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的启发该(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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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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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一

孔乙己到底是什样的人，众说纷纭，看看孩子们的评价，不
得不佩服，现在孩子的眼界一定比当年的我们开阔。

其实看完后，我最想问也是最纠结的问题是：孔乙己到底值
不值得我们可怜？看全文，好像是该可怜他的，他在文中的
命运到底是怎么样的？在笑声中出场，在笑声中退场，然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看起来，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但我觉得，孔乙己其实是一个自卑且虚荣的人物。和别人
（短衣帮）聊天，分茴香豆，教伙计写字，为自己辩解，每
一个场合，他都在卖弄学问，看似是一个高尚的读书人，实
则在掩护他那颗自卑的心。最后一次出场，是以一种颓废不
堪的形象登场的，他褪去了代表身份的长衫，换上了破夹袄，
最终放弃了他“读书人”的尊严与固执，在用手一步步走回
去时，孔乙己早就不是什么读书人了，语言再和“读书人”
沾不上边了。又或者，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从
一开始替人抄书，连人，书籍，纸和笔砚一同消失开始，我
就给他贴上“好喝懒做”的标签了，再到后面教伙计写字的
片段时，可以看出孔乙己是的迂腐的人了。最后，被丁举人
打折了腿，才褪去平时的傲娇，只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看到这时，我嘲讽地笑了，当初，孔乙己并不认为窃书有错，
自诩清高的为自己辩解“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配做个读书人了。



当时的社会的人心，可笑而可悲。

有没有发现，孔乙己到哪都是别人嘲笑的对象，酒馆的客人，
伙计，掌柜。孔乙己的出现，总伴着笑，嘲笑，就好像，孔
乙己生下来就是给别人嘲笑的，到死也是在嘲笑着，到死也
是在嘲笑中，一辈子都是个没有尊严的可怜虫罢了，这跟当
时的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冷酷无情，互相嘲
笑，后感。永远都是个看客。孔乙己为什么没有尊严？因为
他科举没有中，同样的都是读书人，丁举人和孔乙己之间的
关系，就好像“摔下来的可怜虫”和“爬上去的胜利者”。
于是，丁举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打断孔乙己的腿，孔乙己却无
法反驳。我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孔乙己真的无法自力更生
吗？”文中是这样描写他“身材高大”，他是有能力自己生
活的！可“又脏又怕的长衫”有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他根
本没有努力！”他在自我放任，自我安慰。呵呵，这种人，
当然将一无是处。

孔乙己的塑造，是畸形的，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

这篇文章，揭示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迂腐，封建社会的世态炎
凉，人们麻木不仁，精神思想昏沉对不幸的冷酷，对当时人
们自欺欺人的态度的描写，从侧面反映社会的阴暗，对社会
的批判。

看到这样一句话，深有感受“孔乙己的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但却知道在哪里结束，一段岁月的冷漠，一个旧制度的腐朽，
一个时代的没落。”这应该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吧！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二

城南旧事，初听书名，我想一定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当我
读完一遍后，却深深地体会到了英子快乐无比的童年生活。



我的童年没有英子的丰富，甚至让我觉得童年来影无踪，有
时，因为我是小孩，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让我很烦它；
有时，也因为我是小孩，却可以做只有小孩能做的事情，又
让我很幸福。童年是漫长的，作者将童年编织成了一个又一
个惊人的故事。

英子的童年中有温柔的兰姨娘、有在井旁认识的扭儿、有被
人认为中疯子的秀儿，以及被病痛折磨的父亲，书中的每一
个人物，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让我体会到了他们的酸、
甜、苦、辣，以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带给我们的喜、怒、哀、
乐。

生活在幸福时代的我们，常常不懂得珍惜童年的美好时光，
不去珍惜，但读完这本书，我要更加珍惜时间，因为时间不
会等人的。当你长大后，你才会懂得童年的时光是多么的珍
贵，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我现在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了，要更加珍惜这个童年的时光。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三

轻轻翻开语文书，许多课文吸引了我的眼球，我读完《詹天
佑》这篇课文后，受益匪浅。

詹天佑面对帝国主义的狂妄和自大、对中国人民的极端藐视，
为维护祖国的尊严而勇敢受命，在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
不怕困难，虚心请教，战胜困难。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京
张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了。

