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二读后感(通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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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
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初二读后感篇一

《水浒传》这本书主要讲了一百零八个好汉被迫上梁山的故
事，故事的好汉们，大多都是被朝廷里的奸臣所害才逼迫上
了梁山。读完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字——义。

“义”这个字我们都很熟悉，也都知道。意思例如有正义、
义气、义务等等。在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好汉当中，他们品德
都有“义”这个字。

黑旋风李逵虽然生性鲁莽，脾气暴燥经常因小事与别人发起
冲突，但从他的品德上，让我看到了“义”，他愿意为兄弟
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也会对素不相识的人
出手帮助。路遇不平的事情，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学习李逵。

现在的世作文界上，虽然已经没有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这也并不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不需要“义”。在平常生
活中，对朋友，亲人给予关心，和朋友讲义气，对素不相识
的人给予帮助。这些事情都是讲义气的行为。虽然没有那些
大事做，但我们也可以从小事上学会讲义气。有的时候，一
个笑容，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让我们感受
到了朋友间的义气。所以让我们从小事开始积累，慢慢学会
讲义气，学会团结。到最后就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讲义气的人
吧。



初二读后感篇二

读罢《陶行知教育学》，掩卷沉思，顿觉获益匪浅。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前苏联教育家马可连柯这句话道
出了陶行知教育的真谛。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陶行知先生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
践了爱的教育，他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称学生和学校为
“爱人”，令人耳目一新，也给我很大的启示。

在育才学校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到处奔波，筹措资金，以
维持学校的日常生活，当时有人嘲笑他这样做是抱石游泳，
学校如同重石，很可能将拖入水底，还是弃石为好。陶行知
不予理会，他坚定而乐观地回答：“我不是抱石头游泳，而
是抱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
利的彼岸。”陶行知引学校为“爱人”，他不把学校学生
当“石头”，正表明他在艰苦险恶的逆境中对学生倾注了他
全部炽热的爱，竭尽奋斗之力将他们安全送达理想的彼岸。
没有爱便没有教育，没有爱便不成为学校。“晓庄是从爱里
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办学者及教师都充满着
爱，爱教育爱学生，方能奋斗办出像样的学校。

教师没有爱也就不能教育学生。对学生爱是教师高尚职业
道()德的自我体现。热爱学生，喜欢学生，以温存慈详的态
度、和蔼的语言对待他们，使他们与自己越来越贴近。在两
颗心逐渐融化为一的过程中，教师按真人的规范导之以行，
或示范，或帮助，或催化，或促进，每一施教又无不浸透着
期望和成功的喜悦。

没有对学生爱，即使教学也没有激情。没有课堂上师生间心
的相通、情的交融，也就不可能产生教学所需的智慧和吸引
学生的技巧。在我们日常的教学中经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学
生，有些学生由于父母忙于生计，把孩子扔在一边，他们得
不到父母的关爱，学习跟不上，有时我真的不忍心责备他们。



想想自己的孩子每晚几乎都在自己的看护下做作业，再想想
他们，我们作为教师的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们呢？教育本来
就要用爱去浇灌，心与心交融才能回报以真诚。

初二读后感1000字名人传读后感初二初二名著导读读后感

初二读后感篇三

创作于1600~1601年的剧本《哈姆雷特》整整被推崇了几个世
纪。就是到现在，依旧感觉他震撼人心。而这一切不是情节
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出色的文学手法，而是它所体现出来的
问题。它描写的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悲剧，人的悲剧。

是个问题”这句哈姆雷特感叹的话，从中可以看出哈姆雷特
内心痛苦的挣扎。明明心里是善良的，不想这样，但是无奈
被命运控制着，被仇恨蒙蔽着，母亲改嫁与父亲弟弟，和父
亲的死亡，给哈姆雷特很大打击，让他心里留下了阴影，最
后爱情的葬送，在这如此的大悲剧中，还有这小悲剧，他无
助，可怜。

