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每章节读后感(精选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一

很多人喜欢《围城》，或是因为它记叙的贴近大多数人的心
理，许多感受都触动到了那曾经历的心里状态吧!杨绛在《记
钱钟书与围城》中说道：“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
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
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为一
体。”“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
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无论婚姻，事业都在一个围城中。
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却想出来。每个人都陷在一座围
城中，被生活，婚姻，事业磨砺，打击和束缚。文中的方鸿
渐本就懦弱，没有与命运抵抗的勇气，任由命运摆布。最后
终逃不过悲凉的结局。

围城总是存在的吧!学校，家庭……背负着老师，父母甚至爷
爷奶奶的期待。有时身心俱疲，想要冲出围城。可当真正冲
出的时候才发现不过是进入另一座围城罢了。生活本就是一
座围城，婚姻与事业，成功与失败，学习与娱乐都是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一种色彩当它们存在时，生活才会感
到满足，才会变成彩色的。所以也就不会想到要逃离围城，
也会感到幸福满足。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二

从小学到现在，《围城》只看了三遍，却一直不能忘怀苏文
纨那句：“冷若冰霜，艳若桃花。”官小姐出身的苏文纨本



身就有了高人一等的权利，再加上留学博士的头衔更是让她
把爱情看得特别珍贵，不肯轻易施与。然而留学归来的她，
也许是受到了方鸿渐和鲍小姐亲热的刺激，也许是回国后受
到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她的“冷若冰霜”早已热得蒸
成了汽了。在赵辛楣、方鸿渐和曹元朗中游离，看着他们三
个男人为她“争斗”成了她最大的乐趣。

有人说，一切都会变，除了改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也许
正是如此吧，时光如梭，命运如滚滚车轮将我们带往未知的
世界。看到赵辛楣与方鸿渐的针锋相对时，有谁会想到半路
杀出个程咬金——曹元朗来，还最终和苏文纨结了婚。在看
到唐晓芙和方鸿渐之间的不断互相爱慕、猜疑和争吵这些小
打小闹的时候，有谁又会想到晓芙将会远去，而方鸿渐却被
孙柔嘉“骗婚”。也许正是因为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本身并
无感情基础，平常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才会发展成为最
后的离家出走。良好的感情基础对于婚姻来说真的很重要啊。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三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
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苏文纨在归国的轮船上就表
现出对方的爱慕了。可是方并没有表达什么。到后来鸿渐的
博士学位闹笑话之时，本来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
苏文纨一点就会破。苏博士不点破，这摆明白了，是因为爱。
可是方鸿渐还一头栽下去，当起了一个爱慕苏小姐的角色，
与赵辛楣争风吃醋，甚至在月亮底下“一吻定江山”，这都
不无是他自己的错误。他以为玩世无所谓，但却不知道是他
自己破坏了自己与唐小姐本应美好的感情，流落到三闾大学
里去。与孙小姐完婚一起到上海打工后，他是被生活所迫，
才抛弃了玩世的态度，如他自己所说：

撒谎往往是兴奋快乐的流露，也算得一种创造，好比小孩子
游戏里的自骗自。一个人身心愉快，精力充溢，会不把顽强
的事实放在眼里，觉得有本领跟现状开玩笑。真到忧患穷困



的时候，人穷智短，谎话都讲不好的。

这岂不悲哉?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四

第一章：介绍洋车夫祥子出场，也交代了祥子的背景和他的
思想根源，他的梦想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买上一辆属于自己
的车，通过个人奋斗走向生命的成功，骆驼祥子24章每章读
后感。他善良，淳朴，尽管沉默木讷，却不失为一个可爱的
人。开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买上了第一辆车，他的人生拉开
了序幕。

第二章：战争在北平使人心惶惶。祥子为了多赚点钱拉客人
去了危险地带，结果被无理的*拉去充军，车也就这么不明不
白的没了。祥子跟着军队走了没多久就偷偷的跑了，临走牵
走了兵们的骆驼，当做对自己丢了车的补偿。

第三章：祥子拉着骆驼艰苦的走回了北平，途中路过一个小
村子，用三匹骆驼换了35个大洋，带着对新生活的希望，祥
子再次上路了。

第四章：祥子回到北平在海淀的一家小店住了三四天，梦话
被人们听了去，从此得了个“骆驼”的外号，他花了些钱将
自己整顿好，又再次干起了拉养车的营生，这一次他将家安
在了刘四爷的车厂。透过刘四爷的车厂，老舍将笔墨展开，
开始写到了车厂中其他的洋车夫，而祥子也在这里遇到了之
后影响他一生的虎妞。祥子将花剩的30大洋交给刘四爷保存，
希望着有一天攒够了钱再次买上自己的车。

