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把读后感写成 这篇读后感比我写的
透彻多了下(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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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把读后感写成篇一

节约的三种“境界”怎样做节约型员工，或者说做节约型员
工的三种状态，是逐渐递进的，也是不断提升的。如果我们
把需要节约的对象（可以指一切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或事物）
比喻成一块蛋糕，那么我们在不同的状态下，对待这块蛋糕
的处理方式会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获得的结果
也会有不同的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来源于本身素养。从
小时候，爸爸妈妈教我们不可以浪费食物开始，我们接受了
第一类型的节约意识――建立初期的节约思维模式――那就
是一定要用完所拥有的。如果借用我们初期的比喻来讲，那
就是一定要吃完这块“蛋糕”。不可以残留。不管我们是不
是饿着的，或者这块蛋糕是不是我们最喜欢的口味，我们去
按照最初的理解模式，我们会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吃”完这
块蛋糕。这样的节约意识从某种程度来讲，不是节约，而是
一种基本素养，一种最基本的素质要求。第二种状态，比第
一种有了上升，那就是“被节约”。节约的对象范围变得更
广阔，面临的状况也越来越多样。这个时期的状态，我们会
面对更多口味的“蛋糕”，我们需要根据第三方的要求，来
处理蛋糕，比如规定吃“蛋糕”的时间及每次吃“蛋糕”的
分量等等。这个时期的节约，可以说相比第一状态有了质的
改变，那就是自我的主观意识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客观要求。
那么由于每个个体的理解能力及反馈效力的区别，每个个体
做到的节约成效就会有所差异。第一状态接受良好的'个体，
会根据实际要求，做的更好；初期本身素养较弱的个体，不



仅不能自我提升，更有的可能是还在补第一阶段的基本素质。
第三个状态，个体本身开始主观寻求节约对象，并有效的进
行处理方式，提升个人能力。我们依旧拿那块蛋糕做比喻，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的节约就是从根本开始考虑问题。例如怎
么样做蛋糕，可以做到又可以节省原材料，又可以做到满足
大部分人的口味，将蛋糕的精彩发挥到极致。这个阶段的要
求相对会比较高，不仅要有较好的基本素养，还要有在第二
阶段积累的“实践经验”，最后在这个阶段发挥自我的创新
意识，去独立主观的去解决实际问题。总体来讲，我们绝大
部分人，都是处于第二阶段，都是在“被节约”状态，套用
回公司的状态来讲，作为员工，从本身出发，切实从boss角
度去思考工作，就是在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做公司的“主
人公”，发挥潜力，做到每一步的切实“节约”，这样的节
约才是真正的做到“节约型员工”。

文档为doc格式

把读后感写成篇二

这篇读后感比我写的透彻多了（下）

*******_6_*******点评小龙女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的确极品繁
多，黄蓉、小龙女、任盈盈、赵敏...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啊！
我想小龙女应该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其实纵观金庸的小说，
也许《神雕》是争论最大的一部了，而且就象是小说中主人
公的极端个性一样极端，喜爱的近乎崇拜，不喜爱的能贬
个“一纹不值”，是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我只想理智的客观
的也许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点评一下小龙女。小龙女
的美丽就不用说了吧，她的个性是怎样的呢？要分析她多半
要和杨过放在一起，毕竟她对世上眷恋的太少，所以她的爱
情才如此专心、强烈而执拙。首先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的生活
环境，如此美若天仙的少女竟然住在古墓里。坟墓在东方还
是西方都是被看做鬼魂出没的令人恐怖的地方，顿生特异之
感。在加上她那不动七情六欲的武功，的确是冰冰冷冷、性



