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感慨之至读后感 学会看病读后感
感慨(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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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感慨之至读后感篇一

今天读了《学会看病》我更能体会母爱是最无私的母亲的爱
往往是最无私的。

我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正在写作
业时，发现水笔里的墨水快要用完了。我告诉妈妈，妈妈就
马上换衣服。要出门时妈妈却愣住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神神秘秘地说：“女儿你自己去买笔芯行吗?”我大吃一惊
地说：“你给我买不就行了!平时你都是给我买的。现在
为……什么…?”妈妈好像把我地话当成耳边风一样，喋喋不
休地说：“你要先过马路，过马路时不要闯红灯!要看见緑灯
亮了才能走，然后过了马路后你先直直走在向左转，
在……”我只好乖乖的自己去买笔芯了。回家时，我听到妈
妈的嘴正在自责着自己;“早知道女儿去那么久，还不回来，
就应该带这女儿去，在一路上指点指点让她有些印象。来日
方长就可以自己去买东西了……”我听到妈妈说的话时，我
马上飞奔过来，搂住妈妈激动地说：“妈妈我学会了买东西
了!不用您操心了。”

读了这篇《学会看病》我懂得了：妈妈为了我能独力生活，
不再依赖自己，长大后去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成为不遇到
困难就躲到父母身边让父母解决的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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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之至读后感篇二

翻开史记，我们能看到从黄帝时代至西汉初年间这三千多年
的历史，领略司马迁卓绝的智慧，惊人的毅力。那些帝王诸
侯，文人骚客，像过客一般，在历史这条源源不断的长河里，
留下了自己创造的精彩时刻。

司马迁出生于宦官世家，爷爷与父亲都为史官，自幼受到他
们的熏陶，自己最后也成为一名史官。也因此有了后来流芳
百世的佳作《史记》。史官的主要职责是记录君王的言行，
加以整理，最后整理记载史书里，所议论读后感，那是必要
说记载历代帝王政绩的十二篇本纪和围绕帝王生活的表。在
本纪中司马迁用客观理性以及正直的态度去记述了百余位皇
帝的兴废成败。

首先他便控诉了夏，商纣等无德暴君，并对尧舜禹等圣明君
主进行了赞扬。读完这部分我体会到司马迁以为治理国家应
以仁德来治，让百姓充满仁爱，相互信任，和谐美好的生活。
他还引用了孔子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就是想表明，施政人
应怀善，以德服民，而不应用酷刑来欺压百姓。

史记之中记述的帝王有上百位，其中是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
汉文帝--刘恒。他是司马迁心中最接近德政服人的明君。而
汉文帝给我塑造的形象是以德服民，重视民心所向，体恤天
下苍生百姓，谦虚。而最让我深刻的是他时常诏就让我来说
他的光荣事迹，据史记记载元后六年，天下大旱，多地又遭
遇蝗虫灾害，粮食颗粒无收。他立即颁发诏令减免百姓粮食
上供，并且还打开粮仓，救济灾民。汉文帝刚即位，就下诏
取消了连坐法和诽谤罪，使百姓们大胆的张开嘴双花，重获
言论自由，不必在每天担心说错话而入狱。因内刑太过残忍，
他亦将其取消。汉文帝每遇天灾，都会先诏罪自己，反省自
己的行为是否违背道德。在他即位的二十多年间从未修过皇
宫内院，连修建陵寝都是依山而建，尽量节省民力，下葬品



也多为陶瓷。

史记，被鲁迅称为“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写书目的
就是探索治国之道。它不仅仅是一部帝王统治史，更是一部
为厚实帝王统治提供资料的教科书。

感慨之至读后感篇三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
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
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

——《简.爱》夏洛蒂

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而此书
也算是她的代表作。书中主要讲述了简.爱的勇于反抗的一生。
简.爱是个孤女，寄住在李德家，并受尽了李德家的各种欺辱。
当简.爱准备进入渥德学校读书时，李德太太竟撒谎告诉布斯
先生说她是个爱撒谎的小孩，然后谣言传布开了，简.爱也因
此受人排挤，只有田普尔相信她是被冤枉的，并帮他洗刷了
冤屈。简.爱在渥德学校当了六年的学生，二年的老师，然后
离开了这所学校，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业。在那里，她受
尽了温暖和理想的待遇，并对庄主罗彻先生有了好感。谁知，
好景不长，罗彻先生的妻子竟然出现了，而她还背负着悲惨
的婚姻。简.爱选择了离开。在她新的旅途中，她认识了约翰、
戴安娜、马莉这三兄妹，并受到了他们的照顾。而简.爱终究
惦记着罗彻先生，并决定重新去找他。她回到了她担任家教
的地方，意外地得知罗彻先生那位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放火烧
了这个庄，罗彻先生也因此眼睛瞎了。然而简.爱并没有嫌弃
他，她留在他身边照顾了他一身。

“爱”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可是，有时候，
我们也常会忽略周围的爱：如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老
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朋友间互相安慰……这些`往往都被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细细地加以体会。而如果你加以体会，
你会感觉到，人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简.爱已作为独立女性的经典，我希望阳光下，鲜花里有更多
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
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
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看完了《简.爱》，让我对简.爱这么
个人也充满了敬佩之情。我想，我将来也得当一个像简.爱这
样的人。

感慨之至读后感篇四

我十分佩服司马迁在史书著作上的创新方式，“二十四史”
中大多是使用编年体。以时间顺序写历史，而《史记》以人
物传记为主，并吸收了编年、纪事等体裁的长处，创造了历
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其它史书记载的历史都很短，就
是著名的《资治通鉴》，也只是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十国的
一千多年的历史。而《史记》却记载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
是“二十四史”中记载年代最长的史书。

我更佩服司马迁那种绝不违背真理的不屈精神。司马迁虽然
是朝廷的史官，但在《史记》中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
帝的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他的文章公正，史
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
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他在《史记》中直言
不讳地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
谬行为，惹恼了汉武帝。

而当时正好发生了李陵兵败投降事件，李陵攻打匈奴战败被
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便把
他投下监狱处以宫刑。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
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
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
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自杀，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
无价值的，他毅然选择了宫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
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
《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最终完成了《史记》。

《史记》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秦始皇本纪》。我觉得秦始
皇做出的最大贡献是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等，为
中华文明的强盛打下了基础。但他也非常残暴，焚书坑儒、
废黜百家，修皇陵，活埋了上万人，是个残虐的暴君，因此
秦朝才短短十五年便灭亡了。

《史记》这本书是司马迁在巨大耻辱下写成的著名史书。让
我明白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治国不能太残暴，但也不能偷懒
放松。我要读更多的好书，学习更多的知识，开创一个繁荣、
富强的新时代。

感慨之至读后感篇五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倾一生心
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它既是一部史学着作又是一
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故事》中所选的故事都是《史记》
中的精华，它按照时间顺序，从传说中的皇帝一直写到西汉
武帝时期。这些故事不仅精彩有趣，而且还我们打开了了解
历史的一扇大门。

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
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
语言，优美的文字，让我读起来仿佛置身有一个个优美的意
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
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
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



代。

在《史记》这部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秦始皇嬴政一统天
下的情节，在一次次成功和失败过后，终于横扫六国旧势力。
于是在前230年灭韩国，在前225年灭魏国，在前223年灭楚国，
在前222灭燕国、赵国，在前221年灭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
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通过《史记》让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
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
史典故，知道了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
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

湖北宜昌枝江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张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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