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实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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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一

《寄小读者》读后感：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读后感，作者通
过用简洁的语言叙述《寄小读者》的故事，告诉大家浓厚的
母子情。然后，作者又运用几个典型的事例将本文主旨升华
了，文章最后告诉我们要感恩母爱。

《昆虫记》读后感：本文将阅读《昆虫记》的内容与现实生
活相结合，感受深刻，“为人间留下一座富含知识、趣味、
美感和思想的散文宝藏。它行文生动活泼，语调轻松诙谐，
充满了盎然的情趣”，有感染力。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这篇读后感先是简单介绍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内容，然后将作者从《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中获得的启迪娓娓述之笔端，饱含了对海伦凯勒的
坚强、奋斗、乐观与勇气的肯定和敬佩，也表达了作者要以
微笑面对厄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的决心。

《陶行知》读后感：这篇读后感作者联系故事，体会到“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文章更高明之处在于作者以自己独特
的视角，感悟到更崇高伟大旳师爱。采用“引——议——
联——结”的结构模式，思路清晰，语言流畅，文采斐然。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这篇读后感写得非常好，作
者先写读完书的总体感受是震撼，然后引用书中震撼自己的
语句，并且一边引一边议，在议的过程将海伦凯勒和自己和



我们一般人进行对比，揭示出这本书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
最后提出希望，结构完整，中心明确，最突出的是文章的语
言，给人启迪，催人警醒。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二

小学生怎样写读后感

读后感，是指看了某篇（部）作品后，根据自己的感想所写
的文章（如果是看了某部影片或戏剧后所写的感想，叫“观
后感”，与“读后感”的性质性同），属议论文的范畴，但
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一般性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
据典型，论证严密；而读后感最突出的特点是“读”
和“感”的紧密结合。

“读”，是指在文章开头交代读了何人何文，有何感发
点；“感”，是在“读”的基础上，通过联想谈自己的感受。
写读后感，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是边述读（交代所读内容）
边发感；二是先述读后发感。《中学生优秀作文评选》（后
简称《中评》）一书中所选四篇读后感，《〈珍惜今天〉读
后感》，采用的是边述读边发感的形式，其余三篇均采用先
述读后发感的形式。原则上讲，先述读后发感的形式比较好
把握，适合初学写读后感的同学选用。要写好读后感，除掌
握以上基本的文体知识外，还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写作步骤：

第一，要研读原文。只有研读好原文，才能对原文的内容主
旨有较深刻、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才能从中有所感悟。这是
写好读后感的基础。例《中评》一书中《读〈高尚的白杨树〉
有感》一文，作者正是研读了《高尚的白杨树》这篇文章才
抓住和理解了“文中阐明了为什么每行排头和排尾的白杨树
比中间靠紧排列的白杨树都矮一些的道理”，进而悟出
了“处在同样环境和同样条件里，必须加强竞争意识，积极
奋进，努力向上，才能取得超越同类的成绩和收获”的感发
点，这就为写好这篇读后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确立感发点。既是文章的理论基础或中心论点，又是
写文章的“入手处”，千万马虎不得。选好了这一“入手
处”，文章写起来就会象打开闸门的水，一泻而出，使文章
一气呵成，前后贯通。不仅感动自己，也能感动别人。否则，
会在文章一开头就给自己人为地设立障碍，使文章不能顺畅
表达。一篇文，一本书，一部影视片，一出戏剧，内容有简
有繁，线索有多有少，人物有主有次，观点有深有浅，写读
后感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么，怎样确立感发点呢？方法很简
单。我们研读某篇作品后，必然会受到启发，有所感悟，而
我们受启发最大、感悟最深的那一点（或几点），就可以确
立为“感发点”。例如：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感发点往往
是人物最突出的精神、品德等特点、最有价值的言论行动。例
《中评》一书中《不忘国耻，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而奋
斗……电影〈七.七卢沟桥事变〉观后感》这篇文章，我军将士
“奋起反击，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精神，就是从人物上
所确立的感发点。写事为主的记叙文，感发点往往是事件中
所包含的意义、所反映的某种问题或普遍性的规律。议论文
的感发点，一般是文章的中心论点或分论点。《中评》一书中
《主旋律----读高尔基一段话的中心作为感发点的。其他文
体感发点的确立的与此大同小异，不一一赘述。

