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 雷锋日记
摘抄读后感(通用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上面讲了许多向困难做斗争的道
理。文章说：“斗争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胜利即将来到的
时候，可也是最容易动摇的时候。因此，对每个人来说，这
是个考验的关口。经得起考验，顺利的通过这一关，那就成
了光荣的革命战士;经不起考验，通不过这一关，那就要成为
可耻的逃兵。是光荣的战士，还是可耻的逃兵，那就要看你
在困难面前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了。”文章还说：

“困难里包含着胜利，失败里孕育着成功，革命战士之所以
伟大，就是他们能透过困难看到胜利，透过失败看到成功，
因此他们即使遇到天大的困难，也不会畏怯逃避，碰到严重
的失败，也不至气馁灰心，而永远是干劲十足，勇往直前，
终于成为时代的闯将。

我的读后感

人总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用千般万般理由来掩饰自己的
失败，但却不愿为自己的失败找原因，失败是成功之母，只
有在失败的地方爬起来，坚持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
要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坚持信念，才能更加接近成功。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二

这几天，我读了一本即好看又有趣的书，它的名字叫《小鹿
斑比》。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就知道这是一本富有童趣
的书，一定非常想要了解一下，现在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
下吧。

《小鹿斑比》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费利克斯·萨尔腾写的。里
面有二十五个章节。

斑比出生在灌木丛中，他长得不仅好看，而且一出生就能站
起来，更神奇的是还能跑步。好奇特哦！我从来没见过哪个
动物一出生就能站起来跑步的，好想亲眼看一看呢。

林灰鸟是个调皮、可爱、喜欢吓唬人的家伙，每次吓完伙伴，
总是笑着说：“看来真吓着你了。”然后，竖起羽毛，使自
己变成一个灰色的软球。林灰鸟你真调皮，吓了别人还幸灾
乐祸。

看到最后，我不禁泪流满面，虽然斑比历尽磨难，凭着自己
的智慧和勇气最终生存了下来，可他的同伴全都被猎杀了。

看了这本书，我不仅认识了许多动物，还了解了很多动物的
生活习惯。我还被那些新奇迷人的'故事深深吸引。读了这本
书，我特别想把这本书推荐给爱狩猎的人，但我更愿意推荐
给所有的人，因为人类更需要爱的教育。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三

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这是发生在元
代的一个悲剧。

穷书生窦天章女儿窦娥，从小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婚后不



久，丈夫逝世，婆媳俩相依为命。蔡婆婆讨债，被欠债人胁
迫，有生命危险时，被张驴儿父子相救。无赖张驴儿贪图美
色，妄图娶窦娥为妻，却被拒绝。张驴儿恼羞成怒，买来毒
药打算毒死蔡婆婆，霸占窦娥，不料阴差阳错害死了亲生父
亲。公堂上，糊涂官判糊涂案，窦娥为了保护婆婆，被迫认
罪。行刑前，窦娥向苍天立下三个誓愿，含冤离开了人
世……三年后，窦天章应试高中，重审此案，终于为女儿沉
冤昭雪。

读了此书，我心里感慨良多。窦娥是一个孝妇。小时候，父
亲为了生活，已经无法养活她，只好送人，年幼的她深知父
亲的艰苦，即使心里有万般痛苦，也不任性撒娇。长大了，
就是婆婆引狼入室，让她委身于人，她也没做出大逆不道之
事，只是同婆婆讲清事理。在公堂上，窦娥宁愿自己去死，
也不让婆婆受一点皮肉之伤。最后平反时，她也让父亲照顾
好婆婆。

想起这些，我不禁惭愧。在家中，我完全是个骄横的公主。
遇到好吃的，我总是抢着吃完，不留一点给父母;每次我心情
不好，就把气撒在父母身上，一点也不顾他们的感受;平时在
家，我也很爱折腾，比如早餐明明说好吃这个，可吃到一半
就不吃了，害得父母在百忙之中还要给我重烧早饭。跟窦娥
相比，我无地自容。因此，我下定决心，学习窦娥的优良品
质，孝顺父母，做一个让父母幸福的人。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学习了《金色的鱼钩》一文，它对我的感触很大。

