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读后感(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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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少年读后感篇一

（一）

我读了《少年王勃》的故事，知道王勃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是一位才高八斗、才华出众的人。

年轻的王勃写的《滕王阁续》是千古传诵的名文，其中“落
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名句。

年轻的王勃有如此大的才华，我想一定是经过刻苦学习，勤
奋努力得来的成果。

在以后的学习中，我要以王勃为榜样，认真努力学习，做一
个好学生，做一个好学上进的孩子，不辜负老师及家长对我
的'期望，争取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培养
更多有才华的学生，为社会做一份自己应做的贡献。

（二）

刚刚学习了《少年王勃》这篇课文，文中讲述了少年时期的
王勃在滕马阁写下〈滕王阁序〉这首千古传诵的名文。文中
写道“都督要求客人写一篇庆贺文章，在座的你看看我，我
看看你，谁也不敢答应。”其实都督宴请的客人中知识渊博
的大有人在，只是害怕自己写得不好，坏了一世英名，只有
年少的王勃“初生牛犊不畏虎。”胸有成竹地站了出来一显



身手。凝望着江上迷人的秋景，王勃文思如泉涌，笔走如飞，
千古美文〈滕王阁序〉就这样诞生了。王勃之所以能很自信
的在众多文人面前写贺文，与他平常的仔细观察以及深厚的
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天才，要想像王勃这样有
才气，就要多读书，多观察，多积累，这不禁让我想到老师
要求我们写日记时，拿起手中的笔，经过一番苦思冥想，还
是觉得无话可说，究其原因，就是平时没有仔细观察身边的
每一件事，每一道风景，没有用心去读书，积累知识。读了
《少年王勃》之后，让我明白，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得自信，
也让我知道要想：“下笔如有神”，就要“读书破万卷”。
用自己勤奋的汗水浇灌成功之花！

少年读后感篇二

读书笔记，希望对您有帮助！

读《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读后感800字

读《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读后感800字：

假期里，闲来无事，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重的书。

书名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作者扬?马特尔，一位加拿大
作家。对于这位作家，我见识短浅，实在是没有听说过。只
依稀记得这本《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曾被我国著名导演李安
翻拍成电影，并斩获包括最佳电影配乐、最佳导演奖在内的
多项电影大奖。电影我是没有去看过，想来读读这本原版小
说，再去看电影，或许别有一番风味。

读书笔记，希望对您有帮助！

之旅中陪伴着派，一直与他斗争，激发派的求生欲望的老虎，



其实是派的第二个人格。

当先后来到船上的斑马水手与猩猩母亲被豺狗厨子给残忍吃
掉后，激发了他内心的血性，内心的恶被无限激发，促使着
他化身凶猛的老虎，杀掉了豺狗。读后感·在漫长的漂流之
旅中，正直，善良，理性的人类化身少年派，与凶猛，充满
欲望与恶的兽性进行着斗争。以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少年
派代表着理性，有意识的自我，而老虎代表着遵循本性，潜
意识里的自我。

当小说结尾，理查德帕克头也不回地走入丛林，正代表着派
战胜了这一切，从一开始的恐惧与斗争，到后期的接纳与包
容，最后战胜了它，驱赶了自己内心的阴影，真正让自己从
绝望的边缘被拯救。

我觉得，除了感概少年派的艰苦卓绝，这种剖析自我，战胜
自我的勇敢精神，或许更让人敬佩。作者：唐盟，希望能帮
助您！

少年读后感篇三

《少年王》这本书是“曹文轩”的一部著作。里面的主人公
分别是：少年王--“茫”，善良的小姑娘--“瑶”，当然，
我不会忘了介绍最后一位主人公--“茫”的羊群里最聪明的
羊--“坡”。当然，他们都是善良的。一本书里，有了善良
的人就不可能没有邪恶的人，这个人就是一直想要消灭“茫
军”的人--“熄”。

有一次，茫军冒着要遭遇被熄军袭击的情况下用生命救了女孩
“瑶”。从这件事情中，我看出了茫一如既往的善良。当茫
不在时，瑶就悉心照顾照料茫的羊群。从这件事中，我也能
看出瑶的温柔敦厚。当茫军处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坡
带着羊群找到了茫军，并将茫军带出了黑暗。从中，我能看
出坡的冰雪聪明。



听了这些故事，你们一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茫是怎么成
为“少年王”的吧!那么，我来告诉你们：那一天，茫还是个
放羊娃，他并不知道，特别非同寻常的日子来临了......

