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题目(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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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后感题目篇一

1.读后感题目：

一：泪落红楼;叹息声中寻金钗，

二：细品红楼;梦萦金陵品红楼。

三：金陵嫣然笑。

四：大家族为背景

五：红楼梦

六：红楼梦未完

七：梦醒时分

八：木石结

九：梦回红楼

十：红楼一梦

2.读后感结尾：

一.真是精彩的一部书。



二.纵观历史朝代，前尘滚滚、后世硝烟，我们历代经历生存
都逃脱不了情感的洪潮。 然后红楼，则成了历史中的一叶典
型的情感扁舟。

三.它成为了古代情感的终始递接到现代情感的开端，成为了
情感史的递接桥梁。

四.现在有多少人都在研究红楼，但是仍然参悟不透其中的高
深与妙绝。

五.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情感的激烈执着、凄怨哀美，在强
有力的精神推动下展现了他们对爱情 在精神力上的质感。我
们看到的是镜中花、水中月，月朦胧、鸟朦胧的神秘情感境
界。

六.他们那种精神上、肉体上的迷离情感，都含蕴着自己的愚
蠢，封建思想的禁锢使得他们 都成为了爱情的奴隶、历史情
感中的悲剧角色。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疏离和冷淡。

七.转身走开，徒留下的却是自己那苍凉、惨痛，甚至是可悲、
可怜的脚印。 他们在自己的世界和时空中表演着自己绚丽却
也不失味道的情感。

九.转眼现在我们的这个繁荣、快速进步的.现代社会。我们
以为我们很快乐，我们以为我们很幸福，我们以为我们这样，
就什么都比古代的一切还要完善。也许，我们满足了物质的
给予;也许我们满足了现在都市的喧嚣;也许我们满足了周遭
环境的科学与现代，可是我们却不知道，也许我们在精神方
面却是贫瘠的、荒凉的。 我们有充实的科学知识，我们有古
人根本不可有的见识，但是也许我们没有古人那种可以灰肥
湮灭般的爱情真理。

十.也许是我们没有勇气去体验那种大悲大喜的、跌宕起伏的
情感。 也许爱情的悲剧存在于每个时代。痴也好，傻也好，



所有一切的轰轰烈烈和遗憾惋惜都成为了历史潮流中的一点
飞灰。 樯橹灰飞湮灭般的痴缠恩怨都在历史的前进中被我们
叹颂。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不同的际遇和悲剧，歌功颂德和情
感悲剧都是历史中不可少的一个点缀体。

十一.〈红楼梦〉在我看来是一部复杂、高深、抽象的文学巨
作。书中的痴男怨女都在爱情光芒的笼罩下演绎着自己人生
的悲和喜。然而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悲剧，只是情感悲剧
的方式会过去，可是情感与悲剧却不会流失，他们有他们自
己的生活空间，也有自己的情感悲剧与体验。转眼看看我们
自己，也许我们也有自己的悲剧历史可以观看，也许在发生，
也.许已经发生，只是我们都没有完全的看到红尘中情感悲剧
的颗粒的漂移。 纵使黛玉和宝玉生存在了一起，但是也许他
们过不了历史考验的每一天，在不同的历史角度观看也有着
不同的结局。

十二.注定在一起的情感也许是在给予机会给他偿还，缘分就
是这么微妙不可言，无论前生前世是谁欠了谁，今生今世是
谁来报答谁，情感的冲击和铭刻都是人生中不可磨灭的烙印。

十三.文中语言的精细、优美、哀怨，让我们不但体验了书中
人物的凄凉与哀伤，也让我们体验到了文中描绘景色的华丽
唯美和书中字里行间的古典美。

读后感题目篇二

人生不过匆匆数十载，常常在想：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
似乎给了我一个答案。

《活着》讲述了一位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
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
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
乡后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
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



