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读记读后感(优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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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记读后感篇一

朗读者读后感，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朗读者读后感，欢迎阅读!

《朗读者》故事的叙事语言纯净清澈，严谨缜密，很有德国
人的民族个性。

而且我很喜欢北大出身的作家钱定平的翻译，一看就是有着
非常深厚的语言功底，而且还在这样的外文小说里很多处妙
用唐诗宋词的佳句，那么贴切而富有韵味和激情。

比如p16米夏在多年后回忆和汉娜的灵肉际会的感受时，就用
了一句李商隐《锦瑟》里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年已
惘然”;还有那句“家乡不到十年间，鱼鸟今应怪我还”;还
有米夏和汉娜热恋时，他写的情诗“与君同心，两心相互来
占有;与君同衾，两情相互来占有;与君同死，人生相互来占
有;与君分诀，各自东西不回首”。

我也读出了和《诗经》里“冬雷阵阵夏雨雪”一样味道的铮
铮誓言。

书中黑白风格的插图也和文中的内容结合得天衣无缝，p8页那
大幅小男孩的面部写真照片，那纯净的眸子直视我的心底，
好象能洞察到心底的一切，好几幅关于城市和街道的风景照
片因为那黑白的底色而有别样的怀旧韵味;书中虽然有关于性
爱的描写，但让我看了并不觉得恶心和肮脏。



但我在看贾平凹的《废都》时，看见那些情节一直觉得有些
龌龊的感觉，觉得真是丑陋。

但作品总体的主旨我还是觉得云山雾罩，没有觉得如他们评
价的那样好!

过了一天，我又开始读第二遍。

施林克是一位法学教授，他最擅长写侦探小说，不得不佩服
他叙述故事的技巧：《朗读者》里面的很多情节都是前设机
关，后埋伏笔，读这遍时我才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故事的情节慢慢清晰：

15岁的中学生米夏在家养病时偶然认识了公共汽车售票员36
岁的汉娜。

汉娜身上的新鲜气味迷乱了情窦初开的少年，他们成了一对
很特别的老少情人——类似于母与子的那种情人。

他和她差不多每天幽会，常规的节目就是先一起用清水沐浴，
然后米夏为汉娜朗读经典名著，然后做爱，直到有一天汉娜
忽然消失。

两人再度重逢时，米夏已是法庭实习生，汉娜则成了曾经的
纳粹战犯。

汉娜宁愿让米夏困惑也不愿泄露自己的秘密：她曾是纳粹时
期集中营的女看守。

战后她隐姓埋名，不断更换自己的居住地。

而她之所以选择纳粹女看守职业，是为掩藏她不识字的秘密。

在被判终身监禁后，汉娜仍忘不了那段难忘的老少恋情，而
婚姻失败的米夏继续为监狱中的汉娜寄去他用心朗读的磁带，



但鬼使神差的是米夏竟然没有再给汉娜寄去只字片言。

而汉娜却在狱中脱盲，学会了读和写。

有时还为米夏捎出一些写着话语的纸条。

我慢慢读出了施林克为我们叙述的这个感人至深，幽婉隽永
的故事的意味。

正如曹文轩所言“作品一直以一个超出所有元素在牵引着我
们，这就是感动!”我感动着15岁的涉世未深的少年和一个饱
经沧桑的36岁中年女性之间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恋情，我觉得
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可能人们会很难接受这样巨大差距的
爱情。

但国情不同，我竟觉得他们的爱情如此美好，令人感动!这确
实是不可思议!还有一份感动就是米夏一直在为汉娜朗读，
从15岁一直到她做牢也没有间断过，那些《战争与和平》
《阴谋与爱情》等世界名著里的华彩乐章经过米夏声情并茂
的朗诵而使大墙内外的他们心与心的交流虽远在天边又近在
咫尺，似乎这种状态可以就一直让它持续下去，绵绵无尽。

我听着书后赠送的光碟——童自荣朗读光盘，上海滩上著名
的艺术家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声情并茂，不绝入耳。

令人陶醉!

