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经典读后感(汇总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经典读后感篇一

最近利用中午时间我读了一些课外书，类别很多。有一本是
《鲁兵逊漂流记》，尽管不太习惯，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一六五九年九月三十日，一个人在一次航行中上遇到了可怕
的风浪，翻了船，除他之外无一人生还。他流落到了孤岛上。
凭着他惊人的毅力与勇气，二十八年后，他依靠自己的智慧
逃出了孤岛，这个人就是倒霉而又幸运的鲁滨逊·克罗索。
在荒芜人烟的孤岛生活了28年啊！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可
见鲁滨逊是何等的勇敢。初到孤岛的他是绝望的，他
说：“我整天悲痛着我这凄凉的环境，没有食物，没有房屋，
没有衣服，没有武器，没有出路，没有被救的希望，眼前只
有死，不是被野兽所吞，就是被野人所嚼……”但是，慢慢
地，他独特的个性体现了出来，对生活充满希望，不再整天
沉浸在自己设计的悲观中，开始一心一意的安排自己的生活，
他建了小房子；做了桌子、小匣子；捕了小羊、小狗；种了
小麦、稻子……就这样，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自己的小
王国。

正因如此，他认识了一位好心的船长。船长将他救起，并且
待他很好，还让他在巴西落了脚并经营起了果园。正在果园
的经营较为稳定的时候，鲁兵逊又决定乘船去买黑奴。正是
这个决定使他在荒岛上度过了二十八个年头有余。

在鲁滨逊认为，天底下没有什么人类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



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我们学习也一样，必须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各个学科学好，这
样在学习过程中才会有一股动力不断促使我们前进。同时，
还必须在做好每一件事后力求精益求精。

读经典读后感篇二

《三字经》是灿烂中华文化的精华，国学经典之一。容易阅
读、记忆和理解。《三字经》丰富多彩，有自然常识，有历
史故事，有道德公约，有人生哲学。它会教我们知识，也会
教我们做事，也会教我们如何认真读书。

《三字经》开篇就说“人生之初，性本善。性相似，xi襄
垣。”很明显，每个人生来就有善良的本性。小时候这种性
质大家都差不多，长大后因为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不同，人的
气质也不同。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和谐的社会环境
和良好的教育氛围来做善良的人。“四岁，可以让梨。弟子
长，当先知。”意思是做人首先要孝顺父母，尊重兄弟，其
次要多了解世界，懂得计算和衡量。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我觉得这句话告诉我要做一个尊老爱幼，懂得礼貌的'好孩子。

看了《三字经》，想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爱国、奉献、
诚信、友善。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理解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观，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读经典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完《朝读经典》是由28首古诗词组成的，读完以
后我受益匪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是汉朝的司马迁写的，这句
话的意思是：虽然桃树李树不说话，但花朵芬芳，果实累累，
来观赏、采摘的人多了，树下自然被踏出了小路。告诉我们，



谦虚是一种可贵的美德，美好的品质，无需张扬，自会深得
人心。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话，意思是：想要做的事
先不要说出来，等你真正的做到以后再说出来。“君子欲纳
于言而敏于行”也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子言语要谨慎迟
钝，工作要勤劳敏捷。这两句话是说：古人认为行胜于言，
我们应当重视实践，而不应夸夸其谈。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
矣”是《论语·宪问》里面的，意思是：在利益面前想到道
义，遇到危险愿意挺身而出，经历长久的穷困日子都不忘记
平日的语言，这样可以算得上完人了。告诉了我们：眼前的
利益是一时的'，而坚守道义却是永恒的，在利益与道义的天
平上，我们要端正心态，坚持正确的选择，无意识私利而损
害他人，国家的利益。

《朝读经典》收集了许多千古名句，包含了许多道理，给我
带来更知识和快乐，以后还要继续学习《朝读经典》。

读经典读后感篇四

当我走进曹文轩的《草房子》，当我读到陆鹤对人格尊严得
坚守；纸月弱小的外表背后藏有坚韧的性格；杜小康从优越
的家庭条件中徒然变成失学儿童后不甘地抗争；细马那顽强
的品质是麻油地的新作风；秦大奶奶那坚决和让步的精神；
蒋一轮老师与白雀姑娘注定无望凄苦的爱情；桑桑面对病魔
纠缠表现出来对生存或死亡的坦然……时，这本书的每一行
字、每一句话、每一章故事，已经深深地把我的灵魂给吸引
住。

