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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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读后感篇一

今年寒假，妈妈向我推荐了一本高尔基写的《童年》。听妈
妈说，这是她小时侯很喜欢的一本书。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去
读这本书，一下子就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

故事主要讲了四岁的阿廖沙因为父亲去世，来到了外祖父家，
后来随着母亲改嫁，和继父一起生活。暴躁的外祖父给阿廖
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最初的创伤。只有外祖母的爱让阿廖沙
没有被困难压倒，让他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他在这些困
难中懂得了：只有斗争才能活下去。

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阿廖沙在外祖父家
受苦，过寄人篱下的凄凉生活。想想他，再看看现在的我，
我真感到自己太幸福了。阿廖沙从小就失去了父爱，而我从
小是爸爸妈妈宠着长大的，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要什么有
什么。

阿廖沙从小就呆在家里干活，帮妈妈分担家务，他从不抱怨，
过那么艰苦的生活还勇敢的去面对。和他相比，我们生活在
这个时代太幸福了，我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努力学
习，做一个像阿廖沙那样懂事、勇敢、勤劳、善良的好孩子。

一年读后感篇二



平娃的童年非常艰苦。她家里穷的叮当响。娘把她和妹妹拉
扯大，费了不少工夫。每天起早贪黑挣工分，供姐妹俩上学、
生活。

有一次，平娃的学校为了庆祝“六·一”，每个同学都发三
个馒头。平娃把这件事告诉了娘和妹妹，她们一家都很高兴。
“六·一”那天，平娃领到了三个大馒头，走在回家的路上。
她看着手上的馒头，口水一咽再咽，肚子也饿得“咕咕”叫。
于是，她就先吃了自己的那个馒头。三下两下，把馒头咽下
了肚，可是一点味道也没有尝出来，她只好把娘的那个也吃
了，只给妹妹留下一个。可后来，口水和肚子又故伎重演。
没办法!无奈下，平娃只好把妹妹的那个馒头也给吃了。

回到了家，平娃呆呆地看着手中空空的荷叶包，连馒头屑也
没有了。她不知道怎么进家门，怎样躲开妹妹的目光。

呆立间，同院二丫娘来串门。还夸二丫饿着肚子把三个馒头
都带回来了。娘也笑着打开锅盖，锅里奇迹般地蒸着五个馒
头。晚上，娘把馒头分给平娃和妹妹吃。妹妹狼吞虎咽地吃
了起来，平娃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娘却淡淡地
说：“吃吧，平娃。不就是几个馒头吗!”平娃听了，心里有
了一点安慰。

后来，她才发现，就在那一天，她的童年结束了。

一年读后感篇三

在我阅读《你一年的8760小时》这本书的时候，被它讲述的
管理时间的方法和故事吸引。这是一本教你如何管理时间的
书籍，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利用时间的人，于是我抱着
能够更好的学会有效利用时间的态度读完了这本书。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艾力自创的“34枚时间金币管理法”，原



理是将自己醒着的17个小时分为34份，他把这34份时间称
为34枚金币。每天选择一个时间回想这34枚金币是怎么花的，
并做一个记录，这样就会知道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哪
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所以
我们应该记录自己每天的工作，知道自己每天做了什么、有
什么收获、有什么成长、有什么不足。

作者艾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身兼数职体会不同人生的关键，
在于他对时间的苛刻和有效利用。他的成功，让当下奋斗中
的我们看到了一种真实存在的成功的可能性――一个人，即
使没有任何背景，靠着日复一日的努力和坚持，学会聚焦，
在某一个领域做到极致，也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
本书教会我如何最大化的利用时间，因此我将合理的规划我
每天的时间，从一点一滴开始，在有效的时间内做出有效的
事情，这样才不会浪费我宝贵的一生。