詹天佑虚心请教、严肃的工作态度、身先士卒的工作作风、
不怕艰险的勇气毅然接受任务，想为中国人扬眉吐气，都是
她报效祖国的方法。



做为小学生的我们，又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现在
不用冒着生命危险来工作。但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在学
习方面，要勇于挑战困难、克服困难，遇到不会的要虚心请
教，要有号的学习态度，要有报效祖国的决心，只有这样，
长大后才能报效祖国。

詹天佑，我要学习你那位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四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孟子》这本书，这是一本能教
育我们怎样做人的书，同时也是一位良师益友，所谓闻名不
如见面，今天，我就有幸读到这本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书。

关于教我们怎样做人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也涉猎过一些，比如
《三字经》、《弟子规》等。但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这
本书主要写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身边发
生的一些故事，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这本书里有几个故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个
故事叫做《师友之道》。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交友要做到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孟子说过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心，这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为政治应率先垂范，身先士
卒，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通过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交友不能看这个人的财产和地位，
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有才能，值不值得让你学习，这样才
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成熟自己》。在这个故事里讲的是仁义，这个经常听到的
词，在孟子看来，就好像良好的种子一样，种下去以后生根



发芽，耐心呵护，最终使之成熟收获。如果种下去，但没有
收获，那和杂草没什么区别。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每个人都要追求人生目标，都要追求自
己理想的人格，如果半途而废，那自己付出的再多努力也就
没有什么意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通过读《孟子》这本
书，使我真正的懂得做人的道理。我爱这本书，我不会忘记
它的。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五

今天，我看了一本叫《100个启发故事》的书，里面有一个故
事，叫布谷鸟的传说。里面是讲：从前，有一只勤劳的布谷
鸟，它每天从很远的地方捡来树枝、干草来搭建一个非常舒
服的窝，来生育自己的小宝宝。

小布谷鸟很快就长大了，布谷鸟妈妈对她们说：“孩子，你
们长大了，应该学习一些东西了。”

小布谷鸟顾着高兴，只听了前半句，后半句根本没听。

每天，他们只顾着玩耍，还经常嘲笑那些辛勤劳动的人。

一天，下起了大雨，布谷鸟妈妈病了，全身发抖，小布谷鸟，
什么也不做，并且什么也不敢做。还指望妈妈给他们找东西
吃。布谷鸟妈妈看到这一切，就鼓足力气飞走了。

小布谷鸟失去了妈妈，后悔极了，于是就在于中磨练自己，
最终变的勤劳勇敢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从小学会独立，在实践中铸就勤劳勇



敢的品行，长大后才能很好的生活，不被社会所淘汰。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六

前几天，老师教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名字叫做《詹天佑》。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詹天佑是我国的杰出爱国工程师，从北
京到张家口的这一段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

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在修筑的铁路的工
程中，他遇到了种种困难。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漫天，如
果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深谷的工作。这条铁路在他的主持下仅
仅4年就竣工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学习他那种顽强不屈，不怕困难，挫折，
一直坚强的精神。我们常常在学习中和生活中会遇到困难，
但是我们很快就放弃了，而没有把它给解决。我就有不少例
子，如：一天，我的书包被桌子磨破了线。晚上，在明亮的
灯光下，我让妈妈教我缝书包，我先向妈妈要了一根线，一
枚针，好不容易才引上了线。因我的书包是人造革做的，很
硬，我开始缝时，怎么也缝不动，急得出了一身大汗。后来
妈妈找来了“顶针”戴在中指上，太松了，妈妈就用牙齿咬
了咬“顶针”，“顶针”往针一顶，啊！不小心把手弄出血
来了，我痛得就快要哭了，我赶紧跑到沙发上“静养”。

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答应了的事要坚持完成。今后我会改掉
坏毛病，我会向詹天佑学习，做我的榜样。

我们遇到困难，应该要坚持下去。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七

《边城》让人们走进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去聆听他们内
心深处发出的生命的声音。



湘西，钟灵毓秀之地，就在这儿，我相信也只能在这儿：一
条小溪，一户人家，一条黄狗，一个老人，以及——由的最
澄澈水才能孕育出来女孩翠翠。翠翠从小与祖父生活在一起，
时间飞逝，她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她是祖父的心头肉，渡船的祖父也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无
论雨晴必守在船头的老船夫，渡船时弯腰弓背的老人，这些，
都被翠翠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看在眼里。在岸上睡着的祖父，
翠翠不忍心叫起，便自己载着河对岸的客人，履行着祖父的
职责。翠翠心里的声音，念叨着祖父的平安与健康。淳朴、
善良的本性使她作为祖父身边唯一的亲人，将这些年来祖父
给予她的恩情偿还。

