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读后感精彩(汇总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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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一

今天，我看了法国名作家埃克多·马洛写的一本著作—《苦
儿流浪记》。

这本书主要讲一个弃儿是如何在社会好心人和好朋友的帮助
下九死一生，顺利地找到自己思念已久的亲人。这本书可谓
是一个两面镜，既映照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又反映
了世间百态。

“苦儿”雷米原本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在经历了各种磨练后，
成为了一个男子汉。八岁时，他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弃儿。同
时接踵而至的是养父要把它卖给一个慈祥的流浪艺人—维泰
利斯。维泰利斯在流浪过程中教会了雷米自力更生，还教他
识字。可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维泰利斯遭冤入狱了！
后来，雷米认识了好朋友马西亚。在马西亚的帮助下，他找
到了自己的亲人。

看完这一本书，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天真的雷米小小年
纪就离开和蔼可亲的养母。在四年里，他经历了丧失朋友，
九死一生的遭遇。虽然他从维泰利斯身上看到了他对自己慈
父一样的爱，但还是无法使雷米的心灵创伤得以痊愈。雷米
刚出生就被丢弃，八岁离开养母浪迹天涯，十二岁遭遇矿灾
九死一生。这些都是平常孩子无法想象的。我要以雷米为榜
样，学习他坚强不屈的精神和独立的个性。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二

每当我拿起《经典诗文诵读》读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
责，须顺承。”这一句时，我就感到脸红。

想想前人都体会到父母的教导我们做人处事时应该恭敬的聆
听，而生活在幸福的新社会的我却没明白爸爸妈妈的苦心，
甚至使爸爸生气，让妈妈伤心。虽然，我将近8岁了，但爸爸
妈妈总说我不懂事，有点学前班的样子。

比如，吃饭时总是让爸爸多次提醒才把饭往嘴里送一口，吃
一顿用将近两个小时。爸爸皱紧眉头说：“你这样是一种坏
习惯。不仅让你浪费很多的时间观后感大全，而且吃饭时间
一长，嘴里最容易滋生牙虫。”我却没有理会爸爸的意思，
反而生气地回爸爸一句：“你是在吓唬人！”在旁的妈妈也
不满意地说：“这小孩怎能这样呢。”爸爸温和的脸忽然变
得严肃起来，带着命令地训斥：“十五分钟内没吃完，不然
不准看电视！”在爸爸的威严下，我佯装大口大口把饭往嘴
里塞，很不情愿地吞到肚子里。终于，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在爸爸规定的时间内艰难地吃完一碗饭。

可是有一天，我感觉到我牙齿很不舒服，就拿镜子来对照：
呀，我的大牙真的有几个小洞——我有牙虫！我惊慌了，赶
紧告诉爸爸。爸爸拿几颗小药丸分别放到大牙的小洞里，语
重心长地说：“爸爸说得没错吧，坏习习惯可要不得的。”
小药丸在嘴里渗流一丝丝甜味，而我的心里却是苦不堪言。

现在，我再次读了《经典诗文诵读》，渐渐地明白并学会很
多做人的道理。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三

朱自清先生曾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大学国文不
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



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
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
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

他认为应该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
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上，重视语文教育的思想性。
认为语文教育既是语文训练，同时更是文化训练。这些表述
虽然针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而发，显然对当今语文教育业有着
相似的启发意义。

而作为语文老师，我意识到，对于传统文化，我积淀太少。
利用暑假时间，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用先
生的话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
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必须得惭愧地承认，即使本身
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书中提到的`有些经典书籍我也
未曾认真读过。

读过先生的《经典常谈》，觉得似乎经典不是想象的那么枯
燥无趣，只是我还没找到法门，没有真正走到经典的大路上
去。当然，我也谨记先生教海："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
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茎为
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读了本书，我发现我关于部分经典的一些文学常识的认识是
不准确的。比如，先生在介绍《说文解字》时提到的关于"仓
颜造字说"的一些看法，之前我一直也知道凭仓颇一人之力，
创造出整个汉字体系是不可能的，那是神话传说，但我并没
有探究这个传说的成因和其中深意，先生的解释让我觉得醒
灌顶："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
夫。”