就在我看到第二章，纸月时，我觉得纸月是个内向、善良的
小女孩。她的心灵如同皑皑白雪般纯洁。她没有爸爸妈妈。
只有一个又当爹，又当妈的慈祥奶奶。纸月为不让奶奶为自



己而担心，每当板仓小学的男生们欺负她时，她并没有告诉
奶奶，怕奶奶会生气，只是自己偷偷的默默地流泪。一直到
桑桑帮助她把板仓小学的男生们打跑后，默默无闻的她才露
出她从没露出的一丝微笑。善解人意的.她话不多，却总能帮
助别人。不要认为内向是纸月的一个缺点，有时，默默无闻
的她却是油麻地里最可爱、最天真的一个。

在这本文章里，有许多令人痛哭、令人笑的故事中，我最喜
欢的还是秃鹤被老师三翻四次拒绝参加学校的活动时又坚持
参加的故事，我觉得秃鹤令我很佩服他，因为同学们被老师
拒绝参加活动时不会像秃鹤一样坚持到底的，只会听老师的，
甚至还开心得不得，所以我很佩服秃鹤，我要像他学习学习
才行。

读经典读后感篇五

我喜欢穿梭在书的海洋里，特别是《笑猫日记》纵书，暑假
里我看了其中一本《会唱歌的猫》。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在翩翩黄叶飘落的`秋季，主人公笑猫的
孩子二丫为了帮助翠湖公园西大门卖报的聋哑老人，拜鹩哥
为师，刻苦学习说人话。几个月过去了，城里的人们惊奇的
发现居然有一只会卖报的猫。圣诞夜来临了，圣诞老人走进
了二丫的梦里，告诉他有一位在车祸中为了保护孩子而变成
植物人的伟大母亲需要用亲情疗法来试着唤醒。从此《鲁冰
花》那凄美的旋律，从医院病房里传出，日日夜夜，从不间
断……终于有一天这位母亲从沉睡中醒来。

读了这本书我深深的被感动了，让我明白人只要有梦想，只
要去坚持，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有志者事竟成。书中的二丫
如果中途放弃，还能成功吗？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永不言
弃，坚持不懈！

这本书还让我明白，每个人都要有爱心。书中的故事虽然是



个童话，但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和关心，
我们要象二丫一样，怀着一颗浓浓的爱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别人得到了快乐，我们自己同样也得到快乐。

读经典读后感篇六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学瑰宝似满
天繁星，数不胜数。而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几
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
为模式。

《老子》作为国学的精粹，它像春风细雨丝丝入地，慢慢的
渗透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感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老子》是一部智慧之书。无论是其宇宙论还是其人生观，
无不放射着照耀四海的理性光芒，充满了一种彻察彻悟的大
智慧，体现出人类从原始崇拜时代走入理性思考时代的文化
提高。并且，正如多数中国古代圣贤一样，其思维的焦点在
于人生。虽然老子对宇宙本原、宇宙生成、宇宙运动变化规
律都作了深刻的追问和解答，创造了独特并且自洽的形而上
体系，但他所最关心的，仍是人生和政治问题。他敬畏自然、
尊重规律，强调人要“道法自然”，都是在启发人们从“天
道”体察“人道”，引导人们顺从规律而少犯错误。

道，这一课告诉我们：能够用语言表达的“道”就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道”；能够用概念来表达的“名”，不是永恒不
变的“名”，“常无”和“常有”同出于道，名称却不一样，
同样叫做微妙。

国学世界的知识是无限的.，是永不泯灭今后，今日我们正处
在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更应当加强学习，要多读书，
读好书，读自我感兴趣的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



中的智慧之光，引领自我走出迷茫，使自我的人生简便而洒
脱。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以此为骄傲，也期望大家能继承
并发扬中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永不衰竭，国学，必将世代相传！

