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红色故事读后感(优秀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六年级红色故事读后感篇一

他们分别造了三个小房子，草房子、木房子和砖房子。当大
灰狼来的时候，住草房子和木房子的老大和老二因为房子不
结实，差点儿被大灰狼吃掉。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住着砖房子
的老三。然后三个人齐心协力的把大灰狼打跑。

这个故事里我最喜欢的是老三。它不仅聪明而且特别勤劳。
当老大老二在美好的日子里唱歌跳舞玩耍时，他却为了能让
自己有一幢结实的房子在努力的工作着。他不偷懒，不耍小
聪明，一块砖一块砖的认真的垒着。当老大老二嘲笑他满身
的汗水和泥水的时候他一点也不动摇，坚持做好自己该做的
事情。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当老大老二被大灰狼追赶到他
家门口时，他用自己辛勤劳动盖好的结实的砖头房子保护了
大家，所以，我觉得老三还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当老大老二有困难时，他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嘲笑他而恨他
们，而是用自己的宽容接纳帮助了他们，老三是一头善良、
勤劳、聪明的小猪。他的故事让我知道我也要做一个善良、
勤劳宽容和聪明的好孩子。

六年级红色故事读后感篇二

汉字是在黄河中游一带形成的。汉字和西方文字是不同的，
汉字就是单个的字块放在那里已经很直白地告诉你什么是好



的，什么是错的。汉字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象形的特征，
一个是有价值固定化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导致了杰出、特殊
的书法。从敦煌出土的汉代木简中可发现，早在2017多年前
中国的文官已经反复练习汉字书写的技巧。在中国的传统社
会中，书写的好坏不仅直接会对科举成绩产生影响，更重要
的是中国的读书人把书法看作是完善个人修养的重要方式。
即书品直接代表人品。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无数优秀的
读书人将精力倾注于字块的形状，并把这种艺术推向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汉字五千年》还通过毛笔，纸张，印章的汉
字书写用具引出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中国民族自豪于
世界的四大发明中两项与汉字有关的发明。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
字形式，它是表意文字。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
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
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
转变，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出现。直到今日，《汉语
大字典》收字就有56000多个，《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录常
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共3500个。象形、指事、会
意、形声、假借，不同的汉字构成方式都包含着中华民族的
智慧与文化内涵，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因
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汉语热”也在世界各国显现出
来。但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只能说是刚刚起步。《汉字
五千年》的总顾问、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许嘉璐教授指出，要实现与西方文化
的平等对话权，中华文化就必须要加大推广力度。中华文化
要在“走出去”方面作更多的尝试。就汉字而言，其对外推
广过程更是充满了挑战和艰辛。对于学习汉语的国外人士来
说——“汉字像一张张图画”，难认、难记、难写，而且量
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社会背景，
种种差异影响着外国人学习中文、学习汉字的热情。

在看完后发现自己天天写的文字自己很不了解，对自己的国
家不了解，想来我该注意了。



对我而言，印象中的父母亲对於我们一直只有能吃饱的努力，
关於读书这件事大概只希望我们能认真读，却不明白喜欢读
书其实是需要气氛营造的。也因此小学时，补习班里的那个叫
「副主任」的人，是我初识文字的启发者，如果没有当年他
的鼓励，我想绝对不会有现在的我。

永远记得当年的这位「文字老师」对我说的鼓励话语，他说：
「孩子，这辈子你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将字写好，二是
务必要多看书。」，那时年纪小，真的不懂「把字写好」这
件事的重要，但在他的鼓励之下，书真的看的不少。还记得
老师那时就把家中适合阅读的书，拿到补习班来，并买了一
个好大的书柜，将书全部摆了进去，并告诉我们，随时都可
以去拿来看。

当年的我望著那巨大的书柜，著实有点震撼，也由於那些书
的程度，其实较适合国中生阅读，因此我常常是在书柜前站
了好久，却不知要如何下手，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
站在书柜前试图寻找是否能出现可阅读的书籍。

老师也许是看出了我的挣扎，随手自架上抽了一本书，告诉
我，这是某朝词人的自传，拿回家看，看完再来换。我懵懵
懂懂的拿回家啃了一番，著实觉得有趣极了，於是在看完之
後兴奋的与老师交换下一本书。

