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读后感格式(优秀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高中读后感格式篇一

捧起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不觉被带入其中。
情感跌宕起伏，或悲伤，或欢喜，或激动，或愤怒，我心中
也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五味杂陈。

《八十天环游地球》主要讲述了福格先生与朋友打赌，在八
十天内环游地球的故事。一路上，他与仆人路路通历经千难
万险，不只让人错当罪犯，还冒险救下艾娥达夫人，几次险渡
“鬼门关”。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伦敦，可正要宣告胜利
时，不料却被关进了监狱。真相大白后，他早已对赌约灰心
意冷，觉得自己与胜利失之交臂了。好在路路通的机智，帮
福格以三秒之差，赢了赌局。

看到这里，我不禁慷慨万千。一次失败不可以表示什么意思，
它更不会在你脑门儿上贴上无能者的标签，像福格一样，不
要停下脚步，一往直前，才能看到最好看的的风景。忽地我
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抹之不去。那时的我应该是七岁吧，
正在学骑车呢。跨上自行车，双脚一离地面，“啪”自行车
倒了，我也跟着摔在了地上。可刚要大声说“我不学了”时，
又把话咽回了肚里，心想：骑车有哪些可怕的，我可不想就
这么随便地退宿。当我第三跨上自行车时，又连人带车一块
倒了。看着膝盖上泛出了点点血迹，血珠晶莹剔透的，染红
了洁白如雪的纸巾。我哭了，豆大的泪珠盈出了眼眶。这个
时候，母亲走过来安慰我说：“坚持不懈，是成功的重要！
只须坚持，前面有更漂亮的风景等着你！”于是，我鼓起勇



气，第三尝试。一团斗志的火烧在心中熊熊燃烧。一次，两
次，不怕摔跤，只怕放弃。原来骑车并没想象中的那样可怕。
坚持不懈的我在学习骑车的道路上愈战愈勇，终于战胜了困
难，掌握了骑车。

坚持不懈是倾盆大雨中的那一把伞，为你遮风挡雨，使你离
阳光更近一步；坚持不懈，是一杯烈酒，喝下去时是苦涩，
吐出来却是精神。福格的成功公式：梦想+挑战+失败+挑战=
成功。坚持不懈是福格的成功秘籍，也是我的，更是大伙的。

生活的旅途非常漫长，或许前方会布满荆棘，但大家一直要
携带披荆斩棘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一路前行，永不停
歇！由于大家知晓，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最好看的的风景
总在前方。

高中读后感格式篇二

南怀瑾既然被誉为国学大师，那么看他的书应该是一件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也就是问题中所提到的《南怀瑾全集》
这本书，它是一本揉合了中国传统古典儒学解读的著作。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认为这本书值不值得读，或者有没有价
值的时候，对于传统，南怀瑾自然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浅俗
易懂；但是问题其实也正是在这里，因为是一部传统的书，
其实南怀瑾的思想里他是没有剔除很多原本传统里的糟粕的，
他对于传统儒学还是全盘接受的态度。

比如说，《南怀瑾全集》其中一个贯穿全本的思想就是“中
庸之道”，这里的包括“宽恕”“忍让”“不争”，更具体
一点的话，比如他讲的“放手，得救的最妙药方“，他借用
许多的佛法和儒学来解释人性中的“贪嗔痴”，让人们放下
执念。但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谁说谁圆的事，今天南怀瑾
告诉你要“宽怀”，明天就有马云告诉你“要有梦想，要敢
想敢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打遍各路武林高手的电影演



员，然后你听来听去发现大师和教父讲的都对，那到底谁的
更对呢？《南怀瑾全集》并没有说。

再举个例子，除去“中庸之道”，《南怀瑾全集》还贯穿一
个思想，他说：

一个人如果觉悟了，悟道了，对一切功名富贵看不上，而万
事不管，脚底下抹油溜了，这种人叫做罗汉。但是菩萨境界
则不然，觉悟了，解脱了世间一切的痛苦，自己升华了，但
是，看到世上林林总总的众生，还在苦难中，就要再回到世
间广度一切众生。这种牺牲自我、利益一切众生的行为，就
是所谓有情，是大乘菩萨道。