可当我想写读后感时，我又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笔。

我和小熊约定下午就写读后感给她看。

可第二天当小熊问我为何没有看见我的读后感，我告诉她我
还是没有找到感觉，还是觉得没有看懂，究竟作者想通过这
样一个老少恋人的朗读故事告诉我什么?我还是觉得不甚明白。



我带着疑问又拿起了书，这是第三遍，我慢慢读着、品
着……

我又读出了别的意味!我读出了尊严——汉娜的尊严：她为了
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文盲，而不惜失去了升职的`机会而去当
了不需要写字的集中营看守;她为了掩盖自己的文盲，而失掉
了当司机的好工作，而且还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小家伙”;她
在法庭上为了掩盖自己的文盲，而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而被判以重刑……我不仅为她惋惜，她是个固执得有些不可
爱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尊严，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一切，走
入一条不归路。

合上书，掩卷长思，我终于明白，是那个社会环境，纳粹统
治下的那代人都失去了人性，没有了尊严，人们在懵懵懂懂
中卷入战争的洪流，稀里糊涂地就成了纳粹分子，而且有些
人又稀里糊涂地成了战后新一代审判的对象，汉娜就是这样
一个悲剧人物!她和米夏的母子恋情也是那个时代畸形的产物，
爱将战后的米夏们卷入上一代汉娜们的罪责之中。

原来施林克想告诉通过米夏和汉娜，告诉我们“第三帝国是
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了烙印，
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
感。”我终于明白了施林克这段话的意思，终于豁然开朗!真
佩服这位德国作家思考的深度和反思历史使命感。

读了三遍，我终于读出了画外音。

看来走马观花，囫囵吞枣是读不懂这本书的。

写完这读后感，我突然想起那个经典的故事：在阿尔卑斯山
的山谷中，有一条风景迷人的道路。

但这里还有一处山中急弯，汽车到此急切中坠崖的实在不少。



当局竖了多处广告牌，但没用，照样有那么多人投胎似地急
着下山……终于有一天，谁想起在附近画了一个大广告牌，
上书：慢慢走，欣赏啊!这静静的立着的牌子，让很多匆忙赶
路的人突然放慢车速，发现了路边风景如画，如仙境一般美
妙。

朗读记读后感篇二

看了曹文轩教授对《朗读者》的推荐，于是，迅速找来了这
本书。

拿到这本书，就想一口气读完，正如书的结尾所说，“每个
读者都会一夜把它读完”，我亦是在最快的速度读完的。

《朗读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让我或者让我们匪夷所思的故
事。15岁的中学生米夏偶然认识了36岁的汉娜，他们成了一
对很特别的情人。他和她差不多每天约会，每天他们都会沐
浴、朗读。他们一起骑车出去郊游，住旅馆的时候以母子的
名义登记。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趋严重，他们在一次
大吵又和好之后，汉娜不辞而别了。两人再度重逢时，米夏
已是大学生了，在法庭当实习生，汉娜作为曾经的纳粹战犯
成为被告。汉娜在被审的时候，为了隐瞒自己不识字这个秘
密，从而接受了其他战犯的“污蔑”，从而被判终身监禁。
米夏知道真相后，想替汉娜说明真相，但是经过艰难的抉择，
最终选择了缄默。米夏在离婚后，他继续为汉娜朗读，寄去
了录音带。汉娜在狱中通过录音带艰难地学习文字，并给米
夏写了一些小纸条，但是从未回信。当汉娜即将被释放，米
夏接到典狱长的电话，他不得不去看望汉娜，并为汉娜找到
了房子和工作。当米夏去接汉娜出狱时，汉娜已经自杀了。