读经典读后感篇七

《草房子》写了一个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六年小学生活。讲
述着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每读完一个故事，我都会
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一
切都散发着人性之美的`光辉，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故事
中最撼动人心的莫过于秦大奶奶。她是书中最顽固的一个人，
在油麻地生活了几十年，房子龟缩在小学的西北角，是学校
的一个污点，学校花费了十几年也没能将她赶出校园。在当
地人的眼中，她是个可恶的老婆子，总在学校里搞破坏。然
而在一个春季，她冒险救了落水的乔乔。在油麻地人悉心照
顾下，半个多月后才勉强下地。从此，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动离开校园、用拐杖赶走闯进校园的鸭子，她竟为了学校
的一个南瓜，不慎落水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感动之余，我
不禁想；是什么使她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什么使她为
了一个区区南瓜不顾眼前白花花的河水？是什么使她在垂暮
之年发出人性光彩？是爱！是油麻地人的淳朴，是油麻地人
对她纯真的爱。也是她那颗感恩的心。关爱、纯朴、感
恩······写了秦奶奶完美的最后一笔。

《草房子》魔力般吸引着我，荡漾与整部作品的悲悯情怀，
闪耀在每个主人公身上的人性美，使我不禁赞叹这极致的美。

读经典读后感篇八

战乱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往往包括苦难的产生，故事就是
从康维等四人被塔坦从战乱中有计谋的绑架开始的。当马林
森表示他想尽快回到文明世界中去时，那位迎接他们的张变



反问道：“你肯定你已经远离文明世界了吗?”是的，表面上
看似没有，他们有音乐，有藏书，有装饰豪华的浴室，有下
午茶，这看似和外界没什么本质不同，似乎只是“大隐隐于
市”的一种，而且这里有宗教，有金矿，所以布琳克罗和巴
纳德最终被说服。

康维呢?他是校长曾用“光荣的”来称赞的人，是“哪怕短短
结识过，都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三言两语不能说透的人，
“他更乐于做一些不太正式但有趣的工作，即便薪水不高，
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好差事”，“他是那种能适应艰苦条件的
人，很少会去想要什么舒适的生活来做弥补”，但在这个好
似世界尽头的地方，在张告诉他当地人信仰的中庸之后他便
开始质疑曾经的自己。他没有为这里的物质世界所折服，打
动他的是这里的精神世界，是那种看似不极端的宗教信仰。
我们知道，康维在战争中除了身体受过伤，心灵也倍受折磨，
他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来支撑那战后的疲惫与无助。张以中庸
之名，中庸之实深深戳中了康维，似乎这就是那个界限，那
个无聊与痛苦之间的度，他需要这种度，需要这种美好。

张说“宝石是多面体的，许多宗教都可能含有自己适度的真
理”，所以，在这所喇嘛寺内，同时存在基督教，佛教，还
有当地藏民自己的信仰。他们信奉活着是苦难，但是以抗衡
时间、维持生命来挑战这种苦难;他们也坚信此生所以待毙，
却珍惜时间、发掘潜能来蔑视这种消极等待死亡的方式。在
这种宗教穿插中，他们谋得中庸一说，持之以恒：适度节俭，
适度老实，适度爱……但这偏执般的适度本身就是一种极度
病态的信仰。

林语堂先生说过，“中庸之道，实即庸人之道，专家学者所
失，庸人每得之。执理论者必趋一端，而离实际;庸人则不然，
凭直觉以断事之是非，事例本是连续的，整个的，一经逻辑
家之分析，乃成片断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例之是非
已失其固有面目。为庸人纵观一切而下以评判，虽不中，已
去实际不远。”但是这世界终结处的中庸是已经被扭曲的中



庸，在离实际不远处便掉头改道，走向远处，或者说，它是
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中庸，它是拥有专家气质的庸人，它在极
度的美好、近乎常人好几倍的生命中却要极度适度，这不仅
不切实际，而且似乎更可笑。

就在这看似可笑中，康维慢慢被同化，他和马林森同时爱上
了罗珍，但是罗珍却愿意跟着马林森一起离开这个被时间遗
忘的地方。马林森一如既往的自我用实际行动去爱罗，而康
维却用脱离本身的积极主动而选择用袖手旁观来爱罗，他从
那中庸中获得的宁静、领悟丰富并满足了他的精神世界，他
陶醉其中并选择以此来爱罗，最终却失去所爱，失去本应与
他一起在中庸中共度一生的爱。

他爱罗，但却止步不前，他觉得只要在心里留有一份记忆便
好，这是爱的适度。既不会因罗与他在一起而满足，也不用
担心失去后的痛苦，这不就是摆脱了人世间的苦难了么?不然，
他小心翼翼的遵守中庸之道，纵观一切只下判断，他不像逻
辑家那样剖析事物本质，不具备偏执的自我意识，这样听来，
似乎与那修行千年万年的洞中仙人一般，抑或得道高人，无
欲无求也无作为，所以后来为罗离开的他只能没有意识的流
浪，寻找那梦一般的精神王国--香格里拉。