讲到这里很多人应该已经明白了，这里其实并不是说《南怀
瑾全集》不好，也并不是批判，但是你会发现这本书和市面
上那些贴着“佛学教你怎么做人”的畅销书其实区别并不大，
如果非要打个标签，无非是个大号的鸡汤，怎么吸收怎么看
怎么理解，全靠个人了。也许你正在烦恼一件事，正在为许
多事做不出断离舍，也许看完之后你就懂得了怎么做，但是
当我们话说回来的时候，不管你看完这本书后有什么选择，
结果是好是坏，这本书都不会帮你承担任何结局。

高中读后感格式篇三

这里记载着一篇非常感人的故事，我读后生生泪下。

讲的是：小时侯，我常去爷爷家玩儿。爷爷家有一棵很茂盛
的梧桐树。每次我到爷爷家玩，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那时，家境并不好，妈妈动不动就生气，一生气就训人，我
常常挨她的训。我一生气，便跑到爷爷家，快乐的玩耍。有
一次，我淘气，拿起针扎了梧桐树一下，清清的、圆圆的泪
珠一样的水滴滴了下来。我呆了一下，这“泪珠”在爷爷眼
里有过。那次，我打破了人家的花瓶，却不承认时，爷爷就



落下了一滴清清的、圆圆的泪。从此，我把梧桐树和爷爷连
在了一起。

有一天傍晚，竟下了一丝细雨，爷爷叹了口气说：“梧桐树
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我不懂，爷爷便讲解给我
听。

我在梧桐树下玩着、转着，转到了梧桐树的叶子全落了。爷
爷的病情加重了。一天，爸爸回来告诉我，爷爷快不行了，
我感到自己疯了似的往家跑。不会的！决不可能！爷爷只是
睡了。瞧，他那面貌与生前一样，他只是睡了。我猛然想到：
梧桐树，梧桐树，梧桐树不死，爷爷不会死！我又扎了梧桐
树一下，水流了出来，我笑了，可在一看，那水不在是清的，
而是混浊的，不在是滚圆的，而是一道细流。

我绝望了，只看见一位老爷爷，坐在梧桐树下，给一个小女
孩儿讲故事听……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知道，它在告诉我们：
要珍惜爱，懂得爱，做一个懂得爱的人。

高中读后感格式篇四

今天我读了《斜塔上的实验》这篇课文，深有感触。

这篇课文讲的是，伽利略生活的时代完全被亚里士多德的学
说所笼罩。所有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只要老师说这是亚里
士多德说的，问问题的学生便不敢再怀疑。只有保利略敢于
探索与追求。

有一次，伽利略在大教学里跪着祈祷，大厅里除了一条链条
扰人的擦碰声，一片寂静。一个教学司事，刚注满一盏从大
教学顶上悬挂焉的油灯，漫不经心地让它在空中来回摆动，
摆着的挂灯链条的嘀嗒声惊扰了伽利略，引起了他的思考。



他想着，看着，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尽管每闪摆的距离越
来越小，但是每次往返的时间似乎一样长，他高兴地跳了起
来，因为了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如果这是真的。

他一回到家，立马就找来了两根同样长的绳子，每根绳子的
顶端都有一个同样重的铅块，他让他的教父帮他一起做实验。
他们把绳子吊在柱子上，第一根绳子的距离有20厘米，第二
根有十厘米。开始做实验了，伽利略让教父数第二根绳子摆
的次数，而自己则数第一根绳子。绳子完全会议室上后，第
一根绳子摆了一百下，第二根绳子摆了一百下，实验结果完
全相同。“自然节奏规律”从此命名，后来又把这个原理用
在了钟上。

从这个小故事中，我明白了，做事要勇于探索和追求，不能
被传统的观念所吓倒，要敢于创新和发现。

高中读后感格式篇五

沧月的其他作品我没看过，就《镜》系列而言，我是不怎么
欢喜的。

但凡看过之人便道：“《镜》是写云荒战争的。”(关于云荒，
我多加几句，云荒这个梦之世界竟是沧月、丽端、沈璎璎三
人合力缔造的，云荒有纪年，有地图，真可谓亦假亦真，魄
力非凡。)可《镜》里的爱情是绝不能忽略的。索性就谓之为：
以云荒战争为背景而演绎的爱情故事。说是爱情故事当是不
过分的，《镜》里除了主人公大段的爱情描述，就连大部分
配角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的人物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或
喜或悲，或酸或甜，读之有味。可味道仿似有点不对。作为
一名男子，我自是偏好战争甚于爱情。诚然，少了爱情的辅
料，此书便会索然无味，但辅料太多也会因为味重而失去主
菜原味。《镜》里的爱情写得不错，足够缠绵，而战争却没
有那样酣畅淋漓。就连主人公应遇的坎坷也被爱情冲淡了许
多。真岚的五体被解封印虽是耗时较长，但其中根本没有阻