正如曹文轩教授所说的那样，这本小说的语言非常严谨，非
常严肃，但是读之却不觉得沉闷。读过这部小说，让我联想
到了三个词——自尊，经历和朗读。



可以这样说，汉娜的一生都在捍卫自己的自尊。

她最初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当她要被提升的时候，她为了
掩饰自己不识字，从而选择了去当兵在集中营做守卫。人说，
一步错，步步错，正因汉娜这一个错误的决定，才造成了她
悲剧的一生。纳粹时代结束后，她就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为自己曾经的错误层层“隐藏”自己，因此她不停地更换居
住地，因此，不管她多爱米夏，但是，她始终未将自己全部
交给米夏。在米夏的心里，她是个谜一样的女人。

一个36岁的女人，没有家，没有亲人，不敢爱，不能爱，她
只能到处漂泊，过着不稳定的日子。其目的既是为了隐藏她
当纳粹看守的历史，也是为了掩饰她不识字的秘密。

汉娜将自己不识字当成了人生中的最大的耻辱，为此她愿意
付出所有的代价，哪怕是爱情、自由或者是生命。和米夏不
辞而别，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更是为了保守住这个
秘密。汉娜被其他被告污蔑是她“主谋”，是她执笔写了当
时的决策的时候，她为了不在法庭让众人知道她是个不会读
写的文盲，她承担了所有的罪责，虽然她知道承认了罪责的
后果。

汉娜选择了“隐瞒”和“藏匿”来捍卫自己的自尊。我想，
她捍卫自己的自尊是没有错的，但是，汉娜选择了错的方式。
在她年轻的时候，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在她邂逅米夏之后，
都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让她学会读写，但是她没有好好把握。

每个人都是有自尊的，而且都是极力捍卫的。我们是不是可
以从汉娜的身上得到某种启示。因为我们也总是用各种不同
的方式捍卫自己的自尊，只是我们没有汉娜那么偏激，也没
有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和汉娜所犯的错误是一
样的。为了维护自己看得非常重要的自尊，采取各种不同的
方式，从而失去了人生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其实，捍卫自尊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这样不用自己费心地维护



也有了尊严。

其次，我还有一点小感悟，那就是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对他的
一生来说都是影响巨大的。米夏因为在那个夏天认识了一位
成熟的女人，并相爱，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米夏从此变得漠然，麻木，不再相信感情。但是，15岁的米
夏是何等的活力四射充满幻想啊！他会在难得的假期里为了
见汉娜在凌晨4点起床去搭电车；他会为了攒够远足的路费而
卖掉心爱的邮票；他会放弃和父母旅游的机会，只是为了每
天和汉娜见面；他会为了汉娜而努力学习，补上落下的功
课……当我看着那一幕幕细节描写的时候，我往往会忘了汉
娜和米夏之间的年龄差异，甚至会忘了米夏还是个懵懂的少
年，我只是为他们之间的感情而感动。

米夏的冲动与热情在在汉娜的不辞而别之后发生了改变。米
夏从此变了，甚至发展他对自己的感情生活都无法正确把握。
正如大火余生的那个女作家所说的那样，他肯定有过短暂的
婚姻，有一个寄宿制的孩子。作者是不是借女作家的话告诉
我们，其实某种经历已经注定了他以后的人生。

这又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孟母三迁》，为了
孩子的成长，孟母三次搬家，只是为了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
境，其实这也为了让孩子经历该经历的，远离不该经历的。

虽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但是有些经历却是不经历为好。
如果米夏在15岁的时候，并没有生病，并不缺少亲人对他心
灵无微不至的关照的话，也许，他不会结识汉娜，不会有以
后的生活，虽说他的人生中少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
也许会幸福许多。

前几天，听说我曾经的一个学生，今年只有18岁，但是已经
结婚生子，现在正在谈论离婚事宜。这又是一个不幸的女孩
子。她自己曾经也是被母亲抛弃，由父亲带大的孩子。她自



己的悲剧又将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
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经历注定什么样的人生，这也许就是宿
命。我想，我们做父母的还是应该给孩子创设良好的成长环
境，让他们经历他们该经历的，享受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未来。

