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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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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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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读后感篇一

《昆虫记》，一本昆虫的百科全书，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法布
尔的传世佳作。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你知道属鞘翅目金龟子科粪金龟亚科的蜣螂，就是屎壳郎，
他为什么推粪球吗？体型为略扁的椭圆形，体长5～30毫米。
体色大多为略带光泽的黑色，也有褐色的。头扁平，前肢矫
健，雄性头部有角，是一种完全变态昆虫。体表色深，有的
具金属光泽。雄虫头顶有一长而弯曲的角状突，蜣螂能利用
月光偏振现象进行定位，以帮助取食，他深目高鼻，状如羌
胡，背负黑甲，状如武士，故有蜣螂，将军之称。

而粪球不仅是他们的食物。也是他们繁殖的工具。你可能要
问了。为什么这种东西居然能用来繁殖后代？别看粪便臭不
可闻，对于屎壳郎的宝宝来说，可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食
物。宝宝还没有出世。妈妈就为它们准备了最丰盛的食物。
将这份“口粮”滚回挖好的洞穴中，然后再把卵产在粪球上，
供若干天后出生的宝宝慢慢享用。它们将卵产在此球状粪便
上并将卵掩埋。这样可使幼虫在孵化时，有现成的食物供应。
大多数蜣螂营粪食性，以动物粪便为食，有“自然界清道
夫”的称号。它常将粪便制成球状，滚动到可靠的地方藏起
来，然后再慢慢吃掉。一只蜣螂可以滚动一个比它身体大得
多的粪球。



可能有人认为他们恶心。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在欧洲。在澳
大利亚这样牛羊多的地方。可有大用处呢!他们清走了牧场上
的牛粪。羊粪还给了大家一个干净充满青草芬芳的牧场。

在非洲大草原上，当雨季雨后的第四天夜里，成千上万只蜣
螂就会从地面钻出来。大雨过后，大象贪婪地享用着新生的
植物，可是消化系统难以承受这突然增大的负荷，不少吞下
去的`食物又奉还到地面上。巨蜣螂是蜣螂中体形最大的一种，
它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大象的粪便。每天，大象们在平原上
留下数百吨象粪，后面跟随着蜣螂大军。一部分象粪被埋入
地下，蜣螂的劳动使得土地肥活起来。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
过程，巨蜣螂在其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

在法布尔写的《昆虫记》中，我所讨厌，觉得恶心的虫子，
在我的心里，慢慢的有所改变。我开始真正喜欢这类生物，
也愿意和《昆虫记》探究他们的生活习性。

家的读后感篇二

今年暑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小说——《海底两万里》。

这本书是儒勒·凡尔纳写的一部科幻小说，已经被阅读了一
百多年了。这本书讲的是：阿龙纳斯教授、康塞尔还有“鱼
叉王”尼德·兰被请到“林肯号”上追踪神秘的海怪，可他
们因为“林肯号”出了故障，掉到了“海怪”身上，原
来“海怪”是一艘潜水艇！后来，他们跟着尼摩船长，乘
着“鹦鹉螺”号潜水艇遨游海底。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事
情。

这本书里，他们航行了十几万公里，还到达了南极点，与巨
型章鱼搏斗。而且它还告诉了我们很多海洋的知识。看了这
本书后，我也十分想象尼摩船长一样，坐着潜水艇环游美丽
的海底世界。



炎热的暑假，我在家里看了许多书，其中我最爱的一本书是
《海底两万里》。

打开《海底两万里》，我和书中的主人公皮埃尔。阿隆纳克
斯教授一起乘坐着“鹦鹉螺”号潜水艇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
的海底只旅。我们一起快乐地周游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
地中海、大西洋以及南极和北冰洋，惊奇地遇见了许多罕见
的.植物，还有海底洞穴、暗道和遗址等等。在两万里的海底
航程里，皮埃尔。阿隆纳克斯还教会了我大量的科学文化和
地理地质知识，尤其是光的折射、珍珠的分类、采集、潜水
艇的构造。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知道海底森林是可以漫步的，可以知道
在海底是如何打猎的，可以知道尼摩船长是怎样制服鲨鱼的，
还可以了解到诺第留斯号是怎样冲破冰山的围攻脱离险境，
安然无恙地奔驰在危机四伏的海底的。

看完这本书我知道科学有很多噢秘，科学可以带我们去到奇
妙的世界里。

家的读后感篇三

假期里，我读了少年版的《水浒传》，虽然不是读得十分透
彻，但也收获不小。

大家都明白，《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是我国历
史文化的珍宝。《水浒传》真实地描述了北宋时期水泊梁山
一百单八将反抗官军、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
事，真实地讲述了宋江领导的起义军构成、壮大至失败的全
过程。

小说作者施耐庵将英雄人物置入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
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一百单八将中人
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天真、直率的“黑旋风”李逵；粗中有



细的鲁达；疾恶如仇的“花和尚”鲁智深；有胆有识、干练
果断的“行者”武松；正直、聪明的“浪子”燕青……也有
让人切齿痛恨的人物高俅、蔡京、童贯、梁中书、蔡九知、
贺太守等等。

