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著读后感(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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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名著读后感篇一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
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我的领
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
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
有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
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
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都
格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
而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龙
宫、闹冥司、花果山上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
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这样
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
勇气。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
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
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
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
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
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
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
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名著读后感篇二

这个假期里，我看了三本的书，分别是《爱的教育》、《励
志勤学》、《汪汪先生》。

读了《爱的教育》，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书中一个个感
人的故事和那真诚、友爱、坚强、善良、高尚的真情，也深
深的感动了我。

看了《励志勤学》，我明白了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就必
需从小做到勤奋好学、勤学苦练，还要具备“悬梁刺股”的
精神和“愚公移山”的决心。

《汪汪先生》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小说，这本书非常有趣，
作者把一只流浪狗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先生，常常引得我捧腹
大笑，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书真像是我们的老师，她总是在教我懂得更多的知识；书更
是我的朋友，当我没有小伙伴时，他会带我去一个个神奇又
美丽的地方，当我心里委屈不高兴时，他会给我讲一个个诙
谐有趣的故事，逗我哈哈直乐。

名著读后感篇三

在漫长的暑假里，我尽情地遨游在书海中，我和书中的人物



一起欢乐、悲伤，一起成长！其中夏洛——夏洛的网中一个
愿意奉献的携物，为了朋友，它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它
用蜘蛛丝编织了一张爱的大网，留给我深深的感动和思考。

看完这本书，我的眼睛湿润了，夏洛真善良呀！它只是一只
小蜘蛛，它没有力量反抗人类的行为，但在朋友有难的时候，
夏洛却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朋友。为了小猪，夏洛奉献了
太多太多。当威尔伯孤单时，是夏洛陪伴他一起度过了无数
个漫长、难熬的黑夜，给小猪带来了快乐；当威尔伯面临宰
杀时，还是夏洛，用爱编织成了大网，拯救了小猪……
而“威尔伯永远忘不了夏洛。它虽然热爱它的子女，孙子女，
曾孙子女，可是这些新蜘蛛没有一只能取代夏洛在它心中的
位置。夏洛是无可比拟的.。”读到这里，我被他们之间那淳
朴的友情深深打动了。

我的眼泪也无法停留在眼眶里了，为这只帮别人却不求回报
的小蜘蛛而流泪，为这只珍惜友谊的小猪而流泪。我合上书，
静静地想，是什么使这只蜘蛛在自己短暂的生命中，不辞劳
苦，只为了救一头落脚猪？是爱的力量！爱的力量是强大的，
也是坚不可摧的！

“夏洛的网”是夏洛用蜘蛛丝织就的一张纯真、不求任何回
报的友情之网，愿这张充满真爱和温情的友谊之网遍撒世界，
网住每个人的心！

名著读后感篇四

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一书，我认识到自立自强是战胜困难
的法宝。

书中写的是：鲁滨逊在航海途中遭到风暴的袭击漂流到了一
个荒岛上，他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劳动盖起了房子，
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坚强地活了下来，过上了自给自足的
生活。



从鲁滨逊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自立自强，勇敢地面对困难的
高大形象由此我想到了自己面对困难的态度。

我们真的应该像鲁滨逊那样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
小事中培养自立自强的品质；像鲁滨逊一样，不拍一无所有，
不拍艰难困苦，用自立自强的法宝，去战胜一切困难，创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生。

名著读后感篇五

《西游记》应该是最为熟悉的。我在自己上小学时就全部阅
读完毕了，而且阅读了不止一遍两遍。

《朝花夕拾》也是很早就阅读过的，同样很喜欢。我觉得，
这是鲁迅的众多书籍中最值得也最适合初中生阅读的一部。

《名人传》对我来说比较特别，早就购买了这部书，也粗略
地读过，而比较系统、仔细地阅读，还得算这一次。阅读的
时间比较长，最后的一篇《托尔斯泰传》读完已经是今年的7
月22日。所阅读的是傅雷的译本，他学养深厚，作风严谨，
又与罗曼·罗兰本人有过直接的通信交流，对作者作品的感
受远超常人，译文自然十分出色，颇具神韵。不过，他的译
本诞生于六七十年前，其中的人名地名多有与现在不同的，
这是时代所限，虽是不能苛求，但多少形成了一点阅读的障
碍。

