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方仲永读后感(通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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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方仲永读后感篇一

课文：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
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
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
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
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
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
焉。曰：“泯然众人矣。”

仲永虽然有天分，能指物作诗，但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努
力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仲永的父亲没有对他进行后天教育，
仲永也没有了成才的机会。

无论天生有多么聪明，后天培养是不可少的

如果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开始认真学习，想必有一天他也能
成为天才;如果天才不学习，想必有一天他会变成蠢才。

方仲永读后感篇二



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人们的才
能虽有差别，但主要来自于勤奋学习。《伤仲永》一文给我
的启示是：一个人即使有很高的天赋，但如果不发奋学习，
也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仲永的故事是这样的：并非书香子弟的方仲永5岁时便能“指
物作诗，立就”，并“自为其名”，且“文理皆有可观者”，
因而扬名邑中。到了十二三岁，才气渐减，“令作诗，不能
称前之所闻。”到了成年，竟“泯然众人矣”。

因此说，才能来自于勤奋学习!“神童”由于后天不好好学习
而沦为“庸人”的，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本来不是“神童”、
“天才”，但由于坚持不懈地奋发发奋，而成为举世闻名的
科学家、发明家的却大有人在。

牛顿不是神童，但他终身勤奋学习，最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
的成就。爱因斯坦不是神童，大学考了两次才被录取，毕业
后到一家专利局当了7年职员，他在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学习和
工作，最后奠定了相对论的基础。

不仅仅在科学上如此，在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不论是谁只
要付出和他们同样艰辛的发奋，都能取得这样或那样的成就。
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人的成功，同样深刻地说明了这样
一个道理：才能来自勤奋学习!

方仲永读后感篇三

今天晚上，我认真地读了《伤仲永》这篇古文，文言文看不
懂，我查阅了很多注释才顺利把它看完。看完之后，我陷入
了沉思，我只能说我真的受益匪浅!

文章的主要内容：一个叫方仲永的小孩，5岁就能写出很好的
诗。方仲永本县的人们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有人用钱财和
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带着仲



永四处拜访本县的人们，不让他学习。到了十二三岁，他的
才气渐减，作诗已经大不如从前。到了二十岁，仲永的才华
完全消失，和普通人一样了。

俗话说：天才出自勤奋!很多人不是神童、天才，但由于坚持
不懈地奋发努力，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发明家。

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3岁时还不会讲话，小学和中学时成
绩并不好，大学连考了两次才被录取，可他为什么能成为天
才呢?爱因斯坦对成功的秘诀做了概括：w=x y z ， 即成功等于
艰苦的劳动加正确的方法加少说空话。他认为艰苦的劳动是
最重要的，艰苦的劳动就是勤奋，勤能补拙。

伟大的科学家爱迪生，童年时被视为“低能儿”，只上过三
个月学便离开了学校。但他努力自学，总是以无比坚强的毅
力，刻苦钻研自己不懂的问题。由于他工作时间比一般人长
得多，相当于延长了生命，所以当他79岁的时候，宣称自己
是135岁的人了。

方仲永读后感篇四

读《伤仲永》有感，我不由感慨：千奇奇才毁于一旦。文章
讲叙了一个天才神童由于不学习变成普通人的故事。

在这件事上，仲永并不是不负责任，但他的父亲要负主要责
任。如果不是“父利其然也”，如果他没有“日扳仲永环谒
于邑人，不使学”。相信十年之后，朝野必又添一前无故人
后无来者的旷世奇才。其实仲永的身世便是不幸的，方
家“世隶耕”其父母必是无甚文化。也不知道读书有用，只
为眼前乡邻的一点小小利益，就放弃了儿子的前途。

再说仲永，仲永十二三矣，尚不知学，以至其泯于众人。因
为他从小就不知道需要学习。



我似乎是明白了王安石为何而伤，仲永之才千古罕见，只因
不学泯然众人矣。

想起我的儿时，我虽不算天才，可天资不差。记得四年级，
那一整个学期我都在打闹，不知认真读书。后来，期末考试，
我发挥失常了，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虽说我现在还是有一点
那什么，不过好多了。

说到最后，不得不说仲永是个好老师，他给我们上了生动的
一课，教会我们要认真学习。

方仲永读后感篇五

学习了《方仲永》这一课，我深有体会，他那样一个神童因
不接受后天教育而导致成为一个普通人，那么像我们这样的
凡夫俗子如果不好好学习会怎样？会变得比普通人还不如。
正因如此，们更得好好学习，发奋图强！

