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格式(优秀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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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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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格式篇一

根据下面的材料，自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谝不少于800
字的议论文。

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气机车，当
时有人驾着一国辆马车和它赛跑。新生的火车丑陋笨重。走
得很慢，漂亮的马车骄傲地跑在彰面。而且火车由于没装弹
簧，把路基都震坏了。

然而斯蒂芬逊并没因比赛失败而灰心，他不断改进机车，坚
信火车具有马车所无法媲美的前途。100多年过去了，马车仍
按原来的速度转动着轮子，而火车却在飞速前进，高速火车
每小时可达200公里，试验性火车的速度更为惊人。

这道题，要求就此写一则读后感，如何才能掌握读后感的写
作方式`呢?下面分析一篇文章，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很多人喜欢孩子，但孩子却不喜欢很多人。

故事里面住着一个明媚的小孩子，会肆意散发温暖的小孩子。

给孩子的书，往往是可以震撼大人的，给孩子的书，往往就
是最最纯真的。有烟卷的香味，但那只是爷爷包裹爱的味道;
有男生女生在一起奔跑的镜头，但那只是孩子们建筑的.友谊
城堡;有巫婆一样的女人的唾沫横飞，但那只是称托幸福的一



种表述。可以抛开所有繁琐的事情，安静地去品位一本写给
孩子的书。

主人公小海蒂用她稚嫩善良的童心改变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让性情古怪孤僻的爷爷变得温顺起来，让不会走路的多多
拉站起来，甚至她可以让捣蛋的小山羊变得乖巧，她得善良
渗透进了每个遇见她的人的心里。最澄澈的瞳眸中隐匿着她
对爱地理解。

故事里的主人公似乎永远长不大，读故事的人却已渐渐长大。
推敲人性的善恶，灵魂深处的觉悟，也许改变一个人不能靠
书架上某本蒙了灰的人生励志书，不能靠陈旧深奥的语句感
染你，也许你身边一个看似渺小的人物对你诚挚的爱就能改
变你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

大人都是由小孩转变过来的，可是他们却不成熟地称自己为
大人，做不成熟的事情，说不成熟的话，带上一张虚伪的面
具说自己是大人。而小孩却能感知到自己的幼稚，所以他们
喜欢叫自己小孩子，他们很认真地做着那些善良的却看似愚
蠢的事，他们会问很天真的问题却又是自称万能的大人答不
上来的问题。

小海蒂或许就是孩子的代表，她表现了孩子身上所具有的一
切品质，一样的会搞恶作剧，一样地会问大人你为什么要骗
我，一样地喜欢躺在绿意蓬勃的草地上留恋花儿华丽馥郁的
馨香。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快乐。

学校往往成为了孩子们转变对世界遐想的端点，繁杂的作业
任务会束缚孩子们，把他们跳跃着的细胞统统禁锢起来。什
么时候想象中的公主变了样，什么时候老师说人不能活的太
童话。什么时候，童年已经被偷偷地埋葬，路过旋转木马的
时候发现，呀，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天真的孩子。耳机里一遍一遍播放着



这首歌。寂寞的声线，在音符中宣泄。我们都是好孩子，最
最善良的孩子，你们听见了吗。也许吧，人的一生如果缺少
了刀爱，缺少了束缚就会变的慵懒颓废。孩子，这个名词永
远属于那些纯真善良的人类。

世界很美，孩子里面有很多美好的人类。

《海蒂》这本书我读了很多遍，发现每一次品味都会有不一
样的感觉，从童年的喜悦到青春的淡淡忧伤，但有一种感觉
却一直没有变，那种感觉叫幸福。

做个最幸福的小孩子，认真的学习，用想象力让作业变成一
种文字的舞蹈，因为要相信，这个世界将一直如此美好。

读后感格式篇二

一、引--围绕感点，引述材料。读后感重在“感”，而这
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是“感”的落脚
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
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录“引”发“感”的
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不管采用哪种方式
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二、议--分析材料，提练感点。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
“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
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
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
自己的感点。

三、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
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
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
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



