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怎样的读后感最好(大全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怎样的读后感最好篇一

怎样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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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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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
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
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
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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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点"前但二
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三个步骤摆事实
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历就不必再写第
四个部分了。写读后感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重视"读"在"
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础;"感"是"读"的延
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感"。

怎样的读后感最好篇二

认得一生活到老学到老，无时无刻不在学习，而读书是最传
统但也最有用的一种方法，每次读完一本书，把读书过程中
的新的体会以读后感的形式体现出来会更加有收获，那读后
感应该怎么写呢?下面小编寄来给大家支支招。

读后感也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归纳综合、评价
等等，离不开“感”——本身的感触、看法、见解，“读”与
“感”之间，还要有“感点”前后勾联。因此，读后感的一
样通常布局模式可以如下图所示：

述读(条件)

发感(论证)

感点(桥梁)

结感(升华)



在这个布局模式中，“感点”是要害，没有了感点，读后感
也就失去了魂魄，也就无所谓“读后感”。在整篇文章中，
感点在“述读”与“发感”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布局全
文的纽带。“感点”承接“述读”。读后感的写作，必须是先
“读”尔后“感”，不“读”则无“感”，“读”是“感”
的条件和底子，“感”是“读”的延伸或效果。“感点”也
领起“发感”，它是发感的依据。发感必须围绕感点睁开叙
述，对感点颁发本身的见解、感觉，以议论为主，突出一
个“感”字。“结感”收束全篇，升华感点，是“感”的归
宿。

这种布局模式，与一样通常议论文“引——议——联——
结”的作文模式的一脉相承的。

以是，读后感的写作可以分为下面连贯的四个步调：

在通常环境下，读后感的第一部门一样通常会是围绕感点，
引述质料。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
是“感”的泉源，“感”是“引”的目标。所谓“引”便是
指围绕感点，对症下药地简述原文相干内容。写这部门内容
便是为了交接感触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在述读这一部门，引述原文要精简，不克不及大段大段地叙
述所读册本、文章的详细内容，如果要写一篇关于《红楼梦》
的读后感，开头就用三五万字来叙述《红楼梦》的故事背叛，
那么又应该用几多的篇幅来论证感点呢?以是，对付原文的述
读，质料精短的，可以全文引述，篇幅较长的，只可以大概
是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干系的部门，而与感点无关紧急的部门
只能是忍痛割爱了。“述读”质料要精简、准确、有针对性，
这是读后感写作的一个规矩。

紧承“述读”所引述的质料，针对质料举行评析，既可办事
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征象到素质，由
个体到一样通常的作一番发掘;对寓意深的质料更要深入分析，



然后迎刃而解地“亮”出本身的感点，也便是中央论点。

感点的提出，要有与之相干的所读质料。要是没有述读的这
部门质料，感点便是无源之水，流而不远;感点也只能是空发
议论，平常而谈。以是，不管述读在感点之前，照旧在感点
之后，起首要有述读的存在，厥后才气有感点的建立。许多
门生每每纰漏了这一点，读完文章后，没有述读，只捉住感
点举行说理论证。如许的文章，并不行以大概算是完备意义
上的“读后感”。

“发感”便是对“感点”——中央论点——举行论证。这一
部门是读后感的主体部门，是对感点的论述，通过摆究竟、
讲原理证明感点的准确性，或正面论、反面证证明感点的公
道性。必要夸大的是，所摆的究竟、所讲的原理都要围绕感
点来睁开，而不克不及游离于感点之外。不然，就会不知所
云，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发感还要接洽现实，深入论证。接洽现实，既可以由此及彼
地接洽现实生存中相雷同的征象，也可以由古及今接洽现实
生存中的相反的种种题目，偶然间还可以是小我私家的头脑、
言行、履历。接洽现实，要有针对性，必须紧扣感点，而不
克不及平常而谈，不克不及离开感点随意遐想，天南地北。

结感是收束全文，既可以回应前文，夸大感点;也可以提出盼
望，发出招呼。但不管如许末端，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门组
成一个有机团体，不克不及是横空出世;也要结得天然，瓜熟
蒂落收束全篇。

怎样的读后感最好篇三

小学怎样写读后感，关于小学生写读后感例文，下面小编为
你带来小学生读后感怎么写和示范，欢迎阅读参考，谢谢!