第五章：为了买车，祥子茶里饭里的自苦，风里雨里的卖命。
而此时，虎妞已经对祥子表现出了大姐般的关爱，很有青睐
他的意思，而刘四爷暗地里看着心里却不怎么满意。祥子在
杨宅拉上了包月，可这一家人均异常刻薄，拼命使唤祥子令



祥子身心疲惫，终因一次侮辱使祥子挺着硬骨气离开。

第六章:可以分成上、下篇。上篇写“我的好朋友彼得大
伯”;小说很重视大人讲故事对儿童的影响。马车夫就常
给“我”讲故事，虽然他的讲故事本领比外婆、外公差多了。
本章最精彩的情节是“我”与三兄弟的友谊。下篇写“我”和
“三个小少爷”的友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对
一个人“心灵面貌“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小说如实
地写了“我”对三个小少爷的好感和羡慕。外婆支持“我”
和三兄弟的友谊，但外祖父、三兄弟的父亲上校奥夫相尼科
夫禁止他们交往，甚至马车夫彼得也坚决反对。马车夫
跟“我”因此发生了争吵，这次“争吵”成了联结上、下两
篇的纽带。

第七章写:我”母亲的突然回家和新产生的家庭矛盾。一个年
轻丧夫、留有幼子、任性好强的不幸女人，在多年离家之后
带着痛苦回到替她抚养儿子的、孤苦年迈的'父母家长住，由
此带来的家庭矛盾和冲突，是不言而渝的。尤其是她的婚姻
大事，过去就是、现在仍然是父女矛盾、冲突、争吵、闹架
的焦点和导火线。小说先是详细地写了母亲和“我”第一次
见面的情景，接着写了母-子之间因为“背诗”而爆发的一次
争吵;最后又重点写了父女之间因婚姻问题而爆发的一次大闹
架，外祖父气得跪在女儿面前，接着又无故把外婆打伤。争
吵和闹架成了家常便饭;打了再好，好了再打，一家四口就是
这样打发日子!

第八章:要写母亲回来后的家庭生活，首先是母亲与一些青年
男人的交往，虽然用笔不多，写法上也若明若暗，欲说又止;
其次写表哥萨沙的逃学和逃跑。表哥和“我”都是可怜的孤
儿，他没有亲母，继母对他不好。小说对他的逃学写得非常
生动具体。但本章的重点内容还是外婆给“我”讲父亲的身
世和父母的婚事。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五

我更愿意认为是以方鸿渐的“爱情”为线索写成的，因为爱
与情永远是人类的主题。《围城》所描写的是以爱情为线索，
爱情为主题，涉及爱情的方方面面，诸如恋爱、“一夜情”，
“结婚”，“离婚”等写成的当代经典小说。《围城》是一
部以方鸿渐的浪漫逸事，他的爱情经历，他的许多“女朋
友”、“情人”连成线索写成的。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六

有人说，一切都会变，除了改变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也许
正是如此吧，时光如梭，命运如滚滚车轮将我们带往未知的
世界。看到赵辛楣与方鸿渐的针锋相对时，有谁会想到半路
杀出个程咬金——曹元朗来，还最终和苏文纨结了婚。在看
到唐晓芙和方鸿渐之间的不断互相爱慕、猜疑和争吵这些小
打小闹的时候，有谁又会想到晓芙将会远去，而方鸿渐却被
孙柔嘉“骗婚”。也许正是因为方鸿渐和孙柔嘉之间本身并
无感情基础，平常的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才会发展成为最
后的离家出走。良好的感情基础对于婚姻来说真的很重要啊。

在书中，婚姻中的“平等”也是从头到尾反复强调的一个问
题，假如婚姻中有一方过于强盛而一直对另一方不公平的话，
婚姻便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了。方逐翁说过：“嫁女必须胜
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只可惜后来他儿子并没听他的
话，娶了个背景比他好得多的孙柔嘉，仗着个好管闲事的姑
妈，压迫得方鸿渐喘不过气，逼得婚姻进了死胡同。

也许这正好应了那句话：围城里的人想出来，而围城外的人
想进去。我们的世界正像这么一个大染缸，缸外的人瞅着这
鲜艳多彩的繁华而羡慕不已，而缸里的人，却回想着这外面
的纯洁干净的好。婚姻不过是两个人的一种协议，却有着这
无穷的吸引力，让全世界的人们都为之疯狂。



