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八百读后感 爱的教育读后感八百
字(实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八百读后感篇一

有这样一本神奇的书，它可以驱散所有的不快，只用一
个“爱”字，便可融化你有些冰冷的心灵，赶走心头笼罩的
阴云。这就是《爱的教育》。

这样一本书出自意大利作家埃迪蒙托·德·阿米琪斯的笔下，
以四年级学生恩利科的视角，通过他一个学年里的一篇篇日
记，介绍了他的同学：品学兼优的德罗西，宽容热情的科列
蒂，行为高尚的卡罗纳……同时也介绍了他的家人和老师。
在这一个学年的时光里，恩利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见证了
各种各样的事，这其中有许多给了他以启迪。像与科列蒂的
吵架，卡罗纳替人顶罪的高尚，努力学习的斯尔达迪获了奖，
烧炭工人与绅士的握手，姐姐为了家庭而做出的“牺牲”等
等。浓浓的爱意穿插起了一件件事，从书页中透了出来。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主人公恩利科生出了一种羡慕之情。
我羡慕恩利科生活在一个高尚的年代，一座溢满了爱的小城。
他的同学们虽各有千秋，但绝大部分品行都十分高尚。他的
家人写给他的一封封信，丰富的内容饱含着他们之间真挚又
朴实的爱。恩利科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这并不仅限于他
正好不穷又不算富裕的家庭。他的身边，有同学们的友爱，
和老师、家人的关爱，这些爱像淅淅沥沥的小雨点，滋润着
他的心田，正鞭策着他成为一个有良好品德的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我们每个人都努力起来，让自己充



满爱，用爱填充这个世界吧！捡起一张废纸，帮助一个苦难
中的人，这样小小的善举，就能给周围的人以感动。即使它
微不足道，但也是一份爱的力量啊，做一件这样力所能及的
事，何乐而不为呢？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让心中充满爱，
以爱的力量改变世界，让世界充满爱吧！

八百读后感篇二

?童年》是作者高尔基以自己童年为基础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它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暗、残暴和非人生活。而高尔基
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
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高尔基却没有
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走了过来。高尔基原名阿列克
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小名阿廖沙。他自幼丧父，
随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外祖父家。着一切只是主人公阿廖沙
艰哭命运的开始。外祖父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人间地
狱。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切，脾气非常暴躁、视财如命，
主人公阿廖沙时常因为犯错而被痛打;两个舅舅常为了分家而
争吵、大打出手;家中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
泄。这一切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八百读后感篇三

“以欢喜心过生活，以温柔心除挂碍。”是这本书的宗旨。
当然，这也是我想要的轻松生活，可以想象到，在田野处有
一户人家，过着虽然贫穷却简单、欢乐又充满爱的生活，每
天起床都能闻到田野的清香，用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任何问
题，是朴素的，是阳光的，是快乐的。

当作者长大后，离开了这个简单的村庄，来到了繁华的大都
市。在这个都市里的人，喜爱荣华富贵，没有了年少时的朴
素简单，心灵的善意。这里人心复杂，电梯里浓郁的香水味
压的人喘不过气来。但幸运的是，在这繁华的城市里，仍然
有心灵善良又单纯朴素的人。作者的初心没有变。仍用在山



村里的乐观心态活着，没有一丝污染。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八百读后感篇四

林老先生的文章看得越多，越容易成为他的粉丝。最初不懂
他为什么会连续十年雄踞“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榜单，会
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看过他的散文之后，就知
道了各种缘由。本以为读散文，我是拒绝的。显然，林清玄
的散文刷新了我的认知。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是节选的散文集，第一章的标题是
《经百千劫，又不能报父母深恩》，从各个角度去讲作者的
父亲母亲。父亲母亲的爱就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原因，
缺失父爱和母爱的孩子，本能的会质疑自身存在的意义，这
样的心境之下，有作奸犯科的行为其实不难理解。作者在描
述父爱母爱的时候，描写童年生活的时候，用词随不华丽，
却总能给与读者温暖的感受，这样的感受来源于夕阳西下的
农人回家，来源于父亲母亲对兄弟姐妹们的谆谆教导，来源
于小时与哥哥一起去看电影的甜美回忆，乡间生活的刻画很
生动，很容易就将读者领入儿时的田园生活。

