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信的读后感(通用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读信的读后感篇一

读后感的主体在一个“感”字上，因此写读后感要灌输进自
己的真情实感，表现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一味的叙述。在读
了原着之后，我们要有自己的感想，对原着中的某一个人或
者是某一件事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不人云亦云。写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下几个方法：

（1）中心立意法。根据材料的中心（主旨、主题、寓意、），
来确定读后感的论点即感点，这是传统的写法，也是较为稳
妥的写法。

（2）多维立意法。一则材料放在读者的跟前，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看法。就某一材料，多角度、多层次的拟出中心论点
（感点）的方法，叫多维立意法。多维立意法的运用，常能
独辟蹊径，推陈出新，作出颇有新意的文章来。

（3）反中心立意法。就是从材料本身的主旨或寓意相反方向
提炼出观点（感点）的方法。妙用此法，常能使自己的文章
标新立异，卓尔不群。如，读《东施效颦》的故事后，即可
反向立意（亦即从材料的寓意的反面立论）：向敢于拿来
的“东施”学习。

反中心立意法，不具有普遍性，不是什么事物都可从反面看，
应注意实事求是，不可一味的标新立异。

读后感在写感想的时候，要防止离开原文；“读”与“感”



互相脱离。还是以水浒传读后感为例：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
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
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
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这篇读后感采用了议论文的写作方式，先概括出文中几个人
物的特点。将他们的特点组成一个个分论点，对他们的“忠
进行了赞扬。写其余名着的读后感也是如此，或褒或贬，写
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对他们的行为评价，对自己应用
的内容或情节做一番分析。这里要注意的是，很多同学因为
没什么可写，就开始泛泛而谈，没有将事例进行从现象到本
质的剖析和挖掘。

读信的读后感篇二

我读了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我对里边的很多地方
有很多的话要说。

下面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可以不说就不说，莫言的.奇怪印证了他的名字——莫言，不
想说，不愿说，无声的世界是最美的，很多话，莫言愿意让
自然和动物来代言。

除了童年视角，他还喜欢从动物的角度来叙事，“从胡同里，
鸭子们望见一个高个子老头儿挑着一卷铺盖和几件沉甸甸的
铁器，沿着河边往西走去了。”讲的就是老铁匠被小铁匠挤
兑出走一事。



“老头子走了，又来了一个光背赤脚的黑孩子。

那只公鸭子跟它身边那只母鸭子交换了一个眼神，意思是说：
记得吧?那次就是他，水桶撞翻柳树滚下河，人在堤上做狗趴，
最后也下了河拖着桶残水，那只水桶差点没把麻鸭那个臊包
砸死……这个在前面也有叙述，”不知道用什么姿势他趴下
了，水象瀑布一样把他浇湿了。

他的脸碰破了路，鼻子尖成了一个平面，一根草梗在平面上
印了一个小沟沟。

几滴鼻血流到嘴里，他吐了一口，咽了一口。

铁桶一路欢唱着滚到河里去了。

他呼呼隆隆淌着水追上去，抓住水桶，逆着水往回走。

“我们关心的一直是人的世界，殊不知，动物也在用他们的
眼光品评人，这就是莫言叙述视角的独特之处。

有一部小说，风靡全球，历久不衰;有一部小说，雅俗共赏，
引人入胜。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就是英国作家笛福
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

这本书技术了一个故事：爱冒险的主人公鲁滨孙在一次贩奴
航海中遭遇海难，独活下来，流落到荒岛上。

但他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在岛上寻求生存机会。

搬运物资，驯养山羊，制作陶器，种植作物……他还从野人
手里就下个险些被开膛破肚的野人俘虏，取名“星期五”，
并教他说话。



不久，有条英国船停泊在岛附近，船上的水手们发生了叛乱。

鲁滨孙帮助船长制服水手们，夺回了船只，并把水手们留在
岛上，自己则与船长和“星期五”回到英国。

多年后，鲁滨孙途径小岛，送去移民，分以土地，给以用品，
最后满意地离开了小岛。

鲁滨孙智勇双全、胆大心细、不畏艰险、敢于正视现实、乐
观向上而充满希望。

这样的精神品质，是我们这辈人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

这部小说贯穿了积极乐观的风格，虽是遇险后的事记，可语
言却不乏诙谐活泼。

情节扣人心弦，让我不由得被吸引，仿佛自己变成了主人公，
身处荒岛，构筑住所，同野人搏斗……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于
故事，也在于人。

鲁滨孙的乐观、勇气、智慧与毅力，让他得以在孤立无援的
境地下生存下来。

鲁滨孙身上的闪光点，我们不应摒弃!

读信的读后感篇三

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

一、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



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
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
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
去写。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
感受最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
好是突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
受越深，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二、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我们所说的联系实
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以联系社会实际，
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以是童年生活，也
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论怎样联系都要突
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三、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
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
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
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
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
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四、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个“简”字。

如果要写关于学习的读后感应该读什么有感呢?