围城里的好戏还在上演，而围城外，羡慕的人们仍在继续渴
望着。

家每章节读后感篇七

昆虫记描述了它们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惊人画面，展现了小昆
虫们精彩纷呈的日常生活，更表现出了法布尔对于昆虫的热
爱之情，看完昆虫记，写好一篇昆虫记读后感有很大的帮助。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昆虫记读后感每章100字”，下面小
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一个人耗尽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昆虫，已经算是奇迹了;
一个人一生专为昆虫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奇
迹。而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他的
《昆虫记》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昆虫记》是法国杰
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
作，不仅仅是一部文学巨著，也是一部科学百科。

《昆虫记》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著作，文中的一字一句，
都体现了作者的感情，同时也展现了的昆虫的独一无二的个
性。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
身燕尾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
了心”;而被_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
喂食的动作慢了，它甚至回像婴儿般哭闹”。多么可爱的小
生灵!难怪鲁迅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法布尔对昆虫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的《昆虫记》也让我
在读时仿佛自我就是一只在旁观的昆虫。每一只昆虫都有人
一样的情感。如：“已经慌了神的蝗虫，完全把‘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这一招忘到脑后去了。当你看见会动的叶子时，
是不是很奇怪呢如果你看见会动的木头时，会不会吃惊地张
大嘴巴呢其实，那会走的叶子是螳螂，瞧!它正在捕捉食物
呢!那会动的木头其实是被管虫在木头下头爬着寻找食物呢!
松毛虫一般都是排着队走的，并且还有一个“领队虫”。如



果领队虫干了什么事，其他的松毛虫也会跟着“领队虫”做。

《昆虫记》是法布尔以一生的时间与精力，他仔细的观察了
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并将观察
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终编写成书。《昆虫记》十大
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
虫的生活：_、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这
样的作品在世界上诚属空前绝后。没有哪位昆虫家具备如此
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
虫学造诣。若不是有为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们的世界也就
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
理。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放
弃了，丧失了自我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一部《昆
虫记》。

《昆虫记》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世界，它不一样于小说，它
们是最基本的事实!是法布尔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夜，是独自的，
安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寂寞与艰辛。它使我第一次进入了
一个生动的昆虫世界。我看到了法布尔细致入微地观察毛虫
的旅行，我看到他不顾危险捕捉黄蜂，我看到他大胆假设、
谨慎实验、反复推敲实验过程与数据，一步一步推断高鼻蜂
毒针的作用时间与效果，萤的捕食过程，捕蝇蜂处理猎物的
方法，孔雀蛾的远距离联络……一次实验失败了，他收集数
据、分析原因，转身又设计下一次。严谨的实验方法，大胆
的质疑精神，勤勉的作风。这一次，我感觉到了“科学精
神”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
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
观察。当然，这也离不开法布尔的辛勤努力，他凭着勇于探
索的精神，因对知识的渴求，日日夜夜的钻研昆虫，他的精
神也应值得我们学习。法布尔以往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
命，吃苦是否值得”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我的九十
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



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
个“真”字。在这本《昆虫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昆
虫的大千世界，更应当领略到的是法布尔“追求真理”“探
索真理”的精神。

暑假里，我又重读了《昆虫记》这本书，我再一次领略了昆
虫世界的神奇。每当我捧起这本书，就会沉浸在昆虫世界里
无法自拔。

这本书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麻醉师萤火虫》、《装死
的黑步甲》、《蝉歌唱的秘密》……而其中最让我沉醉的故
事是《蝈蝈的荤素食性》。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好奇：蝈蝈怎么会吃
肉类呢?它应该只吃植物呀。于是，我带着强烈好奇心去读这
个故事。

原来，全身绿色的蝈蝈是凶狠的杀手。它会用锋利的大颚紧
紧咬住昆虫，之后把猎物最肥的部分吞噬掉，只剩下腿和翅
膀。而且，蝈蝈一点也不挑食，它们还会吃水果，什么梨呀、
苹果呀，啥都吃。

读了这个故事，我好想外公也给我抓几只蝈蝈来，我也要像
法布尔一样仔细观察它们，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津津有味地
把猎物吞到肚子里去的。

《昆虫记》非常精彩，我相信大家也会喜欢上这本书的。

我读了《昆虫记》一书后，我知道了《昆虫记》的作者法布
尔生活在一个农村家庭里，生活条件很差，但是他仍然生活
的很快乐，因为他可以在大自然中尽情地玩耍，学到许多书
本上没有的知识。

法布尔七岁时就被父亲送入学堂，在外头野惯了的小法布尔



一时难以收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成绩不好，但是小法布尔
是个很有志气的人，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别人花一分精力，
他就花两分精力，他的成绩就慢慢追上来了。