当我怀着疑问的心情读完时，我欣喜若狂，因为我解开了不
解之谜。可我也对文中的各位人物深表同情，对“老班长”
也更充满着敬佩之情。

课文主要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老班长”护送与照顾病



号过草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我脑海中，老班长的样子仍
记忆犹新。想想老班长，为了照顾好伤员，自己吃草根，吃
剩下的鱼骨头，如果换了你，你能勉强地吞下去吗？我们大
家都该学习老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其实老班子有足够的
机会使自己存活下去，然而，他没有选择。老班长在照顾病
号的途中，一个苦字一个累字都不曾喊过。这时，我不由自
主地想起了前次军训喊的口号。“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
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是呀！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喊
一个“苦”字与“累”字，因为我们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比起
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微不足道。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坚持
就是胜利。

舍己为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的生活中，每
时每刻都需要“他”。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五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代表作之一。《哈姆雷特》
的情节生动，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而剧本中
最能体现人文主义的是哈姆雷特本人。剧本讲的是一个悲剧
故事，哈姆雷特为了复仇展开的一系列行动。

哈姆雷特是剧本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哈姆雷特对待下人和仆
人的态度与别人完全不同。他称忠心的士兵为朋友，并对他
们说：“让我们彼此并保持不渝的交情”。他也是少有的把
仆人当朋友看到主人。他说：“世界是一所牢狱，一所很大
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丹麦是一间最坏的囚室。”
这句话里的丹麦王朝其实是莎士比亚所在时期的英国。他哀
叹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缺要负起
重整乾坤的责任！”然而哈姆雷特因为对属下的不信任，哈
姆雷特的孤军奋战，使得他无法重整乾坤。这一切决定了哈
姆雷特的悲剧。

剧中的第二的悲剧人物是欧菲莉亚，欧菲莉亚天真而且柔弱，



缺无法自制。与哈姆雷特双双陷入爱河，但种种阻力警告王
子，政治地位使他们无望结合。作为哈姆雷特疯狂复仇计划
的一部分，她被他无情抛弃，加上父亲的死让她陷入精神错
乱，最终失足落水溺毙。她的遭遇时莎士比亚时期英国妇女
的真实写照。

全剧主要围绕人文主义的来写，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人文主
义有极大的局限性，统治权力一人在就旧封建统治势力手中。

马克思说：“《哈姆雷特》的最大特点即在于该剧形象的反
映了莎士比亚的主要特的，即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的方
法。”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之所以能流传百年，是现实主义
的魅力。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六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
人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文学巨著。现在就和本站小编一起来看
看红楼梦读后感700字，希望我们的文章你能喜欢。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从本书
反映的思想倾向看，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
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
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
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提出
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和主张。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
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永放奇光异彩。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
大突破。它以改变了以往如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



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
构，使众多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情节的推移也
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红楼梦的语言艺
术成就，更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高峰。作者往往
只需用三言两语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特
征的形象;作者笔下每一个典型形象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
个性，从而使读者仅仅凭借这些语言就可以判别人物。

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包括小说里的诗
词曲赋，不仅能与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而且这些诗词的创
作也能为塑造典型性格服务，做到了“诗如其人”——切合
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口气。

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卓越成就，因而使红楼梦无论是在思想内
容上或是艺术技巧上都具有自己崭新的面貌，具有永久的艺
术魅力，使它足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
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
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
晰了。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
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
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
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
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我们悲喜交加地看
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
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
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

现代人仍能从灰飞烟灭中感受到强烈的力与美，同时我们不
得不承认，这种共鸣的感情中正夹杂着水中望月、雾里看花
的疏远与隔膜。这个时代一多半的男人择偶时会选择薛宝钗，
至于癫狂情痴的怡红公子，失去他显赫的门第，他在一多半
女人的眼里简直就是一文不值。现代人的眼泪肯定越来越少，



比过去至少少一条黄河的水份。不知道这意味着情感的荒芜
干旱还是精神上的愉悦幸福。人们在情感上变得聪明多变，
也更加蒙昧狡猾。他们经常处于言不由衷、情感与理智相悖
离的状态，胸怀理想但并不听从理想的召唤。他们有七情六
欲，但往往跟情感背道而驰。如果说古典情感时代个人情爱
的悲剧来自家族和社会，几无可调，但毕竟是在前进着。作
品力所能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为古典情感史划下了
一个丰富多彩的句号。