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
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
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
“联”与“引”“藕”断而“丝”连。

四、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
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
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
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时地回扣“读”的内容，
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放松。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
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
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

我不得不感谢续者高鄂，尽管他在很多方面跟不上曹雪芹的
思想，但他至少让黛玉死了，管她登仙还是辞世，至少她别
了宝玉，很好很好。

不是说我天生残忍喜欢看别人的悲剧，但是，不是有句话说
吗？塞翁失马，焉之非福？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封建少
女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
福。当她在地下安静的沉眠时，看着宝玉仍在凡世寻找出路，
不得不说，她还是幸福的。

或许两个人都是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天生就不该相遇，因为
生活不是浪漫，生活会将浪漫消磨得一干二净，最终，红玫
瑰变成了墙上的蚊子血，白玫瑰成了胸口粘着的白米饭。所
以，就让浪漫在最美的'时候画上句号，在彼此的心中，留下
幸福的回忆。

可是也许你会说，黛玉死的很悲惨，一点也不浪漫，关于这
点，我是不赞成高鄂的续书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非此，也
许黛玉确实应该泪尽证前缘，这样不是更好吗？她牵挂着宝



玉，用她全部的热情为这一知己痛哭，怀着深深的思念，这
样的死，何尝不是高贵神圣的，然而高鄂没有这样写，他最
终让黛玉很庸俗的指天愤恨，气极而亡。这不象我们认识的
那个高傲自赏的黛玉，反而象个情场失意的一般女子。

尽管如此，她最终是在贾府垮倒前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否则
以她的脆弱，恐怕受不了那么大的刺激。宝玉是个纨绔子弟，
他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能给予黛玉的其实很少，
谈不上保护与安慰，他自己尚且是需要别人保护的弱者，所
以在他身边，黛玉是得不到幸福的。

所以能带着回忆离开他，是一种幸福。宝玉自己能给予黛玉
的只是几句好话，他连痴情都谈不上，看看宝钗的下场，不
得不说黛玉是幸福的，当然有人说宝钗需要的只是宝二奶奶
的宝座，她并不在乎宝玉，是这样吗？难道有一个天生喜欢
孤独的女子吗，不管怎么说，寂寞的独守空房总是悲惨的。
何况所谓宝二奶奶的宝座她是不是坐上了还是个问题。

我一直疑心宝玉并不是因为黛玉而离开贾府的，否则他不会
娶宝钗。他最终的出世是因为他的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
化，他的象牙塔坍塌了，他终于明白他的斗争，他的思想其
实全部是依附着家庭，他的家倒了，他的一切也完了，什么
思想啊，斗争啊，统统没了，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也许是为
了避祸。

可以试想一下，你能想象黛玉洗手下厨做羹汤的场景吗？穿
着破衣烂裙，甚至是要依靠袭人的救济，然后她当然无法再
刻薄人，说闲话，只能独自垂泪，不关爱情，而是生活。当
生活给宝黛的爱情画上巨大的问号时，黛玉能一如既往的爱
着宝玉吗？我想不会，恐怕是要大水狂淹龙王庙的。然后宝
玉最终受不了家庭的压力，还是一走了之，这是很有可能的，
他没有照顾好宝钗，负担不起生活，同样对于黛玉，他也不
过如此。



另一种可能，万一贾府能重整旗鼓，兰桂齐芳，黛玉和宝玉
依旧过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多少年以后，宝玉也许会突然发
现黛玉皱纹满面，然后会发现身边的袭人竟如同当年的赵姨
娘，然后爱情就在岁月中流逝，然后宝玉会回忆那个珠圆玉
润的宝姐姐。

其实爱情就是很短暂的，至少这横刀截断的爱情给了我们很
多美好的幻想和期待，就象杰克之于罗丝，他是她生命中最
美的回忆，却不是唯一。

读后感格式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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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要简述原文有关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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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要亮明基本观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
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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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读后感只能有一个
观点。

三是要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点服务。



四是要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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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格式篇四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读后感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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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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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格式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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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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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格式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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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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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西游记》有感

