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简爱读后感英文版附翻译(模板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
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简爱读后感英文版附翻译篇一

五年级下学期，我在家里认真读了一本科幻巨着《海底两万
里》有感而发。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着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科幻小
说系列中的一本。它的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它的画面
多姿多彩，气象万千，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读这本书的时候，仿佛和主人公一起畅游了海底的世界，红
海、地中海、爱琴海、黑海、大西洋、南极、北极、北冰洋，
遇见了许多极为罕见的植物、海产品、海洋动物、世纪战舰
的残骸等等，许多有趣的事情，使我开拓了视野，丰富了自
己的知识，使我感受到海洋世界的神秘莫测。

《海底两万里》这部让人惊心动魄的巨着告诉我们：要学习
阿龙纳斯教授乐观向上的精神;学习仆人康塞尔对主人忠心耿
耿与无私的精神，学习尼摩船长的勇气，和见到朋友有危险
的时候奋不顾身去营救的精神。这部小说还告诉我们，人要
有勇于探险的精神，才能发现这大自然的无比美妙。

读了这部科幻小说，我感叹作者的妙笔生花，这些伟大作家
们用他们毕生的知识与智慧创作出世界名着，以其盛久不衰
的魅力，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3



这个假期，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读了《海底两万里》这部
小说。这部小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告诉了我许多我在课
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作者在海底遨游，能看见许多珍贵的鱼
儿，又能经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我好羡慕作者。

阿龙纳斯被美国海军部部长邀请去寻找令人们不得安宁
的“独角鲸”。在船上认识了尼德;兰，并成了好朋友。他们
在一次次地追逐“独角鲸”，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捕捉过
程中却不幸与其仆人掉入水中，却意外游到了这只怪物的脊
背上。后来得知这只惊动一时的独角鲸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
的潜水船。这潜水船是一位叫尼摩船长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
上秘密建造的，其船身坚固，利用海洋发电。尼摩船长邀请
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途经珊瑚岛、印
度洋、红海、地中海，然后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稀罕的海
生动植物和水中奇异景象。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时，
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有知道的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看完这一本书，我想到了一个充盈丰富的世界，一片浩瀚无
边的海洋，尼摩船长带着我们一起探索海底的奇妙。在这本
书里，我感受到了平时感受不到，想到了我们平时想象不到
的东西。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知道海底森林是能漫步的;可以知道在海
底是如何打猎的;可以知道尼摩船长是怎样制服鲨鱼的;还可
以了解到诺第留斯号是怎样冲破冰山的围攻脱离险境，安然
无恙地奔驰在危机四伏的海底的;这里能给你全新的感受，体
验到另类，刺激的人生。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4

今天，我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感受很深。

这本书讲的是：一名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和鹦鹉螺号潜水艇的
主人尼摩船长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



彩的海底之旅。一起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
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的动植物，还有
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让我知道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
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采集、潜水
艇的构造。。。…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我感叹作
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力，竟能在还未发明电灯的社会中预
料到未来的世界，把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
底世界。

读完这本书，我决心一定要学习尼摩船长这种舍己为人的品
质!

海底两万里读后感5

这次寒假期间，我看了许多书，其中最让我爱不释手的书是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我两天就把这本书看
完了，这本书讲的是：阿尤纳斯教授和助手康塞尔，鱼枪手
尼德为了抓海怪竟被潜艇鹦鹉号的舰长尼摩软禁，并开始惊
险的海底之旅……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
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遇见了许多罕见海底动植物，还
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让我知道了大量的科学文化
和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采集、潜
水艇的构造……虽然这些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现实，但仍让
我佩服作者的想象力，竟能在那个时代预料到未来世界，把
科学与故事结合，创造出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跟随故事情
节，我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另外我还非常佩服龙纳斯教授的乐观向上精神;佩服教授的仆
人康塞尔对主子的忠心耿耿与无私精神;佩服尼摩船长的勇气，
和他那见到朋友有危险的时候就会奋不顾身的去营救的精神，
这些都值得我去学习，学习他们面对困难坚持不懈的精神。

