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是的(汇总9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读后感是的篇一

我一口气读完了《木偶奇遇记》这篇小说。《木偶奇遇记》
主要讲的朋友送他一根神奇的木头，老木匠把木头雕刻成了
一个可爱的小木偶――匹诺曹。匹诺曹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到
处乱跑，他爱搞一些恶作剧，做一些坏事，还爱撒谎。后来，
因为匹诺曹撒下了太多谎，一位仙女把匹诺曹的鼻子变长。
匹诺曹很害怕，就大声哭了起来。仙女看匹诺曹真的想改，
就承诺他说如果他不再撒谎，就把匹诺曹的鼻子变短，匹诺
曹答应仙女不再撒谎，不再做坏事。

匹诺曹的爸爸给他钱去上学，匹诺曹来到学校，学校里的孩子
()都嘲笑匹诺曹是个没脑子的木偶，匹诺曹很不服气，决心
要做全班同学的好榜样。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匹诺曹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了学校里人人皆知的好学生。

木偶匹诺曹的一生经历了千万次风风雨雨。终于，仙女把他
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儿，他不再撒谎，不再做恶作剧，
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

读后感是的篇二

写下这个题目，没有别的，主要是刚刚读完了《怎样写文
章》。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好像一个“嫌弃的表情”，
那表情里包含着三句话：“和文字接触这么久了，竟还不知道



‘怎样写文章’呐？”；“现在才看‘怎样写文章’是不是
有点晚？”；“都不知道‘怎样写文章’，还总写什么
呀！”

虽已想不起何时、为何把她加入书目，但确实不能再让她逼
问了，必须马上读完，才能长舒一气。

要说《怎样写文章》并不是讲文学创作的。她不是小说、诗
歌、散文的写作指南，而是针对更多应用性的文章，更多的
读者群应该是需要写报告、公文的政务人员。她不是一个纵
截面：一家之言的经验谈，而是一个横切面：以“写文章”
为关键词，选录二十则名家名篇。

没错，写字就是要“表词达意”，所以，这是最基础的'素质。
而对文学创作来说，因为选文作者是包括鲁迅、邓拓、孙犁
等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大家多年写作心得，真是想没
有收获都很难。

如果一定要比喻，这本书就好像一杯温热的茶。你懂或者不
懂，都能品出一种好。那是时代熨帖过的、经过检验的、看
似平常简单却饱含心血的好。

最后，好文章从哪里来？看了书你自然就会知道的。那是观
察、感悟、思考过后，对生活的精确表达，需要我们一起去
寻找。

话说读完这本书，开头那种“嫌弃的表情”没有了，她是挺
温和的，只是看着你，“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轻轻地
说一声：“哦，来了。”

读后感是的篇三

怎样写读后感?



一、要反复读原作。

认真读原文,理解原文的思想内容。

只有读懂原文,了解原作的写作时间、目的、特点、内容，才
能有所感,有所想。

二、要紧扣原文来写。

读后感是根据原文,来谈自已的认识和感想的文章。

写作时,要紧紧抓住原文的中心思想内容,发表感想。不能离
开原文谈感想。

三、要抓住重点来写。

一篇文章,给人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但写作时,不能面面俱到，
泛泛而论。而是要抓住感受最深的一点,深入思考,反复琢磨,
把问题谈深谈透。

四、要联系实际。

写读后感必须联系实际，因此,要在读的过程中,由此及彼地
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似或相反的现象。

联系实际要具体、恰当,要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五、要处理好“读”和“感”的关系。

“读”是前提；“感”是重点,是关键。

不能有“读”无“感,”不能照抄原文,以引述代替感想的写
法。

引用原文要简洁概括,要根据“感”的需要来写。



还要避免有“感”无的“读”的现象。

要联系“读”来发表“感”,二者的内容,要巧妙、自然地组
织起来,使读后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国大学网）

读后感是的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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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怎样写读后感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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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小学生怎样写读后感作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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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是的篇五

【引用】怎样写读后感原文作者：红绫

读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可能有所收获，有所感想，把自己
的收获或感想写出来，就是心得体会，也叫读后感。写读后
感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文章的内容的理解，还可以提高
他们的思想认识和写作水平。