原来对待传说，我们不光应该知道其然，更可以探究其所以
然，这样才能自己发现读书的乐趣。他还指出，"史箍是书记
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正好指出了我的错误认



识。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喜欢读书，在暑假炎炎的日子，
我坐在凉爽的空调房里，细细的品读着《红色羊齿草的故
乡》，书上一个小男孩抱着两只棕色的小狗，看到这幅画面
我已经被它深深的迷住了，这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我翻开了
第一页。

这本书是由美国的威尔逊·罗尔斯写的，穷孩子比利十岁时
就患上了恋狗情结，整天都想要两只小猎犬，可爸爸妈妈没
有钱只能爱莫能助，于是，比利学会了自己赚钱完成自己的
心愿，为了赚钱他不顾一切，他用铁丝做成铁网捕捉小鱼小
虾和自己种蔬菜来卖给钓鱼人，他还在黑莓丛里穿梭，手脚
都磨出了血泡，把果子卖给了爷爷，就这样比利的钱一天比
一天多，终于，两年后他存够了钱，读到这里我又感动又佩
服，小小的年纪居然有这么顽强的毅力，我一定要学习他的
精神，男孩比利得到了两只小猎犬，一只叫老丹一只叫小安，
比利与它们形影不离，老丹和小安还为比利赢得了崇高的荣
誉和一个金杯，然而在一次捕捉浣熊的狩猎中，忠诚的老丹
和小安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小主人。

读到最后一页我深有感悟，老丹和小安的'忠诚令人敬佩，所
以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希望大家能爱护动物。同时，
我也很钦佩比利的精神，为了自己的心愿，不畏困难，坚持
奋斗，直到完成心愿为止，我们也应该要有比利一样的精神。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五

读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开始对余华有点产生兴趣，
活着读后感。课间同学还不停的讨论着。不知谁说他的小说
《活着》很有味道，太好看了。于是我抱着一丝好奇借了这
本书。10月5号下午，本着无聊便看了起来，谁知道一看就是



一下午，知道把它看玩。

《活着》是一个名叫福贵的老人用一天时间对其一生苦难的
叙述。在近四十年里，他经受了人间的很多苦难，面临了与
一家四代人的生离死别，他本应该死掉，可他活着，甚至只
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正如作者余华自己所说的那样：活着是
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
着。福贵的不死，让人很是迷惑，可是他活着，有着自己存
在的价值，有着自己活着的意义，有着自己的不死。作者只
是用了普通的叙述方法，但却有种特殊的渲染效果。越读越
有沉重感。而这种沉重感并非故事情节本身所造成的。而是
作者用最普通甚至于冰冷的语气去描述不寻常的事情。而这
种沉重以至于难以自拔的感觉就悄悄地潜入我心里。也正因
此有人描述说余华他就象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
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起初，他吸引
我的只是福贵的经历，即小说的故事情节。然后是作者的写
作风格和特点。直到看到最后，看完了一本书，再回过头来
看看作者的简介、别人的评语我又有了新的感觉。

回到本质，我一直在想《活着》的目的何在。仅仅只是为了
写小说而写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说法。有人说他只是为了
让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
惧经历。而还又人说：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
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
现实的。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
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
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

《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也正因如此，《活着》
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
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余华想告诉读者：生命
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
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小说的最后写到过了xx年，“两个老
不死的”——徐福贵和老牛福贵——居然都没有死，他们活



着。福贵赶着福贵去犁田，在吆喝福贵的时候嘴里也喊着所
有死去亲人的名字，好像他们也都是些驾着轭正在埋头犁田
的牛。

其实人生就像田地。需要有人来耕作。春天播种自己的苦难，
夏天则等待自己的苦难，秋天再慢慢的收获自己的苦难。冬
天用苦难去品味自己的苦难。最后等待来年继续播种苦难，
直到收获苦难的希望。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的驭手，不管
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
么。