第三，述读与发感。述读，包括所读文章的出处、篇名及作
者的交代，用简洁的话概括有关文章内容和总体感受，也可
提出明确的感发点，也有开头交代一下所读作品写作背景的。
目的是使读者明白这篇读后感的`由来，要发什么感。这些交
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让读者不明白你的“感”由何
而发。《中评》一书所选的四篇读（观）后感，在这点上处
理的很好。而《主旋律-----读高尔基的一段话有感》在这一
点处理的很好。而《主旋律----读高尔基的一段话有感》一
文，尽管文章的主体部分阐述的道理很深刻，但开头没有必
要的述读，是一点缺陷。发感，是在述读和感发点的基础上，
展开联想与引申，联系实际进行发挥，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联想与引申的原则是，要围绕感发点，要与原文材料有密切
的联系。对联系的内容和实际还要进行必要的分析、议论或



抒情，这样“感”才会深刻。这也是展开读后感主体部分最
主要的方法。例《中评》一书中《读〈高尚的白杨树〉有感》
一文，作者联想到校园学习有竞争、民族国家之间有竞争等。
充实了文章的主体内容，扩大了文章的含量，使所“感”深
刻而有说服力。另外，在论证感发点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两
种论据紧密结合起来，一是所读原文的材料，二是从现实中
联想引申到的材料，缺一不可，而且应自然融和。

第四、读后感的结尾，结尾可概括中心，总结全文，或提出
问题，发表看法，发人深思。“文无定则”。内容决定形式。
根据不同类型的读后感可采用不同的结尾形式。

第五、写读后感常见的毛病。

1、述读原文多，“无感或感少”，喧宾夺主。有的同学写读
后感，主体部分完全是复述原文的情节，或加进几句不痛不
痒的评述。这些都违反读后的最基本要求。

2、平述原文多，无“感”而发，牵强附会。这类文章混淆了
读后感与文学评论的界限，把无关紧要的内容勉强地扯在一
起。也是有些同学最易犯的一个毛病。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三

长大，还是不长大?这永远是一个问题。我们绝对相信科学，
长大是必然的。时间会流逝，年龄会增长，你一定会一天天
长大。长大，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作业、补习班。下课
变得越来越晚。负担也越来越重。不过暑假里，我读了一本
名为《我不想不想长大》的书，里面故事情节丰富多彩，让
我知道了，长大，并不可怕。

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男孩扇贝喜欢小动物，他养了很多小动物：
小鸟、小兔子，可一个个小动物都离开了扇贝，为了弥补心
灵的空缺，蒜泥妈妈给扇贝买了一只小猪――荷包蛋。荷包



蛋的`出现让扇贝有了新的理想：吃好一点，睡好一点，每天
都开心一点。可小猪荷包蛋却越长越大，扇贝想尽办法帮它
减肥，结果都失败了，慢慢的，家也开始乘不下荷包蛋了，
最后，妈妈执意要将荷包蛋送走，荷包蛋在草头表姨家受尽
了苦。扇贝也在长大和好朋友荷包蛋的离去把他折磨得痛苦
不堪。最后他带着荷包蛋出走了。也最终找到了荷包蛋的理
想家园。扇贝渐渐的不再害怕长大了，因为每个小动物都有
一颗纯洁的灵魂。对于小动物来说，长大就是竭尽全力活下
去!所以只要坚强、努力、竭尽全力了，就不再害怕什么，也
不再害怕长大了。

只要竭尽全力，迎来的就是开心的笑脸。所以，长大，并不
可怕!让我们加油勇敢迎接崭新的明天!

观后感

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
的启示写成的文章。所谓“感”，可以是从作品中领悟出来
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作品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
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观看而激发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
因观看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

观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
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观看后的基础上发感想。
要写好有体验、有见解、有感情、有新意的观后感，必须注
意以下几点：

要将重点放在一个“感”字上

不少同学开始写观后感，往往将“观”的内容写得很长，总
爱把故事情节从头到尾加以介绍，生怕读者不知其内容，而
发表“感”的文字却很少，如一个同学在写《一个独生女的
故事》观后感时，先将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先写
张鸣鸣如何品学兼优，再写张鸣鸣的父亲突然去世，()母亲



因承受不了这一打击而重病缠身；接着写张鸣鸣从自己学梳
头开始，怎样担负起繁重的家务，接受一个个严酷的考验，
然后写她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天天长大。最后结尾时才写到：
我要向张鸣鸣学习，不被困难所屈服，从小要学做自己能做
的事。

针对这样一篇结构的观后感，我首先肯定他看得很认真，记
住了影片的情节，但从观后感的文体要求上看，是不合格的。
因全文只有最后一句“感”，虽然这句“感”的内容贴切，
但文章没抓住“感”这个重点，写偏了，好像一篇电影内容
简介。

我强调学生应以“感”为主，从文字上看，“感”的内容大
约占影片主要内容的四、五倍。文中适当引用影片内容，是为
“感”服务的。因此，引用电影内容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具
体叙述，更不要什么细致的描写。

“感”是重点，不等于离开“观”

