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著读后感(通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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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著读后感篇一

读完《鲁滨孙漂流记》这本精彩的小说后一个高大的形象时
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勇敢的探险家航海家鲁滨孙。他凭
着顽强的毅力永不放弃的精神实现了自己航海的梦想。

我仿佛看到轮船甲板上站着这样的一个人:他放弃了富裕而又
舒适的生活厌恶那庸庸碌碌的人生从而开始了一次与死神决
斗的生存大挑战。种种的不幸与困难并没有压倒鲁滨孙反而
使他更加坚强。上苍给予鲁滨孙的困难对于他也更具有挑战
性!

风暴海啸全船除鲁滨孙无一幸免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流落孤岛他为了找到合适的住所在岸上跑了一整天在一个山
岩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鲁滨孙在小山下搭了一个帐篷而
且尽量大些里面再打上几根木桩来挂吊床。第二天他把所有
的箱子以及木板做木排的材料堆成一个临时性围墙作防御工
事。但只过了十几天突然发生塌方。鲁滨孙不但把落下来的
松土运出去还装了天花板下面用柱子支撑起来免得再次出现
塌方的灾难。永不放弃鲁滨孙奠定了生活的基础。

一次鲁滨孙无意中掉在墙角的谷壳竟然长出绿色的茎干不久
长出了几十个穗头这真是老天的恩惠。从此鲁滨孙一到雨季
就撒下半数种子来试验以得到更多的粮食。最糟糕的一次试



验大麦与稻穗的收成仅获了半斗而已。但是经过这次试验使
鲁滨孙成为了种田高手。知道什么时候下种现在他知道一年
四季播种两次收获两次。永不放弃鲁滨孙有了生活的口粮。

造船回乡鲁滨孙又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无数的心血。光砍树就
是数月。但由于事先没有考虑周全船离海边太远他怎么也无
法让船下水。这下数年的心血白花了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直
到星期五的出现这个希望才重新油然升起!

鲁滨孙是个伟大的人坚毅的人孤身一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孤
岛上生活了27年。他敢于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勤奋劳动把小
岛经营得有条不紊。他在逆境中锻炼了自己成就了一番不平
凡的事业。

名著读后感篇二

孤独年迈的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
情况下，不舍不弃，只身驾船赶赴人迹罕至的墨西哥海湾，
终于在第五天钓上一条十八英尺长的大马林鱼。经过两昼夜
的殊死捕斗，筋疲力尽的圣地亚哥最终降服了这条前所未见
的大鱼，并把它绑在了小船的侧舷上。夜色降临，遍体鳞伤
的圣地亚哥满怀喜悦地返航，却没料到，看似平静的海面上，
一大群饿疯了的鲨鱼正循着血腥味尾随而来,老人费全身力气，
筋疲力尽的把鲨鱼杀死，把死鲨鱼栓在小船后面，拖回来享
受果实。展示了进取者与自然搏斗和人的不屈性格，胜利者
的喜悦。 然而，老人把鱼拖到岸边，死鲨鱼却剩下一架空骨
头架子.

“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
一面虽然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艳丽无比的旗帜，旗帜上，舞
动着云龙一般的四个字闪闪发光——超越极限!”作者海明威
是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老人与海》的。《老人与海》塑造了
一个经典的硬汉形象。古巴的一个名叫桑提亚哥的老渔夫，
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之后钓到了一条无



比巨大的马林鱼。这是老人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比他的
船还长两英尺的一条大鱼。鱼大劲也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
整两天两夜，老人在这两天两夜中经历了从未经受的艰难考
验，终于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这时却遇上了鲨鱼，
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结果大马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
了，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

海明威为什么没有让老人最终胜利呢? 用小说中老人的话来
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人尽可以被毁
灭，但却不能被打败。”这就是《老人与海》想揭示的哲理。
无可否认，只要是人就都会有缺陷。当一个人承认了这个缺
陷并努力去战胜它而不是去屈从它的时候，无论他能否最终
战胜自身的这个缺陷，他都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已经战胜
了自己对缺陷的妥协，他是自己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老渔
夫就是敢于挑战自身缺陷及自己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从世
俗胜利观的角度看，老渔夫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开
始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是最终大马林鱼还是让鲨鱼吃了，
他只是带着大马林鱼的白骨架子回到了岸上，也就是说，鲨
鱼才是胜利者。可是，在理想主义者眼里，老渔夫就是胜利
者，因为他始终没有向大海没有向大马林鱼更没有向鲨鱼妥
协和投降。就如音乐大师贝多芬所说“我可以被摧毁，但我
不能被征服”。