方仲永的悲惨结局还因为他的父亲太过于贪图利益而没有让
儿子学习，只为了他的一点私心毁了儿子一生的前途，根本
没有考虑到儿子今后该怎么生活，完全被眼前的局面所迷惑。
正像同学们说的玩笑话：“也许好好学习。现在就不是唐宋
八大家，而是九大家了呢。”这也是有道理的，一个本身就
被誉为天才的孩子，如果肯付出他的汗水，难道还不够资格
吗？连王安石都不禁为他感到惋惜。

孩子的学习与大人的期望目的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果只是朝
着利益方面想的话，那么孩子的观念也会随着大人们所变动，
必须要为他们带来一个好的开始，指引他们正确的人生目标。

有些人用懒散的态度对待学习，却没有想过生活会怎么报复
他，只想问一句：“们是愿意用短暂的苦来换长久的甜，还
是愿意用短暂的甜来换长久的苦？”



方仲永读后感篇六

虽然作者王安石写得有些夸张，但写出了方仲永之所以由神
童变为常人，关键的一点，在他还无法把握自身的时候，他
父亲贪图小利，把它当做获利的工具，不教育他好好学习，
以致他在世俗的恭维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跟仲永前途不同的神童。像我国著名
戏剧活动家田汉，小时候聪颖过人，尤善吟诗联对。昔日有
一墨客路过他家旁边的客店，曾书一句上联“二河两岩双江
口”，久久无人对上，田汉十一岁时，见之挥笔即书：“单
人独马一杆枪”。田汉后来取得惊人的成就，除了他超人的
才华，当然跟他平常刻苦发奋是离不开的。

通过这两个故事的对比，说明人的才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后
天的教育和学习在造就人才方面是起决作用的。然而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却也有被钱财或虚荣心迷了心窍的家长，为了
让孩子一鸣惊人，一味地给孩子加作业·加压力，以致孩子
整天头昏眼花，不仅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起了副作用。
孩子一看到作业，一提到学习，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与恐惧。

我在这里告诫“神童”的家长们：不要忽略了孩子的爱好，
也不要一味的让孩子们成名而把他们“捆”在急功近利的巢
穴中。让孩子从枯燥·被动的学习中走出来，从束缚中走出
来，去领略人生奋斗之乐趣！

方仲永读后感篇七

《伤仲永》这篇课文，作者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向我们阐
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能否成长，与天资有关，更与
后天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息息相关。这就说明了，我们
必须要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相信大家都听过。没错，人无



不是在学习中成长，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已经把所有的知识
都学会。在生活中，有些人因为取得一些成就便满足于现状，
沉醉于一时的成功……这些人到了最后始终是落伍者。而一
些人不满足现状，发奋学习，最终是社会的强者。可见学习
是无止境，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习。

我曾听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国外某大学一群即将毕业的
工程系大学生全部被一场他们全都自认为简单的考试所考倒。
这同时说明了我们将来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东西要学，现在的
一点知识是绝对不够的。

或许当我们结束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一些人将继续学习基
本知识，另一些人则要去攻读“社会大学”，虽然道路不同，
但我们都还要不断汲取各类知识，因为学习是无止境的。

方仲永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爸爸带我到他的朋友那里玩，我玩着玩着就不想玩了，
我就休息一下，我休息后就乱窜，我后来又来到了书房，我
爸爸的朋友看到了我，让我随便看，我翻来覆去，最后我的
目光停在了三本日记上了。

一篇是我爸爸的朋友的父亲写的，写在一张潮湿满皱的纸上，
说是写还不如说是画的，我看了半天又问了叔叔才懂了个大
概的意思，我隐隐约约地记得一些。

1955年 2月21日 暴雨

今天是我第三次下地了，爹说：“快点松土，”我脚踩着篱
笆拉起比我只轻了两斤的锄头，可我刚举起来就往前倒，唉-
-。回来后父亲对我说：“都怪我，家里没有钱，供不了你上
学。”

我爸爸的朋友是写在一片发黄的纸上的：



1988年 2月6日 多云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学，我娘给我背上小书袋，我爹说：“小
时候你爹因为没有钱不能读书，现再好了，你可以去弥补遗
憾了。上课一定要认真！”我就这样去上学了。可没有想到
到了学校，好多人都在笑，有个人经过我说：“你这个乡巴
佬也能上学，现在的社会不知道怎么管。”我气愤不已
说：“我就能上学，别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接着他叫了几
个人来打了我一顿，回家后父亲又骂了我一顿，我真是叫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我爸爸的朋友的儿子写在一本精美的小本子上。

20xx年 4月13日 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