第二章描写的是《阅读故乡的一百种方法》。白岩松曾经在
一期节目中说：“中国人的信仰，第一是孩子，第二是吃”，
深以为然。这个篇章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谈“吃”，
谈吃的食物是什么，谈与自己一起吃的人是谁，为了吃小时
候都经历过什么...故乡的味道就是吃的味道，就是打小开始
一直食用的，刻印在脑海中、味觉里、血液中的味道。阅读
故乡，就是通过食物打开入乡的大门，感受着深入内心的味
道，感慨着周遭的变更。

第三章《幸好人生有离别》描述了爱情的甜蜜、苦涩、求不
可得，也讲述了作者寄托于“植物”中的感情。作者引用了



诗词、禅语，把自己对感情的领悟、对人世的感悟写入其中。
文章《枯萎的桃花心木》是小学时期曾经学习过的课文，再
读的时候很是亲切。

第四章《好雪片片》是作者的一些代表作，读起来很精彩。

林清玄的文章文辞没有过于华丽，却也很美，感情真挚，容
易引起共鸣。尤其在描写乡间的生活场景时，一幅幅美丽的
画卷铺展在眼前，背景的颜色是暖暖的，步调悠悠的随着作
者一起在田间漫步，惬意也生趣。

八百读后感篇五

在这个紧张的学期中，我读了一本叫做《爱的教育》的书，
她的书名使我思考，在这个纷纭的世界里，爱究竟是什么？
带着这个疑问，我与意大利小学生一起跋涉，去探寻这个未
知答案。我走入恩里科的生活，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学习、生
活，怎样去爱。而且我发现爱中包含着对于生活的追求！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常常会被我疏
忽，可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它，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融入到
了生命，就如父母的爱。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本上还挂着一
把小锁，最简单的东西却最容易被忽略。正如这博大的爱中
渗透着亲子之爱，很多人都无法感受到。爱之所以伟大，是
因为它不仅仅对个人而言，更是整个民族的尊严与情绪。
《爱的教育》这本书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上进，如阳
光般灿烂的少年们。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天生就有残疾，
当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的出生和性格都迥然
不同，但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祖国的深
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这一个个小故事，不仅使书中的人
受到熏陶，同样也让我这个读者被其中所体现出的情感所震
撼。

我，一个泛泛之辈，有许多朋友，但真正的好朋友屈指可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读完《爱的教育》后我懂得了我的
好朋友为什么很少的原因了，要做一对好朋友不应该分贫穷
贵贱，更不能因为自己朋友的学习差了而认为他不是你的朋
友，而作为真正的好朋友应该在朋友困难是帮助自己的好朋
友，这样才算是好朋友。正如我们班的高斌他助人为乐，经
常帮助同学，因此他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我真感到羡慕，我
要向他学习。

夏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教育
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不成
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这本书教会我们要真正的把爱心，献给需要的人，应当从点
滴的小事做起，从换位思考做起，学会理解、谅解和宽容。
这不仅是大人们的事，我们逐渐长大了，很多事，同样也需
要去理解辛辛苦苦教我们的老师，和养育我们的父母。

让我们用爱去关怀每一个人，让爱在每个人的心中永存。

八百读后感篇六

百字[篇2]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西游记》，感触多多。

《西游记》主要讲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去西天取经
的故事，一路上历经坎坷，不停地奔波，打败了许多的妖魔
鬼怪，最终到达了西天，取得了真经。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
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孙悟空，因为他本领强，会七十二变;他机
智多谋，轻而易举就能把妖魔鬼怪打败;他一开始很调皮，后
来跟了唐僧取经后，一路保护唐僧，从来不抱怨。我第二个
喜欢的人物是猪八戒，因为他跟我一样有个肥肥的肚子，他
有着大大的耳朵。他虽然有点色色的，喜欢吃和看美女，但
是也帮助了大师兄和唐僧西天取经，只要唐僧让他做什么他



