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看见读后感(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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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看见读后感篇一

看《看见》之前，我先看了本书的简介，当看到“自传性作
品”时，我在内心已经把它定性为一个优秀记者的成长之路。
等真正看完之后，才发现和我想象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这本
书以柴静的采访作为线索，在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的同
时，自己也在一步步成长，从青涩走向成熟的，从对新闻一
无所知的新人到真正成熟的记者的转化，在她每次的自省当
中，又一次次的升华自己。

“看见”，从镜头中看，从每一个人的眼里去看。当我们看
到一些事件，往往已经定义上了善恶，往往都是站在道德制
高点去谴责。而柴静却能够通过镜头，告诉我事实真相并不
是想象中的非黑即白，当事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些决定，在作
出决定的背后又经历过什么，抽丝剥茧般的把真相展露出来。

当我看到非典那一章的时候，对我的震撼不亚于一场心灵地
震，我从未想过非典是那么的严重。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对
非典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每天例行公事一样的探测体温，
从来没有想过非典是这么的可怕，可以轻轻松松剥夺无数人
的生命。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无数白衣天使站了出来，为
抗击非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阻止了非典的蔓延。

在汶川地震时，远在河北上初中的我都能感觉到震感，更不
必说位于震源地区的汶川了，那是我根本想象不出来的灾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在当时，无



数人民子弟兵和志愿者赶赴灾区，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灾
区。地震灾民就算亲人在灾难中丧生，也没有放弃生活的希
望，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在每次的灾难面前，并不仅仅只有黑暗，在黑暗中，有那么
一丝丝的希望像阳光一样照射进来，慢慢地扩大。在我们生
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这些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事，也让我
们知道了我们肩上的责任和担当。

在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上，我并没有对当今社会失望，相反，
只有把这些阴暗面揭露出来，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我始终相
信，什么东西都会慢慢变好的。

在看这本书时，经常能找到共鸣，许多观点直击内心。对人
性也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做出的选择，都是符合自身的利益的。人并不是只有一面，
也不可能只有一面，世界上并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
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在做事上，无论做什么，都要坚
持下去，行百里路半九十，想要成功，就只有坚持这一条路。

看见读后感篇二

书名《看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仔细揣摩，其实大不
简单，因为这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看?看什么?如何
看?我将这本书粗读了一篇，又细读了一篇，深深感到，柴静
整本书都是在回答这几个问题。她在那么多的采访手记里，
留下了许多片段式的思考，这些思考如同散落的珍珠，不着
痕迹、自然而然地“长”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是有一根线
串在一起的。

首先说说为什么看和看什么。如果说早期柴静是出于一个新
闻人的职业操守和使命感去“看”的话，那后期则完全是出
于一个“人”的内心呼唤。在许多作品获奖之后，她却
说：“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里有欲望的题，



它们不会触动我”。她评价自己是个不爱扎堆的人，似乎与
新闻人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她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当看
到一个老师带着艾滋病孤儿的事，了解到那么多女子会杀夫
入狱，她知道，这些都是她想“看见”的;后来报道“两会”
的时候，她也决定告别惯例，从采访自己家的小区居民入手。
可以说，看什么和看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柴静后继采
访的成功，有内心的驱动力，你才会穷根溯源，不辞辛苦。

其次是如何看。我觉得，柴静对于这些超出她经验和认识范
围之外的事情，从开始的好奇和预设答案到后期的仅仅只是
去理解和呈现，这个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早期柴静的问题，
其实是所有未经过生活摔打的理想主义者的通病;以理想横扫
一切，以道德审视一切;拒绝对复杂性的体认，追求捷径或一
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不讲逻辑，不追求精确性。说到底是
一种惰性，毕竟追求准确是一件耗时耗神的事情。所幸，柴
静迅速成长起来了，她越来越精准地界定了自己的角色，那
就是去理解，去呈现，不要预设答案，不要高高在上带着道
德优越感，不要自命正直(因为这只会带来冷酷)，不要爱惜
自己的羽毛而给自己很多“为民请命”的由头，不要为了感
动自己或别人而在涕泪交加中失去真相，这一切都没必要，
观众自会做是非对错的判断，要做的只是准确地呈现，按照
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去步步为营地呈现，就像一首歌唱
的“你是我的眼”就足够了，“你”不必成为“我”的心
和“我”的脑。进一步地，甚至可以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含的感
情”。这一切成长靠的是什么?是经验。就像她尊敬的钱刚说
的：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只有在长天大
地尽情摔打过，只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切身体会，你
才有足够的经验以及由经验升华出来的智慧和直觉去做最准
确的判断。也许这么说不够形象，还是用钱刚的话吧，他说：
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表面看来，柴静写的是一个新闻人的进阶之路，实际上，她
写的是一个人回归理性、回归生命不言自明的本真状态的过