儿时的经典读物——《西游记》是我读的第一本书。它那扣
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的人物刻画，无不吸引着我。
孙悟空勇敢、忠诚、威力无穷，也使我对他充满了仰慕之情，
他也成为了我儿时的偶像。

不过如今，随着知识阅历的增长，当我重新诵读这部经典时，
又有了些新的想法与疑问。

我想，一方面是体现了佛家道义，佛家的'法力无边、大慈大
悲。另一方面，也正是讽刺了当时政府的风气!讽刺了当时的
官僚制度。唐僧好似皇帝，孙悟空是掌政大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只能就是这个样子了，没有
“升职”的空间。而那些作恶的坐骑们好似社会的恶霸，因
为身后有强大的后台，所以就可以无恶不作，即使是被发现
了其所作所为，照样可以活得很舒坦。我想作者正是借助这
样的比喻，表现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再谈谈悟空的成长史吧，一开始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享天
地之精华，后来又被高人收为弟-子，学习法术，再到后来王
母娘娘的一路扶持，护送唐僧是观音的教诲、众仙家的帮
助……这一切好像都是机缘巧合，促使悟空成为一名英勇、
法理高强的神猴。我想，假如其中这任意一环出了差错，孙
悟空也必然不会像今天这样神气。这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意
思吧我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没有“高人”扶持，



即使再有才，天赋再高,到最后也只不过是归隐山林，过上山
水田园般的生活，为后人留下一些经典诗作罢了，显出自己
的豁达。

另外，基本每次打败敌人，很少靠孙悟空的单打独斗，更多
的是请求仙家们、观音前来相助。难道这只是想说明佛家的
伟大么?只是想说明团结就是力量?显然不是的。我想，作者
更想表达的是当时社会的状态，要想办大事，就必须得有上
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否则门都没有!

《西游记》这部经典，看似只是对故事、人物的描写，却隐
含了如此深刻的社会意义，或许我的理解有所偏差，但我相
信，这部经典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所挖掘、学习的东西。

读后感格式篇七

有一本书，很多人给他的定义都是适合男性的读物，这本书
讲的是狼，有关狼的一切，它的生活习性，秉性，生存之道，
成王之道。

这本书说是讲狼，其实也是以狼来带入人类，民间有一句成语
“狼心狗肺”说的是人不懂得回报，做事不讲人情。但是事
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狼这种生物
是在动物这个领域里面最有感情的一种生物，狼的一生只有
一个配偶，为了家庭，为了家族，他们在危险时刻可以毫不
迟疑的选择牺牲自我，来保全整个家族。

我记得这本书里有写到一件事，是这样说的，“狼十一中不
会向困难低头，字典里没有失败的动物。”在狼群中，每一
位成员都会无条件的支持，协助领袖，在每年都会出现的王
者争霸赛上，失败的一方不会气馁，大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
发展了人另一个家族，不管怎么样，即使这头狼当初是一个



失败者，是一个loser，那他现在都是王者，王者的道路上崎
岖转折一定会比普通人的要多，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长且遥
远，目标高远，弱者之所以被称之为弱者，那是因为他在失
败一次后，被称为loser，就因此一蹶不振，这辈子都扣上失
败者的帽子，自己不思进取，也就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并
且永远都是。

古人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王者，那么，
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一定不必免不了挫折，磨难，坚持的过
去，就能见到你想见到的，做你想做的事，当你成为王者的
那一刻，你之前的失败，之前的种种磨难，都会是你光辉的
一页，人生中的光彩的一页，不可缺少，这段时间的回忆，
将会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读了沈石溪写的《睡蟒边的雪兔》，我受益匪浅。

羊怕狼，狼怕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这是大自然的规
律，雪兔也不例外——它们惧怕蟒蛇。在动物园里，被放进
装有蟒蛇笼子里的雪兔，大都吓得浑身瘫软，直接成为蟒蛇
的美食。可偏偏有那么一只大耳朵雪兔，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当它被扔进蟒舍后，很快从惊慌失措中镇定下来，并开始积
极地挖洞。

