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大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篇一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这本书的作者是施耐庵，
《水浒传》写了关于许多人的事情，比如说武松的《武松打
虎》，我很佩服他的勇敢顽强，虽然他是酒过三巡，但是他
还是打死了老虎。

里面还有讲的`黑旋风的李逵，豹子头的林冲，行者的武松。
这本书之中还有许多的英雄人物。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篇二

在我床头，总放着一本书——《100位名人成材故事》，书中
的每个故事都那么生动有趣，故事中的每一位人物都那么令
人崇拜。它是妈妈送我的10岁生日礼物，每次翻开它，我就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时空。

“铁棒磨成针的少年李白”告诉我，学习要有“铁棒磨针”
的韧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李白正因为从老婆
婆那里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才成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誉为“诗仙”，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爱数星星的孩子——张衡”提醒我，“在学习中，要主动
观察周围的事物，细心地进行研究。”张衡就是经常细心观
察，尽心研究，才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观测天文的仪器——
浑天仪，世界上最早观测地震的仪器——地动仪。



“立志气象科学的沈括”教育我，“在学习中要多问几个为
什么”。人们常说“能够提出问题，才说明把书本读得透
彻”，沈括之所以成就了我国气象方面的巨著《梦溪笔谈》，
就因为他从小就爱在学习中思考，并且能下工夫去钻研。

在这本书中，一位位名人那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刻苦学习的精
神，轻轻地叩开我的心门，时时激励着我要博览群书，勤奋
学习，多下苦功。是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
有书读得多，写文章时才能做到“文如泉涌”；只有把书读
得精，才能在文章中写出“点睛之笔”；只有把书读得透，
才能在叙述时“信手拈来”。

生日又要到了，妈妈笑着问我：“你想要什么礼物呀？”我
毫不犹豫地说：“帮我的《100位名人成材故事》找个‘姐
妹’吧。”因为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本书，都有
一个天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我读了一这本非常有趣的书，作者是杨红樱。在这本
书里作者告诉我们：“快乐”与“不快乐”完全是看你怎么
想。你的想法决定着你的快乐与否。

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有：蜜儿、龙校长、孟小乔、龙督监等。

孟小乔和蜜儿在一天晚上重逢在一所非常漂亮的红宫学校。
蜜儿以前做过孟小乔家中的保姆。却让孟小乔发现了她是仙
女的秘密，并且无意中说了出去，蜜儿只能回了天庭。自从
蜜儿走后，孟小乔就来到了这所学校，那里有像白汗宫一样
的数学大楼，有大笨钟楼。虽然学校十分漂亮，但是里面的
学生一点都不快乐，他们每天都被严格的制度限制着，总是
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这里没有笑声，没有人玩耍。有的是
妒忌的心理，时刻想超越的决心。



蜜儿来这里做语文老师，她的教学方式令学生们欣喜若狂。
她把学生们带到荒郊野地去上课，给他们的“不快乐”举行
特别的葬礼;她扮作女探长到学校家中去侦察谁的家长是“爱
心杀手”;上晚课时，她让学生去“童心城堡”找回自己的童
年;等等都是那么不一样，直到最后决定办一所世界上没有的
学校。

这本书中的人物都十分神秘，有人为了快乐而付出一切，而
有人却不断的阻挡别人的快乐，制造困难。这样让中心突出，
让读者猜想不透，并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

“梦想”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力量;一个人只要有“梦想”，
就离成功不远;梦想的力量是一个人成功的源泉。

一个加拿大年仅6岁的孩子，要为遥远的非洲的孩子挖一口井。
听起来，这肯定是一个梦，一个小孩子的梦，一个毫无可能
实现的梦却变成了现实，而且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关爱和
帮助别人。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美好善良的梦想，会给人带来希望，会给人带来无穷的动力，
能创造出奇迹。

“阳光总在风雨后，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是一
首歌曲里面的歌词，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努力过后才能有
收获。就像瑞恩一样，他只有做额外的家务活才能赚到70元
钱，为非洲的孩子挖一口井。当哥哥弟弟都出去玩时，他却
在家为地毯吸尘，2个小时后，妈妈来“验收”合格后，放
了2元钱在饼干盒，几天后，全家人去看电影，他一个人独自
在家檫了2个多小时的窗子，又挣了2元钱。就这样，慢慢的，
瑞恩终于筹足70元钱，他万分高兴。这就是努力后的成果。

