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考名著读后感(汇总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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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一

《西游记》主要故事是：孙悟空从石头蹦出来，因为大闹天
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要去西方取经的唐僧救了孙
悟空，然后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逐一出现。他们经历了
九十九百八十一种难，终于得到了真经，修成正果。

在《西游记》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孙悟空。七年来，他只
跟随他的师父和师兄弟读他不喜欢的经文。然而，他从未放
弃，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师父会教他真正的能力。他所要
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更加努力地付出。

这告诉我们，滴水穿石不是一日之功，不能急于求成，获得
成功的时间不是消耗在时间上，而是成功的磨练。一个真正
想要成功的人是不会在乎他到底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努力，他
们在乎的是，磨练得越多，获得的真正能力就越强，成功的
大门就越近。

我们真的应该向孙悟空学习，学习他的勤奋，他的毅力，他
的脚踏实地，掌握技能，做一个栋梁之才，将来要为祖国做
出自己的贡献。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二

有人说，习惯成就人生，习惯决定成败。习惯对人的发展很
重要，好习惯受益终生，决定一生的命运。看了《影响教师



一生的100个好习惯》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从书里看
到好的教育习惯促成教师专业成长，影响教师一生的教育生
涯。

普通教师与优秀教师的区别也在于习惯，习惯影响着教师的
一生，好的习惯能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并成为优秀教
师成功的基石。拿破仑说过：“把一个信念播种下去，收获
的将是一个行动;把一个行动播种下去，收获的将是一个习
惯;把一个习惯播种下去，收获的将是一种性格;”身为教师，
在教育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去获取成功的同时，自身也应在良
好的教育习惯能培养出教师良好的教育性格。

好习惯是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第二次生命”，
因而我们有必要常常问问自己：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我们
既然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就要积极地面对教师生活。工作和
学习不是教师生活的全部，我们还有娱乐、休息和自己的家
庭。每次读这本书，我都不断地问自己：在教学中，我学会
与学生换位思考了吗?是否为了教学而忽视了家庭呢?是否为
了工作而抛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快乐呢?深信更多的人会像我
一样，会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情不自禁地自我思考、自我反省，
从而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思想。

还有很多的习惯需要我在以后的教学生涯中慢慢养成。记得
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自
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因而优秀不是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优秀
的行为，习惯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教师既是教育者又是被
教育者，其习惯的养成更是意义非凡。

自己多一些好习惯，就能够引导学生养成更多的好习惯。多
一个好习惯，就等于向成功迈进了一步。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三

炎炎夏日，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大地，鸟儿们不知道躲在哪
儿乘凉去了，树叶儿耷拉着，毫无生气；窗外的知了不停地
喊着：“热死啦！热死啦！”惧怕炎热的我，躲在空调间吹
吹凉风，喝喝凉茶，十分惬意。

在《西游记》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齐天大圣——孙悟
空。他武功盖世，不仅会七十二变，还能腾云驾雾，来去无
踪。而我最敬佩的，则是他知恩图报的高尚品质。五百年前
孙大圣大闹天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前往西天取经
的唐三藏路过这里，听到孙悟空的呼喊，费力爬上山顶，撕
去符咒，让孙悟空重获自由。这一恩情，让原本无法无天
的.“泼猴”铭记于心，誓死追随唐僧，护送唐僧前往西天取
经。一路上，他斩妖除魔，帮助唐僧度过数不尽的难关，即
使被唐僧多次误会伤人性命，仍谨记恩情，尽心护送。

例如“三打白骨精”那回：白骨精三次化作人形，迷惑唐僧。
唐僧肉眼凡胎，不知她是妖精，因此在孙悟空三次棒打白骨
精之后，勃然大怒，不仅念着紧箍咒，让孙悟空痛不欲生，
更是负气将他赶走。孙悟空百般无奈之下返回花果山，继续
当他的齐天大圣。当猪八戒前去花果山寻他，并告知他唐僧
遇难的事实时，他毫不犹豫地赶去搭救被人陷害，变成老虎
的师父，使其化险为夷。经历了巨大磨难的唐僧也知道误会
了孙悟空，两人尽释前嫌，同心协力，前往西天。

俗话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孙悟空时时刻刻惦念
着唐僧的恩情，因此一路尽心尽力地护送他。而我呢？整天
在家“呼风唤雨”，对于爸妈给予我的恩情，我是如何回报
的呢？有时候，爸妈稍微批评我几句，我就会生气顶嘴。而
《西游记》让我渐渐明白：学会感恩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要
铭记父母、师长、同学、朋友对自己的恩情，并力所能及地
去回报他们！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四

孟母，一位家喻户晓的母亲，家境并不好，但她不怕苦独自
一人将孟子拉扯大，将孟子培养成一位伟人。

孟母一生吃尽了苦，但为了将孟子培养成一代英才，再大的
苦他也吃得下，孟子早年丧父，仅靠孟母一人在家做些零工
补贴家用，孟母曾三次搬家，是由于孟子，因为孟子年纪太
小什么事都比较喜欢模仿，第一次搬到了一个闹市，那里的
叫卖声整天连续不断，孟子也学起了他们，整天叫卖，孟母
立刻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我儿可以居住的地方，不能让他受
到这个环境的迫害。