读完这本书，我哭了好几次，泪水打湿了一大片枕巾。第一
个让我流泪的地方是有庆给他老师输血时被活活抽死的地方。
多么懂事、可爱的小孩，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去割草放羊，
羊就是他的另一半，而且还那么孝顺好学！这不仅让我想起
了我的童年生活。我的童年也是和羊一块长大的。那么是什
么原因造成有庆被活活愁死的悲剧呢？我想可能是这个社会
现实造成的吧！作为当时的医生，能救活县长夫人是能得到
好多好处的，而救不活却可能招来祸患！而一个平常农家孩
子的命能值几个钱？臭死了大不了赔几个钱！在他们看来有
庆的命就像一只羊、一头猪，用得上已经很好了！这不仅有
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看的一篇报道。同坐一辆车的农民和工程
师一块出车祸死亡，工程时被补偿了几十万，而农民却只
有5000!难道工程师的命是命，农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为什
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要分等级？为什么法律上写着
平等公平，而一边又做出违背自己诺言的事？我并不是崇洋
媚外的人，可在许多方面我们的确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

综观全文，当富贵的父母、儿子、女儿、妻子、女婿和外孙
相继一个个去世时，他还活着！但它的活着比死更难，活着
在那时需要胆量和勇气！因为只要你活着就要承担责任履行
义务，忍受贫困生活与精神的折磨！面对贫困的生活与亲人
去世的事实，我敢说有90%的人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会像县
长春生一样选择死亡。其实她那点打击相比富贵又算得了什



么？而现实生活中，受到打击挫折如工作不顺利、高考落榜、
爱人趋势等而选择死亡的有多少人！他们不知道或者才是勇
气、才是胜利！他们的命不只属于他们自己，还有父母等等！
他们在这个世上还有未尽完的责任与义务！福贵亲手埋葬了
六个至亲至爱的人。不知是命运对他的特别眷顾或是另一种
惩罚，他活了下来。在历经了那么多另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之
后，他学会了忍受，忍受生活的重压。他只是很单纯地为了
活着而活着。

记得有那样一句话：

生活就是人生的田地，每一个被播种的苦难都会长成为一个
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双手。不管身上承受着什么，不管脖
子上套着什么，不管肩上负载着什么！

所以或者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煎熬！但不管怎样，生命只有
一次，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像富贵一样，不管发生什么，
都要坚强的——活着！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六

读了《西游记》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

比如第三十三章。唐僧听到了“救命”便上前查看，见一个
女了被绑在树上，刚想救她，却被悟空拦住了，悟空告诉唐
僧那是妖精，可唐僧不信，便把女子救了下来。可是，带了
女子走一段路，女子便露出了真相，变成了一个妖精，乘悟
空不注意的时候，把唐僧卷进了无底洞，要唐僧和她成亲。

比如在第十八章中，金角大王想吃唐僧肉，便叫银角大王去
捉唐僧他们。银角看见了唐僧他们，就变成了跌伤的道士，
大声呼喊救命，把唐僧师徒四人引诱了过来。银角说他不能
走路了，让悟空背着他走，悟空认出他是妖怪，背着他就在
唐僧后面慢吞吞地走，想找机会把他摔死，孙悟空以为这是



妙计肯定行，便自以为是，在心里暗暗自笑，可银角猜出了
他的心思，便使出移山倒海的法术，调来了须弥山，娥眉山，
泰山压住悟空。见悟空不移步，银角这是才露出本相，掀起
狂风，把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卷进洞里。

八戒看见了两个童子在吃人参果，馋提口水直流，嚷着让悟
空去摘。悟空来到隔壁，偷走摘果用的金击子，跑到了后院，
很快用金击子敲下一个果子。不料，果子掉在地上，顿时消
失得无影无踪。悟空生气地叫出土地神询问，这才得知：原
来，人参果一遇到土就会钻进去。再打人参果时，悟空就用
衣襟兜着，一连打下三个果子。回房后，悟空叫来八戒和沙
和尚，一人吃了一个。八戒没吃够，又嚷着让悟空再去摘。
这说明八戒是个贪心的人，我们不可以向他学习。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七