程，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回归“寻常”，就像她的同事评
价她的那句“你就是平常说话”。无论是擦去失去表姐的痛
苦小男孩的眼泪，还是要求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亲不要喝酒
吸烟以准备再次怀孕，虽然看起来违背新闻人的职业准则，
但它是对一个正常人情感的回归。正是基于这种回归，她会
拥抱失去妻子的孤独走在奥运村的德国奥运冠军，她也会被
听到她忠言相告的陌生小男孩拥抱。无他，唯诚而已，一种
基于理解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真诚而已。这种理解不是刻
意的，而是真正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相似的，不同的
只是有些人的恶深藏了、抑制了，而有的人的恶却机缘巧合
迸发出来了(这就是我曾经为“相似的你我”这个网名深深激
赏的原因)，所以采访就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大家都有
病，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也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我们终
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我认为，所有的章节里，《无能的力量》是核心，读明白了
这一篇，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读完这一章只有两个感
受：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历经千辛万苦的思考、要遇到合适
的人读到合适的书才会形成的一些观念，在一个德国人卢安
克的世界里竟是如此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一个普普通通的
老外，他就自然而然地那样想，也那样做了，他们觉得寻常
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为何如此之难?看来，我们对于“寻
常”的理解，早就错位到一种离谱的程度了;第二，任何事情
都是共通的，就像新闻和教育。既不可为了印证自己想好的
主题去采访，也不要想象孩子应该怎么样就拿这个去“规
范”孩子的发展;新闻归根结底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性，教育
也是为了让人的心活得更生猛活泼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
“让心死去”。

现实有些残酷，中国的事情就像柴静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哪
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能怎么办?柴静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要么像钱刚说的“让问题浮出
水面，自会一步步解决”;要么像卢安克说的，不带着任何目
的去做事，不想着自己能改变什么，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但首先要做的是不屈服，不要像陈丹青说的那样从内心深
处“认了”，觉得事已至此，一切都是徒劳。柴静举出的例
子很多，美国民权之母帕克斯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中国
的胡适说“要独立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
别人”，而眼下她的采访对象、为一瓶矿泉水要发票的郝劲
松说：我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柴静是个决绝的人，人性的柔韧度似乎是她可望不
可即的，至少暂时是。她关心“弱势群体”和发自内心地羡
慕卢安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她渴望像卢安克一样思考和看
待问题，可那是另一种社会情境和价值体系下发生滋长出来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像卢安克说的：德国都已经完成
了，中国才刚刚开始。她还需要继续上路，修行，我们更应
该如此。

看见读后感篇三

纪实的东西写成文字总会让人感觉到失真，但读起来确实很
美，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小的纪录片，看完这本书让我放弃了
再看节目视频的想法，因为文字叙述的故事总比真实看到的
场景可爱动人，透过文字的自己的想象要比别人强加给你的
视觉更有意境！《水浒传》、《嫌疑人x的献身》、《诛仙》
等等，看完书再看翻拍出来的剧总让人失望。

里面有当时中国遇到的普遍问题，现在有的解决了有的还依
然存在，但中国确实改变了很多，强大了很多，可能现在不
会再有主流媒体曝光或叙述那些事情了，柴静在那个时间里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勇气让观众看到了一些事实，或好或坏，
说出来才会让大家放心，让大家继续对明天的生活抱有希望！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
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



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看见读后感篇四

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大海是那样壮阔，那样广阔，是那样令
人向往。它就像是人间仙境，有时波浪不惊。

海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是无边无际的、浩瀚，而又充满憧憬
的一个印象。并且每一个人都想去‘会见’一下海，而我也
不例外。海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和王家新作者一样的意义，
那就是信念和理想，成功的喜悦！

这事情，还要从我小学的深涯里说起。

在小学中，因为我的体育成绩还算可以，所以我被选做了体
尖。在小学6年级中，因为要去参加第23届学生锦标赛，所以
我们就天天去跑北山。那是大足的北山，老师要求我们上去
必须跑梯子，而下来就全是下坡就必须全速冲，最重要的是
在15分钟内必须跑完全程。先开始，我们基本上都是
在17、18分钟跑下来的。老师就要求我们重新跑，而且是重
新跑了几次。就是去了这天，我们大家就累得像一个落汤鸡
似的。就是去了这一次我们大家都不想去了，但不得不去。
唉。