第二次孟母搬迁到了一个办丧事的地方，这次孟子没有再次
叫卖过，孟母认为这个地方可行，没想到过了几天，孟子经
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学起大人们哭丧，孟母知道后认为这还不
是我儿居住的地方，于是孟母又搬到一个学堂的旁边，孟子
每天醒来时就能听见读书声，孟子觉得好奇，于是孟子就经
常跑去学堂的外面听他们读书，并且自己跟着学习，盗了最
后孟母想尽方法让孟子进入学堂，孟母这才安心。

在现实的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爸爸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乡村医生，从小受到了爷爷的熏陶，他为人正直，真诚。
所以有许多人景仰我爸，因此我爸爸希望我可以超过他，比
他更好，从小就不让我和一些品质恶劣的孩子在一起玩，但
时间流去，我也渐渐的不听爸爸的话了，我爸爸多次叫我不
要和那些孩子走得太近，可我就是不听，现在我知道了。

孟母含辛茹苦的将孟子养大，也让他接受了好的教育，是为
了不让孟子自毁前程，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做，但是我总是
控制不住自己，这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要像陶渊明那
样“出淤泥而不染”不能让不好的人或事物蒙蔽了你的双眼，
要自觉抵制，千万不要自毁前程。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五

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眼中是精彩的，生动的，有声有色的，五
彩斑斓的。日月交替，潮起潮落，花开花谢，草长莺飞，百
鸟鸣唱……可还有许多人，他们却不能领略这世界的美好。
例如：海伦.凯勒。

聪明美丽可爱的姑娘——海伦，因为一场几乎夺去她生命的
大病，让她从一个健康的人变为了从此世界中再没有了美好
音乐，美好画面的聋哑盲人。这该是多大的打击，常人是无
法想象的。乐观的海伦从此变的情绪暴躁，爱发脾气。她彻
彻底底地对未来的人生绝望了。她内心是多么渴望灿烂的太
阳，渴望滴答的雨声啊！

上帝在关上门时总会再打开一扇窗。在当海伦面对挫折，几
欲放弃时，她迎来了一个让她重生的希望——家庭老师安妮.
莎莉文。这位恩师犹如一盏明灯，将海伦黑暗迷惘的人生点
亮了！

老师悉心的用爱哺育海伦，教她写字、认物，让她感受到世
界充满爱，她永远活在爱的海洋里。终于，在海伦夜以继日
的努力学习与顽强奋斗中，终于学会了说话。在求学过程中，
她孜孜不倦，努力向上，凭着一股不屈不挠，身残志坚的意
志，与显著的能力毕业于多少常人都无法达到的高度——美
国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后，她也为这个世界奉献
出了爱心，致力于残疾人事业，四处募捐，为残疾人改善生
活环境，并为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她曾周游世界，为残
疾人加油鼓劲，给予他们生活的信心，最终成为了一名杰出
的慈善家、演讲家、教育家。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中无不散发着海伦对生活的热爱，与她的
乐观坚持。她用热情向上的态度告诉我们要珍惜，感恩眼前
来之不易的一切。



一生中，她只有短短19个月的时间来欣赏这个世界，只有19
个月的时间来倾听这个世界，只有19个月的时间来诉说这个
世界。她想记、听、看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三天”对于常
人来说是一瞬间而已，而对海伦来说，这只能是个“假如”。

有位哲学家曾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壮
的躯体。”海伦凭借一颗顽强的心，在逆境中成长，让我们
感觉到来自灵魂，来自精神的力量！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六

我从小就爱看故事书，我看过的故事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
安徒生童话。水浒传……其中我最喜欢读西游记。

这本书讲的是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
取到了真经的故事。

唐僧是一个好心人，可是好的有点过度。在勇闯狮驼岭的时
候，唐僧看见大妖怪和二妖怪太可怜，就放了他们。唐僧在
种种困难面前，都永不放弃，唐僧的坚持值得我们学习。

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能降妖除魔。可是不听话，被师傅赶
走了三次，有一次，师傅叫悟空吓唬几个强盗，他却全打死
了。

八戒贪吃贪睡，师父叫她去化斋，他却躲起来睡大觉，猪八
戒是他们几个中饭量最大的一个，但是他很忠臣，从没离开
过师傅。

沙僧心地善良，但是面貌有点丑，他总是挑着一担行李。

唐僧的三个徒弟都是帮他取经的，如果没有这三个徒弟，就
很难取到真经。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七

在众多的名家作品中，有一本富有哲理的散文集。

经老师推荐，我在初一有幸认识了它，一拿到它，我就被它
的外表吸引，接着我就迫不及待的翻开了它。在阅读完第一
篇后我发现，它的内容比精美的封面还要美。一口气我通篇
读完了它，认识了它，通过了解它懂得了许多生活哲理。