未来的世界是奇妙的，需要我们去探索，发现和创造性的想
象，但不管怎样，这都需要我们好好学习，才能在将来梦想



成真。这就是《海底两万里》给我带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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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读后感英文版附翻译篇二

最近，我读完了一本名著《童年》，它是由前苏联伟大的无
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创作的。在《童年》中，作者大多数是以
孩子的视角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我们
不禁感叹道：“可怜的孩子，谁的童年有你凄惨！”书中再
现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小主人公阿廖
沙自父亲逝世后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艰辛岁月。在外祖父家
里，没有一点家庭温暖，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事是司空见
惯的，很显然，阿廖沙在这里生活时，内心充满了恐惧，胆
战心惊的，生怕做错了事，但是，还好有外祖母的细心呵护，
她成了阿廖沙童年时代唯一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童年》
是高尔基的真实写照，也是19世纪70、80年代俄国社会的缩
影，它艺术地再现了当时俄国人民，尤其是“铅样沉重”的
残忍可怕的小市民世界的生活环境。

童年生活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正在享受童年的
孩子就像春天中含苞待放的花朵，充满着好奇与活力。但是，



阿廖沙的童年生活却是一波三折，懵懂的他整日生活在惶恐、
吵闹的阴影之下，面对凶狠、残暴的外祖父和自私自利的'小
舅舅雅科夫，阿廖沙必须学会坚强、学会忍让。

在阿廖沙的童年生活中，有一个重要的人出现在他的身边—
外祖母阿库琳娜。她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对谁都
很忍让，有着圣徒一般宽大的胸怀。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
阿廖沙敏感而孤独的心，她还经常讲一些怜悯穷人和弱者，
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给阿廖沙听。在这冷冰冰的世界
里，只有外祖母的庇护和疼爱，并对他进行了有益的教导。

到了阿廖沙十岁那年，他的母亲与世长辞，家中已没有了依
靠，所以他不得不走入社会，独立谋生。这个不幸的孤儿从
此告别了饱尝善恶的童年，走向苦难的人间。可想而知，处
在社会最底层的他一定是风餐露宿，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
做过跑堂的，看门人、搬运工人和面包师傅。也许，正是因
为他历尽千辛万苦，看透了这险恶的社会，整个国家民不聊
生，战乱纷飞，所以他从1892年后，就以笔当枪，用文章来
批判这个社会，以至于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称颂。

自从看完《童年》之后，我觉得21世纪的我们真的很幸福。
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简爱读后感英文版附翻译篇三

174月，由英国作家笛福创作的《鲁滨逊漂流记》问世。这一
巨著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当它历经几百年的岁月变迁
后，依然深受世人喜爱，特别是我这样爱冒险的男孩，已经
对它到了痴迷的程度。

说起这部名著，我和它还颇有渊源。刚入小学的时候，爱动
爱闹的我根本静不下心来看书，这可把妈妈愁死了。后来，
她发现我热衷于科学探究，对冒险故事感兴趣，就特意跑到
书城给我买了一本注音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开始我对它



也是不屑一顾，可是听妈妈讲了一些里面的内容，我的好奇
心开始膨胀。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面的内容，就整整一个上
午埋在书里。我完全被它的情节吸引住了：鲁滨逊热爱航海
事业，却不幸流落荒岛，短暂的迷茫过后，他振作精神，在
岛上搭建房屋、圈养牲畜、播种粮食，与野兽斗，与野人斗，
与“文明人”斗，最后经过28年的等待，终于回到了故乡。

多么惊险刺激的的故事啊！我在暑假中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它让我开始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再次完整地读《鲁滨逊漂流记》，是上完了相关的课文后，
妈妈给我买了青少年版的书籍。这个版本语言更加丰富，内
容更加充实，让我这个“小书虫“爱不释手。长大的我已经
不光关注里面的内容，更关注内容背后蕴藏的精神财富。