一年读后感篇四

这次，我读的并不是名著，而是，一本写法国普罗旺斯的书，
书中主要写了作者彼得·梅尔和他的妻子还有两只狗在普罗
旺斯一年中的生活。彼得·梅尔的家是一所古旧的石屋，他
们的院子里有游泳池、井、酒窖，还有樱桃树和葡萄园。春
天樱花开了，粉色和白色的樱花围绕着他们的房子，房子好
像浮在花海上。美景吸引来了许多人们，有的人们在他们家
门前拍照，还有的人想在他们家院子里野餐；夏天到了红彤
彤的樱桃熟了，一大早他们的朋友福斯坦就来他们家摘樱桃
了，接着几天果园中挤满了大小胖瘦各色的摘樱桃人；秋天
紫莹莹的葡萄熟了，福斯坦一家又来到了彼得·梅尔家摘葡
萄，在嘈杂的人声中，摘下来的葡萄被送到了酿酒的作坊；
转眼冬天来了，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足不
出户，梅尔先生的院子也清净下来了。

我好羡慕彼得·梅尔悠然自得的生活，我也想到普罗旺斯去，
有一所自己的石屋，有一座自己的果园！



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虫子们总有厌倦的一天，中国的城市青
年很多会选择逃到丽江或者大理，在那里晒太阳，发呆，无
所事事，进行自我放逐，做一个有固定期限或者无期限的流
浪汉；而一个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业中打拼了十五年的、
曾经的国际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英国人彼得·梅尔，
他选择的放逐地是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而且是告别城市的
一切，永久地停留在这里。他和妻子在这里买了一幢乡间的
房子和一片葡萄园，带着他们的两只爱犬，隐居于此。

在书的尾页上，彼得·梅尔有这样的自白“我是一个匆忙的
都市人，我享受着繁华，失去了健康和宁静。我哈欠连天，
没有胃口，脾气暴躁，没精打采，还有轻微的妄想症。突然
间，我想逃，远离这一切……我找到了普罗旺斯，在这里静
静地度过了一年，我是幸运的，在别的地方，也许你永远只
是一个观光客，但在这里，我感到悠然自得……”

我向往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此刻，我知道该怎样做了……

一年读后感篇五

不知不觉把艾力的.《你一年的8760小时》看完了。挺喜欢他
的文字的。这本书可以归纳他的自传吧。这本书是写他的成
长经历。边总结成长边传授给大伙一些努力技巧。最近也看
了不少人关于成功，成就做的文字。慢慢品味出一些东西来。
我这人生性热度三分钟，来得快去得也快。

看“简书”的头两天，便把“简书”归于自己每天去看的事
项里，过了热劲后，猛然的醒悟，把时间流连在不断的他人
文字里，太费劲的，虽然里面不乏有些真知灼见的文章，但
太多数还是比较一般的。鸡汤喝多了，始终会腻歪的。虽然
放开“简书”，但不删除，想看时还可以上去看了几眼，有
些人不遗余力的激励你，感激之心应永存于心。

好像扯远了。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永远在保持优



秀。自从给自己订了作息日程表以来，每天坚持到点起床，
坚持到点睡觉。这过程虽然有坚持的喜悦，也有要不要如此
努力的的反问。人始终是有惰性的，每天看到身边的人还在
呼呼大睡，而自己却要很早起床，运动、看书。

总觉得对自己太狠了，很羞愧自己有种想法。今天看了艾力
的书，才发现自己太作了。羡慕别人只要看看书、写写文字，
可以边旅游边满世界跑，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却看不到他
或她背后所作的努力。从开始人家就比我努力，所获得的成
绩就甩了我好几条街了。而现在人家依旧在努力，而我在刚
起步就开始抱怨、嘟囔，在努力与平庸中摇摆不停。我拿什
么去羡慕人家，拿什么去幻想过上精致的生活。比你优秀的
人还在努力，我还有什么理由在原地打转。

文中介绍了很多的实用小技巧，比如时间管理、如何学习英
语、比如要学会获取别人的帮助等。这些可以运用到我们和
工作生活中去。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勇于拼搏、不折不扰进取
的精神，技巧很多书上都会有，只有精神才可以给人启示，
可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