有的同学写观后感，只是在开头提一下“观了某部影片后，
大有启发”等字样，以后就脱离了原片，说上一通自己的感
想，牛头不对马嘴，无实际意义。要让“观”和“感”相吻
合。

如观了《火烧圆明园》，有的同学“感”与“观”内在联系
不紧，有的根本无联系，他们写了一下影片内容后，就写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抓不住影
片的主题思想。

有个同学在题为《落后就要挨打》一文的结尾时这样写到：
影片中那几根石柱至今还挺立在圆明园的废墟上，仿佛在警
示人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作为新中国的接班人，一定
要学好本领，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在这段结尾中，作者再次将“观”到的“几根石柱”抓住，



发表“落后就要挨打”的“感”，使文章全文一体，
使“感”发于“观”、“观”服务于“感”。

要联系实际而“感”

要写好“感”就该联系实际，深入发挥，把自己的“感”写
深、写透。这里的实际，不是单指自我实际，还包括他人实
际，社会实际。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四

它曾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它曾获第九届冰心儿童图书奖大
奖；它曾获第四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它就
是——《草房子》。

桑桑得鼠仓，桑乔带着他到处寻医的部分，最让我感动。

桑桑的脖子上突然发起一个隆起的肿块，脖子像被针扎一样，
嘴唇颤动着。第二天桑乔带着桑桑去镇上的医院，可医生看
不出这是什么病。桑乔又带桑桑去了三家城里的医院，可每
一家都无法诊出这是什么病？桑乔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天黑
了，父子俩住进一家小旅馆，桑乔带着桑桑去逛大街，给他
买了烀藕。回到旅馆，桑桑父子俩便一起上床睡觉了。第二
天桑乔带桑桑回家了，可桑乔没有放弃，买来各种偏方，到
处寻医，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说高德邦可以治好。桑乔认为桑
桑有救了，可不幸的是高德帮去世了。这时，一个外地郎中
告诉他有个人可以治。他们父子俩便跑了老远的路，终于桑
桑得的只是鼠疮，过几天便好了，桑乔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我发现了，人生中很多的闪光点，
如果你发现不了自己的优点，那么就难以取得成就。同时也
要学会宽容大度，欣赏别人，要学会为别人喝彩。他永远是
一本我值得珍藏的书。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五

感的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要不感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部分就是要把感受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感受落到实
处。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同书报电影电视剧感动
自己的人或事比较，找出差别，提出改进的方法或建议。这
其实就是议论文的结论部分。

介绍主要内容时只要把文章的起因、经过、结果叙述清楚，
抓住文章所说明的道理来介绍就可以了。但在写感受时，就
应该针对文章所说明的道理写出自己在生活中碰到的实例；
也可以针对文章的一句或几句重点的话来写自己的感受；还
可以根据文章中某些含义深刻的'句子，来写出自己的想法。
建议大家写读后感时可以尽量用上一些名人名言、谚语、成
语或名人成功的经历，这样会使你的文章内容更丰富，更具
说服力。要结合自己的感想，事情（最好是自己和他人的各
一件）再加联想。

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问题：有些同学选的文章不适合写
读后感，读完后因为没有太多的感受可写，为了凑字数就把
内容介绍得非常详细。因此，事先一定要先选好文章。

读后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如果给它归类的话，大体应
分在议论文中。对于小学生来说，议论文太难了不必撑握，
读后感比议论文要简单的多。读后感就是在你读了一本书或
一篇文章后，写出你的感受来。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六

《活着》是我读过的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本小说，朴实无
华的词藻，让人读起来丝毫不费脑力。小说叙述了主人公富
贵家里四代人的生死，向我们阐述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近日，我重拾《活着》这本书，读完之后我对生命、对生活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主人公富贵一生可谓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家道没落，
死里逃生，亲人相继离世，最后只剩自己孤苦伶仃和老黄牛
相伴，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富贵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鞭笞着他一次又一次成长，从一个放荡不
羁的公子哥历经磨难，最终成长为一位看透人生的哲学家。

余华笔下的富贵所经历的一切灾难，在现实生活中来说发生
的几率很小，却偏偏都在富贵身上发生了。一次次亲人离世
的沉重打击，让他痛不欲生，也让他更加珍惜与活着的人的
相处。无论是面对物质上的匮乏还是精神上的打击，他从未
真正的倒下，从未被生活打败。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他告
诉自己这是命运在和他开玩笑，擦汗眼泪，继续前行。他那
可叹可赞不屈不饶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也许，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身边亲人都离他而去，
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富贵就用他的一生告诉了我们活
着的意义：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
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七