看见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早就借来了，可是一直没看。前几天遴选进面试，可
是领导不让去，无果。心里堵，不想做事，于是开始看书。
今天看完了，浑身轻松，自己做完了一件小事。

我很喜欢这本书，有两个理由，即直面分歧、面对感受。离
奇事件的背后，可能是因为一次偶然，也可能是个笑话，通
过柴静的视角，我慢慢意识到，离奇事件的背后，可能是一
个必然，也可能是一种情感。



真实的力量非常强大。一个敢于批评而又得到大家认可的官
员说，因为我批评很准确，所以大家认可，因为官僚系统是
一个复合（我自己用的是“复杂”这个词，翻了笔记本才发
现他用的“复合”）系统，只有一种人就玩不下去了。征地
拆迁之中，仿佛是充满邪恶，又好像群魔乱舞，现实最终在
实实在在的细节中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复杂而又充满疑惑。
柴静说不是批判什么而是发现什么，我觉得很有道理。一个
人有错有罪，早就够了吗？不够。人的背后，是情感，是利
益，道德和对错可以评价一个人，却很难影响一个趋势。一
件事有结果了，就够了吗？不够。事件的背后，是一个个细
节，结果可以传播很远，但只有细节才能够让事件回归，让
人们关注事件发展而不只是记住一个传播出来的结果。

内心自有万钧力。这个力，可以严重伤害自己，可以很好的
造就自己，可以泯灭自己的灵魂，可以吞噬你我的生命。人
是有温度的，事件是有温度的，历史也是有温度的。我们感
受不到温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接触的人、事件、历史已被
改的面目全非，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太麻木。我这几天给母亲
和另外一个友人打电话复述自己一天的活动和感受，母亲愿
意听我讲，好友却不愿意。互相讲自己一天的经历，是一个
很不错的成长方式，回顾自己一天的生活可以让自己的感受
更加敏感，说出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心才会不会积累情绪，有
人说有人听才能够增加了解。若不能够倾听，便不是真正的
感情。看到柴静的报道，我经常在感慨，若是家人能够多一
点倾听，家庭的悲剧就会少很多，人生的悲剧就会少很多。
说出来靠勇气，听进去靠耐心，若是这一点勇气和耐心都没
有，自己便失去了战胜生活的最大的秘密武器。

我会继续寻找愿意倾听和倾诉的人，因为我想拯救自己的灵
魂，我也愿意顺带拯救愿意自救的灵魂。

接下来继续看书吧，看书可以让自己了解更多的人、感受和
事情，自己的心会慢慢变化。其实自己内心一直有一些自卑，
没有出色的体育项目，没有钱，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出色



的工作和学习。可是自己依然要追求快乐，并希望给更多人
带来快乐。这就是我自己，我接纳我自己，完美也好残缺也
罢，走运可以事事不如意也罢，这就是我自己的命，我努力
追求可是也接纳命运的安排。

用随心所欲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对自己好点，对别
人好点。

看见读后感篇六

《看见》一书包含了三重内涵：一是柴静个人成长的自白书，
二是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下
面为大家带来看见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参阅柴静《看见》读
后感！

最近读完了柴静的新书，对她感兴趣的原因是在大学期间观
看了她的演讲视频，获得了特等奖，演讲期间感情真挚而趋
于平淡，让人有很真的感觉，从此开始关注她一些文章和新
闻。

今年她出了新书——看见，也就很开心的买了一本来读。读
后感觉挺深刻的。

《看见》总体来说写出在央视从事记者这个行业几年来所经
历的人和事，进而影响到她对待新闻和记者这两个对象的认
识，期间反复的思想的转变，也在探寻自己的职业问题以及
最重要的是柴静应该在这职业中所表现的态度。我个人认为
此书有80%以上是真实的，20%作者有隐晦和适当作假的可能
性。

分析此书的价值——即含金量

我个人不是属于波澜群书的人，属于看一本书就会有深刻印
象的人，换言之，少儿精是我的阅读宗旨。当初选择这本书



来读，一方面是对柴静这人的信任感，一方面是觉得此书的.
真实性比较可信赖——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矛盾，而自己却
不知道的东西。