《童年》的情况与《名人传》相似，我早就购买、阅读过，
这次是重读。原先的那本不知怎么找不到了，还特意重买了
一本。顺便的，又阅读了《在人间》，阅读了《我的大学》，
将这“三部曲”一网打尽。说实在的，我并不很喜欢这几本
书，其中的文化习俗之类有太大的疏远感，长长怪异的人名
总是记不清楚，那琐碎的讲述风格我也感到厌烦。唉，如果
不是看在“名著”、看在高尔基的面子上，我早把这书扔到
一边去了。大概是同样的原因，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我在学生时代也都只阅
读了开头而最终没有看完。可能，我对俄罗斯（苏联）的文
学作品缺少感觉、缺少缘份吧，外国文学，相对来说，我比
较喜欢法国的、美国的、英国的。不过，同为俄罗斯（苏联）
的文学作品，《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卓娅和苏拉的故事》以及契诃夫
的小说等我却能读得进去，甚至是读得津津有味，这又有些
奇怪了。

最后，来说说令我难以释怀的《繁星·春水》。

名著读后感篇六

小主人公安利柯是一个刚刚上四年级的学生,出生在一个生存
绝对富饶的知识分子家庭。他学习勤劳努力,待人诚挚友善,
安利柯的父亲是位工程师,家里的条件也算是小康,他的父母
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常常教导安利柯要帮助穷人和有困难的人。

《爱的教育》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日记体小说,这
部小说通过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以充满儿童情趣的幽默语言,
记录了孩子们在整整一年中学习生存的点点滴滴。全书故事
简单,风格质朴,感情浓烈,展现了一幅幅亲子之爱、师生之情、
朋友之谊的动人画面,是一九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一零本小说
之一教育名著读后感。

苏霍姆林斯基是前苏联教育头脑的集大成者,是当代鹤立鸡群
的伟大教育理论家和理论家。

《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是他一生心血筑就的纪念碑。人们在
这纪念碑面前,可以玲听到许多烩炙人口的有益教诲;可以汲
取到许多用来丰富和指导自己工作的理论和经验;它可以作为
一面如何做人的镜子,给人以启迪;它更是一部全面造就人的
教科书、素质教育的教科书,给人以借鉴。我选了其中三段著
名的话,来谈谈我读书的心得。



我们上课时有时说"这堂课上得很没劲"。原因大概不同,但教
师讲课时激发不出学生的真正的激情可能是最重要的。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教师不想措施使学生构成感情高涨和
智力振奋的心田状态,就急于教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
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使不懂感情的脑力劳动带来疲劳。

名著读后感篇七

因为与宾利相比，达西不易亲近，所以在别人眼中，他是傲
慢的，在伊丽莎白眼中亦是如此。

后来，简被宾利兄妹邀请到庄园玩，因为淋了雨生了病便呆
在庄园，伊丽莎白去看望她，达西也开始被伊丽莎白的活泼
吸引。

宾利一行不辞而别，伊丽莎白也遇见了军官威客汉姆，威客
汉姆告诉伊丽莎白，达西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财产时，伊丽
莎白对达西的偏见更深了。在不适合的'情况下，伊又得知是
达西看不上班纳特的家庭而劝说宾利离开简，伊对达西的偏
见再度加深。达西的告白也被伊的尖锐语言而弄得遍体鳞伤。

三女儿和威客汉姆私奔后，家中出现了危机，达西的帮助化
解了这次危机，伊知道真相后对达西不再有偏见，最后他们
打破了各种障碍走到了一起。

因为被人势力比自己强大，别人无意的冷漠，就觉得对方傲
慢。再加上第一印象不好，便在心里给对方贴上标签。这种
事大家都遇到过吧！

伊丽莎白和达西也不可避免的产生这种感觉，并且一度没有
消除反而大大加深，一件本来就不好的事情经过许多人的添
油加醋更加恶劣，对方的形象也在心中一落千丈。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当中没有班纳特家庭的危机，大戏没
有解释自己的机会，那么伊对达西的偏见不会消除，甚至伊
会因为姐姐的幸福将偏见转化成仇恨，这样的事在生活中一
定有实例。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小说里那么幸运地让偏见解除，所以我
们要自己制造机会。对于有偏见的一方，首先要看到对方的
好，不要只凭第一印象就给对方贴上标签，再者，确定对方的
“错误”行为是不是渗入了自己的私人情感，如嫉妒，讨厌。
还有，有了隔阂就要找到原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
把它留在心里。对于受到偏见的人来说，要在这一特殊时间
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再次深入矛盾，并向对方解释自己，
不过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让对方感得到你好的事让他产生好感。