在参加“两岸三地读书活动”时，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
书名是《法老的探险家》，名字很有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这本书为《法老的探险家》，大概讲述了小特使米内迈斯的
日记：故事发生于公元前1472年，米内迈斯是个孤儿，被他
的舅舅卡玛克庙的神父收留，同时他也是法老图特摩斯的好
朋友。

故事以这个叫米内迈斯的小男孩儿的日记的形式展开，形式
独特新颖，每一篇日记都相当于一个小故事，长则一页半的
样子，短则十行左右，字里行间，充满着童真童趣。

每篇日记可以单独成文，数篇日记又汇聚成一个长篇在历史
故事。故事的情节扣人心弦，用精彩的故事再现难忘的历史，
文学与历史相互交融，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我捧起书本，专心致志的看起来，并消化着书里的精华，我
发现，作者十分喜欢写日记，而且完全把日记当成了自己每
天必须做的事，因为他觉得写日记可以缓解他的疲劳和痛苦。

我很佩服他这种思想，把日记当成自己的朋友，不分你我的
思想，我要向他学习。

总而言之，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快乐，我很喜欢看!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有许多寓言故事组成的'，书中的每
一个寓言故事看似很普通，但却都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是一本
引人深思的好书。

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故事的原文是：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也，解柱折颈而死。因耜其
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这则



寓言幸辣的讽刺了那一些死守狭隘经验，不知变通，或抱着
侥幸心理妄想不劳而获。

像这样的寓言还有掩耳盗铃，拔苗助长等。掩耳盗铃比喻自
欺欺人，拔苗助长比喻欲速则不达，这些寓言虽然都只是人
们编造出来的，但却又让人觉得无比真实，从中的道理十分
耐人寻味。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儒家教思想，忠义仁
孝小弟为中心，教育我们有个好的品质，读完了这一本书后，
更今我感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魅
力所在。

怎样的读后感最好篇四

暑假期间，我读了一部对我教育意义非常大的书——《忠
经》。

《忠经》主要讲了什么是忠道。忠道是宇宙及人类社会第一
要道。君主要以忠道来治理国家，国家才会繁荣昌盛;而臣子
为国君做事，理应坚守忠道原则，深思筹划，默默实施，匡
正国家失误，安抚国民不满。如果国君贤明，大臣忠良，万
事就会大吉大利。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
英雄人物，他们精忠报国、不怕牺牲，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着想，为民族的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国家
的繁荣、民族的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这是一本充满快乐、纯真的书，可是，快乐的背后也充满着



丝丝悲伤。它出自于辫子姐姐的心灵花园，当你浏览后，你
的心中一定会激起美妙的涟漪，那是幸福、美好的感动瞬间。

本文的主人公是一个一点儿也不像女孩的李力子，方脸蛋、
头发粗的背后隐藏着一颗落寞孤寂的.心。因为她的妈妈成天
工作，完全忽视了和李力子相处的美好时光。

甲甲和力子相依为命，他们互相给予对方鼓励和帮助，它们
有和世界对抗的勇气。可是好景不长，甲甲突然的夭折，而
是得力子再次陷入落寞孤寂中。她颓丧至极，悲痛不已，而
此时的妈妈看着力子日渐消瘦的模样，她害怕自己在力子的
心里早已出局。

于是，醒悟的她带着女儿，以及同学们的一千零一个愿望，
那些被大人嫌弃的愿望，前往罗马的许愿池，让它们通通都
实现。

看完了这本书，我的眼泪禁不住地落下来，我为李力子而伤
心，为李甲甲而感动。甲甲为力子做了那么多，却消失在茫
茫天际中，留给读者的是永久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力子的是
永恒的友谊和缅怀。

自从我遇到了这本书，我便被甲甲和力子之间的真挚友谊震
撼了。它看似平凡，却如此深刻;它虽然简单，却充满了力量。
我无意中发现，我们身边其实都有一个“李甲甲”，它无时
无刻陪着你，陪你度过所有伤心、愉快的时光，不知你发现
了你身边的“李甲甲”没，总之，你不要停止寻找，终有一
天，你一定会遇到它的。

请珍惜你的眼前人，不论它是给你带来快乐还是悲伤，它毕
竟陪你一起走过人生那纯粹的时光，让我们充满着希望和勇
气。即使它不得不离开，但是它会永远存在我的脑海里，我
的心里和我的梦里。感谢它陪我走过的快乐时光，再见甲甲，
再见我亲爱的朋友。