难道，这不是梦想的力量吗?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篇四

自从我读了海伦·凯勒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书中的
主人翁就一直在我的眼前闪烁，她激励着我。

海伦·凯勒刚出生19个月，因病双目失明，不久又影响了听
觉。从此她就在漫漫黑暗的长夜与无声的世界中度过。长期
的盲人生活，使她倍感眼睛明亮的宝贵。她不能像平常人一
样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也不能欣赏到这个美丽而充满乐趣的
世界，只能用自己那双娇嫩的手触摸到遗憾和无奈。但她是
那样的坚强，那样的有毅力，像在暴风雪中顽强生长的小草，
能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而我们这些拥有明亮眼睛的人们却
总是对这视而不见，所以耳明眼亮的人，看到的东西是很少
的。

海伦·凯勒曾说：“只有聋子才会珍惜听力，只有瞎子才能
体会到看见事物的巨大幸福。”如果通过三天，你就要变成
瞎子了，那么你也许会特别的珍惜自己的视力，用自己的眼
睛来看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如果再过三天，你要死了，
那么你又会做出多少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呢!

老师常说：“抓紧时间，好好利用你们的生命吧!”但我不以
为然。因为谁都知道自己某一天一定会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
的，但我们通常把那天想得太遥远了。当我们身强体健时通
常是无法想像残废的。这样做，其时是我们看轻了生命的价
值，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着，直到死去的那一刻才明白
了，但却已经晚了。

海伦·凯勒她那种永不言败、执着奋进的精神，激励了一代
又一代的人，就让我们像瞎子珍惜视力一样珍惜我们的生命
吧! 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卷，画卷上画着美好的世界，童年充满



着梦想，洋溢着快乐，

我读了《童年》这一本书之后，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
遇，才深知，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被父母宠着，惯着，千依百顺，唯
我独尊，没有受一点委屈和痛苦，还整天怨天尤人，做一点
事情就叫苦叫累。无论父母如何用心良苦，我们都不知道，
不懂得尊重父母，理解父母。

《童年》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以自己童年为基础写的一部自传
体小说。它讲述的是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从三岁到十岁这
一时期的童年生活。小说从"我"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祖
父叫"我"去"人间"混饭吃结束。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暗、
残暴和非人生活。而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
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
的痛苦。但是高尔基却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走
了过来。

四岁的主人公阿廖沙因为父亲去世，和母亲回到外祖父家，
后来随母亲改嫁，和继父一起生活。在外祖父家，与其说是
家，不如说是人间地狱，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外祖父
掌管着家里的一切，脾气非常暴躁、视财如命，主人公阿廖
沙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两个
舅舅为了分家不顾一切，常为了分家而争吵、大打出手;家中
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泄。这一切在阿廖沙
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有一个勤劳、
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的神话故事。
外祖母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人。每
次在外祖父打阿廖沙的时候，朴实、深爱着阿廖沙的"小茨
冈"(伊凡)每次都用胳膊挡外祖父打在阿廖沙身上的鞭子，尽
管会被抽得红肿。阿廖沙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阿廖沙
也还认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
三少爷，"好事情"等等。后来，阿廖沙不堪外祖父对母亲的
打骂，离家出走了。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但是，阿廖沙没



有屈服，他在这些困难中懂得，活下去就是希望，只有斗争
才能生存。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
许多地方打过架，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
过来。因为他被自己坚强、不屈服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直支
撑着。

让我们向高尔基看齐，一起做一个坚强的人;刻苦学习的人;
学会生存的人;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面对怎样的挫折，都要
执着求知、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持之以恒，积极的态度对
待学习和生活!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要为
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
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一起努力吧!