珠泪滚滚冲跨了红楼，雕梁画栋堆满了石头，昔日的富贵温
柔埋进了荒野冢。幸亏木石前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设想
宝、黛一旦结合接踵而来的男耕女织、柴米油盐的家庭生活
对出弹得破的宝哥哥和林妹妹而言，不啻于另一场崭新的噩
梦，至于金玉良缘则不过是张有名无实的过期银票。貌合神
离、行尸走肉般的夫妻生活，不是陷入了另一种苦难方式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烟般的风花雪月一去不复返了。理想和
现实的双重毁灭、精神和肉体都无法取得胜利。恋爱变成病
根，女人成了婆姨，男人成了女婿，大观园内一群贵族男女
成了世人叹为观止的情爱玩偶。

然而，现代人并不见得会比古人轻松到那里去，相反，他们
保存精神之爱的难度更大，阻力不仅来自社会，更主要来自
人心本身，它蕴藏的愚蠢和激情似乎仍然大有潜力。斩断了
旧问题，繁杂的新问题又在涌现，时代的问号就像一只此起
彼伏的九头怪。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但有时结解决一个难题，却要耗费数千
年之久。从《红楼梦》一书到当代文学，这近三百年的时间
也许离集体解疑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时间还差很远，人们仍在
迷茫，情感的艰难状态仍然是一个悬念。

《红楼梦》是那个时代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
人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文学巨著。我们在磋叹惋惜的同时又不
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仍在发光的思想，正在离我们这个时代



渐行渐远，早从书中不可弥补的疑难断层开始，它已经在做
这种反向运动。

情感不会过时，过时的是情感方式。每个时代都有悲剧，不
尽相同的是悲剧的性质。从这层意义上来讲，现代人需要有
总结他们情感史的巨著，有的已经出现，有的仍在以一
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静悄悄的孕育着。谁
知道呢?未知的一切对创造者构成巨大的挑战和诱惑，奋斗的
最终也许只是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但他们毕竟已经展开了一
幅相对和谐和完整的新生活图卷。

为报答三生石畔神瑛使者的灌溉之恩，下世为人的绛珠仙子
决定把一生的眼泪偿还给他。这一感人至深的引子，使得书
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古典美的哀婉和感伤。华丽唯美的描情绘
景、工整严谨的诗词行文，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规范……
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作者都将古典文学推向了前
所未有的高潮。

今天，我读了被”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四大名著之
一——《红楼梦》。红楼梦属章回长篇小说，成书于清乾隆
帝四十九年甲辰，也就是1784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
《红楼梦》，它的原名为《石头记》、《情憎录》、《风月
宝鉴》、《金陵十二钗》等。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
也是世界文学经典巨作之一。最初的《红楼梦》是以手抄本
形式流传，只有前八十回(学者研究实为79回，今存第80回本
是79回后半，后人割裂已足八十整数;另有学者认为今79、80
二回本均为续作混入)。此后，《红楼梦》续作纷纷出笼，据
统计，《红楼梦》续书种类高达百余种。最为红学界关注的
版本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现通行的续作是由高鹗续全
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

书中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
爱情悲剧为主线，着重描写贾、宁二府由胜到衰的过程。全
面地描写封建社会末世的人性世态及种种无法调和的矛盾。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
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
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
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
溃的真实写照。

其中有一篇令我难忘的故事，就是第十五回：黛玉焚稿断痴
情，宝玉误娶薛宝钗。在这一回中讲述了，贾母请来了一个
算命先生给宝玉算命，说宝玉要即刻娶一个金命的女子冲冲
喜，这个女子就是薛宝钗，贾母当然答应，她早就看上了薛
宝钗。可宝玉死活不答应，贾母的话他压根没听进去。大家
都知道宝玉喜欢黛玉，凤娘王熙凤劝贾母说先允了宝玉答应
他娶黛玉，到时候再把新娘一换不就行了。贾母觉得这是个
好主意可是她哪里知道，王熙凤是断送了一对有情人，活活
的把两人给拆散了。

我感受到了王熙凤很可恶，她明知道宝玉和黛玉是天造地设
的一对有情人，还活活拆散了他俩。毕竟结婚是两个家族的
大事，可是她竟自作主张给宝玉变了婚事，还不让宝玉去看
黛玉，实在是可恶!由此，我也体会到了清朝社会的腐败，和
贵族压迫贫穷人民的不公平。