水浒一百零八将中给我最喜欢的是“智多星”吴用。别听他
的名字叫“无用”，可他的能耐大得去了。在梁山中还是个
军师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个性聪明。他为晁盖献计，智取
生辰纲，用药酒麻倒了“青面兽”杨志，夺了北京大名府梁
中书送给蔡太师庆贺生辰的十万贯金银珠宝；宋江在浔阳楼
念反诗被捉，和戴宗一齐被押赴刑场，吴用用计劫了法场；
卢俊义、石秀被关大名府死牢时，吴用用计放火烧翠云楼夺
取了大名府；宋江闹华州时，吴用又出计借用太尉金铃吊挂，
救出了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他计谋很多，深受梁山好
汉们的尊重。

小说中不少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如智取生辰纲、
大闹清风寨、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一系列故事情节都描
述得绘声绘色，让人百读不厌。

《水浒传》不愧为我国的文化瑰宝！

家的读后感篇四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
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
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
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
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
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
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是狄更斯《双城记》的经典
开头，也是一曲时代节奏的起始音符，更是一幅恢弘的历史
画卷最初的那一笔最重的色彩。



在贵族眼里，那是最好的时代；而对于平民而言，那却是最
坏的时代。彼时，贵族，可以因其出身而拥有众多特权，可
以为了随心所欲的享乐方式去剥夺平民的权利；平民，不得
不忍受贵族的欺凌、压迫，似乎命中注定他们应该接受上天
施加的饥饿，不幸与贫穷。

小说前半部分，狄更斯用大量的笔墨控诉着那些自以为高高
在上的贵族，他们的马车可以在碾死平民小孩以后，仅仅
是“侯爵老爷向他们众人看了一眼，好像他们仅仅是一些从
地下钻出来的老鼠。”看到这一段时，我抱着和平民一样的
态度，无比憎恨那些人，期盼着有朝一日那些人能跌落云端，
受到应有的惩罚。

所幸，好与坏在某种特定的环境背景下是可以发生转换的。

当贵族不断运用特权给平民施压；当尽管平民在贵族的脚下
小心翼翼的前行，却依旧难逃贵族的残暴迫害；当受迫害的
人越来越多，大家复仇的想法也就越演越烈。一个平民难以
反抗，但他们发现身边的每个人都有着相同的困苦境遇时，
便如同拥抱归属感般团结起来，为自己丧失已久的自由奋起
斗争。这时，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便倒转过来了——平
民终于可以复仇了，而贵族，却要因此面临祸患。

复仇成功，平民们展开报复，将那些混蛋们都送上了法庭接
受审判，也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条文，这个国家，成为
了“自由、平等、博爱，否则不如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
国”。可就是在这样的国家，法庭上，审判的标准竟然是人
民的情绪，可以因流泪同情无罪释放，也可以是群情激愤极
刑处死。这个国家，依旧每天有许多无辜的人遭迫害惨死，
依旧被压抑恐怖的气氛笼罩。

胜利者，狂热、激动、麻木、粗暴；

失败者，颓丧、惶恐、害怕、狼狈。



不过是翻转了金字塔，最后仍是少数人，实行着同样恐怖的
统治和压迫。正如叶芝的诗《伟大的日子》里的几句
诗：“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
行的乞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乞丐们换了位置，
但鞭打依旧。”

在《乌合之众》中有着这样的观点：“当一场目的在于过去
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
的结果就是毁灭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
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具压迫性。”我们在这跌宕起伏的
情节中能清楚地看到平民与贵族的权利置换过程，看到不断
强化的压迫性。群众对于正确与否没有判知，一味地随波逐
流，导致了血染法场。情节不断重演，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新
的压迫吗？而这压迫不是更凶残吗？纵然贵族对平民实施的
暴行无法抹去，同样地，鲜血对于失去亲人的伤痛也无法忘
却，可通过杀戮实现报复，难道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吗？逝
者已逝，而在集体的狂热中，鲜血俨然成了祭奠死者的唯一
祭品。

集体狂热的时代，又何尝不是集体哀嚎的时代？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给予高度赞
扬与肯定，而狄更斯，则给予了最猛烈的嘲讽和否定。他认
为，法国大革命中对人性的抹杀，对生命的摧残和漠视，只
不过是一种暴政替代另外一种暴政而已，不但不值得推崇，
最终也会被消灭殆尽。在他的心中，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
光辉的景仰，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和善美，亘古不变。

这场大革命里，还有着毫不起眼的小人物，西蒙尼替代查尔
斯，从容赴死。他高贵的头颅落下的那一刻，爱情的光辉与
人性的光辉交相呼应，刺破大革命疯狂而黑暗的幕布，如同
落日余晖般绚丽夺目。或许，黑暗的时刻，最终会在这样的
光辉中，慢慢消散。



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并存，好与坏也在不
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之间转换。就像现在，我们所生活的世
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仍然值得我们
为之努力奋斗。

毕竟，爱总是要比恨有力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