上个暑假,我读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这个暑假,我读了高尔
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它给我的感触颇深。

高尔基的童年是那么的悲惨,和他比起来,我可是幸福多了。
走进了书香四溢的校园,也成了一个莘莘学子。充实的一天就
在这琅琅的读书声中开始了。老师热心地传授我们知识,同学
们互相探讨,我们像一棵棵小树苗,茁壮成长。在这知识的海
洋中,我结束了快乐的童年,开始走向成熟。

我生活在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里没有抽人
的鞭子,没有殴打的拳脚,没有仇恨,没有贪婪,没有乖戾,更没
有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这里的人是善良,纯洁,乐观的,因
而我的童年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

读完《乡党第十》，《论语》就读出一半了，觉得应该写点
什么，尽管还有些朦胧，古语云“半部《论语》治天下”，
虽说“潜龙勿用”，我无治天下之位、之责，也无需用心地



想如何“用”，何况我也许也无治天下之才、之志，但却深
觉这话有理。呵呵!《论语》，字虽不多，但其蕴涵的道理却
多得很难说得清。

为师之道。言传，一部《论语》、一句句“子曰”，就是鲜
活的例子。身教，夫子是讲自己所做的，因此才有颜渊的那句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一
句“评语”，看似文采斐然，实则为“白描”。启发式教学，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也
正因此，弟子们疑其有所隐，夫子才发出那句“二三子以我
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与学
生交朋友，一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师生间“打
趣”的情景活灵活现。

为生之道。谦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明辨，“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善思，“告诸往而知来
者。”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负责，
“不迁怒，不贰过。”努力，需知学习贵在坚持，“譬如为
山，未成一篑。”笃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颜回般，做个
“语之而不惰者。”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一定要孜
孜以求，力求知之、好之，乐之。对“道，要有份敬畏和渴
慕，“朝闻道，夕死可矣，明白“道”、悟得“道”，即使
一切在那一刻停息，也心满意足!

游学之道。全面理解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为
人父母者还会以“养儿防老”为由，不顾及儿女的志向和感
受，固执地把儿女圈在自己身边吗?孩子有志向、有能力，想
飞得高远些，就让他飞吧。人这一生，经历过，才会无悔。
梦，是悔的根源。虽然梦碎，也会疼。

沟通之道。桓魋来找麻烦，众弟子人心惶惶，夫子一句“天
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提气提神，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
用。看似“知命”，顺应天意，实则自信。把一切假于天，
易被理解和接受，足见其表达技巧，深谙沟通之道。



敬神之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
不祭。’”夫子还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夫子对神
是个内心有份虔敬的人，但他的`敬只体现在“祭”的那一刻，
夫子是个典型的实践主义者，决不把自己的得失寄托于鬼神。
反观现实，有多少人沉迷于卜神问鬼，而不是沉下心来，扎
扎实实地做事呀!

休闲之道。“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多么令人
神往!内心有着宁静和满足，眼中的神采也必然是淡定、欣然
的，举手投足间气定神闲。

娱乐之道。投入，“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知足，“子钓而不纲，弋
不射宿”，留有余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以及做事之道，“放于利而行，多怨。”识人之道，“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自省之道，“法语之言，能无从乎?
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
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更有为官之道，为政之道……
等等。

用心体会，《论语》中蕴涵的道理，不胜枚举。关键在
于“信”，我们只有相信他，才能用心体会他的话，才能领
会其中的深意，才会乐于用他的理论、他的思想指导我们的
实践并从中受益。

在暑假里，我阅读了《海底两万里》这本书，这本书写得生
动有趣，其中也不乏惊险和悲伤，《海底两万里》写于1870
年，这本名著是凡尔纳叙述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在海洋旅
行真实的所见所闻!

1866年，上海的人们发现了一只怪物，阿龙纳斯参加了捕捉
行动，但在捕捉行动中阿龙纳斯和一些人都不幸落水，于是，
他意外到了这个怪物身上，后来才发现这不是怪物，而是一



艘构造奇妙的潜水艇，从此这个构造奇妙的潜水艇带着他过
着海底的生活，带他环游海底两万里。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海底的生活是多么的有趣啊!他
们每天都吃鱼，当他们的食物不够时他们还到海底“打猎”。
他们环游了南极、大西洋。潜水艇里非常漂亮、繁华。如果
我要是能有这样的潜水艇我也要环游世界各地，当然这是不
可能的啦。

