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 读后感的写法(大
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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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
起来看看吧。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篇一

感要多读要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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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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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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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写读后感首先要读懂原
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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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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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
人从不一样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受
到不一样的启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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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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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研究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原因，就能够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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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作品不能用很多篇幅复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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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选择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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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联系自我的实际情
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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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作文课中，除了写”读后感“外，教师还会要求
同学们在看完一部电影，电视片或参完某一展览后写”观后
感"，观后感的写法与读后感是一样的，只需在第一部分简述
所观的资料，然后引出观点，展开论述就能够了。

写景、物的读后感应当怎样写

(1)简述原文有关资料。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资料概要。写这部分资料是为了交代
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必须要突
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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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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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摆事实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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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能够是某种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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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5)简要地说明原文有关资料，重写有感，不要重点介绍，偏
离主题。

文档为doc格式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篇二

引――简要引述原文内容，尤其是要对材料中自己感触最深
的内容做简要介绍。

议――就原文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写作特点
等谈感受，要集中力量谈自己感触最深，能有话可说的某个
方面来写。

联――联系自身和社会实际做深入的议论，避免就事论事，
泛泛而谈，更宜避免牵强附会。

结――总结全文。

以上四部分中，“议”和“联”是重点，是核心；而引和结
为次要部分，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橄榄型”结构。

注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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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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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

读后抄――大量摘录引用材料中的原话。

脱离材料――没有“读”的内容或者不能恰当引用材料作
为“感”的佐证

读书笔记，是指人们在阅读书籍或文章时，遇到值得记录的.
东西和自己的心得、体会，随时随地把它写下来的一种文体。
古人有条著名的读书治学经验，叫做读书要做到：眼到、口
到、心到、手到。这“手到”就是读书笔记。读完一篇文章
或一本书后，应根据不同情况，写好读书笔记。读书笔记不
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只是人们读书时为了能够更好地记住
并使用所读的内容所作的笔记，勤写读书笔记，可以提高读
书的效果，克服边读边忘的毛病，避免重蹈熊瞎子掰苞米的
覆辙。常用的形式有：

（一）提纲式。以记住书的主要内容为目的。通过编写内容
提纲，明确主要和次要的内容。

（二）摘录式。主要是为了积累词汇、句子。可以摘录优美
的词语，精彩的句子、段落、供日后熟读、背诵和运用。

（三）仿写式。为了能做到学以致用，可模仿



所摘录的精彩句子，段落进行仿写，达到学会运用。

（四）评论式。主要是对读物中的人物、事件加以评论，以
肯定其思想艺术价值如何。可分为书名、主要内容、评论意
见。

（五）心得式。为了记下自己感受最深的内容，记下读了什
么书，书中哪些内容自己教育最深，联系实际写出自己的感
受。即随感。

广义地讲，读后感也是心得笔记之一，但人们一般都把读后
感独立地提出来讲解和练习。

（六）存疑式。主要是记录读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边读边
记，以后再分别进行询问请教，达到弄懂的目的。

（七）简缩式。为了记住故事梗概、读了一篇较长文章后，
可抓住主要内容，把它缩写成短文。

两者关系

读书笔记主要是对文章的语言表达等从语言艺术方面进行概
括，读后感是你看完了这个文章，对文章内容的看法等。

两者都有对文章的内容发表感慨，只是多少的问题。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篇三

感要多读要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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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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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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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写读后感首先要读懂原
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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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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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
人从不一样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受
到不一样的启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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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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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研究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原因，就能够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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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作品不能用很多篇幅复述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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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选择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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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联系自我的实际情
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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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作文课中，除了写”读后感“外，教师还会要求
同学们在看完一部电影，电视片或参完某一展览后写”观后
感"，观后感的写法与读后感是一样的，只需在第一部分简述
所观的资料，然后引出观点，展开论述就能够了。

写景、物的读后感应当怎样写

(1)简述原文有关资料。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资料概要。写这部分资料是为了交代



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必须要突
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
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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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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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摆事实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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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能够是某种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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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5)简要地说明原文有关资料，重写有感，不要重点介绍，偏
离主题。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篇四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也能
够叫做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写作研
究的文体之一。简单说就是看完书后的感触。

所谓“感”，能够是从书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
能够是受书中的资料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能够是因读



书而引起的决心和梦想，也能够是因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
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讽刺。读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
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一样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
须是在读后的基础上发感想。要写好有体验、有见解、有感
情、有新意的读后感，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读好原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如果是走马观花地读，囫囵吞枣地读，可能连原作
讲的什么都没有了解，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
不深。仅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果要读
的是议论文，要弄清它的论点(见解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
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受到哪些启发，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
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就要弄清它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
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作品
涉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弄清楚作品经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
物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
者什么思想感情，作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
感动等等。

