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找读后感的app软件(模板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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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找读后感的app软件篇一

我一口气读完了《木偶奇遇记》这篇小说。《木偶奇遇记》
主要讲的朋友送他一根神奇的木头，老木匠把木头雕刻成了
一个可爱的小木偶――匹诺曹。匹诺曹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到
处乱跑，他爱搞一些恶作剧，做一些坏事，还爱撒谎。后来，
因为匹诺曹撒下了太多谎，一位仙女把匹诺曹的鼻子变长。
匹诺曹很害怕，就大声哭了起来。仙女看匹诺曹真的想改，
就承诺他说如果他不再撒谎，就把匹诺曹的鼻子变短，匹诺
曹答应仙女不再撒谎，不再做坏事。

匹诺曹的爸爸给他钱去上学，匹诺曹来到学校，学校里的孩子
()都嘲笑匹诺曹是个没脑子的木偶，匹诺曹很不服气，决心
要做全班同学的好榜样。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匹诺曹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了学校里人人皆知的好学生。

木偶匹诺曹的一生经历了千万次风风雨雨。终于，仙女把他
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儿，他不再撒谎，不再做恶作剧，
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找读后感的app软件篇二

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
的教育、启迪



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

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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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明基本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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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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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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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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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



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来写。要注意
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

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
受点，作为全文议论

的中心。

初中作文课中，除了写“读后感”外，老师还会要求同学们
在看完一部电影、

电视片或参观完某一展览后写“观后感”，观后感的写法与
读后感是一样的，只

需在第一部分简述所观的内容，然后引出观点、展开论述就
可以了

找读后感的app软件篇三

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利亚，是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
我读过这本书后的感受就是这本书教会了我怎样解题的方法，
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数学，虽然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实践性
不及一般的教辅书，但其对数学领域中怎样进行正确，快速，
有效地题，有着一针见血的.指导作用。

作者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学好数学不只在于练习、操
作，演算，最重要的是从心底萌发出的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与
自我归纳理解后的解题思路，这也就是学好数学的一个重要
观点。而这本书中对数学解题理论的建设主要是通过《怎样
解题》表来实现的，包括“弄法问题”“拟定计划”“实现
计划”和“回顾”这四大步骤的解题全过程。

当然，想要做到并能利用波利亚的解题方法，也并不是按照



这个方法就能做到的百分百的成功，还需要积累一定的题目
在自己的脑海里，以便自己随时能调用，但并不是题海战术
就能解决这一切，而是需要每当自己做题的时候，能够同时
充分利用波利亚的解题步骤，这样才能更加增大自己题量，
不过，在利用波利亚的解题的步骤时，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它
的局限性。

我觉得这本书与其他不同的是，似乎老师每次给学生讲解一
道题目，都要从这道题先引申道另外一道题或者先问学生是
否做过类似的题目，然后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让学生解决类
似的题目或者曾经做过的题目，最后再慢慢引到最开始的问
题上，利用前面的题目的方法或定理再来解决最初的问题。

波利亚指出，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教师试图提高学生的解
题能力，必须培养学生的兴趣，然后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
去模仿与实践，如果教师想要在他的学生中发展相应于“如
何解题”表中的问题与建议的思维活动，那么他就应该尽可
能地经常而自然地向学去提出这些问题和建议。

读完全书，我最深的感受是我也爱上了数学。数学不仅是通
向工程，技术的必经之路，它还充满了乐趣。

找读后感的app软件篇四

一、仔细阅读原文，认真领会文章精神是写好读后感的前提。

“感”是从读中产生的，不认真读，就不能深刻领会原文的
精神实质，就不能把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如果对原文都没
读懂，那也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感想来。

怎么读呢?要边读边想，边读边记。哪些地方使你激动不已，
哪些地方使你感慨万千都不要放过去。要反复读，边读边体
会文章的实质，联系自己生活的实践，加以对照、比较，同
时要在原作上作上记号，如圈、点、划，或在空白处写上简



略的看法等，以便读后好查找重点之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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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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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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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同学在写读后感时，用大量的篇幅去复述原作的内容或



叙述大量的事例，只在结尾发表几句感想。这样写就不符合
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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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的写法，种类很多，但写好读后感基本上离不开以上
四点，望同学们好好体会、理解、消化。

什么是读后感?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
体会以及受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
后感”。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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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明基本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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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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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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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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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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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
来写。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
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
中心。



找读后感的app软件篇五

读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或看完一部电视剧，听完一首歌以后，
它们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让
你感动，而且也让你想到很多很多自己听到的、看到的、经
历过的事情。阅读时，往往会由此及彼地联想到生活中的许
多人和事，从而产生颇多感触、联想和体会，这就是读后的
感觉，记录下这些感受的文章就是读后感。

二、怎样选书目?

选择你感兴趣的书文，有人喜欢选能从中明白一个道理或学
到文中人物的精神的文章;有人喜欢选写景状物的。

三、怎样定标题?

读后感的标题一般有正、副两个。正标题写明观点，副标题
写读的什么书。

读后感可简单归纳为三段法。

第一部分、由读而引出感。

这一部分就象一个帽子或引子一样，交待清楚读了什么书，
有什么感想。这一部分一般来说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出，不
要绕圈子。只要概括性说出感受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具体的感受过程。

我们读书看报看电影是视剧等都有一个过程，而我们的感受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接受的。这第二部分就是要说这
个过程。

写法应采用边叙边议的方法，叙就是叙述所看的书报电影电



视剧的感人的情节，议就是抒发我们的感受。要有层次有顺
序把感一步一步推向顶点。叙述是简述，抓住要点，不要照
抄原文。议论要真实得体，这样才能感人。这其实就是议论
文的论述部分。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感的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要不感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部分就是要把感受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感受落到实
处。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同书报电影电视剧感动
自己的人或事比较，找出差别，提出改进的方法或建议。这
其实就是议论文的结论部分。

读后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如果给它归类的话，大体应
分在议论文中。对于小学生来说，议论文太难了不必撑握，
读后感比议论文要简单的多。读后感就是在你读了一本书或
一篇文章后，写出你的感受来。

找读后感的app软件篇六

写下这个题目，没有别的，主要是刚刚读完了《怎样写文
章》。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好像一个“嫌弃的表情”，
那表情里包含着三句话：“和文字接触这么久了，竟还不知道
‘怎样写文章’呐？”；“现在才看‘怎样写文章’是不是
有点晚？”；“都不知道‘怎样写文章’，还总写什么
呀！”

虽已想不起何时、为何把她加入书目，但确实不能再让她逼
问了，必须马上读完，才能长舒一气。

要说《怎样写文章》并不是讲文学创作的。她不是小说、诗
歌、散文的写作指南，而是针对更多应用性的文章，更多的
读者群应该是需要写报告、公文的政务人员。她不是一个纵
截面：一家之言的经验谈，而是一个横切面：以“写文章”



为关键词，选录二十则名家名篇。

没错，写字就是要“表词达意”，所以，这是最基础的'素质。
而对文学创作来说，因为选文作者是包括鲁迅、邓拓、孙犁
等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大家多年写作心得，真是想没
有收获都很难。

如果一定要比喻，这本书就好像一杯温热的茶。你懂或者不
懂，都能品出一种好。那是时代熨帖过的、经过检验的、看
似平常简单却饱含心血的好。

最后，好文章从哪里来？看了书你自然就会知道的。那是观
察、感悟、思考过后，对生活的精确表达，需要我们一起去
寻找。

话说读完这本书，开头那种“嫌弃的表情”没有了，她是挺
温和的，只是看着你，“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轻轻地
说一声：“哦，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