就做什么。

其中我最喜欢的情节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因为他偷吃蟠桃，
毁了蟠桃宴，偷吃了天上老君的金丹，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
丹炉，不仅没有死，还炼出火眼金睛，实在太厉害了。虽然
我喜欢这个故事，但是我不会像孙悟空那样偷吃别人的东西，
大家都不能用喜欢东西的名义干坏事。其次，我还喜欢的情
节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识别出了变成少女、变成奶奶和
变成爷爷的白骨精，说明孙悟空特别厉害，因为他有一双火
眼金睛，但是其他的人没有看出来，最后被唐僧赶走了。

我特别喜欢《西游记》这本书。

八百读后感篇七

?人间词话》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
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
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
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
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我始终认
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__,要把一个“人”
尽量发展，没成为_家_家之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_家无
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在我看来，这就是重视和强调“一般修养”的重要。在其他
信中，这种思想都有出现，比如关于去博物馆、去森林等建
议，便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提高一般修养，而不是一味练琴、
搞音乐。

对我的启发则是，读书只是修养途径之一，另外还应有其他。
即使读书，也不应仅限某某学科。一般修养的建立和提高即
要求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诸领域
都需阅读。因为，人生或生活绝不像大学学科分类那么规范
齐整。各领域都只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侧面，要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广泛阅读是有好处的。

除此之外，其他比如，关于感情(激情)和理智的关系，应当
以理智控制感情;常以星际或宇宙的视野看待人生的一切事物，
因而明白人的局限性，等等，皆为真知灼见，无不闪耀着理
性的灵光!

以上便是一读《傅雷家书》后的一些感想。所谓“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读后感只能记录我的一部分收获，更多的则写
不出来，而是要融入身体。本来读书笔记、读后感之类就是
手段而已，理解并践行其中的道理才是最后目的。

八百读后感篇八

今日，大家学了《中华少年》这篇课文。夜里我沉浸在了这
篇课文中，我有感而发，心潮腾涌，。我了解中国是一头狮
子座，一头从恶梦中奋发图强的猛兽，已不被别人岐视了。
创作者以新时期的中华少年的角度热情赞扬祖国，表达了做
为中华少年的衷心引以为豪之情，表述了中华少年基本建设
中华的顽强信心。中华有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艺术养育
着大家这种中华儿女，龙的传人始终情系祖国。里行与行流
露对中华民族的荣誉感。表明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团结一致
和谐的在家中。中华少年一定要砥砺前行，造就出更为光辉
的销售业绩，让祖国的明日更为幸福。

很多年来，在我国全面进步红红火火。二零零三年神取得成
功带著航天英雄杨利伟飞上了外太空。五年后，“神七号”
又成功之道发送，宇航员如今仍在太空漫游。这种取得成功
都代表着什么，这就代表着我国已经持续迈向富裕，持续迈
向强劲；亚洲地区这条飞龙还会继续再度辉煌。读过这篇课
文，我感受到大家作为中华儿女，龙的传人，一定要铸就中
华更灿烂的诗文。不期待脚底随处阳光，不愿头上一片艳阳
天，不痴迷兄长给与的密罐苗床，不忘掉“最风险时”战曲
飞旋，要像冰川上的梅瑰历尽霜雨打，要像同一片蓝天展翅



