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口才的读后感(大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口才的读后感篇一

寒假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列那狐的故事》。这本书中的
主人公狐狸列那的聪明才智深深的震撼了我。列那凭着自己
的聪明才智从一些狡猾的人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与东西。因
此，我十分佩服列那的聪明才智，我希望可以想它一样足智
多谋。

像这本书里的列那狐一样，列那狐干过许多坏事。比如戏弄
叶森格伦、骗特路恩、捕公鸡向特雷等等。可他也是凭借了
自己的小聪明才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各种惩罚。他在每一次行
动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和聪慧，却又让人不能不佩服、不喜爱。
我对列那的聪明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偷鱼记”。一年冬
天，列那家什么也没有了，他无可奈何地出了门，寻找食物。
他发现一辆鱼车开来就于是他躺在地上装死。车上的人们见
是一只狐狸，认为很值钱就捡起来了，列那上车大吃一顿还
带了好多鱼给家人。不都体现了列那狐的足智多谋吗？虽然
他的这些举动让动物们恨之入骨，但是列那狐的聪明才智让
它在动物中占据上风，它用自己的智慧教训了那些贪婪的大
臣贵族。它对于比自己强大许多的猎人、狮王、公狼、大熊，
没有害怕得一味忍让，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与他们周旋。同
时也讽刺了那些愚笨的、贪婪的人物，告诉我们在生活中要
多交好的朋友，不能与坏人在一起，对付坏人就得用智慧，
不能靠蛮力来解决事情。

而且，列那狐不仅勤劳聪明，而且非常爱家人。每次它都把



好的东西留给家人，自己吃差的。有一次，它从渔夫那里弄
来许多鳗鱼，把它们全部给家人吃了，虽然它非常喜欢吃鳗
鱼，可自己一条也没吃。狐狸也并不是最狡猾的，他们也有
感情。

我决定要好好学习，以后变得聪明起来，做一个聪明的人。
列那临危不惧的精神也很值得我去学习，每一次面对危险，
列那总是冷静地去面对，去思考怎样解除危险每一次它都可
以化险为夷，用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懂得灵活运用身边的
一切事物，还用智慧教训了那些贪婪的人。

《列那狐的故事》使我受益匪浅，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口才的读后感篇二

大家好，我是汪梓旭，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孔子的故事》。

孔子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他是春秋时期美很厉害的著名的文
学家，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很好的地方吧。其中我最
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孔子要收弟子，每一次孔子决定收弟子的
时候，第一批弟子里面有子路，还有更多的学生，并且还有
第二批和第三批，并且还有一些掌握着大权的人，他们临死
前也劝说自己的儿子要去孔子那里学，这本故事真的很有趣，
我看着真的`非常的认真，并且我还看完了，当然这本书我也
是最喜欢的。

口才的读后感篇三

以前对于秦始皇的了解不多，历史书上也就草草带过，只知
道他统一了六国，修筑了阿房宫和长城，焚书坑儒，是一代
暴君。可这本书让我觉得，虽然大致故事同我所了解的一样，
他也确实做过这些事，让百姓苦不堪言，可我却对他改观了，
我再也没有办法去厌恶这样的一个人了。



只能说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得不去造就这样一个人。我同
情他，既是因为他黑暗的童年，亦是因为他后来的遭遇。他
难得托付的信任也被成伤践踏，这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敏感和
多疑。他无法容忍任何危及他权力的，让他蒙羞的人，包括
他的仲父，亦包括他的生母。父亲的逝去，早年登基的他面
对五国的乘虚而入，有着自己的战略，让他国不敢因秦王的
年幼而肆意的侵扰秦国。试想十二三岁的年纪我们又在做着
什么呢？而这时的他有着对政治独特的见解，有着统一六国
的雄心壮志，他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才能从小就可以体现出来。

