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写啥(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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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写啥篇一

每个人都有童年，我的童年是快乐的，但这位俄国作家马克
西姆·高尔基的童年却和我们的童年是大相径庭的。他的童
年十分悲惨，幼年丧父，和母亲在外祖父家生活。在他十一
岁那年，他又失去了母亲，变成了一个孤儿，开始“人间”
的谋生。在他长大成人后，写下了这本回忆他童年的书。

《童年》这本书是由许多小故事组成的。在书里，使我印象
最深的是，高尔基为了让母亲不再和继父过那种吵吵闹闹的
生活，用亲生父亲在世时留下的西瓜刀刺向继父。虽然，为
这件事母亲教育了他，但经过这件是以后，外祖父家变得安
静了许多。这件事，小高尔基做得不对。我想，即使他对自
己的继父恨之入骨，但也不可以动刀子。这也让我看出了高
尔基对安静生活的渴望。

在书中，另一个精彩的人物就是外祖母。因为有了她，才让
高尔基的童年生活有了一些光彩。外祖母的一生也是悲惨的，
他的儿子为了想要夺取家里的财产，就抡起棍子把外祖母的
手臂打得骨折。外祖母并没有叫喊，只是无声的哭啼，当时
的外祖母内心一定是十分的痛苦，感觉这辈子白养了一个不
孝子。这里也看出了大舅舅人性的贪婪，为了财产连母亲也
不顾了。

高尔基的童年生活是多么的悲惨，但他的学习成绩是那么的



好，在班级里数一数二的。而我的童年是快乐的，但学习并
不理想，使我感到很羞愧。每个人的童年只有一次，所以我
们要珍惜自己的童年，以后长大再回忆起来，也不觉得了可
惜。

读后感写啥篇二

刷子李的徒弟曹小三由于先前对师傅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所以在跟师的第一天，不但没有好好地虚心学技术，反而处
处时时在找师傅的不是，想证实师傅到底是不是确有其实。
结果证明师傅的名气不是虚传，而是确确实实有着和传说中
一般无二的能耐。至此，他对师傅肃然起敬，决心要跟着师
傅好好学艺!

这篇课文让我好好学习不要偷懒!就有好结果。

读后感写啥篇三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896-1940），美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了不起
的盖茨比》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说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美国社会中上阶层的白人圈内，偶然的机会，穷职员
尼克闯入了挥金如土的大富翁盖茨比隐秘的世界，惊讶地发
现，他内心惟一的牵绊竟是对河岸那盏小小的绿灯——灯影
婆娑中，住着心爱的黛西。然而，冰冷的现实容不下缥缈的
梦，到头来，盖茨比心中的女神只不过是凡尘俗世的物质女
郎。当一切真相大白，盖茨比最终彻底成为自私而残忍的黛
西的牺牲品，他的悲剧人生亦如烟花般，璀璨只是一瞬，幻
灭才是永恒。一阕华丽的“爵士时代”的挽歌，在菲茨杰拉
德笔下，如诗如梦，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墨色浓重的
印痕。

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完全是处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原想趁



闲暇之余读读打发时间，然而开头那句父亲的忠告却让我有
了莫大的兴趣：你在评论他人的时候，要记住并非所有的人
都有你这样优越的条件。喜欢看着盖茨比站在海边遥望黛西
家码头上的绿灯，喜欢看着他“以奇怪的方式伸出手臂”，
喜欢那种惊奇和热切；喜欢盖茨比豪宅上彻夜不明的灯光，
和从花园里随风飘至的音乐和笑声，那样声色犬马，醉生梦
死。以及盖茨比躲在这一切繁华背后的孤独和被压抑的欲望。
喜欢死后的那段人情冷暖，喜欢看着那辆来自另一个世界尽
头的汽车来到豪宅门口，却没有发现美好的宴会早已散场。
也喜欢书中的语言、隐喻、讲故事的方式，和精致却缜密的
结构。只有在反复阅读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书中的每个人
不仅丰满、独立，而且在无形之中又被归拢在情节的网罗里，
成为情节的一部分。