以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误会却
不能解除。

名著读后感篇八

《西游记》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里面有白龙马、沙
和尚、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他们各有各的优点，各有
各的缺点。

沙和尚心正，因为触动天条打下民间，护送唐三藏取西经，
武功不高，三个兄弟里数他最老实，他肯吃苦，肯受累，不
会犯下太大的错误，不贪吃，不好色，不调皮一心跟着师傅，
保护师傅。

白龙马是龙变成的，本来心里很坏，被踣萨点拨后心地变好,
人心变好，帮唐三藏取得真经。一步一步走向西天。在途中
也有帮唐三藏等人一点小忙，不是经常出来。

孙悟空胆子大，武功又高，因为搅敌天庭潘桃会，火烧地符
拿走，东海定海神针，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被



唐三藏不识娇精真面，曾多次被走，多次相求之下也没有用。

唐三藏是三个师兄弟的师傅，他们都听他的话，因为没有法
力，所以经常被妖精所捉住，但和沙和尚一样不好色，不贪
玩，不贪吃。心里瞳的没有想借于飞行而取西经，一步一步
走的踏实。

猪八戒好吃、懒惰、好色，只有两条优点，就是听师傅和不
贪玩，五百年前因为好色被玉帝打下凡间，陪师傅去西天取
真经，有时节被被好色耽搁了行程。

他们是西游记里面的各个人物，我很喜欢他们。

名著读后感篇九

暑假里，我按教师的要求，买了一本《昆虫记》，书中讲了
许多昆虫的故事，非常神奇，我爱不释手，尤其是《蝉》的
故事深深吸引了我。

七月初，蝉就在我的屋外不停地歌唱，在层内，我是主人，
但在屋外他们就是真正的主人。这让有足够的条件深入地研
究蝉的生活习性。

七月下旬，我开始考察幼虫刚刚离开不久的地穴。地洞是圆
的，直径大约两点五厘米，洞深约四厘米，圆柱形，几乎是
垂直的，地洞上下通行无阻。幼虫在地道中上上下下，一会
儿，爬到靠近地面的地方，一会儿，又下到洞底。

仔细观察刚出洞的幼虫，差不多所有的幼虫都沾满了泥浆，
用来挖掘的前爪沾满了淤泥。我把一个正在加工地洞的幼虫
挖了出来，这只幼虫的颜色比刚出洞的幼虫白了许多，大大
的眼睛近乎白色，浑浊不清，似乎看不到东西。这只盲眼幼
虫比成熟幼虫的体积大许多，它浑身裹满了液体，就像得了
水肿病，抓在手中，尾部会渗出清澈的液体。



从地洞出来后，幼虫立刻在附近寻找一个立足点：一棵小树，
一丛百里香，或者是一枝灌木桠。

蝉的歌唱非常美妙动听。在雄蝉的胸部下，紧靠大腿的后面，
有两片很宽的半圆形大盖片，右边的盖片压在左边盖片下面
各有一个大空腔，普罗旺斯人称它为小教堂。在两个小教堂
的外侧，蝉的腹背交接处的边缘有一个半开的钮扣大小的小
孔，我们叫它为音窗。一声声的蝉鸣就从这来回的振荡中发
出来了。当天气炎热时，在中午时分，蝉将它的歌分成一段
一段的，每一段持续几秒钟，中间有一个很短的间隔。每一
段歌声都是突然开始，然后迅速达到响亮的顶点。持续几秒
钟后，逐渐降低。蝉的歌声从早上七八点钟开始，要到晚上
八点才会停止。如果是阴天，或者下雨，蝉就不会叫了。

通过对蝉的研究，我真的爱上了《昆虫记》这本书。它使我
学到了不知道的知识。我很喜欢这本书，也体会到了生命的
珍贵和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