然而，真正的悲剧才从此开始逐渐上演，家珍因患有软骨病
而干不了重活;儿子因与女校长血型相同，为救在医院里生孩
子后大出血的女校长抽血过多而死;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
里的偏头二喜喜喜结良缘，生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
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出世;二喜是搬运工，
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父归回到
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吃豆子都很艰难，福贵心疼便给
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了……福贵老了，伴
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福贵的一生是曲折的，是悲惨的，是撼动人心的。他经历了
连接不断的打击，至亲一个接一个的离他而去，失去至亲的
刻骨铭心的痛一次又一次让他承受着。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
过于失去至亲了吧，更何况是眼睁睁看着至亲一个个慢慢死
去，自己却无可奈何。

但，令人讶异的是，福贵并没有被这一连串的挫折击垮，而
是坚强的活着，乐观豁达的活着，风烛残年之时，与老牛相
伴度日。

人生苦短，珍惜生命，珍惜时间，为自己而活着。活出精彩，
活出意义!

读后感题目篇三

手棒一本《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
了大半个中国。

旅行结束，本应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涌出一种苦涩的
感觉。

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
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这实在过于幼稚的理解。



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实为苦。

作者曾感慨：“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我以为，
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

苦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
解，对人生的思索，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秋雨先生说：“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
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
一个缩影。

历史从古代走到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历史的足迹却成了无数人一生的执着追求。

读后感题目篇四

日前细细拜读了万玮老师的《班主任兵法》，实实在在感受
到了他在班主任工作实践上、理论上的独到的做法和思考。

作者强调在“爱”的前提下，在充分考虑到学生心理和人格
的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在班主任工作中要针对不同学生的具
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教育学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教
育智慧和谋略，也得以读出作者是个极“用心”的人，在班
主任工作中做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

这让我想起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教育名
言：“我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呢?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爱
孩子。”

万玮老师也基于“爱”的前提，不断进行着人生的追求。

因此，结合本人的工作实际，对如何做好班主任工作，也就



是学生管理工作，我也有了一种全新的思考：关心是做好班
主任工作的前提，关心是最好的管理。

在班级管理工作中，关心学生，理解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
面。

班主任只要心里装着学生，时常牵挂着学生，通过关心能形
成师生之间一种情感的良性互动。

在日常生活中，班主任对学生时时关心、处处关心，就能使
管理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学生就会自动接受管理，参与管理，
并且加强自我管理。

作为班主任，怎样在管理中关心学生呢?

首先，要从思想上关心。

思想上的关心是最紧要的关心。

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十分丰富、十分复杂的世界，每个学生的
心灵深处都有一根琴弦，教师要想拨动这根心弦，就必须设
身处地，从学生外在表现探知学生的内心世界。

在教育学生时，应努力寻找与学生的共同点，从而获得共同
的语言。

“每个人都有一颗成为好人的心。”每一个学生都希望自己
是成功者，都期待着收获肯定和赞誉。

这要求我们充分地尊重和相信学生，坚信学生是可以被教好
的，关键是教师如何教。

这需要教师具有转化学生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充分尊重学生、爱护学生，能激起学生心灵的涟漪，缓解他
们的抵触情绪，从而达到转化引导之目的。

在平时，教师要做到"四多四少"：多民主，少强制;多激励，
少批评;多引导，少说教;多用情，少用气。

方式有别，效果千差万别。

其次是生活上的关心。

学生的身体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现在独生子女居多，挑食
现象较普遍;在校时，还不免有头疼脑热，在常人看来的一些
小事，却是他们的'大事、难事。

作为班主任，就要把关心学生的“饱暖小事”挂在心上，常
跟他们谈谈心，听听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的需求，争取让
他们无学习的后顾之忧。

每一个学生在学校的日子里都有快乐的时候，不快乐的时候，
有顺心的日子，也有不顺心的日子，如果我们能及时帮助一
把，学生就会心存感激与幸福，主观上会更努力表现。

试想一下，当学生对老师心存爱戴时，你这个班主任难道还
会不成功吗?