怎样的读后感最好篇五

在当今形势下，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教
师？然而好多人都觉得现在当老师太难了，常常内心茫然，
手足无措。而我在教学过程中遇到学生违反课堂纪律，对他
们进行教育时，也常常觉得黔驴技穷。读了《怎样做教师》
这本书，自感获益非浅。

首先我了解了今天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老师会感觉教师难当，
因为我们的工作方法太简单了，而且多年如一日，变化不大。
无非是一边“严管”，一边“奉献爱心”。严管不见效，就
用爱心感动，爱心感动不了，就更加严厉地管理，再不管事，
只好借家长的手再来“修理”。然而学校管不了的学生往往
家长早就失控了，家长还在指望老师把他的孩子教育过来呢！
于是没招了。剩下的只有牢骚、无奈和疲惫。然而书中的提
供的很多案例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书中告诫我们：面
对新的教育对象，一个个活生生、多变的'个体，光有良好的
师德是不够的，光有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
真正的专业水平。

有的的教师盲目相信师爱的力量，以为教师只要爱学生，一
切就好了。针对这种倾向，作者王晓春老师尖锐指出：“很
多教师都是这样，想用‘关爱’换来学生的‘感激’。教师
一厢情愿地以为，学生一感激，就会改正缺点。可是现在的
孩子由于家庭的溺爱，感恩心态越来越淡薄。你想，你关爱
再多，能超过家长吗？家长关爱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大的力
度，都没能使孩子听话。您的爱怎么就那么灵呢？”“千万
不要以为爱能包治百病，爱不属于专业能力（虽然它对于教
师是必须的，非常重要）。他们缺少的不是爱，而是理智，
是智慧，是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可见在这本书里，王
老师对案例中老师行为的评价，很现实，没有像其他所谓专
家那样高谈论阔，空谈义理，也没有像有些所谓知名教授那
样逃避现实，不敢对现实做出评论。而是做到了对现实的披
露。



在今天这个知识爆发的年代，做老师越来越难。只有不断的
提升和充实自己，同时也要不停的转换角色才能当好教师。

怎样的读后感最好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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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感开头怎么写的基本思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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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
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
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
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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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

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点”前，但二者先后次
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
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
部分了。

一是要重视“读”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
是“感”的前提、基础;“感”是“读”

的延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
“感”。因此，要写读后感首先要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
文的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
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二是要准确选择感受点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会有许多感
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
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的启迪。

以大家熟知的“滥竽充数”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南郭先生
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悟到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的人早晚要
“露馅”，认识到掌握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考虑在齐宣王
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者要有实事求
是的领导作风，不能搞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水摸鱼的人留
下空子可钻;再要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思考，就可进一步认识
到齐宣王的“大锅饭”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为南郭先生一
类的人提供了饱食终日混日子的客观条件，从而联想到改革
开放以来,打破“铁饭碗”，废除大锅饭的必要性。一篇读后
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作为初
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来写。

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从
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中心。



(1)描绘情景。这是一种简单描绘自然景象或人的情绪、行为
的开头方法。如“晚霞映红了大地，我漫步在放学路上。同
学们七嘴八舌地交谈着，然而我却无心参与他们的交谈。今
天刚刚学完《凡卡》这篇课文，主人公凡卡的形象总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这个开头不仅交代了所读作品的名称，还描
绘了傍晚“晚霞映红了天边”的自然景色及同学们“七嘴八
舌”热烈交谈的情况，特别是用“无心参与”，“凡卡形象
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等语句，形象地反映了“我”当时的
心情。这样的开头，有情有景，并把读者也带进了一个具体
的情景中。

(2)运用设问。如《读养花后的感想》一文的开头是这样写
的:"最近，我阅读了老舍先生写的一篇含义深刻的散
文—‘养花'。作者记叙了养花和养花中得到的乐趣。养花到
底有什么乐趣呢?作者在文章里告诉我们……”小作者通过设
问，引出下文。这样的开头，能引起读者往下读的兴趣。

(3)开门见山。这种开头，直截了当地点明读了作品后的体会。
它使读者一下子就知道读后感的中心。比如《功夫不负有心
人—读鲁班学艺后的感想》一文的开头:“读完《鲁班学艺》
这篇带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我深深地被鲁班那种刻苦学
习、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感动。”这个开头把读后感的中心点
明了。这是一种比较易写的读后感开头。

最多，还要比谁停顿自然。书中写道，台上的‘运动员’们
在哭，台下的观众却在拼命地笑。多奇怪的比赛，”这种开
头让看读后感的人知道《哭鼻子比赛》写了什么，但不知作
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以吸引读者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