在父亲死的这一段时间里，哈姆雷特因为现实的残酷，改变
了许多，在磨炼的过程中他通过亲身的经历和自己的思考来
提升自己。他变得坚决，他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但
最后，他还是为了正义牺牲，他死得伟大，令人惋惜。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马云，一个亿万
富翁，大家讨论起他，可能都是投去羡慕的眼光，可是他是
经历多少奋斗，才改变命运的，没有多少人同意去了解。马
云做过搬运工，蹬过三轮车给书社送书，他以前两次高考失
利，但是都没有放弃，还一心想着预备第三次高考，通过不
懈努力。终于他成功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互联
网，他立马发觉这是一个商机，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
路。1996年，32岁的马云艰难的推广自己的中国黄页，在许
多没有互联网的城市，马云一律被称为“骗子”，但马云仍



然像疯子一样不屈不挠出门跟人侃互联网，说服客户。业务
就这样艰难地开展了起来。1996年营业额不可思议地做到
了700万！在后来，他扛过重重的'商业危机，迎来了辉煌的
人生。他的一生都在奋斗，都在与命运做斗争，他成功了。

有句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我的
心中，哈姆雷特的命运很悲惨，但他却很勇敢得奋起反抗，
他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刻在我心上。是的，在命运面前，我们
要勇往直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要顽强地作斗争，
在逆境中，迎难而上，想尽一切方法走上成功之路。

初二读后感篇四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
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膝的
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识
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初二读后感篇五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看法，
我在美好的国庆黄金周里看了三本西湖区推荐给五年级的书，
在这三本书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宝座非《城南旧事》莫数
了。



《城南旧事》中讲了林海音小时候在北京一胡一同发生的事
情：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一娘一、驴打滚儿、爸爸的'
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和冬一陽一童年骆驼队。但是我
最喜欢的故事还是惠安馆。

惠安馆主要讲了：在惠安馆里，住着一位叫秀贞的“疯子”，
他在与一位大学生生子后，那位大学生就被警察抓走了。他
在家人的被迫下，把女儿小桂子扔到了城根下。英子很同情
秀贞，发现了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也发现了他脖颈上的
青记，就带着妞儿去找秀贞。秀贞看到了失踪多年的女儿后，
就急忙带着她去寻找父亲，最后却不幸得死在了火车轮下。

看了这本书后，让我知道了，虽然秀贞为表很像一个疯子，
但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秀贞的心还是纯洁善良。
英子的慈父，染上了重病，最后还是逃不了死神的追捕，离
开了美丽的人间。这是英子第一次面对生死离别，毕竟是自
己的亲生父亲，这件事给她造成了人生中的巨大打击，自己
要过着没有父亲疼一爱一的生活。

初二读后感篇六

跳舞是个任性性的人物，《天启之门》开书前便宣称“我他
妈不看谁的脸色，想写啥写啥！”“相同的题材，我也能写
的和别人不一样”，跳舞也说过“这么说吧，我是一个喜欢
和所有人过不去的混蛋。我只要自己爽就好了。《天启之
门》，其实就是又一次的和别人过不去。我的想法很简单：
玩一个自己之前没玩过的东西。”

陈小练：“从今天开始，一个宗旨为抵抗那些魂淡的抵抗组
织成立了！我们的.团队名就叫……逗逼联盟！”

队员：队长，这名字会不会太风骚了？我怕说出去会被人打
啊……



这对话，笔趣阁君主也是笑笑而过，看到这些，就忍不住继
续往下看了

舞大作为资深大神，节奏、文笔不做评价，相信看多了舞大
的书的人比我更明白舞大的优缺点，新书所谓反穿越设定模
仿14年科幻影戏幻世追踪宛如是，略参加今年吐槽、二次元
等盛行元素，看来对付新书舞大为了迎合市场，也是蛮拼的
情节可以算是末世文剧情，说不上套路，但是绝对谈不上创
新。综合来说仗着舞大残留的人气和奇葩的设定，应该在某
点还能卖，无限预计只能呵呵了，不外个人私家看来更得当
改编成动漫，想象了一下结果应该跟《尸兄》差不多。