一天中午，茫依然故我地坐在树下，他的羊也始终如一地吃
着草。可是，茫不知不觉地合上了眼。突然，茫被一阵突如
其来的风惊醒了，他发现，他的羊群像漩涡似的围着一本书，
茫的好奇心将他带向了那本书--《大王书》，当茫的手刚碰
触到《大王书》时，神秘人--“柯”出现了，并且教会了茫
一些当国王的要领，提高了茫的打猎能力，在柯对茫坚持训
练了一年后，茫终于成为了一个有主见，成功的“少年王”。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只要是好书，
都有必要读。

少年读后感篇四

由李安执导的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在不急不缓的宣传
中拉开了帷幕。听了同事的介绍我和老婆在周六团票去影城
看3d影片了。喜欢戴3d眼镜的感觉，且不说音乐让人放松，
影片一开头森林观的唯美画面就抓人眼球。我自言自语说过
太瘾了，觉得选这部片子非常英明。

听说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有点压抑，心脏不舒服，陆川的
《王的盛宴》不管是否旧坛装新酒反正看过类似的电影不想
再重复了。所以选这部不是轻松也不是压抑可是让人难忘的
大片 了。

电影通过讲故事的笔法写了一个叫派的人从孩子到少年的故
事。这桥段多少让人想起铁达尼号的路数，可是不影响我的
兴趣。交待一下，影片重点讲述一个叫派的少年与家人从印
度乘船搬迁到加拿大在海洋中航行，之后船遇险家人瞬间离
世他独自在海洋中漂泊并生存下来的故事。

1 趣，让自己活下来呢？或许导演的目的就是像主人公说的：



到什么时候都不能绝望。

早就听说李安大导演非常有名气，以前他执导的《卧虎藏龙》

2 拿过不少大奖。可惜我没有看过，这次终于如愿了。不得
不说，奇幻得超强，少年派，给力的好片子。

篇2：《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观后感[1000] 信仰是什么？是
印度神话中数以十万的神，是圣经中的耶稣，是古兰经中的
真主安拉？还是其他？在我看来，信仰是很难用言语来解释、
表达的，只能依靠自己内心的理解与思索。

然而在李安导演的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似乎把信
仰这个问题具体化了一点，影片中的男主角派从少年时期就
开始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身为一个印度人，他理所当然地
信仰印度教；后来在一位牧师的启发下，他又相信上帝，相
信上帝是爱着人类的；后来还信了犹太教。在影片中派的父
亲还取笑他信仰的宗教太多了，但是拍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
想法。直到他想去跟自家动物园里的孟加拉虎理查德 帕克交
流，当然我觉得他会忽略老虎的凶残而想跟它交流是因为派
相信帕克不会伤害自己，只要自己足够诚意的对待对方。但
是在父亲严厉的有点血腥的教训跟帕克的残暴让他的原先的
信仰坍塌了。他开始迷茫，不知生命的意义，不知为了什么。

3 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因为永远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上帝是
什么。上帝只是信仰的一个折射，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方面。

在影片的最后，派在以为自己就要死去的时候，漂流到一个
生机勃勃的岛上，派在获救后被采访的时候说到如果没有帕
克，他不会活下来，早就死在海上了。在现实生活中，激烈
的竞争、恶劣的环境可能会打垮一些人，而坚持下来的人则
能更加顽强的生存下来，幸运和机会也会降临。就如影片中
的派，不管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依然活了下来一样。



好电影的意义在于能够给予观看者一定的共鸣或者启发，能
够从艺术的角度反映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信仰缺
失的时代，这部影片或多或少能够引起你对信仰，生命的思
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不通信仰如何，让生命更
丰满，你的信仰也会在你的内心中清晰。