他们环游世界各地过着童话般的海底生活当然是不可能事事
顺利的。有一次，诺第留斯号受到了冲撞，机器上的一根杠
杆被弄断了打中了一个人。当时副船长在那个人得旁边，他
奋不顾身冲上去挡在那个人的前面经受杠杆撞击，结果那个
船员后来还是得病了。尼摩船长要阿龙纳斯先生为他治病。
但结果却是让人很伤心，那个船员只能活两个小时了。最后，
其他人为他准备了海底葬礼。还有一次他们游览到南极。一
天，潜艇突然被急速增多的冰层给压在了海底下。压着船身
的冰层一共有十米厚，而船内的空气只够用48小时了。他们
每天顾不着吃饭，从早到晚拿着铲子去铲冰。可他们每天只
能铲掉一米厚的冰。到了晚上，寒气增多了，早晨被他们挖
掉的一米厚的冰又增高起来。就这样，两天过去了，尼摩船
长不得不放出了仓库内储存的氧气来维持生命，见挖冰的方
法不行，于是他们采取用热水去冲冰的方法。一天下来，冰
层还剩4米了。最后一天，当冰层还剩1米时，船内的氧气几
乎所剩无几了，阿龙纳斯昏了过去。突然，他感到了一股清
新的空气，那是他朋友将他们储存的空气给了他。于是，他
们又信心大增，努力冲了出去!

它告诉了我各个我不懂的美丽的岛屿，它告诉了我康塞尔是
何等的忠诚，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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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经历这么多希奇
古怪的事，我是多么的羡慕。

这些至今仍然热门的环保话题，早已在两百年前就有先知者



呼吁，可见留下有关人类正义更深层次的思考，才是这本书
让读者感受丰富多采的历险和涉取传神知识后，启发我们以
心灵更大的收获。

非常佩服他们都不自私自利。

这本书还写了冰山封路、章鱼袭击……许多险情。这些故事
情节都是非常曲折紧张，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人物命运，丰
富详尽的科学知识和细节逼真的美妙幻想融于一炉。整部小
说悬念迭出，环环相扣。

不得不说，这本书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篇五

昨天，我和妈妈去上超市，妈妈叫我去选书，我看见《笑猫
日记》，先选了一本看看，发现挺好看的，就买了一本。回
到家，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后来买下了全套。

《笑猫日记》说的是笑猫和马小跳以及朋友全家的故事。

笑猫会笑，很多心情，都是用笑来表达的。他会冷笑、狞笑、
嘲笑、苦笑、皮笑肉不笑。他是一只有思想的猫，相信性格
决定命运。他喜欢观察人，懂人话。笑猫为了治好虎皮猫的
耳朵，经历了千辛万苦，采回了兔耳朵草，却被兔子吃了。

他明知道虎皮猫听不到，还是把自己的故事讲了无数遍，他
的诚意让枯了38年的树发芽，让铁树开花，终于，笑猫感动
了上苍，虎皮猫的耳朵好了。他最后和虎皮猫结了婚，生下
了胖头、二丫、三宝、小可怜。小可怜瘦弱多病，在全家万
般呵护下，她已经熬过了寒冷的冬天，就在春天来到的时候，
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



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感动的流下了眼泪。

同学们，你们也看一看吧！一定会被笑猫感动的！

读一本好书读后感篇六

一架铁道天桥，是火车站南北两侧市民步行来往的通道。

二十一岁，秋天就快结束时，许天挽着女孩的手走过天桥，
那是他的初恋。

二十四岁，一个万家灯火的.晚上，许天与他的第二个女友站
在天桥上，遥望不远处的楼群。

二十八岁，一个月黑风高夜，许天与后来作了妻子的她，正
从天桥上经过时，突然一声火车鸣笛，她惊慌地逃入许天的
怀里。

秋天，三十五岁的许天，带着儿子过天桥，送前妻去火车站。

天桥口立着一块大牌子，是一则因修高铁将于年底拆除天桥
的公告。

天桥的下面，早已堆成瓦砾山，秋风掠过，尘土飞扬。许天
百感交集，拿出手机，请路人帮忙，为他们一家三口留个照
儿。

一家人背靠天桥护栏上已被秋风染红的爬山虎，面带微笑，
一起对着手机镜头喊了声“茄子”。

读完小说《天桥的最后一个秋天》，鄙人不由感叹：鼓起勇
气，走过人生的天桥——风景这边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