纵观六国灭亡，大多归咎于君主的无能，被秦国的离间计挑
拨了君臣关系，另一方面是君主的不善用人，不能够重用有
才能的人。而秦王这方面做的比他人都要好，他对有才能的
人放有极大的尊敬，他甚至对尉僚能够做到吃同样的食物，
穿同样的布衣，尽管这让尉僚惶恐，甚至逃跑。秦王不喜他
人评价自己的样貌，可他容忍了尉僚并且用他的信任换来了
尉僚对秦国的忠心耿耿，在讨伐六国的行径上出谋划策。

六国统一后秦王变得更暴躁了，天下人拿着修筑长城的事指
责他，可又不得不承认这样做是为了彻底的根除匈奴的祸患，
他着手的一系列政策也的确让百姓的生活更便利了。也许是
他本处于一个混乱的时代，突然宣告的和平让他难以平静，
他居安思危得太过了，没有了让他惶恐的人，他就对自己产
生了不安。他开始害怕死亡，可他终究是等不回为他去蓬莱
寻求仙药的人了，临终时还记挂着登上皇位的人，即便他与
扶苏的政见不同，他也终是肯定了扶苏能够委以国家重任。
只可惜皇位最终还是被胡亥给夺下了，这个强大的王朝，终
究是覆灭了。

我既同情赢政却也敬畏他，他能够为了摆脱过去而勤奋学习，
他或许不如表面那样残暴，他喜欢大海，喜欢音乐。我坚信
喜欢大海的他也有一颗追求平静的心，如果是现代，他可以
毫不在意的去享受他的人生，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过的比
任何人都要自在。只可惜他是一位千古帝王，也许他的内心



即使是在六国统一的时候也没有平静和安逸过。他内心无尽
的孤独只能用表面的暴躁来掩饰，以使他不能忘记，那让他
成就如今地位的，正是他内心深处的不甘。他或许是一位优
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并不是一位贤明的君王，他终其
一生换来的也不过是“一代暴君”的称号。

历史的长河还在不停地翻滚着，秦王朝的故事就像一颗巨石
突然袭向水面，惊起了一串又一串的波澜后，消失得无影无
踪了，而他的故事终将掩盖于黄土之下，等待后人的挖掘。

口才的读后感篇四

《中国神话故事》里有很多故事，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
名叫《愚公移山》的'故事吧！

很久以前，有一个九十多岁老人，名叫愚公，在他家门前有
两座大山，一座是太行山，一座是王屋山，他们家的人要出
门，总要走山路，真麻烦。愚公说：“咱们一定要把山移走。
”说完，便拿起锄头和箩筐走了，他们你挖土，我挑担，把
土运到了渤海边，智叟路过了，笑着说：“这哪辈子才能把
山运走呀！”愚公笑笑才回答：“如果子子孙孙不停挖，过
不了几十年，这大山总能被我们挖走。”

愚公移山的精神品质感动了上帝，立刻派神仙把两座大山背
走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只要有恒心，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哪怕是填海移山也可以做成。

口才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名人年轻时努力学习的故事，其
中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深深地感动和启发了我。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汉代一个叫匡衡的少年非常勤奋好学的
故事。因为家里很穷，所以他很爱读书。他白天工作，晚上
有时间学习。但是他家买不起蜡烛，就对邻居说：“我想上
晚自习，但是买不起蜡烛。你家能借我一寸吗？”邻居一直
看不起比自己家穷的人，于是讽刺地说：“既然穷到买不起
蜡烛，那该看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生气，但他决心好
好读这本书。

匡衡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邻居的烛光透过洞射进来。
借着这微弱的光线，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看书，渐渐地把家里
的书都看完了。后来，匡衡成了一个知识丰富的名人。

这则寓言赞扬了匡衡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为
我们努力学习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如此
优越，以至于我们比匡衡幸福多了。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珍惜学习的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让我们珍
惜时间，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为有用的人！

