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第子规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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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子规读后感篇一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读后感格式。如所读书、文的篇名、
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
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
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
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
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
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
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
首。(3)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点服务。(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
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
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
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
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第子规读后感篇二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
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读
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要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
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
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
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
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
想无关的东西。

二是要亮明基本观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
首。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
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
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
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一篇读后感只能有一个
观点。

三是要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点服务。

四是要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
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
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
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第子规读后感篇三

一、引--围绕感点，引述材料。读后感重在“感”，而这
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是“感”的落脚



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
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录“引”发“感”的
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不管采用哪种方式
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二、议--分析材料，提练感点。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
“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
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
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
自己的感点。

三、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
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
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
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
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
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
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
“联”与“引”“藕”断而“丝”连。

四、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
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
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
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时地回扣“读”的内容，
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放松。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
女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
福。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
不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或许两个人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该相遇，因为
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红玫
瑰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成了胸口粘着的白米饭。所
以，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时候画上句号，在彼此的心中，留下
幸福的回忆。

可是也许你会说，黛玉死的很悲惨，一点也不浪漫，关于这
点，我是不赞成高鄂的续书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非此，也
许黛玉确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
玉，用她全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的思念，这
样的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鄂没有这样写，他最
终让黛玉很庸俗的指天愤恨，气极而亡。这不象我们认识的
那个高傲自赏的黛玉，反而象个情场失意的一般女子。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倒前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否则
以她的脆弱，恐怕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给予黛玉的其实很少，
谈不上保护与安慰，他自己尚且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者，所
以在他身边，黛玉是得不到幸福的。

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一种幸福。宝玉自己能给予黛玉
的只是几句好话，他连痴情都谈不上，看看宝钗的下场，不
得不说黛玉是幸福的，当然有人说宝钗需要的只是宝二奶奶
的宝座，她并不在乎宝玉，是这样吗？难道有一个天生喜欢
孤独的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的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
何况所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个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



娶宝钗。他最终的出世是因为他的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
化，他的象牙塔坍塌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其
实全部是依附着家庭，他的家倒了，他的一切也完了，什么
思想啊，斗争啊，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
了避祸。

可以试想一下，你能想象黛玉洗手下厨做羹汤的场景吗？穿
着破衣烂裙，甚至是要依靠袭人的救济，然后她当然无法再
刻薄人，说闲话，只能独自垂泪，不关爱情，而是生活。当
生活给宝黛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一如既往的爱
着宝玉吗？我想不会，恐怕是要大水狂淹龙王庙的。然后宝
玉最终受不了家庭的压力，还是一走了之，这是很有可能的，
他没有照顾好宝钗，负担不起生活，同样对于黛玉，他也不
过如此。

另一种可能，万一贾府能重整旗鼓，兰桂齐芳，黛玉和宝玉
依旧过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多少年以后，宝玉也许会突然发
现黛玉皱纹满面，然后会发现身边的袭人竟如同当年的赵姨
娘，然后爱情就在岁月中流逝，然后宝玉会回忆那个珠圆玉
润的宝姐姐。

其实爱情就是很短暂的，至少这横刀截断的爱情给了我们很
多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就象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第子规读后感篇四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
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
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
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
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
无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
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
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
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
首。(3)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点服务。(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
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
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
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
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第子规读后感篇五

根据下面的材料，自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谝不少于800
字的议论文。

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气机车，当
时有人驾着一国辆马车和它赛跑。新生的火车丑陋笨重。走
得很慢，漂亮的马车骄傲地跑在彰面。而且火车由于没装弹
簧，把路基都震坏了。

然而斯蒂芬逊并没因比赛失败而灰心，他不断改进机车，坚
信火车具有马车所无法媲美的前途。100多年过去了，马车仍
按原来的速度转动着轮子，而火车却在飞速前进，高速火车
每小时可达200公里，试验性火车的速度更为惊人。

这道题，要求就此写一则读后感，如何才能掌握读后感的写
作方式`呢?下面分析一篇文章，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很多人喜欢孩子，但孩子却不喜欢很多人。



故事里面住着一个明媚的小孩子，会肆意散发温暖的小孩子。

给孩子的书，往往是可以震撼大人的，给孩子的书，往往就
是最最纯真的。有烟卷的香味，但那只是爷爷包裹爱的味道;
有男生女生在一起奔跑的镜头，但那只是孩子们建筑的.友谊
城堡;有巫婆一样的女人的唾沫横飞，但那只是称托幸福的一
种表述。可以抛开所有繁琐的事情，安静地去品位一本写给
孩子的书。

主人公小海蒂用她稚嫩善良的童心改变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让性情古怪孤僻的爷爷变得温顺起来，让不会走路的多多
拉站起来，甚至她可以让捣蛋的小山羊变得乖巧，她得善良
渗透进了每个遇见她的人的心里。最澄澈的瞳眸中隐匿着她
对爱地理解。

故事里的主人公似乎永远长不大，读故事的人却已渐渐长大。
推敲人性的善恶，灵魂深处的觉悟，也许改变一个人不能靠
书架上某本蒙了灰的人生励志书，不能靠陈旧深奥的语句感
染你，也许你身边一个看似渺小的人物对你诚挚的爱就能改
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

大人都是由小孩转变过来的，可是他们却不成熟地称自己为
大人，做不成熟的事情，说不成熟的话，带上一张虚伪的面
具说自己是大人。而小孩却能感知到自己的幼稚，所以他们
喜欢叫自己小孩子，他们很认真地做着那些善良的却看似愚
蠢的事，他们会问很天真的问题却又是自称万能的大人答不
上来的问题。

小海蒂或许就是孩子的代表，她表现了孩子身上所具有的一
切品质，一样的会搞恶作剧，一样地会问大人你为什么要骗
我，一样地喜欢躺在绿意蓬勃的草地上留恋花儿华丽馥郁的
馨香。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快乐。

学校往往成为了孩子们转变对世界遐想的端点，繁杂的作业



任务会束缚孩子们，把他们跳跃着的细胞统统禁锢起来。什
么时候想象中的公主变了样，什么时候老师说人不能活的太
童话。什么时候，童年已经被偷偷地埋葬，路过旋转木马的
时候发现，呀，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天真的孩子。耳机里一遍一遍播放着
这首歌。寂寞的声线，在音符中宣泄。我们都是好孩子，最
最善良的孩子，你们听见了吗。也许吧，人的一生如果缺少
了刀爱，缺少了束缚就会变的慵懒颓废。孩子，这个名词永
远属于那些纯真善良的人类。

世界很美，孩子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人类。

《海蒂》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发现每一次品味都会有不一
样的感觉，从童年的喜悦到青春的淡淡忧伤，但有一种感觉
却一直没有变，那种感觉叫幸福。

做个最幸福的小孩子，认真的学习，用想象力让作业变成一
种文字的舞蹈，因为要相信，这个世界将一直如此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