格执j而又略带刚强的少女，平时少言寡语，怪不得会让人有
一点无法亲近之感。但这一切都在杨过出现后渐渐改变了。
其实并没有变，杨过出现之前她是以武功压制自己，逆天行
事，但她是从小就如此，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体：这武
功和环境的影响和她作为一个人的固有的天生的激情感互相
交织着，要想颠覆她那本就存在的而又表现为无情无欲的世
界，也非得有杨过的强烈的激情不可。所以当小龙女爱上杨
过后，她的激情与杨过互相呼应而又排斥外界的事物，在我
们这生活在社会的人看来，有的因为追求美好的而明知这美
好很难容于世的人们会极为喜欢她；而对一切都入世的认为
没有必要追求这不存于世的美好的人们又会排斥她，于是乎
争论就开始了，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统一体呢？就象人性
本善还是本恶一样，其实人性一开始就都存在着善恶，人性
也一开始就有追求美好纯洁、而为生存以后又不得不妥协于
社会而逐渐不得不被动的淡忘这追求的两方面。说了太多的
题外话，其实小龙女一开始是很仗义的，也很重感情的。从
她答应孙婆婆要一生一世照料杨过就可得证，只是太隐蔽罢
了，后来又救助老顽童也可得证，她在此之前从没有和周伯
通有什么交情，只是因为他当初偶把杨过引入绝情谷，而使
他们又再次相见，是一个无意识的恩罢了。这有些象人的天
生的仗义，尤其是中国人，很幼稚但又很纯粹。小龙女一开
始也是会关心人的，从葬了孙婆婆后，她特意为杨过准备了
蜡烛为了怕他不习惯黑暗得证，然后又让出寒玉床给杨过睡，
的确对杨过很好，但这些都没有着任何痕迹，似乎是：既然
孙婆婆让我照顾你，我就照顾你罢了。但在杨过看来却是个
极大的恩情。小龙女的确是冲虚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她又是
有欲望的好动的一面，从和杨过在一起睡的第一晚，在杨过
形形色色描述了外面的世界后，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而得证，
后来洞房花烛时说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的确比这阴沉沉的
所在好得多。”得证。杨过同样有一个对比，在大胜关与郭
靖争吵后，他觉得在外面兜了一圈，却又留恋起古墓那清静
的生活来。他们乍一看似乎是没有共同的生活倾向，但考虑
这一对对比我们发现他们的确是适合在一起的。在古墓中对
杨过冷冷的关心恰好成全了杨过的个性发展，也成全了自己



的个性发展。他们的确是两个极端，他们相交于无限而不是
一点。在古墓中有几句话十分体现小龙女的个性和他们之间
的性格既互补又无间。第一句是在给赵志敬送完解药后，杨
过十分得意的摔了鹿清笃一跤回到古墓后，小龙女说杨过摔
的很是不对，杨过大急而争辩时，小龙女只是道：“不是不
该打，只是打法不对。”注意这句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
“不是不该打”，什么意思呢？是真的不该打吗？--当然不
是。是你杨过该打他吗？--也不是。而是“打不打他是你杨
过自己的事，你和他以前有什么过节，打或不打你自己决定，
与我小龙女无关。”，后一句则说：“但你杨过既然要打他，
我又是你师傅，这就属于武功的问题了，那我小龙女就有理
由教育你了。”如此一来杨过听得是心花怒放，既没有教育
他，也没有有意识的袒护他。后来两人一起练全真的武功时，
小龙女道：“...咱们一起从头来练。我若是解得不对，你尽
管说好了。”按现代的话讲，小龙女虽为师者，但还十分讲
民主，和她在一起会感到很自由、平静。很大的原因就在于
小龙女根本不懂这世俗中的师徒涵义，而杨过又恰恰反感它，
所以这一对师徒既是师徒又超越于师徒的传统意义，所以以
后他们会产生一种非师徒的情感，或成为至亲或成为爱情。
当两人越练越别扭时，小龙女道：“...我曾说要到全真教去
偷口诀，给师父重重训斥了一顿。这门功夫就此搁下了，反
正是全真派武功，不练也不打紧。你也不用生气，此事不难，
咱们只消去捉个全真道士来，逼他传授入门口诀，那就行了。
跟我走罢。”，这一段更显出小龙女超逸而又略带幼稚，说
话斩钉截铁，还有些固执。说来说去，还是小时的想法，丝
毫没有把师傅的训斥当回事。还有什么人会这样做呢？我想
黄蓉小时候也会如此，只不过她会更有心计，既得了口诀又
不能让别人发现，力求自保，因为在她看来，这种事是“坏
事”，最好别人知道。杨过也可能会，还有痴武之人，和黄
蓉的做法多半差不多。因为社会礼教是不容此事的，而在小
龙女看来反倒是这有什么难的，不会就想想办法嘛，没有办
法就算了，可偏偏有办法，还很高效，做有什么不对？我想
杨过听了以后会很高兴而又有些担心，幸亏他知道口诀，此
事才没有发生，若真如此，他们与全真教的梁子就越来越深