三是学习上的关心。

在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学做真人”的同时，针对
学生学习差异性的实际，进行细致耐心地引导，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让学生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中国古今教学思想与实践中，因材施教一直都是一条非常
重要的教育原则。

而该原则的依据与出发点就是：学生的个别差异是客观的，



表现是普遍的。

个别差异的存在对教育工作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是伴随着人
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作为受教育者整个生命体的一部分加入
到教育活动中，必然会对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
响。

但新课程的宗旨是“为了每一位孩子的发展”，其为关注差
异增添了新的内涵。

我们应该以新的视野再认识学生的个别差异，根据学生的不
同差异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来引导和培养他们。

总之，关心是做好学生管理工作的基础，管理要从关心开始。

班主任在工作中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当好
学生的良师益友。

更重要的是，班主任还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学习科学的教
育理论，吸纳他人的经验，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以自
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去感染、鞭策学生，做合格的育人
者。

有了这些思索之后，我又被《班主任兵法》深深地吸引下去。

原来，万玮老师“成了不折不扣的网虫，知识我这个网虫既
不喜欢聊天，也不爱好网络游戏，就是喜欢在论坛发言，每
天惦记着我的帖子。无数个晚上，我就这样在电脑前度
过。”“慢慢地，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全面成熟了，我自
己以前那些深刻的班主任工作的经验教训成了我最好的思想
素材。

在一次发言中，受到网友启发，我头脑中灵光一闪，为什么
不把我这些方法通过故事的方式写下来?念头一旦产生，我便



马上动笔，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看到这些内容，我的心就不能平静下来。

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很不成熟，在教育的漫漫长路中，我还在
慢慢地不断地摸索着，如果把这些生活的小事记录下来，那
不是也很有意义吗?说做就做，也就形成了我的“心情驿站”。

时至今日，已经有了些许的积累了。

虽然不多，但经常浏览一下，足以让我警醒，时刻让我反思
有没有偏离正确的教育方向。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面壁参禅。生命的真义是体验，是当
下的体验。我们有太多的思想，却少有扎实的行动;我们有太
多的希望，却少有切实的求证。生命的能量就在这些太多的
思想、太多的希望、太多的质疑中被白白地耗费了。”希望
我等重视当下的体验，让生命与事业同行。

谨以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与大家共享，给予一些启迪。

爸爸给我买了一本书，名叫《木偶奇遇记》。

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感触非常深。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名叫匹诺曹的木偶被赋予了生命，他任性、
淘气、懒惰、爱说谎、不关心他人、不爱学习、整天只想玩。

后来经历了一连串的奇遇，他变成了诚实、懂礼貌、爱学习、
关爱他人的一个好孩子。

最后，他和他爸爸一起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坏孩子变成好孩子的时候，他
们就有能力使他们的家庭内部焕然一新并充满微笑。”让我



知道，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好孩子能让家里很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难免会犯错，但要知错就改，这样就能
让家里多了一个幸福的娃娃。

列宁八岁时去姑姑家玩，不小心打碎了姑姑最喜欢的玻璃瓶
子，却没告诉姑姑。

回家后，他伤心地一直在哭，说一定要给姑姑写信，说是他
打碎的瓶子。

姑姑收到信后写了回信，说她原谅了小侄子。

列宁这才放心。

所以，只要知错就改，就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原谅。

我从小木偶匹诺曹身上知道了诚实对于任何人都很重要，诚
实是一个人最高贵的品质。

读后感题目篇五

《狼图腾》我看完了后，感触很深。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仅是我们汉族人民怕狼的弱点，
还有就是我们怕狼，所以打狼。而蒙古人民，因为他们天天
与狼相处，所以有胆识、勇气和那种嘎斯迈的精神。