人性是强悍的，人类本身有自己的限度，但正是因为有了老
渔夫这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向限度挑战，超越它们，这个限
度才一次次扩大，一次次把更大的挑战摆在了人类面前。在
这个意义上，老渔夫桑地亚哥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挑战限
度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因为，他带
给我们的是人类最为高贵的自信!读完《鲁滨孙漂流记》这本
精彩的小说后，一个高大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
是勇敢的探险家、航海家鲁滨孙。他凭着顽强的毅力，永不
放弃的精神，实现了自己航海的梦想。我仿佛看到轮船甲板
上站着这样的一个人：他放弃了富裕而又舒适的生活，厌恶
那庸庸碌碌的人生，从而开始了一次与死神决斗的生存大挑



战。种种的不幸与困难并没有压倒鲁滨孙，反而使他更加坚
强。上苍给予鲁滨孙的困难，对于他也更具有挑战性!

风暴海啸，全船除鲁滨孙无一幸免，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
开始!流落孤岛，他为了找到合适的住所，在岸上跑了一整天，
在一个山岩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鲁滨孙在小山下搭了一
个帐篷，而且尽量大些，里面再打上几根木桩来挂吊床。第
二天，他把所有的箱子以及木板、做木排的材料，堆成一个
临时性围墙，作防御工事。但只过了十几天，突然发生塌方。
鲁滨孙不但把落下来的松土运出去，还装了天花板，下面用
柱子支撑起来，免得再次出现塌方的灾难。永不放弃，鲁滨
孙奠定了生活的基矗一次，鲁滨孙无意中掉在墙角的谷壳，
竟然长出绿色的茎干，不久，长出了几十个穗头，这真是老
天的恩惠。从此，鲁滨孙一到雨季就撒下半数种子来试验，
以得到更多的粮食。最糟糕的一次试验，大麦与稻穗的收成
仅获了半斗而已。但是，经过这次试验，使鲁滨孙成为了种
田高手。知道什么时候下种，现在他知道一年四季播种两次，
收获两次。永不放弃，鲁滨孙有了生活的口粮。

造船回乡，鲁滨孙又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无数的心血。光砍
树就是数月。但由于事先没有考虑周全，船离海边太远，他
怎么也无法让船下水。这下，数年的心血白花了，一切希望
都破灭了。直到星期五的出现，这个希望才重新油然升起!鲁
滨孙是个伟大的人，坚毅的人，孤身一人在这个荒无人烟的
孤岛上生活了27年。他敢于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勤奋劳动，
把小岛经营得有条不紊。他在逆境中锻炼了自己，成就了一
番不平凡的事业。 这本书教会我们只有坚持才能胜利，只有
实干才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实干比信念更重要……我的人生
也会随着这本书而起航，在人生的航海中，勇敢前进，永不
放弃!

名著读后感篇三

从小到大，我读过很多回《西游记》，第一次读时，纯粹是



为了它曲折有趣的情节；后来再读，对书中的各个人物的性
格和行为就有了一些看法。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喜欢他的善良、调皮、
机灵、法力无边、对各天神说话时的直率、打妖怪时的执着
（尤其是在三打白骨精那一回）和对兄弟、师傅和猴子猴孙
的情谊。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孙悟空经常第一个发现妖怪，
可是他的师傅唐僧却总是轻易地被那些装扮成好人的妖怪欺
骗，而对打死妖怪的悟空念紧箍咒惩罚，甚至不顾他的解释
把他赶走。悟空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听师傅的话，没有死
皮赖脸地跟着师傅。但是当八戒又来找他帮忙时，他一听到
师傅有难，就不记前嫌、义无返顾地跑去救师傅，没有半句
怨言。他虽然天生比较冲动，性格比较火爆，有时会因为一
时冲动而杀生，但是在我看来，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的，都
是些杀人无数的强盗啊，暴君啊等等，可是相信佛教的唐僧
却不信，他不管怎么样都不让悟空杀人，却不去管那些恶人
去害人，我总是觉得悟空很冤枉。 唐僧在他们师徒四人中是
让我比较难以理解的人，他总是被妖怪抓走。