物质世界可以满足物质要求没有错，但是苦难却需要精神来
支撑。有人将苦难转接到物质上并满足于此，但是有些人的
苦难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撑，当那份隐形的力量没有
办法和现实里的躯体并存于物质世界时，这躯体只能像向日
葵寻找太阳般追寻那力量。就像康维一般，在现实与精神世
界中徘徊、挣扎，在两难处寻找那份适度，无奈只能游离其
间，始终无法靠近那一线。

安宁的文章温暖、恬静，从没有冷峻的距离感。或许与她出
身农村有关，身为8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她的文字少见挑剔、
跋扈亦或者新潮，笔之所到都是身边的温暖故事，就连《吹
不散眉弯》这种写古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心态也给人小家碧玉



知足常乐的感觉。

20xx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见她和蒙汉双语作家照日格图
连载《试婚》，两人以书信的方式详细探讨围城生活中可能
遇到的琐碎。那时我就想，这是一个走出去但依旧会回来的
女子。果然，《试婚》出版后，她怀揣着几万元的稿费，跟
着照日格图回内蒙古建起了两人的小窝，经历婚姻失败的她
更加珍惜这份随了心的爱情。而《我在讲台上看你》中的文
章，很大一部分源自她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执教经历。

一个外语学士、文学硕士、电影学博士，在大众期望中毕业
后必要大展一番宏图，特别是自小听着“知识改变命运”的
格言，从农村走出的学生。许是文学淡薄了物质欲，本可以
在京城谋份职，闲余时间凭借名校毕业生又兼名家的头衔，
带几个学生轻松赚外快的她，依旧选择找一座安静的小城栖
身，哪怕要面对房贷的压力和平淡生活中的各种鸡毛蒜皮。

上课第一天就被学生问到年龄，听到年近三十的回答，有女
学生嘀咕了：好大呀，我要这么大，像老师一样卖力挣钱供
房子，不知道该有多难过。学生年少，尚无社会阅历的她，
当然不懂生活的选择与艰难，仿佛年长就意味着不能容忍失
败和平凡，意味着必须功成名就生活优越。

读经典读后感篇九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在茫茫人海中，和
所有心中满怀激情的年轻人一样慢慢的.摸索前进。我一直认
为：前人总结的经验教训固然重要，但真正来说，有些事情
非得自己琢磨出道理来。我们往往很容易被自己的惰性打败，
很容易被自己的弱点打败，也容易受不良习气的干扰。《儒
家经典语录》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
之者。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段
话是说：能够做到诚恳的人，往往是选择了善道而坚持不渝



地实行它的人。这种人往往还要广泛地学习知识，详尽地探
讨事物的原因，谨慎认真地思考问题，明确地辩别是非，并
且切实地去做。“诚”，是一种执着；“诚”，是一种信念；
“诚”，是一种精神。懂得笨鸟先飞，就是“诚”；懂得笨
鸟多飞，就是“诚”；懂得学以致用，就是“诚”；懂得契
而不舍，就是“诚”。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读经典读后感篇十

草房子，艾的清香苦涩，默默流淌着的河流，一望无际的芦
苇荡，可爱的孩子们-----这就是油麻地。这就是《草房子》。

故事记录着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善良，坚强，勇气一切
的一切都散发着触动人心的`人性之美。

秦大奶奶最令我感动，从对油麻地学校的憎恨到对这个地方
无限的爱的转变，无不是人性里那最原始的爱和善良。

最让我敬佩的就是杜小康，曾经是一个生长在红门下的少爷，
可是一夜之间便一无所有，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挑起了家里
沉重的负担。可是他并没有放弃生活，让我看到了他那份坚
韧。他让我明白额苦难来临我们应该用微笑去面对，不能逃
避。

最让我羡慕的应该就是桑桑和月月那种隐隐约约的好感，那
种互相关心却似相距千里之外，那种爱情阶段最美好的情愫
令人羡慕。

草房子的故事-----孩子满街嬉戏追闹，犯错误后的惶恐，一
个个美好纯真的愿望。

《草房子》是一本永远值得我品味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