中国的人民喜欢把狼训成羊，而蒙古人民喜欢把狗训成狼。
着两者的差别是多么的大啊!中国的人民让低声下气，蒙古的.
人民却让斗气高昂，之所以这样，在我们的眼中，狼一文不
值，羊却抵过千狼。所以，我们从小就知道，狼阴险狡诈、
生性险恶，羊却聪明、勤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狼图腾》
这本书里，狼是团结、智慧的象征，羊却是胆小如鼠、一味



的逃亡而懒惰。而且狼那种渴望自由的想法震撼了每一个读
者。故事中的小狼，从陈阵把它抱回家的那一刻开始，就不
停地寻找回归狼群的机会，直到最后它终于为自由奋斗到终
点。无论“我们”对它多好，它始终不领情，就算铁链活活
把自己勒死也不屈服。这种精神是多么的令我们震撼啊!狼天
性怕火、怕光、怕人，唯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这使
我想到，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和经受挫折的
能力都很差。虽然我们的时代什么都不缺，但我们缺少的是
吃苦耐劳，缺少的是像狼一样的性格和狼一样的精神。

所以说我们人人都要刚强，人人都要有狼性，才能变成强者，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里的全是“羊血”那将一事无成。但愿我
们新一代的人能重新补充补充身体里的“狼血”，虽然我们
再也不可能像牧民那样彪悍，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磨练
自己，才能得到成长。

读后感题目篇六

《童年》的主人公阿廖沙在7岁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
祖父家中度过岁月。其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
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舅
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
贪婪。

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
下了深刻地印象。

阿廖沙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啊：四岁丧父，跟随悲痛欲绝的母
亲和慈祥的外祖母到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外祖父家，
却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但善良的外祖母处处护着他。

阿廖沙的生活多么黑暗啊，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她勤劳、坚强、善良，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的神话故事。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的灿烂的，多彩
的：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听着老师讲课;回家有大鱼
大肉等着品尝;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被人欺负，家人会毫不
犹豫地狠狠地教训那人一番……但拥有着这些，我们似乎并
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

因为，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
吹灰之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
十一岁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
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奢侈。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抓住童
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优秀的
学习环境，这样美好的童年生活，我们再不好好学习，那就
太对不起父母了。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
们珍惜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
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留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珍惜童年，珍惜如今这幸福的生活!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书中的
主人公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女子，用自己
的努力改变了命运，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海伦。凯勒，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她十九个月大的
时候，一场大病夺走了她的视觉与听觉，这是一个多么残酷
的现实啊!读到这里，我不禁对小海伦产生了同情心。一个幼
小的孩子在这样一个无声、无光、无语的世界里，只有无尽
的黑暗，那他会多么的孤单、害怕呀!

可出乎意料的是，小海伦并没有屈服于命运对她的折磨，她
勇敢地站起来，和病魔作斗争。后来，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



与教育下，海伦。凯勒掌握了五种文字，并且在她的不断坚
持与努力之下，她考上了哈佛大学德吉利夫学院。

海伦。凯勒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
盲聋人造福。

读完这本书，海伦。凯勒这个有着一颗坚强不屈的心灵的女
子，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其实，没有人不向
往光明，没有人不向往幸福，更何况是一个盲、聋、哑的女
子。海伦。

凯勒虽是一位残疾人，但我认为她比健全的人更健全!她用行
动告诉了人们：拥有光明是多么可贵，我们应该珍惜光阴，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海伦。凯勒曾问过我们一个问题：“假如你也只有三天的光
明，你会用你的眼睛看些什么?你会把你的目光停留在那
里?”

看到这个问题，我陷入了沉思。想想我们现在是多么的幸福，
每天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天空;闪耀的星星;敬爱的老师;可爱
的同学们。可我们却虚度光阴、不思上进，我们生活中的困
难对于海伦。凯勒来说，是那么的渺小、微不足道。

我们应该向海伦。凯勒学习，要学会像海伦。凯勒一样坚强、
上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该虚度年华。珍惜眼前
的一切，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