(1)引--围绕感点，引述材料。简述原文有关内容。读后感重在
“感”，而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
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的
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
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
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
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
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
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

(2)议--分析材料，提练感点。亮明基本观点。在引出“读”
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
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
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然
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要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
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
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
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
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
把观点写在篇首。

(3)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
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
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
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
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
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
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断
而“丝”连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
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
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



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
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
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
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
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
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
放松。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
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
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
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写读后感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重视“读”

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础；
“感”是“读”的'延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
后“感”，不“读”则无“感”。因此，要写读后感首先要
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
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
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是要准确选择感受点

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
书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



生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的启迪。以大家熟知的“滥竽充
数”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南郭先生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
悟到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的人早晚要“露馅”，认识到掌
握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考虑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
去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者要有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不
能搞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水摸鱼的人留下空子可钻；再要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思考，就可进一步认识到齐宣王的“大
锅饭”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为南郭先生一类的人提供了饱
食终日混日子的客观条件，从而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打
破“铁饭碗”，废除大锅饭的必要性。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读信的读后感篇四

很多人问读后感怎么写，说自己并非不会写读到的东西，而
是不会写所思所感。读后感”中“读”在“感”的前面，说明
“读”的作用毋庸置疑，写一篇读后感最起码先要读一遍，
能够抓住原着的中心思想，这样才会有深刻的“感”。把原
着进行概括，将原本冗长的原着概括成几句话或几段。下面
以如何写水浒传读后感开头为例，举例进行分析：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这本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
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
四处征战的故事。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短短几句话便概括了水浒传的全篇，语言简洁，使没有看过
水浒传的读者也能对这本名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少同学
开始写读后感，往往将读的内容写得很长，总爱把故事情节
从头到尾加以介绍，生怕读者不知其内容，而发表“感”的
文字却很少。

读后感中少不了“叙”，但是它不同于记叙文中“叙”的要
求。记叙文中的“叙”讲究具体、形象、生动，而读后感中的
“叙”却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求“感人”，只要求能引出
事理。

或者也可以对原文的作者，时代背景作介绍，为下文将文章
和写作环境联系起来作个铺垫。

读信的读后感篇五

读后感是议论文中最常见的文体之一，也是初高中学生必须
掌握的一种文体。但从以往读后感训练的情况来看，效果并
不尽人意。其实，写好读后感也有章可循。若掌握了以下4大
方法，则更容易生效。

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
“引”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
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
摘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
点。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



对性。

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
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
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
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
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
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
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
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
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
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断
而“丝”连。

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
召。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
读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
不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
不放松。

读信的读后感篇六

其实，写好读后感也有章可循。若掌握了以下4大方法，则更
容易生效。

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
“引”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
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录
“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



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
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
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
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
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
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
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
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
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断
而“丝”连。

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
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
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
放松。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女
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
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不
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或许两个人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该相遇，因为



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红玫
瑰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成了胸口粘着的白米饭。所
以，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时候画上句号，在彼此的心中，留下
幸福的`回忆。

可是也许你会说，黛玉死的很悲惨，一点也不浪漫，关于这
点，我是不赞成高鄂的续书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非此，也
许黛玉确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玉，
用她全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的思念，这样的
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鄂没有这样写，他最终让
黛玉很庸俗的指天愤恨，气极而亡。这不象我们认识的那个
高傲自赏的黛玉，反而象个情场失意的一般女子。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倒前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否则
以她的脆弱，恐怕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给予黛玉的其实很少，
谈不上保护与安慰，他自己尚且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者，所
以在他身边，黛玉是得不到幸福的。

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一种幸福。宝玉自己能给予黛玉
的只是几句好话，他连痴情都谈不上，看看宝钗的下场，不
得不说黛玉是幸福的，当然有人说宝钗需要的只是宝二奶奶
的宝座，她并不在乎宝玉，是这样吗?难道有一个天生喜欢孤
独的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的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何
况所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个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
娶宝钗。他最终的出世是因为他的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
化，他的象牙塔坍塌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其
实全部是依附着家庭，他的家倒了，他的一切也完了，什么
思想啊，斗争啊，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
了避祸。

可以试想一下，你能想象黛玉洗手下厨做羹汤的场景吗?穿着



破衣烂裙，甚至是要依靠袭人的救济，然后她当然无法再刻
薄人，说闲话，只能独自垂泪，不关爱情，而是生活。当生
活给宝黛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一如既往的爱着
宝玉吗?我想不会，恐怕是要大水狂淹龙王庙的。然后宝玉最
终受不了家庭的压力，还是一走了之，这是很有可能的，他
没有照顾好宝钗，负担不起生活，同样对于黛玉，他也不过
如此。

另一种可能，万一贾府能重整旗鼓，兰桂齐芳，黛玉和宝玉
依旧过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多少年以后，宝玉也许会突然发
现黛玉皱纹满面，然后会发现身边的袭人竟如同当年的赵姨
娘，然后爱情就在岁月中流逝，然后宝玉会回忆那个珠圆玉
润的宝姐姐。

其实爱情就是很短暂的，至少这横刀截断的爱情给了我们很
多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就象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读信的读后感篇七

我是一个小书虫，看过很多书。现在我给你们讲一讲我读过
的一本书：《叶圣陶童话集》。这本书最有特色的就是，一
个小故事却隐藏着一个大道理。现在，我就带着你们走进童
话的世界里吧！

我最喜欢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火车头的经历》。火车
头是一个大人的名字，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让火车头
把煤块当力量，火车头还被别人控制着，人家叫他跑，他就
得跑，人家叫他停，他必须停。作者把送学生去什么地方当
题材，使我很感兴趣，途中不太顺利，经过了重重难关，终
于把学生送过去了。让我感受到火车头是那么善良，那么关
心他人。

第二个故事是《稻草人》，讲的是稻草人一夜看见了许多()



事件。它的主人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太，一夜之间，好好的稻
穗被毁了，稻草人好心提醒老太太，可老太太并没理会，它
很伤心。它又看到了病孩子，更伤心了。稻草人想救离开水
的鲫鱼，可它不会动，反而被鲫鱼误会它不愿意帮忙。它看
见有人寻死，自己先昏了过去。一夜间，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一塌糊涂！最后稻草人倒在了田地中间。我相信，稻草人的
心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

《叶圣陶童话集》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大家也去读一读吧。

写一篇读后感写一篇读后感600字四年级写一篇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