今天我读了《愚公移山》这则成语故事，读完将来我有不少
启发。

从前，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名叫“愚公”，两座大山妨
碍了愚公和全家人的出行，于是，愚公和全家人决定把这两
座大山铲平，开出一条平展的小路来。这件事情被一个
叫“智叟”的老头知晓了，他劝愚公说：“你都这么大年龄
了，还能搬运多少泥土，我看你什么时间能铲平啊！”愚公
回答说：“我挖不了，还有儿子，儿子挖不了，还有孙子，
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如何会挖不完呢？”愚公的这句话感
动了上天，上天派两个天神把这两座山搬走了。从此，这里
的交通便利了，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家将来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份坚持，永不放弃，不怕困难，
假如认准一件事，不管遇见多大的困难，都要坚持下去，由
于胜利的曙光或许就在不远处。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八

《宽容》是《心灵是棵会开花的树》这本书的一篇小短文，
我看完后，懂得了宽容，宽容是人们心中不可缺少的美德。

故事讲得是作者在五六岁时发生的一件难忘的事：我和弄堂
的一个小男孩发生了争执，小男孩用砖头打破了我的头，然
后我有了报仇计划，最后在父亲的劝说下我原谅了他，还和
他成了好朋友的事。

在我的生活中，也发生过一件难忘的事。那是在我上一年级，
有一天早上我们到做早操的时候，大家陆续从班级里走出来，
我也一样，我刚下楼，这时一位五六年级的大姐姐向我扑来，
我紧闭着眼睛喊了一声啊！结果我被大姐姐撞倒在地，当我
睁开眼睛时，大姐姐已经不见了。

顿时我疼得哇哇哭，我的班主任老师连忙跑过来把我扶起来，
而且还把我背到办公室一心一意的帮我涂起了药水，还帮我
把脚包扎了一下，并且对我说：这是很严重的扭伤，放学后
让你的父母带到医院看看，你看，这都肿的像个包子了！我
听见后觉得老师好像我的妈妈，那种温柔，亲切感，使我陶
醉在了这个情景里，可是我的脚一落地，啊，那叫一个疼啊！
那种美好的情景瞬间消失了。

至今我还不知道那次撞伤我的大姐姐是谁，但我心里已经原
谅她了，我知道她肯定是不小心才会把我撞伤的吧！都完这
本书，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看来，宽容真的是一种很
好的美德呢！

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一定



要用一颗宽容的心去面对一切。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九

每一个看生活的人，看的都是我们的生活—————这句话
在高中的时候看到的，感到特别的震惊，当时还处于懵懵懂
懂的时候，没办法领会到这句话的真的意思。反观目前虽然
十多年都过去了，再看还是一样的感慨万千。

心里最感动的时候，是高加林最后放声大哭的时候，哭声中
有对刘巧珍的感激，有失去巧珍金子一样的心的懊悔，但更
多的是对生活的无奈。

这部小说，特别是青年，看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发生在自己
身上一样，特别是当几年将来再看一遍，这就是写的年青时
候的事情啊，甜蜜和苦涩的爱情，波折不停的事业，运势的
转折，激荡的生活，几步每个都非常对应，所以路遥大叔也
一定年青的时候有过如此内心的挣扎，才能写出如此被人如
身临其境，代入感这么强的作品。

或许路遥要告诉大家每一个看《生活》的人，其实就是看的
都是我们的生活，自己年青的岁月。

小学生写读后感指导及篇十

家里是一片喧闹声，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洗漱完后，就自己
把门一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便拿出语文书，
翻来覆去，看见一个《乌塔》的课文，我就默默的读起这一
篇课文来。

讲的是一位14岁的小姑娘到处旅行，意大利、米兰、佛罗伦
萨，还要去希腊。讲了许多十分的能干，因为在旅馆认识乌
塔的，她对我说：“出门时一定要带好矿泉水，别的都太贵
了，要在超市买”，讲了乌塔十分自立，胆子非常大，能够



自己一人旅行，不怕艰难；也十分勇敢，而乌塔还很有主见，
她喜欢有雕刻的房子，她妈妈喜欢歌会和漂亮的裙子，她爸
爸喜欢博物馆，像我们这种小孩，都没有主见，不敢提要求。
乌塔也十分的热情，她问我是哪里人，会不会说德语。我说：
“是的，我会。”乌塔热情的介绍了她自己，还给了我糖。
她很孝顺，每次外出旅游，都不忘记给家人买礼物。一天晚
上，她把她给妈妈买的皮包，给爸爸买的烟斗，还有给弟弟
买的帽子都拿出来，给他们，所有的旅行费也都是自己的。

我告诉她中国的孩子是家里的宝贝，不能独自出去旅行。而
乌塔抢了我的话，说：“我也是家里的宝贝，爱孩子，就不
能让她们单独出门吗？”。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我也要
像乌塔那样能干、自立、主见和慎独的生活习惯。

看着，想着，我渐渐的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