就这样，开启了我从附注音的故事读本，进展到了文言文写
成的简单文学。遇到生硬的字，他还不厌其烦的以系统性的
方式告诉我，阅读的要诀。就这样进到了国中，那阅读古文
的能力，也还算能应付三年的国文课程。

如今虽已和老师多年未联络，当年他的鼓励我却一直铭记在
心。也许身为老师的志愿，或许和当年的启发有关。当年那
未懂的鼓励，如今似乎已渐渐明瞭。在那个生活简单的年代，
能识字对乡下人家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光荣与安慰，彷佛拥
有了对字的明白，就如拥万贯家财在身一般。



然而，或许在某种程面上，我还是无法理解祖先对於文字的
喜爱。大概是文字的理解到了我这一代，已呈现出一种充裕
的局面了吧。只是，过於安逸的享用成果，反而造就了不知
珍惜的心。我，应该还是无法明白，字的出现，代表著多大
的文明成就吧!

这年我来到了桃园，在市区的某国小代课著。这是个隐性客
家人居多的城市，而我也是来到了这个城市後，才慢慢明白
客家人的特色。

大概是习惯了南中国台湾豔阳高照的天气，北中国台湾那忽
冷忽热且湿度极高的天气，的确让人难以消受。尤其遇到风
向改变的日子，地上湿滑一片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我，若
不是亲眼目睹，还真的难以相信，不下雨也能让地板潮湿的
方法。

为了解决那随时可能让特殊孩童受伤的危险，我和搭档找了
随手可得的报纸，将它垫在门口处，并找来纸板垫在走廊上，
以提醒那些脆弱的天使，注意安全。隔壁班的资深老师是客
家人，当她走进我们教室时，忍不住了说了几句：「报纸上
有字耶!怎可以将它放在脚下踩呢。有字的纸，可是要好好保
存的。」我在一脸愕然下，赶忙将纸收了起来，却也一脸愕
然。

我一直将疑问摆在心里，却一直不解。一直到沈迷上了惜字
亭这建筑的美後，我才明白，原来曾经字是如此的被珍惜著。
那一直被我误认为金纸亭的建筑，其实是珍藏字魂的所在。
於是当年的那阵苛责，在此时一切明朗。

文字本该是迷人的，然而或许因为我们得的容易，却忘了注
意它的迷人处。直到我必须教一群对中国文字陌生的学生之
後，我深深为这样的文字著迷，无论是声与音同揽的字，或
者望文生义的字，在在都流露出当时造字者的巧思。每每讲
到栩栩如生之处，总不忍要发出一声赞叹。



在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习惯使用文字去描述我们所见到的世
界。而这本书，则告诉了我们那个建构世界的小小宇宙，那
看似制式的外在，其实涵括了许多简化前的故事，而如果我
们不曾用心的想要瞭解，这一切都将与我们无关，它的存在
也等同於冰冷的「工具」，於是懂字的人，自然不忍这样的
结果，将它记录下来，并探究它的身世，给了它知音的回报。

当年刘鹗发现了甲骨文，传说仓颉发明了文字，康熙命有学
之士整理了文字，而今一位喜爱汉字的外国人士，以八年的
时间踏访中国田野，拍摄古文物，也拍摄现代文字中的常民
生活，在阅读了这本书後，我们应该明白，那看似与生活一
点都没有关系的文字，其实一直都以最贴近生活的方式存在
著。

六年级红色故事读后感篇三

在我的面前有两张全家福，那张已经满是灰尘的照片上有着
爷爷穿着朴素简单的白衬衫，上面还有一些缝缝补补，爷爷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奶奶的脸上满是皱纹，那是岁月留
下的痕迹，奶奶和爷爷一样也穿着缝补过的衣裳。奶奶和爷
爷牵着手，俩人面带着幸福的笑容，妈妈乌黑乌黑的长发披
在双肩上，穿着工作服，面带微笑，手还牵着我，似乎是怕
淘气的我逃走，而我呢，嘟着小嘴，又好像不满意妈妈的行
为。看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穿着一件好看的裙子，
可我的小手还是想逃出妈妈的手掌，我的眼神中还露出厌烦
的神情，就在那一瞬间被摄影师拍了下来。姐姐短发，穿着
校服，爸爸也穿着工作服。照片里的环境有老旧的家具，而
且家里还有点小。而另一张崭新的照片里，爷爷不见了，因
为他去了另外一个美丽的世界。奶奶依然是原来的样子，妈
妈把头发剪成了短发，穿起了时尚的高跟鞋，和时尚又有个
性的衣服和一些装饰品。姐姐常常的头发是黄黄的，穿着高
跟鞋和时髦的大衣。而我和妈妈依然是手牵着手，这次我乖
乖的并没有想要逃脱的意思，而且我还很高兴，拍下的我竟