在师徒四人之中，他总是带来麻烦，没有什么本事，只知道
念南无阿弥陀佛，有时还会添乱，要是没有悟空，我想，他
一定已经去另外一个西天了。他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却分
不清是人是妖的师傅，见到妖怪害人时，总要叫悟空等三人
去抓妖怪。可是当悟空打死那些祸害苍生的人时，他却大惊
失色，不仅念紧箍咒，有时还要赶走他，难道他就不会想一
下，如果悟空不把那些害人的家伙给杀了，他们又会去祸害
别人，这样，岂不是为了一条人命而害了更多的人命吗？但
是，唐僧却也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为了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造福苍生，他不仅不要快速到达西天而不让悟空自己飞去取，
甚至要求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也从没让悟空帮他飞
过。唐僧在一路上遇见了不少人善意或恶意地极力挽留他，
甚至给他金山银山，乃至整个国家，可是他都拒绝了，我想
这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着要取得真经的信念吧。 猪八戒是一个
又懒又馋的大肥猪，有时悟空叫他去找点水果给师傅吃，可



是他要么就是在路上躺着睡大觉，要么摘了许多水果，却在
回来的路上都吃光了，常常害得另外的.三人在原地等他，回
来却随便找个借口说个谎想敷衍过去，但总是被机灵的悟空
识破，被整得很惨。我觉得八戒在取经的路上总是想这想那，
而不是一心向佛，一会儿在这藏一点钱，一会在那藏一点宝，
还总是想着高老庄的媳妇和嫦娥，师傅被抓了，他动不动就
说：“我们收拾收拾行李散伙吧”、“我回高老庄去了”这
类丧气的话。

他还有一个坏毛病，就是总爱吹牛，有时候，悟空把妖怪打
败了，他却绘声绘色地向别人吹嘘着自己如何把妖怪打败的。
但是，他有时也会发挥作用，如：在师傅被白骨精抓住时，
他来到花果山想着办法把猴哥给请了出来，最后，把师傅救
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八戒还是挺可爱的，虽然时不时动点歪
脑筋，但也会有智慧的火花。 沙和尚是三个徒弟中最老实的
一个，他始终对师傅忠心耿耿，对两位师兄也是毕恭毕敬。
可是打起妖怪来却是毫不手软，虽然没有悟空那么厉害，但
是在关键时刻还是能保护师傅的。而且，在师徒四人中，他
是除了悟空以外最警觉的人，也可以提醒一下师傅。 虽然
《西游记》已经很老了，可是我相信它的魅力会经久不衰，
因为这师徒四人，实在各有妙处，很吸引人。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
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
有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
折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
那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廿一世纪的人们都格
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而
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
闯龙宫，闹冥司，自花果山上目在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
性摆脱一切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



化身，他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就是向往自由，他始终在追求自
由，它的一切斗争也是为了争取自由。这样一个鲜活的形象
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勇气。 然而，
每个人都明白， 在现在，即使是将来，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
可能的，人始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
是个受约束的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
让它能够无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
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
抹杀了。总之， 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
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
最渴望的自由精神…

名著读后感篇四

今年寒假，我读了《狼王梦》一书。这本书讲了一只叫紫岚
的母狼被权势欲望所吸引，时时幻映着自己的狼儿成为最高
统治者的故事。

小说扣人心弦，使我完全置身在了狼群之中，我的心也跟着
紫岚一家的幸福而起伏。有人说狼妈紫岚是个被权力欲而扭
曲的可怜的失败妈妈。而我却更多的被狼妈紫岚那博大无私
的母爱所打动。是啊，紫岚妈妈为了这个梦想的后面，又有
怎样悲壮的付出啊！为了把自己的狼儿培养成狼王，她又花
了多少的心血！她把自己的所有爱都注入到了孩子们身上，
她完全牺牲了自己，放弃了自己的婚姻，不再与其它的公狼
配偶；她承受着肉体上的伤痛，几颗门牙在营救次子蓝魄儿
的.时候被捕兽器夹断了，为了培育小儿子双毛脚被摔跛了，
胸前还永远留下了一道深深的难看的伤疤，她为了孩子们变
成了一只丑狼；除了外表的牺牲，她的内心何曾得到过安宁！