其次，排好感点

只要认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能够写成读后感的方面很多。
如对原文中心感受得深能够写成读后感，对原作其他资料感
受得深也能够写成读后感，对个别句子有感受也能够写成读
后感。总之，只要是原作品的资料，只要你对它有感受，都
能够写成读后感，你需要把你所明白的都表示出来，这样才
能写好读后感。

第三、选准感点

一篇文章，能够找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
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之后便是对这些众多的



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我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
对性最强、自我写来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
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

第四、叙述要简

第五，联想要注意形式

联想的形式有相同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同性)、相反
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反性)、相关联想(联想的事物之
间具有相关性)、相承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承性)、相
似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等多种。写读后感尤其
要注意相同联想与相似联想这两种联想形式的运用。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篇五

读后感的突出特点即“读”是“感”的基础，“感”
是“读”的结果，“感”因“读”而来，所以首先得
在“读”上下功夫。第一步就要认真阅读原文，力求融会贯
通地掌握文章的思想内容，乃至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特点。一
般说来，我们可以从读懂词句了解内容入手，进而理解文章
的难点、疑点，掌握文章的中心，理清文章的思路。同时，
还可以把文中的内容同历史的经验、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的实
际联系起来，认真思索广泛联想。这样，读书的感受才会丰
富，才会深入具体，从而为写好读后感打下坚实的基础。

切记：认真、仔细地读是写好读后感的前提！

读后感写作的一般结构是：引――议――联――结

所谓“引”，就是要从原文中引述材料，引出自己的感受来
源。“读是感”的基础，写“感”不能离开原文的内容，更



不能从头至尾没有对原文的简要介绍。如果不这样
做，“读”和“感”就脱节了，“感”便成了无源之水。是
不正确的。把原文中你觉得很好、很受感动的地方，你感受
最深的那件事，引述到文中来。可以直接摘抄原文的重点语
句，然后写感想；也可以间接叙述原文内容，点出感想是从
何处产生的。总之，一定要交代清楚“感”的由来。但要记
住：“感”是文章主体，因此行文过程中内容安排上要注
意“读”和“感”的比例。课文内容引用不要太长、太细，
否则会喧宾夺主。很多同学只有“读”而无“感”，照抄原
文，以引述代替感想的写法成了对书的内容介绍，从而使文
章本末倒置。

所谓“议”，就是要针对原文提出自己的感受。写读后感重
点应落在“感”字上。一定要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出来，还
要写得具体，这样才能让人信服。要抓住体会最深的一两点，
任何一篇文章，读完后受到的触动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加选
择，面面俱到，泛泛的谈，那就根本什么也说不清楚，所以
要选择自己体会最深刻、有独到见解的感受来写。千万不
能“感”到哪里就写到哪里。那么如何选择感受的角度呢？
注意以下两点：

1、选择你能发掘出深度的角度来写，不可勉为其难。

2、感受点要有新意，切忌千人一面，所以写作时要全面透彻
地理解文章实质，紧扣原文中心同时从不同角度去想，就会
有不同的感受和启发。例如：《孙权劝学》一课，我们可以
从吕蒙接受别人的意见角度来写，也可以从孙权善于劝说引
导来谈，也可从学习的内因外因、鲁肃重学识等角度来写。

5、读后感应力求入情入理、新鲜、活泼。有些同学写读后感
或是板着面孔议论一番，或是痛心疾首自责一番，前者往往
流于枯燥，后者则不大自然。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言
必由衷”，“情动于中而发于辞”，只有深受启发，确有所
得，才能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所谓“联”就是联系，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原文进行材料
分析、评论；二是要针对自己的感受联系实际生活，这是很
重要的一步。

对原文进行材料分析评论要略写但却不要不写，与实际生活
的联系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联系实际才能使文章有可读性、
有价值。由原文推而广之，使原文的内容得到充分发挥，同
时自己对原文的体会也会更深刻。可以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
工作实际、社会实际、现实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实际，这一点
是读后感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界限。
当然，联系实际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去联系，而也必须如写议
论文那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有的放矢，决不能泛
泛而谈，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要自然，要和情和理。