然是在空中的，爸爸穿着笔挺的西装，和发亮的黑皮鞋，显
得很是神气。照片里的环境是干净，很有个性和新潮的家具
和墙面。

看到这两张照片，让我想到了很多。比如说，家里的环境为
什么会变的越来越好呢？那是因为爸爸妈妈在我小时候辛苦
的挣钱，用血汗钱卫我们全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家，同样我们
的漂亮衣服也是用血汗钱买的，也用钱请了一个保姆，妈妈
不用整天打理家务了，现在呢，全家人都可以团团圆圆地吃
饭，偶尔也可以全家出去旅游，而以前每个人都是各忙各的，
和现在真是不一样。但是，像奶奶一样勤俭节约的家风却还
一直延续了下来，相信也会继续传承下去。

我相信以后我们依然会把好的品质传承下去，把不好的慢慢
改掉。

六年级红色故事读后感篇四

你一定看过不少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吧!今天啊，我就看了
一个国外的民间传说，名为《渔夫的故事》。这是一个在阿
拉伯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它讲述的是：从前有
一个渔夫，他非常穷，只能靠撒网捕鱼来维持生计。有一次
他撒了三次网，却什么也没有捞到，在第四次撒的时候，他
用渔网捞到了一个重重的瓶子。满怀好奇的他打开了瓶子，
不料从里面出来一个高头大马的魔鬼，准备要吃掉渔夫。渔
夫很害怕，但渔夫很冷静，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渔夫说他不
相信魔鬼能钻进这么小的瓶子里，让魔鬼在钻一次，轻而易
举地将魔鬼骗回了瓶子，扔进了大海。在这个故事中，渔夫
与魔鬼有着鲜明的对比。渔夫虽然穷但却非常聪明，懂得用
智慧去战胜魔鬼。但魔鬼却十分凶恶，就像《农夫与蛇》中
的那条蛇，冻僵的时候非常可怜，等体温恢复后居然反咬了
农夫一口，恶魔也是这样。也许他真的很恨没有人来救他，
但他竟然知恩不图报，反而要吃了渔夫，也是罪不可赦的。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愚昧的决定，才使得渔夫将他重新关进瓶
子里，回到了大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当在危机关头，
就应该像渔夫那样要镇定、冷静，然后想办法消除危机，不
要慌乱、紧张。并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智慧
可以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智慧可以让一个矮小的人打败一个
高大的人;智慧也同样可以使人化危机为转机，化转机为安全。
我们不能失去智慧，不能没有智慧，我们应该让智慧之花永
远盛开在我们的心间!

六年级红色故事读后感篇五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唱遍大江南北，雷锋精神也让我们感动。

雷锋于1940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全家先后被地主害死，
只有他幸存了下来，这样的历史背景在雷锋稚嫩的心里埋下
了仇恨的种子。

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安庆乡解放了，雷锋拿起了以为自己
永远也拿不到的课本，踏进了列宁小学的校门。在那里，雷
锋接受着爱国主义的教育，仇恨敌人，爱护人民，“忠于革
命忠于党”。

1959年，雷锋被应招入伍，做了一名汽车兵。他做过许多事
情，但还是他忍着肚子疼，去搬砖的那件事最让我感动。那
个故事讲了这样一件事：他为了能使建筑工地正常运转，不
歇假，不养病就义务去工地推砖，保证了建筑工地正常运转。
当人问他名字时，他却做好事不留名，多么好多的人啊!而我
呢?有一点点毛病就小病大养，乱喊乱叫，比起雷锋，我可真
的差多了!

1963年的一天，是全国人民的悲痛的日子，人民的好儿
子——雷锋同志光荣牺牲，他在一次倒车过程中不幸被倒下



来的晾衣服的木杆砸在太阳穴上，当场晕倒在地，昏死过去，
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民都赞扬他，
怀念他。他不愧是一位伟人!!我由衷的敬佩他!我要向他学习，
做他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