了。后来小龙女要杀杨过，极是精彩也极为出乎我的意料，
不明白为什么，小龙女很多事都无法用逻辑解释。不过也正
预示着他们已经眷恋极深，虽然目前还不是爱情。以后，放
下断龙石，两人同生共死，是小龙女爱上杨过的时期。此时
的小龙女已并非无情无欲了，在加上身有重伤，这压制情欲
的武功已失。因为仗义而让杨过独自逃出，又因为感情而为
杨过落泪，更是因为杨过的激情而爱上他，而最后这无情无
欲的世界也彻底的义无反顾的被颠覆，第二次哭是为孙婆婆
就是例证。她在爱情的表达上不象任盈盈那么主动但又腼腆，
也不似黄蓉那么清新自然，而是直接的主动的，因为杨过那
时候还不知道那是爱情。在欲望上是比较天然的，有时是原
始的，本能的。看看他们同睡一棺时小龙女心理描写，体现
了她对异性的渴望，而这渴望又是基于爱情。从广义上讲，
那应该是一种性与爱的结合体。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射雕》
中，郭靖与黄蓉在密室疗伤时，郭靖也曾说道想“抱你一抱，
亲你一亲”（哈哈，看来郭大侠也不木纳呢），而黄蓉与郭
靖关于怎样才会生小孩的“讨论”也体现了这一点，只不过
他们还都小，还不懂性的涵义，但却涉及到了这一点。本来
爱情就应该包含性的成份。（如果把此“讨论”当成一个笑
话来读，也挺有意思的，整个两个性盲）。杨过此时正处于
这一时期。但小龙女从生理年龄上已经达到，只是她的心理
年龄和外表上显得小了许多，这就是在下山后书中多次提到
外人看来小龙女比杨过为幼，幼稚雅拙。在小龙女被尹志平
强暴时，她开始以为是欧阳峰，所以是惊骇无比，后来误判
断为杨过时，这一段小龙女的心理是性爱的心理，不仅仅是
性心理，是因为有爱情。所以抛开尹志平，单看此处，读起
来是很具有美感的，绝不会产生色情而是一种性爱的感觉，
当然金庸的笔触很到位。可那人竟是尹志平，就更显得尹可
恶至极了。（从理性上讲，他当然不是坏人，还很大义凛然，
可我想99%的'人都极是恨他。象书中他那么死简直是太便宜
他了，应该先阉他个一万八千次，再在油锅里煮他个半死，
然后饱受凌迟而死，死后再鞭尸三日，饱晒五天，最后再用
一种他配都不配的葬礼方式---天葬！让他连一粒骨头渣都不
剩。嗯，好象差不多了，仅管有些变态）。这一段心理描写



在金庸的小说中是很罕见的，在这种有可乘之机的地方，金
庸拿捏得很准，决不涉及色情而又写出了性爱的心理。以后
小龙女与杨过在绝情谷的剑室热吻，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好象金的小说中写爱情的场面很少有这些，《倚天》的张
无忌有过，也许与金先生的出身和他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热爱
有关。）听说新加坡的《神雕》中有小龙女与杨过裸身在水
中热吻的惹火镜头，想必看起来也很温馨吧。可惜不知大陆
什么时候放映。至于她的“下凡”就是因为爱杨过，这一点
倪匡先生分析得有些草率和玄虚。理由很简单，假设小龙女
被尹强暴不发生，两人因为其他原因而分开，你认为小龙女
会找杨过而来到这她害怕的世俗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大胜
关乍见杨过时还不知是喜是悲，后来向公众表白爱情时已然
欢心了。这其间杨过与小龙女到底说了什么，书中根本没有
写，只是借黄蓉的眼光来暗示出来，一定是杨过向小龙女示
爱。两场比武我想怎么也得有个十分钟吧，十分钟内表达爱
情总该够了吧，十秒种都不用！金庸在书中用了两个引喻来
解释小龙女的行为，一是说她见识直与孩童无异，心如水晶；
一是说她如山中野人，下得山来就全然不知所措了。她对杨
过的爱念一起，这爱就逐渐的分给其他人了。小龙女本就不
大会理睬他人，但谁对她好，她是分辨得清楚的，只是对世
俗中的斗智斗力、尔虞我乍、礼数规矩、一些约定俗成的东
西不明白，这一点上她是象孩童。所以她认为黄蓉对她好，
是真心的也没有错误。黄蓉的确很喜欢她，这一点从大胜关
比武后就可看出，而且黄蓉绝不是装出来的。所以小龙女与
黄蓉之间是一种很奇特的感情，黄蓉与她有三次单独的谈话：
第一次就被小龙女折服，以至于想起自己小时候，但毕竟她
为了郭靖再加上她的聪明，才出此言语，其实她也只是罗列
事实，并非非劝走小龙女不可。小龙女一开始也并不买她的
帐，回去问杨过。如此才有第二次分离，并非因为黄蓉的话
使她出走；并非因为杨过不想长时间的居住古墓而出走；也
并非因为以后他们会出古墓而出走；而是以上综合再加上一
个最重要的原因：世俗之人会极轻贱杨过，而小龙女对此是
根本的不解。以后在绝情谷相见时，小龙女很容易的也很轻
松的就又和杨过在一起了，而这不解的原因还是不解，而且