翱翔的雏鹰，大家牢记祖国妈妈的福报，更不忘掉她承担的
千灾百难。

我从今要努力学习、发奋图强，长大了变成祖国的有用之才，
不负祖国的期待。担负起祖国的重担，去基本建设祖国、发
展趋势祖国，使祖国更为繁荣昌盛！

八百读后感篇九

《史记》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花费一生的精力来
创作的，《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你是否在找正
准备撰写“史记白起读后感八百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
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它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
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传统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
无以伦比的“百科全书”。鲁迅先生曾评价《史记》为“史
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这部巨著是对历史发展的
深刻总结。他发表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同时
又对矛盾现实给予了有力批判。这样一部既具中史学价值又
具文学价值的著作的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采用
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
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
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
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
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
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
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



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
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
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
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
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
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
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
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

看完《史记》就仿佛看了一步宏伟的历史巨片，深深的被其
中的人物所吸引了，也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
识，丰富了头脑，不愧是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
韵之离骚”。

《大禹治水》这一篇讲的是：在尧执政时，很多地方都发了
大水，老百姓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尧派鲧娶治水，一直到
尧逝世都没有治好水，舜执政以后，便派鲧的儿子去治水，
他到了水灾严重的地方调查，研究水的规律与流向，禹带领
老百姓日夜开凿河道，带着测量工具出发了。一天，禹刚好
遇到了自己的家，他刚想走进家里跟他妻子聊天，就担心地
说：“我还没有治好水呢!”他看了一眼，就走了。为了治水
禹三过家门而不入，黄河上游有座龙门山，山很大，挡住了
黄河水的去路，禹想：“要把黄河的水引入大海，必须凿开
龙门山，可这工程量很大!”禹带领大家，用原始的工具在龙
门山开山劈岭，最后治好了水，禹和大家欢呼起来!

《纣王失天下》这一篇讲的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首领叫纣王，
他养了很多飞禽走兽，纣王整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百姓
生活痛苦，骂他昏君，谁反对纣王统治，纣王就施以重刑，
把他们绑在烧红的铜管上。姬昌、九候和鄂候是纣王手下的



三个部落首领，九候知道纣王喜欢美女，就将美女送去。美
女不笑，被纣王杀掉。纣王还下令将九候杀了。鄂候劝纣王，
纣王又将鄂候杀了。姬昌最后也被杀了。纣王临时抽调奴隶
匆忙应战。战场上奴隶倒戈帮助周武王攻打纣王。纣王大败，
只好自焚。

通过看这本书，我知道了很多成语，我一般般喜欢这本书，
因为有些词语还不是很明白。

读了《史记》，我最深的感触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
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故事里，令我印象最深刻有几个。

一个是暴君商纣王，他虽然拥有好的口才，但他把这个才能
用于拒绝大臣的进谏，他有强壮的身体，但他把这些力量都
用于狩猎、玩乐之中，读到这，我的心隐隐刺痛，为商朝感
到悲哀，明明商纣王有这么好的资本，完全可以好好地治理
国家，让国力越来越强大。最令我吃惊的是，当忠臣比干劝
说他的时候，他却“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好”主意，他
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难道你是圣人么?我
要看看你的心有几个孔!”说着，他就拔出剑，剖开了比干的
胸膛，把比干的心脏当着众臣的面挖了出来!读到这一段的时
候，我对商纣王如此暴虐的行为深恶痛绝，可以想象，当时
的百姓多么痛恨这个商纣王。当周国的首领—周武王和纣王
交战时，纣王的百姓、奴隶们竟然发过来攻打商纣王。结果
当然不用说了，周武王赢得了民心，大胜而归。这个故事生
动形象地说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道理!

《史记》的第四十二章也讲述了类似的道理，郑国的国君与
妻子姜氏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姜氏偏爱二儿子，厌恶大儿子，
因为她生大儿子时难产。当长子生继太子位时，姜氏就不高
兴，她想让二儿子段继位，于是在生登基时强迫生把京邑封
给段，然后，让段在京邑暗中操练兵马，然而这一切长子生
都看在眼中，但他不动声色。段听说他没反应，便进一步与
母亲商量他篡位的奸计，准备内外呼应。读到这，我的心不



由紧缩，生怕二儿子段会得逞。结果并非如此，生在段攻打
京城时，拿出最精锐的兵马和段决一死战，结果生大胜。段
的荒淫无度使百姓非常厌恶他，所以最终生保住了王位!