碍。白璎从冥灵到实体更是因为一个令人费解的咒语。而战
争本身亦和爱情关联甚巨：白薇皇后因为爱情而“背叛”了
琅玕;琅玕因为爱情而灭了莼皇的海国;云焕因为内心一直爱
慕的师傅慕湮离世而入了魔道，*了整个云荒。

奇幻类书籍大致情节应是主人公以大小战争而练级，最终获
胜。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搜神记》那般荡气回肠的
探险加战争真是过瘾，如此好书却是难得。而《镜》的胭脂
气太重。也许是因为性别的原因，沧月写不出《搜神记》的
摄人心魄的战争，正如树下野狐写不出《镜》的细腻的爱情。

《镜》还没看完，但结尾已经基本可以预料，看完与否已是
一般。推荐女性可以看看，特别是那些爱看韩剧的，因为里
面的俊男美女确实挺多，而且俊男好多都长得女性似的，据
作者说，那样美极了，一点不影响男性形象。苏摩就是其一。

看过《镜》的男性不妨看看《搜神记》与续集《蛮荒记》，
真的别有一番风味。

《镜》于我仿若是一场梦，没梦完业已惊醒。

惊的是此梦太美，比梦还梦;

醒的而是这旷世的光华一梦。

高中读后感格式篇六

闲暇时偶然看到萧默先生的《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
年》，曾经不太理解一些人创作的传记性文学和影视。

那古代的篇幅，像是墓志铭，传主都是忠孝两全，面目可憎；
当代的则是比圣徒还圣徒，围绕意识形态编排，主角一定道
德高尚，让人存疑。但我却很喜欢这篇，传主有血有肉，个
性突出，叫人能感受到他们的真实存在；能看到那个时代赋



予的情境；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启示。

《一叶一菩提》呈现给我的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一群生动的
人物，一座让人震撼的艺术宝库，还有作者以诚相待的心，
和对人性与社会的体认。开读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小世
界里的人物命运就一直让我牵挂，欲罢不能。描写高尔泰先
生的那些文字，最是生动传神。曾读《寻找家园》，高尔泰
先生的坎坷经历就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他的文笔让我赞叹，
思想的自由更让我钦佩。

作者不愧是画家出身，美学研究者，观察入微，文章犹如展
开的画卷，引人入胜；笔下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字里行间，
作者特立独行的性格贯穿始终，是一位一般世俗规矩不能约
束的奇人。今天，读了萧默先生笔下的高尔泰，我的这些印
象在书里得到了印证，也得到了扩充。很喜那个浪漫主义者
的宣言，对于我这种总是想法多于行动的人来讲，颇有启发。
性格的执拗和多年的屡遭不公让他斜眼看人间，像一头离群
的狼，孤独、敏感，时刻提防被袭击，并在感觉到危机时先
发制人。可是萧默先生他不能原谅这样朋友的背叛；他人的
蔑视；自身的愤怒，一切不能逆转。

我还是为这样的结果感到遗憾，宽恕本不是廉价的，“犯错
是人，原谅是神”啊！ 萧默先生笔下的常书鸿老人纯真、执
著、善良、爱惜人才，为了敦煌研究事业，忍常人之不能忍
之寂寞，受常人不能受之苦，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千佛洞，
却反而在一切渐入正轨之时被迫离开，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
家，不谙世事，亦是无可奈何，让人心酸呐！莫高窟清苦寂
寞的生活总算成就了艺术家的事业，萧默先生成为著名的建
筑艺术与理论学者，远在美国的高尔泰先生靠了当年在莫高
窟的摹写积攒的素材而能安身立命，莫高窟没有亏待他们，
莫高窟留下的不只是记忆，读过《一叶一菩提》，我感慨于
们生活的丰富，遗憾于时代的不可变迁，或许能给我留下的，
是那份坚毅的信仰，执着的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