朗读，在书中被描写得很美，甚至有极致的美。电影《朗读
者》中的朗读细节也拍摄得很美。在他们约会的时候，他们
唯一的思想交流就是朗读，我认为其实他们没有其他的交流。

但是，朗读让他们俩都发生了改变。米夏的朗读让汉娜为之
赞叹，米夏就在肯定和赞赏中获得了信心，他从一个学业平
平的孩子成了优秀生。汉娜从朗读中也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她变得柔和而安静，这是一个成熟女人最吸引人的魅力。

汉娜入狱了，但是米夏并没有忘记汉娜，虽然他为爱过汉娜
而惭愧而自责，虽然他不敢见汉娜，虽然他希望汉娜从此远
离他的生活。因此，他选择了为汉娜继续朗读。他的录音带
给汉娜带去了生的希望，也给她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甚
至，汉娜借助录音带学会了基本的读写。米夏为汉娜读了很
多很多的名著，送去了一摞摞的录音带。我认为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米夏并不是为汉娜而读，他也是为自己而读。在朗
读的时候，能忘却世间的纷扰烦杂，忘却人生的悲苦凄凉，
忘却心灵烦恼忧伤，能让人沉浸在一种美好纯净的氛围里，
获得心灵的平静和祥和，甚至朗读“超越了喧嚣，超越了生
死”。一个终日忏悔和纠结的米夏只能依靠朗读来让自己获
得平和和安生。

我想，我们语文教师应该将引导我们的孩子学会朗读，朗读
不仅仅是为了解读文本，不仅仅是为了表演，不仅仅是为了
课堂教学的需要。我们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将朗读当成生活中
的一部分，通过朗读去体会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快乐，通过
朗读去丰盈自己的人生去获得更幸福的人生。朗读，不再是
形式，而是作为人的一种需要！



《朗读者》是一本让人手不释卷的书，每次读都会有不同的
收获。

朗读记读后感篇三

“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被废黜的是人的灵魂。”失去了
灵魂，人便不称之为人，故而，周国平说：“人的高贵的灵
魂必须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生活。”而这精神生活永远离不
开的，是人的尊严。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在当今显得凌乱不
堪的价值取向的世界里，发出了一个清澈的声音，引人深思，
让人醍醐灌顶。

汉娜，一个所谓的罪不可赦的纳粹犯人，在历史的法庭上受
到了惩罚，但她却唱出了一曲最响亮的人性之歌，歌声如此
高傲，遗世而独立，足以让市侩听得毛骨悚然;在人性的法庭
上，汉娜是唯一的王者，是为维护尊严而战的勇士，她的生
命底色是纯粹的，纯粹得有如一片圣地，让人不忍触及。

对于朗读者，无论他是谁，他的聆听者，聆听的不仅仅是故
事，更多的是对高尚灵魂的向往，是对生命主体的自我确证。
正如那个古老的故事《奥德赛》一样，奥德修斯回来，不是
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汉娜，站在新的人生起跑线
上，在她的有轨电车里，开始了自己安静的生活。然而，命
运，它总是披着神秘的面纱，在人世间徜徉，曾让俄狄浦斯
历尽千辛后弑父娶母，曾让周朴园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家破人
亡，在它面前，无论有无神谕，古往今来，对于命运的摆布，
人，总是显得那么被动和无力。

汉娜，没有任何权势，蜗居在当时社会的底层，却自始至终
高贵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让它受到任何的侵犯和玷污，
为此她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命运仿佛读不懂那竭力
的挣扎，读不懂那深奥晦涩的意义，偏偏要和汉娜开一个玩



笑，正如书中所言：“《奥德赛》其实是一部关于运动的历
史，有目的，同时又无目标;是成功，同时又是徒劳。”汉娜，
在保卫尊严的战斗中，确实胜利了，但，这胜利的代价太高，
让常人承受不起，青春、自由、爱情……其中的任何一个都
是那么诱人，都足以让古希腊神话世界里的众神对之俯首称
臣。但在汉娜的精神王国里，唯有尊严，才能让人高贵地活
着，让人之为人。

