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精读后感(精选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山海精读后感篇一

我不曾到过西湖，但我领略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
雨亦奇”的美景；我不曾到过边塞，但我欣赏过“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壮丽；我不曾到华山，但我感受
过“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巍峨。泛一叶扁舟，遨游
于浩瀚书海，不仅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丰富了我的视
野。

今年暑假，妈妈给我买了一套《孩子读得懂的山海经》，这
套书共有《神兽》、《神话》和《异人国》三本，分别以神
兽、神话、异人国的视角，讲述了珍奇异兽、神话传说、异
人奇国的玄幻世界。一拿到书，我就被它精美的封面深深吸
引了，翻开书本，里面的故事更是精彩纷呈。在这套书中，
那些半人半兽的古怪形象，奇特瑰丽的玉石矿物，罕见神奇
的参天大树，珍稀而又绚烂的神鸟……无不把你带入仙境或
幽冥之地，令人惊叹不已。

《神兽》卷中的动物不但长相奇特，而且大多都有令人惊奇
的本领。你们知道朏朏吗？它是一种灵兽，长得像猫，有着
长长的白尾巴，脖子上有类似马鬃的鬃毛，它可以让人忘记
忧愁，也叫忘忧兽。还有一种爱放火的怪鸟，它的名字叫毕
方。毕方长得像独腿的丹顶鹤，青色的身体上长满了红色的
羽毛，长长的白色嘴巴十分醒目。传说只要毕方出现在哪儿，
哪儿就会发生怪火。



在《神话》卷中，我最喜欢的是后稷。相传在很久以前，人
们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后稷看着人们经常为了吃的发愁，
就决心找到一种可供人们长期食用的食物。于是他历经艰险，
尝遍山上各种野生植物，终于确定了哪些可以食用。回来后
他又开始研究种植，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人们，使人们不
再食不果腹。后稷死后，人们感念他的功德，称他为“农业
始祖”。

读完后稷的故事，我想起了科学家袁隆平爷爷。他几十年如
一日地在田间忙碌，时刻把解决中国更多人的吃饭问题放在
心间。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培育出新一代水稻品种——杂
交水稻，这个伟大的发明解决了我国亿万人的温饱问题，使
人们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袁隆平爷爷被人们尊称
为“杂交水稻之父”，他就是我们当代的“后稷”。

《孩子读得懂的山海经》这套书不但让我看到了古人的智慧，
了解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还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
象力。当我合上书本，那一幅幅精美的图画，一个个充满奇
幻色彩的故事依旧印刻在我脑海中，久久难忘。

山海精读后感篇二

作者用自己的文笔着力描写了这位长工，效果当然也很明
显——她的身上写满了封建社会的种种恶习和不公。当然，
她的形象也不全是负面的，正如前文所说利用节假长妈妈为
鲁迅买了一本《山海经》，这正是体现了她的善良。

对长妈妈的形容不只是内容更在于细节。文章有一处是她告
诉我元旦起来时的礼节，当我差点忘记时，她眼中充满了惶
恐；另一处是买回《山海经》的场面，她口口声声的叫其
为“三哼经”……多么可怜的人儿啊，迷信文化层次低却又
是如此得善良，读来让人感动。

细细读完，你会发现作者对长妈妈的爱只是由于《山海经》



吗？更是因为他对她的同情，对千千万万个被封建社会折磨
着的的底层人的同情。

山海精读后感篇三

长妈妈是鲁迅儿时的重要人物，鲁迅特地留出一篇文章写她。

长妈妈是鲁迅家的女工，也就是保姆。她无名无姓，到死也
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只是一直沿用他人的名“阿长”，可见
她的身份之卑微，不被人所重视。

长妈妈是从乡下聘来的，没什么文化，总喜欢在背后对人指
指点点，睡觉时还把小主人挤下了床去，可谓十分粗俗不堪。

她还十分迷信，“长毛”的胡话被她当了真，还称之为“神
力”，这便是乡村妇女的无知。

但同时，长妈妈也是爱着鲁迅的。她在正月初一清晨，就让
鲁迅拜年，还将福橘塞给鲁迅吃，可见她的真诚以及对小主
人的关爱。她还将鲁迅牢骚时的话记下，明不识字，还是大
老远地把《山海经》给鲁迅带来了，突出写明长妈妈待鲁迅
的好。