每当我重读此书，我又感到惊奇，惊奇我在日常的写作中不
知不觉的会运用散文中的佳

词和名句，同时自己的表达能力也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渐渐
的让我学会了一种新的写作文体，观察力更深，洞察力更强。

读过《张晓风散文》的人都会有一种难以忘记的感觉，对读
者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帮助，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我相信
今后只要多看、多写，我也能写出那样棒的文章，为了这一
目标，让我继续努力吧！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八

最近又开始看《红楼梦》，当看到薛宝钗为博得别人一个赞
赏的眼神，连过生日看戏也得“捡贾母喜欢的点”，处处以
别人为重，最终忘却了自我，真切地体会到她其实多么的可
怜可悲。也以往用“现代”的眼光看林黛玉，觉得她孤傲清
高，不合群，真的是个活在海市蜃楼里的无用女子。然而，
她的玲珑心思，于花开之时便见花落之凄，那份明了、心气、
才华，在芸芸大观园里，犹如一枝傲雪寒梅，独立于世。在
一次又一次的品读中，从单纯的了解情节，到赏佳句美言，
到品意境，到看字句背后的作者匠心，析人物性格命运，书
中的人物，如同我的朋友，越走越近，逐渐为我了解，为我
好恶。



书如人，人亦如书。

友谊就像酿酒，经年愈久，味道越浓。第一眼的印象可是是
大致分类，如书的体裁，有散文、诗歌、小说、随笔，也有
说教八股文。这第一眼，极为浅近，却又十分重要。喜欢小
说的人看到诗歌，必然少一份深入品读的热情，而热衷政事
的人看到说教八股文，则会有莫大的兴趣。没有热情，也许
会错失一生的缘分;拥有兴趣，也许就握着了打开一个世界的
钥匙。

然而，仅凭第一眼，我们无法了解一个人。一本包装精美的
书，里面也许全是空言滥言妄言，甚至谎言。人有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书亦有斯是陋书，唯其言馨。要真正了解一个人，
还得花时间读他。正所谓观其言而察其行，要像读书那样，
静静地用心读一个人，读外表，也读言行，还读内心。有的
人，第一眼很“对眼”，然而相交下来越走越远，最终甚至
避之不及;有的人，第一印象可是如此，慢慢交往却发现他的
众多好处，心中不免窃喜幸好未曾错过;也有的人，从见面的
那一刻，恍若隔世重逢，从此相知相惜……好书难求，好友
难得。

读书，必须要读细节，细节处可得文章之真义。读人，最好
和他共过患难，患难时方可见人之真情。你生病的时候陪伴
在你身边嘘寒问暖、端茶递水的那个人，你失落的时候体贴
问候、尽心开解的那个人，在凌晨两点还为你开着手机、肯
听你唠叨的那个人，欣赏你的梦想同时会提醒你踏实前进的
那个人……这些，都是你应当要珍惜的人。

人格是用一笔一画写成的。老子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生活中，许多感人的东西都来自细
节;学校里，许多伟大的力量都来自细节。人格浓缩在细节里，
学校的精神和风貌也能够经过细节处透视。

生活和工作也是如此，赢得别人对自我的信任不容易，但如



果你注重细节，也许你已经赢得了一半。人不必须能使自我
伟大，但必须能够使自我崇高。长期培养，严于律己，从一
言一行一颦一笑，一桩桩具体小事做起，我们的人格才能高
尚，我们的学校才能完美，我们的社会才会充满期望。

铅华洗尽，本色方露。狂沙吹尽，金玉始现。书亦如人，仿
佛千变万化。人亦如书，其实万变不离其中。读书，就静静
地读，直到看书不是书，看它物却见书的境界。读人，也静
静地读，读出真性、真情、真义。

必考名著读后感篇九

在这个寒假里，我阅读了《格列佛游记》这本书。这本书是
英国作家，江奈生·斯威夫特写的.一本富有想象力的书。

作者首先介绍了格列佛从小就爱上了航海生活。他长大后接
到了航海的邀请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第一次航海中，
就不幸地遇到了风暴，他独自一人漂流到了小人国上，在那
里的居民看来，他就是一个巨人。最后他得到小人国国王的
批准后，得到自由，准备继续航海。

第二次航海中，格列佛又被风暴吹到了大人国上，他在巨人
的眼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家伙，后来认识了一个善良
而又心灵手巧的小姑娘，每天都要给格列佛打扫他的小房子，
还要给格列佛缝制衣服，最后又在海上漂流，被一位船长获
救的故事。

我最喜欢看的他在小人国屡建奇功的故事了。格列佛帮助小
人国打败了不来夫斯古岛，让小人国与不来夫斯古岛和好了。
那一张真是太精彩了，百看不厌啊！

这本书以寓言的形式，讽刺了当时英国的时政，世道，人性。

我希望人们可以多看书，可以让人增加学问，懂得道理，让



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