口才的读后感篇六

假期这几天，我在看《列那狐的故事》，列那狐是一只非常
狡猾的狐狸。它的.很多朋友都那么相信它，结果吃了大亏。
在”初试锋芒“一节里，列那狐趁黑夜偷走了大灰狼家的羊
肉腿，事发后还说大灰狼把羊肉腿藏起来了。”狐狸的诡
计“一节里，列那狐装死骗过了鱼贩子，痛痛快快地吃了很
多的鱼，还带走了很多海鱼让全家人都美餐一顿。它多次捉
弄大灰狼，而在意外落井后，它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
所处的困境。

通过这些故事，我觉得列那狐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解决了所
遇到的问题。我要好好学习，学习更多的知识，像列那狐一
样聪明，面对困难，能想办法解决；而对待坏人时，要保护
好自己，不能贪心，要多动脑子，想办法对付坏人。



口才的读后感篇七

初读毛姆的红毛，看到结局有点震动，沉迷爱情的尼尔森竟
然选择了离开。

按短片小说的戏剧性，船长就是红毛几乎是必须的。萨丽和
红毛的二十五年前的相遇，年轻貌美一见钟情。二十五后的
再见，毫无感情扫了一眼。花开灿烂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摧
折，无非是颓败和冷漠。萨丽对尼尔森常年的冷漠，对年老
油腻的红毛的毫无知觉；尼尔森终于见到红毛的时候，从爱
情的执念中解脱，对萨丽的爱恨都随即消散；红毛和萨丽相
见的时候终于到来，照面后却是什么都没有。

小说的高潮在于尼尔森问船长的名字，船长听别人讲诉了自
己的故事，不怀好意的相告自己就是故事的主角。结局最有
戏剧性，尼尔森情绪激动后，又淡定的决定离开。萨丽的望
向独木桥，尼尔森的执念，红毛的流泪，都是对爱情、或者
说是年轻时候的无法释怀，只是最终都会释怀。

“爱情最本质的因素不就是对其自身永恒不朽的信念吗？”

口才的读后感篇八

我读了《中国传统文化故事》里的尊师篇，我明白了我们要
尊重老师，不能在老师背后说坏话，见到老师不打招呼等等。

在尊师篇中的《程门立雪》让我深有感触。这篇文章讲了两
个人为了向一位大文学学习，来打他家门口，可是文学家在
睡觉那两个人就一直等，为了不惊醒文学家，他么就不出声，
当时还吓着鹅毛大雪。文学家醒了，他就叫那两个人进来。
这两个人潜心学习，最后他们俩终于成为了名扬海外的大文
学家。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应该尊重老师，要对老师有礼貌，不能在



老师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我有一个同学就对老师很不尊敬，
有一次我和她走在一起，这时走来一位老师，我和老师打了
声招呼，而她不仅没有和老师打招呼反而等老师走过去了，
背着老师吐舌头。我觉的我们应该尊重师长。

口才的读后感篇九

《嗟来之食》这个故事主要讲齐国的一个穷人在饥荒的年代
始终不肯吃富人施舍的饮食而饿死的事。如今众说纷
纭，“食不食嗟来之食”而在我看来，嗟来之食应该吃。原
因有以下几点。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的身
体毛发皮肤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珍惜它，爱护它，所
以珍惜它，爱护它就是行孝尽孝的开始。饿者为了尊严，毅
然死去，不了解父母的想法，属于不孝的的表现。他两脚一
蹬便撒手归天了，留下亲人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人没有心胸，
没有豁达的心境，为了尊严，把生命当儿戏。凡是都有一个
度，超过去了就不好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有对错。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我永远认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塞格林曾
说：“不成熟的人为了理想而死，成熟的人为了理想卑微地
活着。”一个有大爱的人，是必须能够在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总之，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
轻于鸿毛，饿死算什么？所以忍是最好的办法，退一步海阔
天空，何必与人争呢？活着就好，嗟来之食就该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