这就是长妈妈，一个没文化、粗俗却又真诚、爱孩子的女人。

山海精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知道《山海经》是在一次社会实践的时候，一位同学
正坐在宿舍里看着一本《山海经》，看得是那么地入迷。看
同学手里捧着的《山海经》，听看同学的笑声，我终于提出
借书的请求，遗憾的是同学并没有答应。

回到家，我请求爸爸为我买一套《山海经》，爸爸同意了。
这套《山海经》有三本书，



一本是《神兽》篇，一本是从《异人国》篇，还有一本是
《神话》篇。

打开《神兽》篇看一看，窫窳的恶行会让你愤怒不已；美丽
的神鸟——凤凰给天下带来太平；只有一只翅膀，只能双双
起飞的比翼鸟：能使人记忧伤的朏朏……这些像来自外星的
动物，个个都充满神秘的色彩。

《异人国》里的人个个外貌不凡。有会占卜的三苗人民；有
身材高大，只有一只眼睛的一目人；有两手托看大耳朵的聂
耳国；还有喜欢吃毒虫的蜮民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每个国家都让你流连忘返。

《神话》篇里的故事更加出神入化了！夸父追逐太阳的精神
让人敬佩。琅哥和耶姑的爱情故事催人泪下。羿为百姓除去
祸害，被人代代传颂。还有大禹治水，一心为民，三过家门
而不入。女娲造人，刑天舞干……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伴随
着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善美。

《山海经》充满神话色彩，书中这些瑰丽的上古神话，如同
夺目的星辰，闪耀在星空中。开启了我——充满瑰丽想象世
界的大门！

山海精读后感篇五

在一个下着雨的周日下午，我做完了各科作业，就捧起两天
前刚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朝花夕拾》读起来，其中有一篇
正是《阿长与山海经》，这篇文章也是我们这学期要学习的
课文，我就细细地读了起来。

这篇文章着重写了作者幼年时与长妈妈的一段经历，写了自
己对长妈妈的感情变化。由最初的不大佩服她，讨厌她喜欢
切切察察，懂得许多让人不耐烦的规矩，甚至因为隐鼠的死
而对她心生不满，到后来变得感激她、怀念她，对她发生了



空前的敬意。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她给作者买了《山海经》
这本让他十分向往的书。

从文章来看，那时，作者生活的空间十分狭小，也缺少书读，
生活十分单调，就像他在《故乡》里说的，平日里只能看见
高墙的四角的天空。作者曾听一个远房的叔祖介绍过绘图的
《山海经》是如何的好看，可是却无法得到，空有几百文压
岁钱放着，却没有好机会去买，他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大
街上玩一趟，而那时书店是不开门营业的。

大人们并不关心孩子读“闲书”的这些事，所以，尽管作者
念念不忘，向很多人说过，一般人都不肯为他去买，只有阿
长关心他，主动来问，尽管她不识字，也没听准书名，把
《山海经》说成是《三哼经》，可她却能费许多周折，自费
把那绘图的《山海经》给作者买来。作为一个下人，一个女
佣，她能这么关心孩子，尽力去为一个孩子做事，不能不让
人心生感激!所以，当作者意外地从阿长那里得到绘图的《山
海经》时，他“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
紧去接过来”，可以想象，他当时的那种狂喜的心情！从此，
对阿长心生敬意也是不奇怪的。

山海精读后感篇六

前阵子信手翻开《山海经》读读，谁知道生僻字太多，须得
一边查字典一边慢慢地读。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有些字字
典里都查不到，就真的是无可奈何了。故有点读不下去，奈
已经开了头，必须得收了尾。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
时候看个一篇，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也不翻一下，拖拖拉拉直
到昨天算是看完了。虽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我这真真是不求
甚解的过分了。囫囵吞枣看完，好比猪八戒吃人生果一点味
道也不晓得。可若让我重翻一遍，实在又读不下去，只能这
么敷衍了事。