汉娜的生命，在黎明曙光到来的那一瞬戛然而止，“第二天
一大早，汉娜死了。在天色微明时分她上吊死了。”小说对
于她的死只有这两句交代，但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在这安
静的叙述中，都会感受到一股难以名具的震撼，直抵心中的
那眼清泉，霎时间，波澜顿起。十八年，牢狱生活的暗无天
日，已经将她曾经的那些棱角消磨殆尽，青春不再，年迈的
汉娜面对曾经单纯而珍贵的爱，面对她企盼了多少个日夜
的“小家伙”，面对即将到来的自由，是欣喜，是感动，还
是惘然?一种无形的力量让她如履薄冰，甚至不知所措，她最
后的一线希望，断了。

尽管她努力地学习写字、学习读书，为弥补那个凄美的谎言
绣出一件最亮丽的外衣，上面的一针一线都显得那么吃力，
但却虔诚。时间，夺走了汉娜太多太多的憧憬，剩下的，只
有让她承受不起的生命之轻。但时间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她
的生命姿态，依然是那么高贵，那么不容侵犯。就为尊严，
她选择了结束。

朗读记读后感篇四

作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故事讲述
一名于1950年代的德国少年米高和一名中年女子汉娜展开一
段忘年恋,但汉娜不久不告而别.米高后来成为年轻律师,再度



见到汉娜时,她由于在战争后期中担任一个集中营警卫时的行
为成为一名因战争犯罪受审的被告.在人声鼎沸的审判场,面
对无数人对原集中营警卫安娜的怒斥辱骂,米高泪流满面.米
高知道汉娜一直有一个她深信比她以往纳粹时代更糟的秘密,
这个秘密足以推翻对她的指控.那就是,并不识字的汉娜即将
承担当时下命令之人的罪.而此时,同为警卫的其他几人却一
口咬定下命令之人即签字之人便是汉娜.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理解.这就涉及到一个中西方文化区
别的一个关键点--\“罪\”的理解.德国人大多信奉基督教.
不管是东正教、天主教还是美国新教,尽管具体教义不同,但
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对\“罪\”的理解.人在出生之初便
有罪了,也就是\“原罪\”.《朗读者》是一部非常沉重的小
说,埋藏着极强的宗教意味.我在这里试图从西方宗教的角度
来解释汉娜不合中国人常理的行为.在西方基督教看来,人是
有罪的,人在世间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赎罪.人对自己罪的忽视,
便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远离上帝的行为.纳粹之罪,是人类之罪,
是人在出生之时便带来的人性之罪.面对千夫所指,人往往千
方百计为自己辩护,不为其他,只为苟且偷生.这便是人性的缺
陷.在西方基督教看来,因为人远离上帝太久了,人堕落了,贪
婪、伪善等罪恶便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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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记读后感篇五

故事讲述的是一名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少年与一名中年女子
汉娜站看的一段往年恋。不久，汉娜不辞而别，米夏后来成
为一名律师。再次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汉娜因在战争后期
担任警卫时的行为成为一名因为战争犯罪受审的被告。米夏
知道汉娜一直有一个比她以往纳粹时代峰糟糕的秘密，这个
秘密足以推翻对她的指控，但是这个秘密是汉娜誓死捍卫的。
她宁愿入狱也不愿暴露。在汉娜服役的几十年光阴里，米夏
一直坚持给她朗读。汉娜靠米夏录音磁带学会了阅读识字。
出狱后，米夏去接她。彼时两人都已岁月斑驳。米夏已是个
青年律师，而汉娜已白发苍苍。意识到米夏对她没有当年的
狂热痴情，汉娜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而这时，米夏才明白，
自己有多爱汉娜......

从爱情上来看，

轩所言，“作品一直以来一一个超出所有元素在牵引着我们，
这就是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