《史记》中类似的历史事件很多，他们都让我领悟到一个真
理：正义永远能战胜邪恶，得民心者得天下!

弘断帛裂，王者的雄风，如长虹利观贯通尘封的心房，豁然，
顿悟。从此，逍遥红尘，寄情山水，如新生一般，再从那青
萍之末，罗袜生尘的翩迁而来。

——题记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鲁迅先生说过。它是我国历史文化长廊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其祥实的材料，独到的见解，优秀的文笔，大放光华
于世界之文化之中。它便是——《史记》。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逝去了多少英雄。站在
历史的长河，仿佛看见了项羽在乌江边，四面楚歌，歌
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然后携刀向颈一挥，抛去了江山社稷和
美人，从容倒下、血流乌江。英雄无悔，项羽的躯体与自己
的江山融为一体。乌江进入了王者的灵魂，变得汹涌波涛，
浪花一朵接又一朵。

—汉北。去汉北之时，屈原望江而叹，歌《离骚》，文采飞
扬，一气呵成，甚是悲亢苍凉，随着呼啸的江风，回荡在江
中。楚国亡后，屈原悲愤投江。屈原一生为自己国家着想，
死了也要忠烈报国!后人为纪念他，不让他的身体被鱼虾吃掉，
便将粽子投入江中。这就是我国端午节吃棕子的来源。让我
们永远记住屈原!

想当初，周幽王为了讨爱妃一笑，将爱妃带到烽火台，点燃



烽火，吸引了各诸侯列国前来救驾。等到诸侯们倾全国之力、
率王国之兵赶到时，却没有看到一个敌军。爱妃见到诸侯们
面面相觑的样子，终于扬嘴一笑。周幽王见了，甚是开心。
只为一博美人一笑，就将江山社稷、国家大事视同儿戏!怎么
不会亡国!到后来，当敌人真的来到，周幽王急忙点燃烽火向
诸侯求救时，诸侯见了，以为周幽王又在讨爱妃一笑而已，
便不发兵。可怜周幽王，误了命，又误了国!

……

司马迁曾说过：“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
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让我们在茫茫
书海中去寻觅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人情百态;缅怀曾经的
人情往事;愁怅曾经的爱恨纠纷!

八百读后感篇十

今年暑假，我读完了叶圣陶爷爷的著名童话集《稻草人》。

《稻草人》里有很多小故事，我今天就来和你们分享一下！

先来说说稻草人的故事。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的，只有稻草
人知道夜晚发生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一个蛾子飞到了稻子
上。稻草人知道蛾子是主人和稻子的仇敌，就想把蛾子赶走。
于是他把手里的扇子摇动起来，可是扇子的风有限，不能让
小蛾害怕。他便想让主人来看看。主人来了，大致地看了一
眼，觉得田里挺好的，便准备离开。它看见主人就要走了，
心里很是着急。

不到几天，蛾子产的卵变成了肉虫。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
人看见了它们那可恶的嘴和脸，心想：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
成眼泪和叹息，主人的命太苦了！主人的丈夫之前因为得病
去世了。主人母子俩便一起种稻子卖，好不容易把丈夫治病



欠下的钱还清，儿子也得病去世了。主人只能一人种稻子、
卖粮食，过了好几年才把给儿子治病的费用还清。所以之后
的主人就再也没有笑过。稻草人想让她高兴起来，可现在看
见稻田变成这样……稻草人也不禁流下了眼泪。

其实，稻草人想看到的幸福就是我们眼前的幸福。我们要珍
惜这份幸福，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为自己、为别人创
造更大更多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