据了解，《山海经》是一部鸿篇巨制，让我这么随便一番算



是糟蹋了。合上书页，我还记得啥？无非是些大家都知道的
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或者偶尔
在电视里出现的一些山名，比如说著名的长留山、昆仑虚、
狐岐山、青丘等。话说回来，翻一遍《山海经》起码知道一
些神话剧里的仙山国家人物并非凭空捏造，也是有据可循的。

除此之外，有意思的是在书中看到一些海外国家描写的时候，
会发现在其他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国家，一样的奇风异俗，才
恍然这部书真是一切志怪仙侠小说的鼻祖。奈我耐心有限，
已经不打算再读第二遍。话说回来，起意读一读《山海经》
原是因为之前读唐七的小说，知作者创作的灵感源于《山海
经》。如此看来，读书的差距也是十万八千里，人家读几遍
便写了那么多精彩的小说，我翻一遍什么也没有留下，唯独
感叹认字太少！

说起《山海经》，又想起前阵子看过一部同名电视剧，完全
没有了原著的影子，成了一部言情剧，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本
书。说起来，那么多山山水水，那么多异兽神怪，那么多稀
奇古怪的国家，也真没有法子一一去还原。

本想提笔写几个读后感，却发现实在是写不出来啥，那么，
对不起了，就此搁笔吧！

山海精读后感篇七

有长着人面和老虎的爪子，后面还拖着一条白色的尾巴的奇
怪生物。有人的面孔，兽的身子，一只脚一只手。还有一种
蠃鱼，长着鱼的`身子，鸟的翅膀发出的声音，像鸳鸯鸣叫。
更可怕的是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会有水灾。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九尾狐，只要看见九尾狐，家乡就会有
水灾。传说，就是因为大禹看了一眼九尾狐，所以，他的家
乡就遭遇了水灾。虽然说九尾狐的皮毛很漂亮，而且我觉得
它很漂亮，可是我还是不喜欢它。



山海经还有好多神奇又有趣的东西呢！快来看看吧！

山海精读后感篇八

我相信，同学们有一大多数都是看过《山海经》吧，今天，
我要写的是《山海经》读后感。接下来，就让我来给大家介
绍一下《山海经》的简要内容吧。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汉初，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
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也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
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
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
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
(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
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
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
言之也。”

《山海经》还记录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
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
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
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
《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
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
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山海精读后感篇九

读过鲁迅的作品，总觉得他犀利而又深刻。可是，当我翻开
阿长与山海经时，发现了鲁迅柔情的一面，文中鲁迅这样写
道：“仁厚黑暗的地母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透露
了他对长妈妈的怀念。



人总有缺点，就算不能犯错的保姆也不例外，常常“洗洗切
切察”向人们低声诉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
上下移动，或者顶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子。又不许鲁迅小时走
动，拔一株草，搬一块石头就说鲁迅顽皮，就要告诉鲁迅的
母亲，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双手，双脚在床中间摆
个“大”字，使得鲁迅没有余地翻身。

但她也有很多的优点，春节到了，那种兴奋油然而生，放鞭
炮，贴对联，给小鲁迅讲着春节的故事，也会在晚上坐摇椅
上听那椅子发出的吱吱声，讲着那《山海经》的故事。而且
总是那么幽默:“哥儿，你牢牢记住”，她说。“明天是正月
初一清早一睁眼，第一句话就是记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
喜”，搞得小鲁迅捧腹大笑。

鲁迅以文为药，置于旧社会人民的精神伤害。字里行间，我
感受到了旧社会的残酷，冷漠无形，黑暗。但我又从鲁迅和
阿长感受到了那时候每个中国人都在寻找着通往中国黎明的
路，每个中国人都渴望看到在中国天空上方五颜六色的彩虹，
每个中国人都在期待着看到旗杆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