林道静不愿意嫁给国民党军人，就趁着父亲不注意，逃了出
来，在一个乡村当上了小学教师。后来村里来了一群参加革
命的热血青年，他们和林道静十分谈得来，渐渐地把林道静
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林道静感到革命的力量像把她心中的火
点燃了一样，内心十分激动。不幸的是，一天晚上林道静在
发革命传单时，被敌人抓住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林道静认
识了革命党员林红和小红，虽然林红大姐受尽了敌人的严刑
拷打，但是她仍然坚强不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丁点儿情报。
林红大姐姐在狱中跟林道静讲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让林道
静和小红懂得了很多。一天，林红又要被敌人抓去，这一次
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斗争了。林红大姐在走之前，把梳子和毛
衣留给了小红和林道静，嘱咐她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然后英勇就义了。林红大姐的牺牲让林道静十分伤心、痛苦，
并决心要投身革命。当她被放出来之后，认识了一名叫江华
的革命领导人，从此加入了革命组织，并把自己的青春全部
献给了革命事业。她心里坚信着这一句话“将革命进行到
底！，这句话”一直鼓舞着她与敌人顽强斗争。读完了这本
书，让我感慨万分。让我深深懂得了要不是这些革命烈士抛



头颅洒热血，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弘扬这
种爱国精神，更要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伙伴们，让我们一
起努力，学好知识，长大后成为祖国的栋梁，做一个对祖国
有用的人吧！

阅读红色经典《雷锋》阅读红色经典《雷锋》有感如果你是
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片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抚育了有用
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持着你
的岗位？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
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美丽？我想问你，为世界带来了什
么？——题记雷锋——一个曾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董必武等诸位名人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传奇人物。雷
锋——一个人人皆知，人人向他学习的神话般的人物。雷
锋——生命已不再，但精神却永存的伟人。而这样的一个人，
自然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自打雷锋一生下来，厄运就缠上
了他。家里没有温暖的炉火，没有香甜的乳汁，更没有大碗
大碗的红烧肉。唯有的，只有那寒冷和饥饿。后来，爸爸被
日本鬼子打死，妈妈被地主恶霸逼死，哥哥被资本家残害致
死，弟弟贫病交加冻饿而死。小小年纪就受这样打击的他不
但没有轻生的念头，反而会化悲伤为力量，全心全意为革命
为人民服务，他心中沸腾的满腔热血不是一朝一夕便能熄灭
的。

记的最深的便是那次外出活动，天上突然乌云滚滚，豆大的
雨点下有千斤重般，像箭一般射下来，重重地砸在人的身上。
负责打队旗的雷锋吧衣服脱下来，将队旗和红领巾包起来，
自己光着小脊梁任凭风吹雨打。同学说他傻，将队旗和红领
巾洗下不就行了吗？可他却郑重地说道：“红领巾是红旗的
一角，和队旗一样，都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咱应该格外珍
惜。”而这一句话，却深深地感动了那位同学，从此他也像
雷锋一样，给于红领巾与队旗至高的尊重与崇敬。雷锋总是
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周围的人们；雷锋总是这样，一
心一意为着人民为着世界。和雷锋比起来，我们又是如何呢？



他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可我们却为了自己一时的图方便，
造成土质污染、空气污染，因而加深了温室效应，对地球对
人们极大的伤害！我们虽然碰不上战争时代，碰不到民不聊
天，不能为国家做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但我想，只要
我们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灯，那也是对国家
对人民的贡献吧！只要把这一件件小地不能再小的事情做好，
我们也就问心无愧了，我们就是伟人，就是英雄！人最宝贵
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
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
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八

朱自清先生曾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大学国文不
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文从字顺是语文
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所谓文化训练就是
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