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她的心里也有对爱情的愿景，天保二
老是她的意中人，在同样喜欢翠翠的天保大老出水祸死后，
二老选择了逃避，远走他乡，只留翠翠在溪边等候，小说的
最后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
来！”翠翠是否等到二老回来的结局，只能在人们心中圆，
但我们又能听见翠翠心中最真切、最简单的盼望二老归来的
声音。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八

雅言传承文明，典范浸湿人生。今天我打开了《孟子》这本
书。

《孟子》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孟子曰：“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在家，家之本在
深。”可见天下的基础在于国家，国家的基础是每一个家庭，
而家庭的基础是每一个组成家庭的成员本身，可见只需家庭
的每个成员都做好本人份内的事情，这个家庭就会变得幸福
美满，每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的话，这个国家必定繁荣昌盛，
（若是每个国家都繁荣昌盛的话，天下就承平了。所以，只
需每个人都做好份内的事，世界就变得美好了。



读《孟子》，读出的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字
贯穿了孟子的全部道德观，如果“仁”是爱人的话，那
么“义”就是助人；如果“仁”是博爱的话，那么“义”就
是广利；如果“仁”是尚慈的话，那么“义”就是豪举，在
孟子的“义”里，凝结着心中装有集体的高尚道德情操。

我们勤奋于物质遗存的碎片中，寻找和发觉人类精神和聪慧
的交集。崇奉使我们能在变化无穷的时代，以淡然自如的潇
洒决胜于千里之外；以游刃不足的技能突出于茫茫人海；以
泰然自如的.倜傥抒写生命的美好；在时代的合作中，成为安
然面对的真正豪杰。《孟子》所教给我的正是一种崇奉，一
种生生不息、独立自强的精神。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九

今年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它伸出漫暖的大手，摩挲得人浑
身舒坦。刚吃完中午饭的我，便坐在椅子上，看起了《边
城》。

这部小说是沈从文先生写的，初读之下，会觉得语言很平淡，
情节甚至算得上是平凡的，但细读之下，又会被小镇的悠闲
适意，爷爷的朴讷，翠翠的可爱以及字里行间的自然、优美、
诗意所吸引。读着读着，似乎自己也融入了这个很多年前的
故事中。

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现了在青山绿水间有一个淳朴的白发老船
夫，一个穿着碎花布衣的天真少女和一条忠心的黄狗，没有
喧嚣，没有张扬，生活简单而宁静，在我们看来或许有些枯
燥乏味，但对于一直生活在青山绿水间的他们仍然把这日子
过得滋味十足。

本该一直这么悠然度日，但却在一个热闹的端午节，翠翠走
上了爱情这条“路”……



那次盛会上翠翠与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不期而遇，傩送
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更巧的是，傩送的兄长
也喜欢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
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从中
选择。傩送是唱歌的一把好手，天保自知比不过弟弟，心灰
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去做生意，但不幸溺死于湍急的涡流之
中。由于天保之死，傩送十分责怪自己，很内疚，便自己下
桃源去了。

而悲剧还未停止……

要有多悲哀才会如此……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边城……

读后感的启发该篇十

有谁看过城南旧事里面的《惠安馆》，如果没有看过，我推
荐给你们看吧！因为它适合五年级学生看。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她叫小英子，故事的起因就由她而起，
有一天她和她的妈妈一起来到了惠安馆，在路过的一栋房子
旁边有一个女人。可是她的妈妈不让她过去，因为她妈妈说
那个人是疯子。小英子有点儿不解，可是她也只能听从妈妈
的话了。

可是她有一天偷偷的跑去了惠安馆，她进了她妈妈认为是疯
子的家，可是她跟那个女人，聊得很好啊！女人告诉她她叫
秀贞，她觉得很奇怪，就问秀贞，秀贞说：“等我把小桂子
生下来的时候，我睡了一觉，起来发现小桂子不见了，别人
就说我是疯子了。”原来是这样啊！我的疑惑终于解开了。
秀贞告诉小英子小桂子的脖子上有拇指大的一块胎记，让她
看到了告诉他。



可是就在这时候，小英子的朋友妞儿，又跟小英子说：“我
要找我亲爹亲妈去。”小英子迷迷糊糊的说了一堆话，都是
秀贞告诉她的，她无意间把妞儿当成了小桂子，她翻开了小
桂子的头发，真的发现了一块拇指大的胎记，她惊讶极了。

从这里我感觉到，小英子为了帮助别人，不惜自己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