可它的洞还没挖好，蟒蛇就从睡梦中醒来了，看来大耳朵也
难逃和其它雪兔一样的下场。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黑尾
蟒游向它时，大耳朵雪兔轻轻一跃，黑尾蟒扑了个空。

就这样，它利用自己善于跳跃的特长与黑尾蟒周旋，并在每
次躲过黑尾蟒的袭击后，快速地啃上几口青草来补充体力。
这真是一只聪明的雪兔。在蟒蛇面前，雪兔的力量是微弱的，
这分明是以卵击石!正当我感到绝望时，黑尾蟒却败下阵来，
它已没有多余的精力与雪兔纠缠，大耳朵胜利啦!这真是一个



奇迹!

原来，这是一只临近分娩的母兔，为了让自己的后代平安出
世，它战胜了懦弱的天性，拼死一搏。多么伟大、无私的母
爱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这种母爱令我感动，更令我震撼。
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们的力量同样渺小，可我们要像书中
说的那样：鼓起勇气与命运抗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会赢得
转机，闯开一条生路!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书叫《睡蟒边的雪兔》是沈石溪写的，
这本书的故事有很多，我就给你们讲两个听听。

先讲一个“北极熊飘哲的母爱”这个故事讲得是一位名
叫“珍宝”的母熊，产下第二个小熊仔“亮晶晶”工作人员
为了不在让珍宝以血代乳，所以郭大嫂就用人工喂奶来喂养
亮晶晶。导致珍宝不认它这个孩子了，最后亮晶晶掉进水里
珍宝也不去救，亮晶晶被淹死了。这件事告诉我们母爱是伟
大的，但是如果刚出生的小动物被那去人工饲养都会被母亲
抛弃的，就算在生死关头也不去救它的。

最后讲一个“犀牛和犀牛鸟”，这个故事讲的是圆通动物园
有一对黑犀牛整天闷闷不乐每天只有吃完饭才有点精神我们
问了专家，专家说：“只要有犀牛鸟便可”我们买了三十多
只犀牛鸟，我们怕它们飞走了，特意请教专家，专家又
说：“只要那一对犀牛还活着那犀牛鸟就不会跑”犀牛看见
了犀牛鸟就特别的高兴，因为犀牛鸟能帮犀牛赶走犀牛身上
的害虫，所以犀牛和犀牛鸟是分不开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生物是分不开的，列入：犀牛和犀牛
鸟······它们就是分不开的.，任何一样生物失去了，
整个自然界都会不行的，请大家爱护大自然吧!

这段时间里我读了《淘气包埃米尔》这本书，故事的主人公
住在伦纳贝亚小镇里，他有着圆圆的蓝眼睛，红扑扑的圆脸



蛋，卷曲的浅色头发，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他很听话，可是，
现实中，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淘气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淘气包埃米尔。

要说埃米尔做的淘气事那是数不胜数，他在妹妹脸上涂颜色，
把妹妹当国旗升到天上，把自己的爸爸关进茅厕，把猪血扣
在他爸爸头上……等等很多的淘气事，可是埃米尔也很善良，
有一次他捡到只没有父母就要死去的小猪，他就像母亲一样
照顾那只小猪，而且埃米尔还很正义，他帮助长胡子的女士
捉住了横行乡里的盗贼”麻雀“。正因为他有这么多优点，
所以最后他当上了社区委员会主席。

我觉的埃米尔做的许多淘气事，都是出于无意的，他让我明
白了那些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不要太淘气了，要善良，有
一颗温暖的心。

我看过好多书，有《森林报》、《霹雳贝贝》、《淘气包埃
米尔》……不过，最让我爱不释手的还是《淘气包埃米尔》
这本书了。

伦纳贝亚的埃米尔有着一双圆圆的蓝眼睛、红扑扑的小脸蛋，
一头卷曲的浅色头发。当他不调皮地时候显得伶俐乖巧，但
有时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淘气包。

当读到埃米尔淘气得把猪血叩在爸爸的头上，把妹妹当国旗
升到旗杆顶，当女佣丽娜牙疼时，埃米尔把她的牙齿绑在马
尾上拔牙时……我笑的前仰后合，太有趣了!