她承受了生活的艰辛，成长的困惑，失子的痛苦，老年的孤
独；即使在她生死的最后一秒，她也要奋不顾身，与老雕博
斗而同归于尽，让自己的子子孙孙扫除了一个隐患……她默
默地奉献着，不断地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多么博大的母爱啊！

在我们人类生活中，其实也有这样的母爱。母亲望子成龙负
出了多少代价。母亲总是为着儿女不断操劳，白天送子女读
书，晚上准备晚饭，洗衣服，还要关心儿女们的学习情况，
品德表现……有多少母亲不是也象狼妈紫岚一样处处想着子
女，为儿女默默奉献而不图回报的吗！狼子们没有这个智商
来品味和珍惜母爱，可作为我们人类子女，我们是不是应该
马上行动起来，为我们的父母分忧呢？你为辛苦一天回家的
父母倒茶了吗？主动分担一些家务了吗？母亲节对母亲说声
祝福了吗？让我们快快拿出我们的爱的表现吧！

母爱是博大的，是无私的，是无微不至的，我们要珍惜它，
用我们的爱作为回报！

名著读后感篇五

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一书，我认识到自立自强是战胜困难
的法宝。

书中写的是：鲁滨逊在航海途中遭到风暴的袭击漂流到了一
个荒岛上，他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劳动盖起了房子，
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坚强地活了下来，过上了自给自足的
生活。

从鲁滨逊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自立自强，勇敢地面对困难的
高大形象由此我想到了自己面对困难的态度。

我们真的应该像鲁滨逊那样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
小事中培养自立自强的品质；像鲁滨逊一样，不拍一无所有，
不拍艰难困苦，用自立自强的法宝，去战胜一切困难，创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生。

名著读后感篇六

《西游记》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了，它在四大名著中是最生动
活泼的，每次读他，面前呈现的都是色彩斑斓、惊心动魄的
场面。作者吴承恩把书中每个人物都描写的多灵活现，为读
者讲述了唐僧一级他三个徒弟一路上历尽艰险，降妖除魔经
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事。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它的故
事源于唐代僧人玄奘前赴天竺取经。

与孙悟空一形象相反的猪八戒却是头脑简单、好吃懒做，碰
到困难却常常打退堂鼓，但在他的身上我们任能找出一些难
得的优点，比如憨厚老实、善良单纯、贪小利而不忘大义、
吃苦耐劳、作战时也很勇猛等等。

正所谓“神魔皆有人性，精魅亦通世故”，《西游记》中人
物形象的塑造既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又带着浓厚的幻想色调，
表现出丰富的生活情趣和强烈的世俗化倾向。

《西游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优点的 每个人都有其生存
的价值，要想完成“任务”就需要大家一起朝一个方向努力 。

名著读后感篇七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对于我
来说童年会是我最宝贵的收藏，就高尔基写的《童年 》这本
书来说，童年应该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在“十一”假期中我看了不少书，对《童年》这本书最感兴
趣。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用自传体写的小说三步曲
的第一部(第二、第三部《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它向



我们艺术地展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
还有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

高尔基真实地描述了自已苦难的童年，我为自己庆幸——没
有出生在那个时代，没有受到这种苦，自己没有失去父
母……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有一段美好的童年。记得在小
时候，我很调皮，也很淘气，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有
一次，阿姨帮我买了几条小金鱼，但她没告诉我怎么养就走
了，爸爸妈妈妈又不在家。我看到柜子上有一个插着花的花
瓶，灵机一动，把花瓶拿下来，丢掉里面的花，加了点水，
把小金鱼放了进去。看到小金鱼在花瓶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
去，心里乐滋滋的。到了晚上，妈妈回来了，看到我趴在桌
上一动不动地看花瓶，就笑着问我：“你干嘛呢?”“看金鱼
呀!”我回答道。妈妈一听，说道：“啊?不会吧!你把金鱼放
在花瓶里了。不行，这花瓶一会儿姥姥还要拿走呢。”我二
话没说，把花瓶抱进房间，就是不让她们拿走。最后，妈妈
拿我没辙，只好打电话给外婆，告诉她事实，姥姥听了这件
事，也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充满了欢乐、充
满了幸福，所以我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看了《童年》这本书，我有很大的启发，书中告诉我们要执
着求知、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