恐怕许多人都读过《红楼梦》，但大众人士都很少书面评阅
她，没有点儿丰厚的文化底蕴谁敢妄加评阅?鄙人拙识，可能
是职业使然，我被《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深深吸引。

写作课上，让学生写人，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大部分学生
写人物外貌都是千篇一律，这让我大伤脑筋，也许悟一悟
《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对我的教学有所帮助吧。

《红楼梦》的开篇，各样人物出场，便是通过人物眼光，在
对比中各自亮相。宝黛初会，一见面便似曾相识，”这个妹
妹我曾见过“。贾宝玉初见林黛玉，便抓住她于众不同的外
貌特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



目。“虽也用说书传统的肖像套话，却又不落俗套地勾画出
了黛玉所特有的”笼烟眉“。正因黛玉”眉尖若蹙“，宝玉
给她取字”颦颦“。正因黛玉”泪光点点“，宝玉觉得”久
别重逢“。正因黛玉貌如”神仙“，却并没有”通灵“佩饰，
宝玉登时发作起痴狂病，狠命摔去那”劳什子“。正因为运
用了有特征的肖像为引线，从而带出了有个性的心理、言语
和行动描写，显示了主人公心相通的痴情，拉开了《红楼梦》
大悲剧的序幕。

曹雪芹描写贾宝玉的肖像，一次未能尽意，再次让他亮相，
使黛玉感到他”外貌最是极好“，却又已”好皮囊“跟世俗
所说的”腹内原来草莽“形成反差。这种”表里不一“的肖
像，唤起读者的关注。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肖像描写中”眼睛
“的描写甚是重要，我们经常说：他的眼睛会说话。鲁迅说：
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
这话是极对的。倘若是画了全副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
无意思。画好眼睛，等于成功地描写了肖像。而成功的肖像，
就等于在读者眼前，打开了认识人物的窗户。曹雪芹这样描
写黛玉的眼睛：奇眉妙眉，奇目妙目，奇想妙想，真真写杀!
那奇妙处，就在于会说话，能让读者透过它们看到内心。

生活中不存在容貌完全相同的人，人物外貌的独特之处，就
在最能体现其人本质并且足以区别他人的地方。作者应该根
据人物的性格，作品的需求，用精巧的笔墨把它们描写出来，
力求外貌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特色鲜明。

鸦鸦乌的故事的读后感篇七

暑假伊始，我偶然看到一个由美国留学生拍摄发布的视频，
了解了美国文学课(相当于中国的语文课)，得知了课程的主
要内容就是阅读世界名著。所以，一向疲于阅读书籍的我，
萌生了前所未有的，伴着隐隐期待的阅读的念头。



恰巧，语文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三本书，就这样，我读了第一
本书——《论语译注》。

相比于另外的两本书，《论语译注》更像是一本工具书，但
又不同于新华字典之类的专业性较强的工具书。《论语译注》
的译文与注释有些古文言文的影子，让人不禁有种阅览古书
的滋味。《论语译注》能让我们对《论语》中相对晦涩难懂
的语句了解得更准确。

《论语》，千百年来一直被广为流传，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
大精神，为国人知晓。大到中国与别国的外交，小到街头巷
尾的世俗小事无不体现着《论语》中的儒家思想和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的道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话揭露了社会
上一部分人花言巧语，表里不一的面貌，也提出了自身(也代
表着大多数人)对此类人的看法。伪善的容貌，十足的恭顺，
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却同他要好，以如此的态度存活于世，
不仅自己在寂寥无人时会觉得身心疲累，难以伪装下去，而
且他人也认为其虚伪可耻，不屑与此人有所往来。人生在世，
莫不如活得真实自在，活得坦率自然。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此所谓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也曾听说过一
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智者，每天都有人排着队向智者请
求指点。某日，一位母亲千里迢迢来请求智者劝导儿子不要
吃糖，智者令母子俩一月后再前来，一月后，母子俩如期而
至，智者只简单说：以后莫要再吃糖。母亲疑惑问道：为何
一月前不直接劝导儿子?智者神秘一笑：一月前，我未曾戒掉
食糖。这个故事亦是同样的道理，在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之前，
你又如何有资格去使别人端正自己呢?而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
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因此，正人先正己，自古以来
都是为官、为长者应有的品德。



《论语》的思想内涵丰富，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不过列举一二，论语值得学生乃至成年
人去深究，而《论语译注》是你阅读论语时极佳的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