联系实际要注意以下几点：

（1）、联系自己个人生活，不要写成自己某项成绩的汇报，
也不要写成检讨书。

（2）、联系社会生活实际，一定要实事求是，注意分寸，不
说假话、大话、空话、。这样才能不空洞，才能言中有物，
深中肯綮。

（3）、联系实际时还要力争情理真切。情真才能感人；理切
才有力量。切不可言不由衷，胡编乱造。

（4）联系实际时，联想要丰富。多关心国家大事、社会热点、
各个领域的突出表现的人和事，多选择新近发生的新人新事，
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

所谓“结”就是结尾，总结全文，重申自己的观点，要求简
洁有力。

总之，，写好一篇读后感无论怎样都不能只有引述没有感想，



也不能人云亦云的重复别人的观点，应从文中提炼出新观点，
结合现实生活，从新的角度写出内容较为深刻、又颇具新意
的读后感。

[范文评析一]

读《简爱》有感

公元1846年，在英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座牧师住
宅二楼的窗前，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相貌平常的姑娘。在窗
外，是一片了无微型机的墓地，墓地尽头是一望无际的长满
石楠的荒原。窗前的姑娘正在奋笔疾书，用她的悲苦和怨愤、
激情和想象，构建着一个既是内心也是外界、既是微观也是
宏观的独特世界，叙述着一个朴实无华、真实感人的故事，
塑造着一个生而不幸、历尽艰辛、敢于奋力抗争和顽强追求
的少女。这位姑娘就是夏洛蒂・勃朗特。

所有的本文经典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简爱》。暑假这
几日无聊，便又拿出来仔细读了一遍，算是重温。

很多的偶然，组成了人生的必然。人如浮萍般，随波逐流。
若说有内在的连贯性，那也只是人内在的修养喜好，对人生
的态度、性格等等与外在客观环境不断磨合的本真。那是人
之成为人的内存的决定，也是人性光辉的所在，是平凡里的
闪光点。

在课堂上，教师总会教育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
人生可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大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却又是如此
的简单―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但是，有没有人这么想过，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着无数的困难和无数的岔路口，
面对这些岔路口，每一个人都得做出自己的选择，当你选择
一个的'同时，又刚好错过了另一个，甚至是无数个，任何人
对未来是未知的，所以，你只能保证自己的选择是适合自己
的，却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完美的。生命历程的选择其实是无



所谓的，因为怎么走都是一生。所以，《简爱》吸引我的不
是简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而是她在历经生命的过程中熠熠灼
目的人格魅力。

对正义的执着，含着坚韧的倔强，这是简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对于朋友与亲人，尤其是爱情，一种含蓄的热烈，执着而不
偏执的温和，把更多人性的关怀和对生命的热爱融入爱的体
验中，这是简对善良和爱的理解。我庆幸简遇到的罗彻斯特
是言行刻板却不失淳朴之人，否则，他们的爱情肯定走样，
这仅仅是我的见解。

简・爱这个孤苦伶仃、无财无貌的小人物，依靠自己的艰苦
奋斗，终于克服了贫穷、苦难、习俗、荣辱、金钱、“神
恩”等等阻碍，追求到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文章最后，
简爱已从一个弱者变成了强者，已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
和经过自责忏悔的罗彻斯特，在心灵上已经完全平等。在财
力上，特别是体力上，双方的强弱地位已经发生互换，笼中
鹰得请麻雀觅食，现在那个大男人得依靠这个小女人了，这
也是作者对男女平权的一种愿望和奢求。显而易见，这决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团圆，这是艰苦奋斗、顽强追求的结果，
也是人性取得胜利的果实。读完之后，我感到了一种心灵上
的满足。

想来此类经典的小说，像《安娜卡列尼娜》，像《德伯家的
苔丝》，让后世所缅怀的，感动的，除了故事本身，突出的
都是人性的光辉。那是对爱的执着追求，对生命的热爱，对
生活美好的憧憬和实践，而这些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
也最容易忽视的。

我愿意像简・爱那样生活着。

[点评]：写读后感，首先要真正读懂原作，才能真正有所感。
作者先说为什么“最喜欢的就是《简爱》。”，这后引
发“感慨满腹”。作者的感慨缘于小说中人物，他们的性格



和命运，更由这些引发了作者的思考而作了一系列“假设”，
之后又不囿于原作而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贯通，作品中人性
的光辉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之途。全文所“感”真切自然而内
容层次丰富，而且有现实的针对性，“那是对爱的执着追求，
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和实践，而这些也正是我
们这个时代最缺乏也最容易忽视的”。从而更增强了文章的
感染力。

[范文评析二]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阅读让我飞翔

5岁时，爸爸送我一本连环画《西游记》。这是我独立阅读的
第一本书，从此我便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