他认为应该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
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上，重视语文教育的思想性。
认为语文教育既是语文训练，同时更是文化训练。这些表述
虽然针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而发，显然对当今语文教育业有着
相似的启发意义。

而作为语文老师，我意识到，对于传统文化，我积淀太少。
利用暑假时间，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用先
生的话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
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必须得惭愧地承认，即使本身
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书中提到的有些经典书籍我也
未曾认真读过。

读过先生的《经典常谈》，觉得似乎经典不是想象的那么枯
燥无趣，只是我还没找到法门，没有真正走到经典的大路上



去。当然，我也谨记先生教海："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
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茎为
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读了本书，我发现我关于部分经典的一些文学常识的认识是
不准确的。比如，先生在介绍《说文解字》时提到的关于"仓
颜造字说"的一些看法，之前我一直也知道凭仓颇一人之力，
创造出整个汉字体系是不可能的，那是神话传说，但我并没
有探究这个传说的。成因和其中深意，先生的解释让我觉得
醒灌顶："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
”

原来对待传说，我们不光应该知道其然，更可以探究其所以
然，这样才能自己发现读书的乐趣。他还指出，"史箍'是'书
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正好指出了我的错
误认识。

经典读后感精彩篇九

读了《中华经典诵读》，我深受启发，它像一个无声的长者，
教会了我许多道理。

对我感触最深的是“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也。’它的意思是：三军的统帅可以取代之，一个人的志向
不能改变。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树立志向是多么重要！正
如我在《史记》中所看到的，陈胜吴广因为有”王侯将相宁
有种乎“的志向，所以发动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留下了千秋功业。回头反思我自己，我平时在学习过程总是
稀里糊涂，得过且过，从来没有一个长远的志向，我不知道
自己要向谁学习，要赶上谁，将来我要考什么样的高中。妈
妈常常说这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开窍呀？今天，孔子的话
似乎震动了我，是呀，没有志向就没有动力，以后学习中我
也要给自己定一个志向：那就是争取在本学期达到班级中等
水平。我要争取每次多考几分，争取多进步几名，这样我才



会有学习的动力。以前，我对自己没有目标，于是就没有了
学习的动力，没有了动力，我自然就没有了成绩。

”子曰：‘之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
告诉我，作为学生，首先应该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据守道
德，以仁爱之心为归宿，然后学习技艺，掌握专业知识。我
们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有了志向，才会有努力的力量。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之于道，据于德，依
于仁，游于艺。’我讲让这些话长记在心，让它们激励我、
督促我。

《中华经典诵读》还告诉了我做人要守礼仪，守诚信，要自
强不息，乐于向别人学习等等。

我平时也没有礼貌，大人们总是教育我，可我，总是不听他
们的话，有时还会和他们吵架，我太任性了，爸爸和妈妈是
为我好，我却不好好听他们的话，不好好学习，还和他们吵
架，太不应该了！看了这本书，我才明白，爸爸和妈妈，之
所以会啰嗦，是因为他们关心我，我还这样，真是太不因该
了，以后我一定会听他们的话，再也不和他们吵架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让我知道了学习要勤学多
思。我也要学习不懂就问的精神，学习生活中，我有不懂的
题目我不问，不懂就不懂了，随他去，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
了，我怕问老师和同学，怕麻烦，怕动脑，。看了这本书，
我才明白，一直这样，日积月累，不懂的题了，直接导致我
成绩下滑严重，到最后考试，这不会那也不会，最后考得很
差。在家里，我也要多多问家长，但我太懒了，懒得问、懒
得想，最终使我成绩惨不忍睹。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一定要牢牢记住这句话。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告诉我说到就



要做到，这是一个人的信用。我有时，会不诚实，为了自己
的利益，去骗人或做出一些不诚实的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
看了这本书后，我对自己的过失感到十分的后悔莫及，我不
该做那种事情。

《中华经典诵读》历经千百年让人百读不厌，我将把这本书
当成我的一位老师，因为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相信这本书的帮助下我能够努力在新的学期能有一个很
大的一个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