很喜欢小说中的这一片断：

伞先生击杀了巡视者，巡视者在死前说：你已经具备了桥的
能力。

我想到了奈何桥。

桥是一种象征，连接着此岸与彼岸，沟通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个写的很好啊。

笔趣阁君主喜欢这类科幻类型的题材，而且喜欢关注里边的
细节和设定，所以略觉得充斥在小说中的都市气息偏重。书
中，一个渺小的如何无知无畏的在一个强大的已经被证伪地
规则面前不断的求索特别像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有深切共鸣
及关注感。

初二读后感篇七

瑞士著名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1707～1783）一生诸多磨
难，但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著作，成为18世纪科学界
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



年轻时的欧拉，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学业一帆风顺。1720年，
年仅13岁的欧拉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学生，15岁获学士学位，
17岁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硕士。经丹尼尔·伯努利推
荐，1727年，欧拉到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1731年成为
物理学教授，接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正当他事
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年仅28岁的欧拉，因大量写作造成眼疾，
右眼失明。即便如此，欧拉在俄国的14年中，在分析学、数
论和力学方面，仍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解决了许多地图
学、造船业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1741年，欧拉应腓特烈大帝的邀请，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
并担任物理数学所所长，时间长达25年。在这段日子里，欧
拉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解决了众多科学上的难题，如包含了
三体问题的较完整的月球运动理论等等。1766年，应俄国女
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欧拉返回俄国。不幸的.是，几年
之后一场重病夺去了他的左眼，使他完全陷入黑暗之中。接
踵而来的是一场大火，吞噬了欧拉的大量书稿和藏书。他被
仆人冒死从火海中救出来，总算逃脱了一场劫难。面对一系
列飞来横祸，欧拉没有悲观失望，他凭着超人的记忆和天才
的心算技巧，通过与助手讨论、口授等方式，在全盲的最
后17年中，完成了400多篇论文和几部专著。这一时期的科学
著作，几乎占了他一生著作的一半。关于月球运动的第二种
理论，就是他在失明之后的又一功绩，是靠艰巨的心算完成
的。

在欧拉不平凡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886件科学论文和书籍，
内容极其广泛，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开创性的贡献。据统
计，他的科学著述中，分析、代数、数论占40%，几何占18%，
物理和力学占28%，天文学占11%，弹道学、航海学、建筑学
等约占3%。圣彼得堡科学院花了47年时间整理他的著作。瑞
士著名数学家埃米尔·费尔曼认为欧拉的声望，“堪与大科
学家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齐名。”

欧拉不仅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科学遗产，他献身科学的



崇高的精神境界，也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初二读后感篇八

我读了这本书，我就得高尔基的童年是悲惨，阿廖沙没有父
亲的关爱，在他6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他，即使这样他自己很
坚强。

《童年》一书讲了高尔基的父亲死后，高尔基与他的外祖母
和母亲来到外祖父家里。在外祖父家里。高尔基收到了外祖
母的疼爱，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而吵闹及在日常
生活中表现出的自私与贪婪。后来，伴随着母亲的去世，高
尔基走向人间。

我觉得，高尔基的家庭像一个小社会，充满了善与恶。高尔
基的`童年不是像我们一样欢乐的童年。而是充满悲伤与痛苦
的童年。高尔基在这样痛苦的童年中能够成长为一位大文豪，
是十分不容易的。但，正是由于高尔基童年痛苦的生活激发
了他写作的灵感，才使他闻名世界。《童年》让我知道了只
有经历磨难才能获得成功。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的生活和高尔基一样，历经了千辛万
苦，但他们最终获得了成功。音乐家贝多芬遭受病痛，双目
失聪，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然而，正是这
样的磨难让贝多芬不甘向命运低头，创作了向命运挑战的
《命运交响曲》。德国音乐家海顿，从小生活困苦，正是在
这逆境的生活中，海顿勤奋努力，成为一代“交响乐之父”。
他们的成功都是源自于苦难的经历。都是不甘向命运屈服的
结果。

我相信，你们要是读了这一本书，可定也会像我这样喜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