三十一岁的时候，他担任了教学工作。有一天，他带着孩子
们在外玩，看见了一个蜂窝，回想起他的童年，写出了《昆
虫记》。

《昆虫记》分蜘蛛的故事、蟋蟀的故事、蝉的故事和松毛虫
的故事。其中，蜘蛛的故事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里面详细描写了塔蓝图拉毒蛛、虎纹园蛛、狼蛛和蟹蛛
等蜘蛛的生活习性和外貌特征，比如蟹蛛捕食时，会用两只
长长的脚一边转动猎物，一边用丝缠绕猎物，直到猎物不能
动弹后，才用嘴上的吸管，吸取猎物的汁液。还有塔蓝图拉
毒蛛，会编织一张大网，等猎物撞上来后，它就会先用它的
毒牙毒晕猎物，然后慢慢地享用。

读了《昆虫记》一书后，不仅让我大开眼界，知道了自然界
还有那么多的昆虫，而且，每种昆虫都有自己奇特的本领。
还让我学习到了作者的热爱生活、勤于观察和不甘落后、刻
苦钻研的精神。使我深受启发，我要学习法布尔的这些精神，
努力学习，今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为这本书很有趣味性，比如他把圆网蜘蛛比作纺织娘子，
比如屎壳郎偷粪球时的小聪明，可真有意思。

我最喜欢的一章，就是法布尔为黄蜂做的那个小实验。讲的
是有一天，法布尔在荒石园里的一条小路旁，看到一群黄蜂
在这里安了家。于是，法布尔用一个玻璃罩子把他们的巢穴
口罩了起来，想第二天再来看看结果。到了第二天，太阳出
来以后，黄蜂们从巢穴里一个一个出来，准备去捕食，但是
都被罩子挡了回去。

后来，有几只在外面过夜的黄蜂回来了，他们也进不去。于



是就想了个办法，从地下挖了个洞，回到了巢穴里。但是，
在巢穴里的黄蜂，就不知道怎么出来。

读到这里，我不禁哈哈大笑，觉得又好笑又奇怪，为什么外
面的黄蜂知道挖洞进来，而里面的黄蜂就不知道挖洞出来呢?
看完后，我才知道，这是昆虫的生存本能起的作用。

这本书不仅有趣，而且知识点也非常丰富，读完真是让我受
益非浅，收获颇多呀!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金钥匙。阅读一
本好书，能净化人的心灵，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更芬芳。
每当我得到一本好书，我就会废寝忘食地看着，细细品味，
琢磨其中的奥秘。

一个宁静的早晨，一缕金灿灿的阳光透过密密麻麻的叶缝照
在我的书桌上，显得十分柔和。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欢
快地唱起了婉转的歌谣。我捧起《昆虫记》这本书，像是走
进了书的海洋，与书融为一体，不管时间的流逝，书像磁铁
一样牢牢地吸住了我的目光。

我不知看了多久，终于合上了书，眼前还不断浮现出书中那
一幕幕奇特的景象，“哇，原来昆虫和我们的生活这么相似
啊!”那一声声惊叹在我脑海中若隐若现。叽叽湫湫，叽叽湫
湫的虫声回荡在我耳畔。

读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我似乎有成长了许多，我从一个害
怕虫子、讨厌虫子的小女孩长成了以为喜爱虫子，甚至敬佩
虫子的“青年”。在法布尔的《昆虫记》中，我认识了一群
全新的昆虫，它们不像我记忆中的那样，是富有灵性的。法
布尔向我们描述了许多昆虫的觅食、劳动等，几乎包含了昆
虫的一生，从中我也能深刻了解到法布尔观察昆虫时多么仔
细，用心;我能想象到法布尔为了观察蚂蚁，一动不动地拿着
放大镜在草丛旁待了一下午的艰辛;为了扑捉一只小虫，气喘



吁吁地追赶着，绊倒了也不管的执着……法布尔的精神让我
们肃然起敬。

《昆虫记》中，我认识了喝树汁的蝉，吃蜗牛的萤火虫，爱
吃莴苣叶的小蟋蟀……我也知道是我误会了蜜蜂，我不该用
相同的眼光对待所有的昆虫。蜜蜂早出晚归的采蜜是为了我
们，是让我们喝到那甜滋滋的蜂蜜，它那锋利的刺并不是为
了伤害人类，而是自卫;还有七星瓢虫，蝴蝶……如果没有它
们，我们会有这么多姿多彩的世界吗?长久下去，我们能好好
地存活下去吗?因此，我们要保护昆虫，让它们更好地造福于
我们的子孙后代!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多么有意思的《昆虫记》!我希望人们能
把昆虫当作永远的朋友，保护它们，与这些小生灵渡过一个
又一个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