还从此以后不再考虑此问题了，“野性”不改

把读后感写成篇三

一时兴起从书店买了曹文轩的《草房子》，起初对它并没有
太大兴趣，甚至束之高阁多日。闲来无事偶尔翻看，却被里
面的图画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翻开了
这本书。

《草房子》主要讲述了桑桑和小伙伴们六年的小学生活。在
油麻地小学，他们学会了理解、包容、友爱、关怀。也体会
到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有些经历更让他终生难忘。从他们
的故事中让我体会到人类纯洁高尚的灵魂。

最让我感动的是桑桑长鼠疮的故事。在那段漫长的时光里，
桑乔终于做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对桑桑百般关心，放
弃自己的工作，日日夜夜地为自己儿子打听治疗病情地方法，
带他去到县里的每一个医院。但始终没有好转，桑桑也是一
天比一天脸色难看，整天无精打采。桑乔不再带着桑桑去喝
那些难喝的药，他想让儿子在最后的时光里能够开开心心地
生活。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医院不行，他开始四处打听民
间地神医。而桑桑在女老师温幼菊地帮助下，起色开始提升。
终于，桑乔找到了一位能治好这种病的老大夫。油麻地的人
听到了这个好消息，都替桑桑感到高兴。

桑桑的病情在渐渐变好……终于，在临近考初中之前，他脖
子上的肿块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最后，桑桑顺利地考上了
中学，结束了这六年的生活。1962年8月的一个上午，桑桑和
家人一起离开了油麻地。

金色的草房子，苦苦的艾叶，静静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芦苇
荡，这就是油麻地。这里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散发着人性之美
的光辉，不断地冲击我的心灵。《草房子》似有魔力般吸引
着我，徜徉于整部作品地悲悯情怀，闪耀在每个主人公身上



的真善美，使我不禁心虚翻涌，浮想联翩。

轻轻合上书本，慢慢闭上双眼，细细品味着这书中的故事，
深深地陶醉其中。

把读后感写成篇四

《草房子》这本文学作品是曹文轩一部现代著名长篇小说。

《草房子》这本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油麦地小学校长家的儿
子桑桑。作品记下了小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
小学生活。桑桑和他的家人是开学不久才调过来的，桑桑的
父亲原是一位猎人，打猎直到25岁。虽然只上过一年学，可
他一直坚持读书，才当上了校长。

这一切；既清晰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小学六
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精彩的六年！

在这本书里最使我感动的还是杜小康。杜小康家住在油麦地
的一间“红门”里，他们家几代都在油麦地经商，是油麦地
的首富，所以他爸爸杜雍和对他一直是有求必应。可就在他
爸爸拿了自家所有钱又去购买一批货准备继续经商时，船翻
了，他们家破产了，杜小康停了学。懂事的他在停学后尽自
己的能力帮助父母维持着生计，在校门口卖东西，没有一丝
卑微的神色，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不怕苦，不怕累，精神
饱满地过着每一天。

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富有时不要浪费，在贫
穷时不要卑微，尽自己所能，克服种。种困难。学习中要不
畏艰难，只有刻苦、勤奋，对生活充满信心，才能使自己的
生活更加幸福。



把读后感写成篇五

放寒假的时候，许老师推荐我门读《草房子》这本书。我迫
不及待的把书买来，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

我一口气就把整本书都看完了。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主人公桑
桑刻骨铭心、终年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在这六年中，他也
亲眼目睹或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震撼人心
的故事。

师家，这位老师的一席话鼓励了桑桑，使他又有了希望。我
清楚的记着老师说的两个字“别怕”，虽然只有两个字，却
总能平抚别人的心情。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桑乔又带着桑桑去寻找民间偏方。桑桑
不仅喝了许多苦药，还勇敢的接受了火针的治疗，那长长的
烧得通红针，向他脖子上的肿块只扎了下去。我心想：要是
把他换成我的话，即使我肯喝那苦药，也没有那个勇气接受
火针。我真佩服桑桑的勇气和毅力。

汗珠就掉了下来，好不容易才爬到顶上。我总是被桑桑的精
神所感动了，桑桑自己明明已经走不动了，还背着妹妹走了
一百多级楼梯到城墙顶上，这都是为了别人。

这本《草房子》本生就是一本令人感动的书，那里面类似这
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