篇3：《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观后感[1000] 在对李安导演的
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讨论热潮中，有一个问题讨论
得最为热烈，即两百多天的海上漂流生活，少年派到底靠什
么活下来？也就是说，他的救赎是靠信仰还是靠本能，抑或
是第二个版本暗示的那样是靠人吃人的兽性。我不愿意相信
人可以吃人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但毕竟是特例，
特别是吃掉自己的母亲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更愿意在影片
浓墨重彩地叙述的第一个版本范围内讨论问题。

不错，在少年派和老虎什么吃的都没有、一度陷入绝境的时
候，是毗湿奴（印度教中维护宇宙的神）化身为鱼来救他，
天上像下一样飞来无数的鱼使他活了下来。可是这毕竟是神
话，作为无神论者，我坚信使少年派活下来的原因，是那只
随时要吃他的老虎理查德。帕克。正是身处这种险境，使得
他从来不敢懈怠，不敢追求舒适，只能不停地使用自己的智
慧，不停地劳作，生命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发挥，
所以他能创造生命的奇迹，坚持两百多天活下来了。假如没
有这只老虎，或是这只老虎不随时想吃他，凭着救生艇上储
备的食物和淡水，他可以每天静静地躺着不用那么劳累，不
用那么紧张，那么也许他不会死于饥渴，但绝对会死于孤寂
和绝望，死于四肢无力和身体各种功能的退化。这就是古人
说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道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出自《》，原文是这样的： 入则无法
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
死于安乐也。

5 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有能坚持法度的大臣



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外部如果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外来的祸患，
这个国家常常会导致灭亡。这样以后才明白，因为忧患而生
存发展，因为安乐而灭亡的道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道理用于治国或社会发发展上，事例
不胜枚举。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
训，重新打败吴国；明朝李自成进北京后因享乐腐化而灭亡。
这两个故事都是大家熟知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典型事
例。可以说历代王朝的兴衰都遵循着这个规律。所以今天党
中央把反腐倡廉提高到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进行，
这样的忧患意识是正确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道理也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在美
国阿拉斯加动物园中的鹿苑里就有一件发人深思的事。这个
鹿苑的鹿常常被狼吃掉，人们就捕杀了大批的狼。本想鹿应
该增多了，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鹿在减少。这是为什么
呢？是因为原来有狼的追逐，鹿就会奔跑，因而体格健壮，
生命力强。现在，狼没有了，鹿缺少了忧患，只顾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体质严重下降，结果没有死于狼的威胁，死于自
己的享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还可以在个人的成长上用于。有句古话
叫 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从小吃些苦，经历些
磨难，对意志品质的培养是有好处的，也就是孟子所说的 天
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我们一方面
应该乐观面对生命中的一切磨难，6 把它看成是磨炼自己、
使自己变得更有力、更强大的机会；另一方面，在顺利时要
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自觉，不要让顺境消磨了自己的意志，
谦虚谨慎、积极进取、永不懈怠，这样才能迎接一切挑战。

少年读后感篇五

假期里，我认真阅读了《一生的邀请》这本书。这本书里有



许许多多的文章，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少年行》这篇
文章，文中的主人公那种自强不息，自立自信的精神使我受
益匪浅。

里什么都不会要好上许多。一开始，他在闯荡时一事无成，
但是他自强不息、坚持不懈，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成为
了一名世界著名的作家。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了著名画家郑板桥临终前让自己的
儿子做馒头给自己吃，为了达成父亲最后的心愿，儿子一心
一意的做馒头。但是，当他千辛万苦地做好馒头时，郑板桥
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写给儿子了这样的一句话：“流
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宗
不是好汉。”这虽然发生在千百年前，可是，它给予了我们
很大的启示：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恃人不如恃也，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为人也。”是呀，每
个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去书写，因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己生活的船只，只有用自立自强这把船桨撑走，让我们铭记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这句话。

少年读后感篇六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天才，要想像王勃这样有
才气，就要多读书，多观察，多积累，这不禁让我想到老师
要求我们写日记时，拿起手中的笔，经过一番苦思冥想，还
是觉得无话可说，究其原因，就是平时没有仔细观察身边的
每一件事，每一道风景，没有用心去读书，积累知识。

读了〈少年王勃〉之后，让我明白，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得
自信，也让我知道要想：“下笔如有神”，就要“读书破万
卷”。用自己勤奋的汗水浇灌成功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