文中举了很多实例，有很多都是热门的话题性很重的新
闻——药家鑫案、留守儿童义务教师、农村土地违法征地案、
虐待猫事件、李阳家暴等，她从开始的意识切入，层层剥开
事件的本源，逐一的呈现出发生的根源性，就如他所说的逻
辑是一环扣一环的，她顺其自然的去层层的串联每一个逻辑
环直到认为事情的答案既是如此。而对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药家鑫案和虐待猫事件。她采访了药家鑫的父母亲，得知了
药家鑫从小到大的教育问题及心理问题，让人认识到其实事
物的发生并不像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那样真实，而事情
发生的可能性千万种，人的思维是很复杂的，不能去果断的
判断任何一个人，评价任何一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

其实她书中很多事件也许根本就解决不了，但是这种无疾而
终的如土地违法征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矛盾利益纠
葛，不是她一个记者能解决了的，有些矛盾是根深蒂固的，
但是她告诉我们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有些人也许连这些
问题的存在性都不知道，这才是可悲的，她说，记者的最大
职责就是让人们明白。从她刚开始是一板一眼的主持风格到
开始融入自己的采访风格到最后尽量使自己客观，认识事物
公平性，这个过程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是很快的浏览过去，对
于经历的人也许很多事情，碰到很多感动的、气愤的、焦虑
的，揉捏了很多东西进去才得到答案和改变，因为人都是在
过程经历中，看清楚一段事情，不断的建立思维系统的平衡
与完善功能，这是我从她书中体会到的最核心的东西。

之前的自己看待问题，只想找到真正的桎梏的答案，对与不
对，看完此书，我开始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认识这个社会，
不会一板一眼的探求所谓的答案，人心尤为复杂又极其简单，
他们都渴望幸福，但是往往被悲伤所扰，做出了前后矛盾的
事情，纠结于心，最终伤害的人是自己也是旁人。



看到了柴进辛苦事业的进程，再反观自己，虽然本身职业不
是记者，但是知道记者的责任感是很巨大的，他们的言论导
向决定了群体的思维导向，这也就是政府为何多多干预媒体
的言辞，南方周末事件才能得以发生。柴静她的出名是中国
当代迫切渴望真实报道的必然发生的结果，她给人真实、追
根究底，解决问题的真实感觉，所以很多柴迷信赖她，我虽
然不是她的柴迷，但是内心是尊重她，敬重她这种女子，也
渴望自己能像她一样，有自己的原则，又在不断经历中完善
自己的原则，独立而自主。

看见读后感篇七

对于《看见传承》这本书，我带着好奇翻开，怀着敬意合上。

《看见传承》收录了钱氏、汪氏、查氏、陆氏、诸葛氏、应
氏、郑氏、袁氏、朱氏、何氏这十大江南望族的家训。光看
家族姓氏或许会产生出一种恍惚的陌生感，然而当看到“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耳熟能详的古训时，
则让我顿时倍感亲切，而之后，便是恍然大悟。看似与普通
人毫无瓜葛的望族家训，其实早已在孩提时便深入人心。更
具有意义的是，《看见传承》特地把家训与家族发展历史、
家族名人相联系。家训解读的背后让读者意识到，家训所言
不仅关乎“小家”的经营，更涉及到“大家”的命运。

身为江南人，我参观过钱王祠，听闻过兰溪诸葛村，惊叹过
海宁查氏，感慨过陆游一生，然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刻而细腻
地了解一个个江南望族、一段段家族往事。这份深刻源于家
训的呈现，这份细腻来自家训的解读。

家训背后，是长辈历经无数成功失败后的心路历程，是后人
为维系家族而耗尽心血的浓缩精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下家
族的屹立不倒。家训，一篇简简单单通俗易懂的文言文，翻



开的却是历史的扉页。家训，是克己，也是指引；是教诲，
也是文化；是当下，更是传承。

寻常百姓家几无家训，但家家户户都有家教。家训的意义从
来不只是光读、光识记如此肤浅，而是在铭记的基础上渗透
入家教的点滴中，恪守身为人的品性品德，培养素质与才华。

但我又有另外一种感慨：如果以这样的要求要求自己，自己
还能够在如此严苛的家训下很好的有自己的空间来执行家训
并发展自己的特长么？能够像这些伟人一样同时顾及小家和
大家的利益么？能够与家人朋友融洽相处而不触犯家训么？
由于没有历史感的家训束缚，这些问题就要在我头上打一个
问号了。

读家训，了解的是名人之家，思考的是自身举止言行，考量
的是未来子孙的教育与栽培。我们只要读有所感，学有所成
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