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信客读后感(大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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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客读后感篇一

信客的苦是并不是一方面的，他们赚的钱仅仅够自己来吃饭
而已，但工作却异常艰苦，往往乡亲们的`亲戚都不在一个地
方，所以要走的路程可想而知，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然而
当收到了如此苦难后的信客们，回乡不会受到乡亲们的致敬，
也不会受到乡亲们的重视，甚至都没有人会去注意这些整天
跑东跑西得信客们。而且如果有哪家人死了，还得主动去安
慰他的家人，任凭别人打骂。

更糟糕的是，信客们常常收到乡亲们的无端怀疑，这是信客
们不止身体上过度劳累，也使信客们心理上得不到一丝安慰。
这些痛苦，这些磨难，不是普通人们所能承受的，然而，信
客们却默默承受这一切，并没有丝毫怨言。

信客的职业已经消失，并不再回来，但是他们那种：任劳任
怨，恪尽职守、善良厚道、宽以待人的优良品质，这些正是
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品质。

信客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信客读后感篇二

我第一次读《信客》是在初二的语文书上，当时读这篇文章
的时候，给我了极大的震撼，作家笔下的人物，不管是老信



客还是年轻信客，不管是在外游子还是乡里乡亲，都刻画得
有血有肉，充分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一下子就吸引了
我。

读完之后，深感当信客不是一件好差事，不但劳累，坏了自
己的身体，而且自己的.一番辛苦换来的却是别人的冷漠，连
为别人报丧也会被怀疑，回想以前的老信客，更是悲惨，被
逼迫的竟然去看坟场，即使是这样，信客还是无任何怨言的
上路了。

读过《信客》，我感觉在当时的社会里，当信客比当人力车
夫还困难，还受委屈，有时还被当作玩偶，甚至死神冤鬼，
被随意的斥责，没人会想到他的好处，当信客终于忍受不了
不干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新信客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的全
部好处——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病态，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

信客读后感篇三

读了《信客》这篇散文，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要有一座桥
梁——心灵与心灵的沟通，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而
我认为信客这行业是乡村与城市的桥梁，也是乡人与远行者
心灵的桥梁.有人说，信客就是邮差，至少在我看题目时这样
想过.但读完文章，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信客的
工作内容比那些邮差要有价值，信客要比邮差有着更多的人
生经验和经历!邮差是传递信息，但信客不只是传递信息，也
在传递着一份份的感情!信客基于对乡亲们的一片奉献之心，
帮同乡的人处理大小小的事情，大至处理后事，小至挽回一
份感情，这也是城乡之间沟通的通道.“这乡间不能没有信
客”，我知道信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除了传递信息与
情感之外，还有就是帮助那些在他乡的同乡人排除思乡之情.
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说句实话，信客真的是不好当：要有过人的体力，过人的坚
持，毅力，过人的信用，还要有过人的爱心.小至对同乡的关
爱，大至对整个社会的关爱。



信客、信客，就贵在一个信字.这篇文章的“信”，我把它理
解为诚信、信用.在读完文章后，我觉得我们做人做事更要讲
信用，更要有诚信，要诚实.就算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做好事，
做了无数件好事，但是因为这最后一件事，一次的不诚实，
那这一生的名声也就随着这一次破败了.文中的那们老信客就
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因为一次的不诚实。

如果我去当信客，我想我应该是不能胜任的!先排除体力不说，
光是那一项项繁杂的工作就不能胜任.不过，我想，在人生的
旅途中每个人都要经历大大小小的坎坷和磨难，但是我们如
果要有信客这样的精神的话，这些坎坷也会不攻自破.就像信
客的奉献精神感动了上天，他们的这一切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他们跋山涉水，但终可以见多识广;他们周旋于喜事与丧事之
中，但他们终富于情理!这也许就是对信客的回报吧!

信客读后感篇四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总是有着一股力量，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在灵魂的挣扎中体味那独特而厚重的美，《道士塔》是这样，
《信客》也是这样。

这是关于两代信客的故事，这是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警醒。
回溯老信客的一生，我看到了他对这份职业的责任感，甚至
是无奈放弃后的深深依恋——在交接信息时的细声慢气，
在“逼着”年轻信客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后的唏嘘声里。我着
实感动，我不禁要想，是什么让老信客愿意担当起这份琐屑
和辛苦？这样的事，放在现代，实在是不可思议。也许，老
信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丢失的人格。

令我心寒的是乡民的反应。老信客的善良仗义，饱受艰辛，
曾经带来的喜悦和希望，全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宛若不曾
发生。一生的信誉毁于一旦！

老信客失了信誉，懊悔莫及，带着自残后的手，独自到外乡



看坟常信客的工作由年轻信客来继续。年轻信客的脚步就是
他的脚步，一次次的重温漫山遍水的乡情。年轻的信客谨遵
老信客的血的教训：要诚信！但耿直的信客因坏了同乡
的“好事”，被发了财而拈花惹草的同乡诬告为“私闯民宅
的小偷”，将他扭送到巡捕房。这一系列的伤害和凶险令信
客心灰意冷，他在老信客的坟前郑重请求原谅，打算抽身而
退。可笑的是，尝到失去的滋味的人们，这才想起他全部的
好。后来还请他当教师，死了还有很多人来悼念。我不禁为
老信客鸣不平，同样辛劳一生，这结局却是惨惨淡淡，是借
着信客的光，顺便修修他的坟！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是全身而退，所以“赢得身前身后名”，
另一个，是有了污点，从此被放逐，被打入无底深渊，直至
被彻底遗忘。他只是个游走于两地的乡村信客，他不是民族
英雄，死后可以被平反，被悼念，然后永存世人心中，光辉
照耀大地。但我庆幸，有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下了那个年代
的那些人，一种原生态的喜与怒，坚守与不舍。让我，可以
去感受、思考那源于历史的无奈和无奈背后的深沉。

信客读后感篇五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
有各的不幸。这里不妨套用一下：平庸的课都是相似的，好
课各有各的精彩之处。

由于新课标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提倡开
放而富有创新活动的教学。于是一段时间内教师就拼命在教
学形式上做文章，好像学生越兴奋，课堂越热闹就越好，把
热烈的课堂气氛当成了语文课追求的主要目标，看似热热闹
闹，实则华而不实。但是刘桂香老师执教的《信客》，却让
我们眼前为之一亮，这节课无疑是体现自主、合作、探究教
学理念的一个精彩样本！

其次，合作。合作性学习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花样翻新，而



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中学生阅历浅，存在不足，需要相互
补充，相互取长补段，只有共同查阅资料，收集信息，才能
实现资源共享，共同进步；只有互相讨论，各抒己见，才能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刘老师将学生划分成解题小组、主题小
组、人物分析小组、作业小组等，从课前备课到课上的知识
的新授，专题小组都积极参与。不仅发挥了群体化优势，改
善了语文课堂模式，强化了小组学习形式，提高了学生互动
的频率，而且还能够互相交流思想，使学生认识丰富，思想
深刻！

再次，探究。课堂探究有别与科学研究。它的目的在于激发
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求知，发展学生的个性
和创新精神。在课堂上，刘老师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质疑问
难，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的探究意、探究兴趣，引
导学生坚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来
分析问题，力图使学生的认识既全面又深刻。

总之，刘老师的课精彩之处不容置疑。但是能够达到自主合
作探究这一要求，并非易事，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更需要
教师能够把握好一个精确的度。课改之路必定是曲折而艰难
的，但我会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