在爱情面前，盖茨比永远是在等待，从他发现在码头尽头黛
茜的倩影还有她身后的那盏绿色的灯开始，他就陷入了坚毅
但痛苦的守望，虽然这种守望在许多时候对于看似很聪明的
人来说，简直是愚不可及。当我们面对一个满眼只有金钱但
却当着你的面柔情的说爱你的女孩该如何应对呢？更恐怖是，
她并没有逢场作戏，她真诚的眼神让你无法回避你那什么也
没有的钱包时候，也许我们抱以回应的只能是尴尬的猜测与
沉默了。但盖茨比却坚定的意识到，她是爱他的，只是他没
有钱。于是，盖茨比的悲剧也就此开始上演。菲茨杰拉德也
伟大的令我们有无数话需要表达却也只好闭紧嘴巴，看着盖
茨比无可挽回的渐渐的倒在了后来他自己建造爱情幻想花园
的后院中。

准确的说，我们应该讨厌的并不是那个物质主义女孩黛茜，
与她对世态的冷漠与玩世不恭一起，她选择了生活的安逸与
平淡，尽管她不一定是达到了她选择的初衷。有人说菲茨杰
拉德向我们昭示了美国“爵士时代”充满泡沫般的浮华现实
中的幻像，然而我却似乎只看到了盖茨比在他那盛大的派对
中，在那绚烂灯火照耀下的觥筹交错中，在那无数富豪和耀
眼明星互不相识的假惺惺的畅谈中，紧张的向着大海方向涌



动与生命逆流反叛的冲动，一股永远等待的冲动，因为黛茜
就在无视他已经飞黄腾达的岁月的不远的地方，与人谈论着
在丈夫有了情人之后的关于把世界看穿的真理。每天，盖茨
比都会在大海的边缘向着这种等待发抖，不管夜色有多么温
柔，不管黛茜的身影离他多么的迫近，他能做的只是伴着他
身后那闪耀的城堡式的豪宅，沉重的呼吸以及永恒的孤独。

最终，只有盖茨比唯一的朋友尼克理解了他的等待。也许，
应该说菲茨杰拉德理解了人群中的等待。虽然菲茨杰拉德随
后也把这种等待抛诸脑后，坠入不可遏制的失败中，他终究
没有办法化解掉等待那难言的孤苦与焦虑。但当盖茨比荒唐
的被枪打死的一刻，他笔下的尼克伤感坐在了盖茨比无数次
去过的海滩上缅怀着那个久远的，未知的世界。他理解了盖
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茜的码头后那奇妙的惊讶，也明白了盖
茨比之后在蓝色草坪上等待黛茜靠岸的所有举动，更重要的
是，在他无限的怅惘中，盖茨比的梦也已经飘散，在依稀的
人声鼎沸的幻觉中，只有盖茨比消逝于这个混沌的世界，留
下的是逆水行舟后的倒退，还有他镇定而紧张的等待爱情与
梦幻的孩子一样的眼神。

尼克还回想起了青年时代那令人激动的返乡的火车。我们有
理由怀疑，盖茨比并没有在漫长的等待中回家，但那黄昏中
聚集在幽暗车站上纯真的问候与相互依恋，还有寒冬的黑夜
里向奔驰的火车两边远方无限伸展的所有归乡人的雪，就在
盖茨比死后似乎可以让包括菲茨杰拉德在内的我们意识是到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虽然我们全部都听见了“严
寒的黑夜里雪车的铃声”，也都看见过“圣诞冬青花环被窗
内的.灯火映在雪地上的影子”。

读后感写啥篇四

《刷子李》是我执教的一篇文章，我认真地读了读书，真是
受益匪浅。



俗话说得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刷子李的这身绝
活并不是一天两天所可以练成的，而是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
锻炼和训练所得的结果。读了《刷子李》这篇文章，我同时
也懂得了一个道理:每个人做一件事，并不能只顾着为眼前的
利益所着想，把眼睛张大，几十年后，你会觉得，几十年前
你所做的训练、付出的汗水会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起到重大的
利益。

读后感写啥篇五

今天，我读了《刷子李》这篇文章。读完后，我不禁惊叹于
刷子李技艺的高超。

刷子李粉刷墙壁，可以做到一滴不掉。他甚至还立下规矩:只
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而且他刷墙时必穿一身黑。

刷子李的新徒弟曹小三对师傅的技术半信半疑。这天师傅带
他去刷墙。他趁给师父倒茶点烟的机会，目光搜索师傅的身
上，居然一个白点也没有。当刷子李刷完了墙后，曹小三忽
然看见他裤子上有白点儿。最后，仔细一看，原来是烧的一
个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