“我要活下去，我要回到故乡去！”正是这种信念，让鲁滨
逊无法消沉，无法颓废。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荒岛上，想
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步步为营，既要看
到眼前的凶险，还要预设将来的种种麻烦。所以他想方设法
从船上搬运食物、工具、武器；他靠山建房，用来防守敌害
袭击；他圈养牲畜，种植粮食，用来填饱肚子；他写、记录
时间、留心观察周围的一切……总之，他为了“活着回故
乡”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各种准备。

为了生存，鲁滨逊以惊人的毅力和超常的智慧，战胜了外敌，
战胜了自然，战胜了自我，用28年完成了人类“漫长的进化
进程”，这也许是比故事本身更吸引人的东西吧！

走出故事，再看看我们这些生活在蜜罐中的孩子，要是不幸
落到“绝望岛”，等待我们的只有一条路――死路。或许，
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会走上这座孤岛，但是我们的许多同
龄人却走上了“灵魂孤岛”，他们因为受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离家出走，甚至自残、自杀，给亲人朋友留下了无尽的痛苦。
所以，让我们心存感恩，感谢生命，感谢生活。让我们像鲁



滨逊一样有坚定的信念，好好活着，要坚信风雨过后见彩虹。

简爱读后感英文版附翻译篇四

今天，我读了《老人与海》，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
的著作，在1954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霍尔斯陶穆曾说过：
“《老人与海》是一部异常有力、无比简洁的作品，具有一
种无可抗拒的美。”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观赏一下”
吧！

这本小说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古巴的一个老渔夫，他与一个
叫马诺林的小男孩是忘年交。整整84天，圣地亚哥都没有钓
到一条鱼。第85天，老渔夫决定出海很远的地方，终于钓到
一条巨大的马林鱼。老人同大鱼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把大
鱼杀死，绑在船边胜利返航。但是在返回的路上又遇上了成
群的鲨鱼攻击。老人使出浑身解数与鲨鱼展开激烈的搏斗，
鲨鱼把能吃的肉都吃完了，结果老人拖回去的只是一副大鱼
骨架。

老人虽然失败了，但他在与鱼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超常的
毅力和勇气，表现了一种不可被征服的精神上的胜利，他可
以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硬汉的精
神。

在生活中，我们更要学习老人这种用行动来诠释硬汉的精神。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它的道路漫长、艰难，而
且充满坎坷，但只要自己勇敢顽强地以一颗自信的心去迎接
挑战，他将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简爱读后感英文版附翻译篇五

这所有的词融合在一起就是两个字——祥子。骆驼祥子。

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农民——祥子，抛开除了自己就空无一



人的家，到城里来，天天省吃俭用，拼命拉着凭来的车，没
日没夜，为的只是能攒出钱来买上一辆自己的车。三年在祥
子的努力中一晃而过，他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车场
主的气，他可以想怎么拉就怎么拉了！可痛快的日子没有持
续多久，战乱中的北平危机四伏，正在拉车的祥子莫名其妙
的就被军阀的乱兵抓了回去打杂，这一切的困苦祥子都能忍
受，但最让他痛苦和愤怒的，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寄托——用
三年的心血与汗水换来的新车，被抢走了。祥子历尽艰辛逃
回了北平，在“仁和车厂”，压抑着满腔的悲怆和痛苦，继
续拉着凭来的车。千辛万苦，当他终于在一个平和善良的人
家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拉包月车的工作后，又因为雇主被
特务盯上而被反动政府的侦探以“买命”的名义榨取了他仅
有的一点点积蓄，同时也丢了那份安定的工作。面对这一个
个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他依然骄傲的抬着头。他是年轻气
盛，高大健壮的祥子阿！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被困难打倒？他
不肯屈服。他要用自己的力气、自己的血、自己的汗来挣出
自己和妻子虎妞的饭钱！虎妞以低价为祥子买了一辆车，可
本以为又回到从前的祥子却又不得不因为虎妞的丧事而再把
车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