埃米尔不但淘气，而且很勇敢。那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他的好朋友阿尔弗雷德生了重病，埃米尔居然一个人把阿尔
弗雷德放在马拉爬犁上，自己趴上大马，深一脚浅一脚地驾
着马把他拖向了医院。读到这里，我既感动又担心，要是换
成了我，我肯定没这个胆量，不过最后埃米尔终于成功了。



这就是埃米尔，一个可爱、淘气、机灵、勇敢的男孩。他身
上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去思考和学习。

今天我看了《淘气包埃米尔》，他在巴克胡瓦拍卖会上发生
的故事。

巴克胡瓦拍卖会非常有意思，在这个拍卖会上，人们用最少
的钱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埃米尔也想参加拍卖会，
可口袋里没有钱，他也想要一些。所以在去巴克胡瓦特拍卖
会的必经之路上，设了一道大门，通过那里就得交两厄尔，
或更多。在一小时里埃米尔就挣了五克朗七十四厄尔。

他用这些钱给伊达买了一个天鹅绒盒子，又买了一个面包铲，
还买了一只瘸腿母鸡，又挣了二十五厄尔。还免费得到了一
头牛。你们一定想这二十五厄尔和一头牛哪来的?牛是在爸爸
那里赢来的。二十五厄尔是他买了一个旧的灭火器，在大会
上起了作用，别人用更高的价格买了过去。

看了这个故事，我想：埃米尔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商人
的。因为他有头脑，会想赚钱的好方法。还因为他爱动脑筋，
所以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商人的。

读后感格式篇八

………(题目)

—— 《 》读后感

我这几天看了几本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开头应该都会写)

(“概括你要写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约占全文1/3)



(写出读后的感受 约占全文2/3)

(结尾)

可以变通,

套话也要适量,以提高你这篇文章的思想觉悟和境界

不能只概括没有感受,变成缩写

更不能只感受没概括,让人不知所云

给点分吧,追加的50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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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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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西游记》有感

儿时的经典读物——《西游记》是我读的第一本书。它那扣
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的人物刻画，无不吸引着我。
孙悟空勇敢、忠诚、威力无穷，也使我对他充满了仰慕之情，
他也成为了我儿时的偶像。

不过如今，随着知识阅历的增长，当我重新诵读这部经典时，
又有了些新的想法与疑问。

我想，一方面是体现了佛家道义，佛家的法力无边、大慈大
悲。另一方面，也正是讽刺了当时政府的风气!讽刺了当时的
官僚制度。唐僧好似皇帝，孙悟空是掌政大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只能就是这个样子了，没有
“升职”的空间。而那些作恶的`坐骑们好似社会的恶霸，因
为身后有强大的后台，所以就可以无恶不作，即使是被发现
了其所作所为，照样可以活得很舒坦。我想作者正是借助这
样的比喻，表现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再谈谈悟空的成长史吧，一开始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享天
地之精华，后来又被高人收为弟子，学习法术，再到后来王
母娘娘的一路扶持，护送唐僧是观音的教诲、众仙家的帮
助……这一切好像都是机缘巧合，促使悟空成为一名英勇、
法理高强的神猴。我想，假如其中这任意一环出了差错，孙
悟空也必然不会像今天这样神气。

这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吧我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如果没有“高人”扶持，即使再有才，天赋再高,到最后也只
不过是归隐山林，过上山水田园般的生活，为后人留下一些
经典诗作罢了，显出自己的豁达。



另外，基本每次打败敌人，很少靠孙悟空的单打独斗，更多
的是请求仙家们、观音前来相助。难道这只是想说明佛家的
伟大么?只是想说明团结就是力量?显然不是的。我想，作者
更想表达的是当时社会的状态，要想办大事，就必须得有上
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否则门都没有!

《西游记》这部经典，看似只是对故事、人物的描写，却隐
含了如此深刻的社会意义，或许我的理解有所偏差，但我相
信，这部经典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所挖掘、学习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