
浮土……真让我惊讶！这得需要它们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我
的愧疚更深了…。

洞被摧毁之后，它们先是惊慌乱窜，可是没多久，就恢复了
平静，它们纷纷爬入洞口，开始新一轮的劳作。它们是想再



造一个家。

如果我们的生活遭到破坏或颠覆，我们会像蚂蚁一样坚定吗？

十分钟后，蚂蚁的洞已小具规模，我的心稍感安慰：希望以
后你们不会再遭遇人的脚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