要想写出好的文章，首先要选出好的题材。小学生写读后感
也就需要选出造合小学生写读后感的文章。哪些文章比较适
合小学生写读后感呢?我认为选择寓言故事、童话故事、富有
哲理的文章比较好。因为这一类的文章都寓意深刻，含有很
深的教育意义，说明的道理就藏在文章中，很容易提炼出中
心。

在选好写读后感的文章后，我们就要理清思路，一般把文章
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文章的主要内容；第
二部分详细写自己的感受和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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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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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凑字数就大
段地抄原文，把内容介绍得非常详细，这是没有意义的。因
此，事先一定要先选好文章。

另外，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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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鸡起舞》读后感

最近，我在家里看了一本书，名字叫《成语故事》，里面有
很多的故事，其中一个叫《闻鸡起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故事的主角叫祖狄，他认识了一位叫刘琨的人，为了报效祖
国，每天一听到鸡的叫声，就起床，练功。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青少年，特别是我们小学生应该
及时努力，学好本领，抓住脑筋最灵活的时期学习，不然等
到老的时候，脑筋不好使，想学都学不了。想到这里，我回
忆起三年级的一件小事。

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我因为要写参加课外活动，学习成绩下
降了，被妈妈批评了一顿，过后，我自己想了想，发现不是
因为参加课外活动而让成绩下降，而是因为参加完课外活动
后回家没有进行复习。找到原因是因为自己不够勤奋后，在
妈妈的督促下，我开始了“闻鸡起舞”了，不，应该是闻钟
学文。每天我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让自己能够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复习，正如古人所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一样，通过我的努力，学习成绩上来了。

一个好的故事能给人启示，特别是我国的文化精髓，一本
《成语故事》让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以后我会多看书，多
吸收，让自己懂得更多的道理，让自己每天都进步。

(点评：在阅读感受中，小作者享受着“开卷”的无限快乐。
小作者把阅读中最有感触的内容，当作读后感的引子，引
出“感点”，再联系实际进行阐释，感受真实自然。)

读后感是的篇六

读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或看完一部电视剧，听完一首歌以后，
它们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让
你感动，而且也让你想到很多很多自己听到的、看到的、经
历过的事情。阅读时，往往会由此及彼地联想到生活中的许
多人和事，从而产生颇多感触、联想和体会，这就是读后的
感觉，记录下这些感受的文章就是读后感。

二、怎样选书目?

选择你感兴趣的书文，有人喜欢选能从中明白一个道理或学



到文中人物的精神的文章;有人喜欢选写景状物的。

三、怎样定标题?

读后感的标题一般有正、副两个。正标题写明观点，副标题
写读的什么书。

读后感可简单归纳为三段法。

第一部分、由读而引出感。

这一部分就象一个帽子或引子一样，交待清楚读了什么书，
有什么感想。这一部分一般来说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出，不
要绕圈子。只要概括性说出感受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具体的感受过程。

我们读书看报看电影是视剧等都有一个过程，而我们的感受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接受的。这第二部分就是要说这
个过程。

写法应采用边叙边议的方法，叙就是叙述所看的书报电影电
视剧的感人的情节，议就是抒发我们的感受。要有层次有顺
序把感一步一步推向顶点。叙述是简述，抓住要点，不要照
抄原文。议论要真实得体，这样才能感人。这其实就是议论
文的论述部分。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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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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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是的篇七

读《属鼠灰丢了牙》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人的牙齿一共有三
十二颗。听外婆说人生下来是没有牙的，八个月后开始长乳
牙，到八岁换乳牙。之后长出的牙，就要伴随人的一生了。

看来牙齿对于人是多么重要！我们每天都要用它咀嚼食物吃，
牙好了身体才健康。因此我们要爱护牙，养成天天刷牙，饭
后漱口的好习惯。这样牙齿才能健康坚固地伴随我们一生。

读后感是的篇八

教你怎样写读后感/02/1014：12题目：《×读后感》，也可
以用《读×有感》。

一。要读好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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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弄清楚作品通过记人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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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排好感点。

只要认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可以写成读后感的方面很多。



只要是原作品的内容，只要你对它有感受，都可以写成读后
感。

三。选准感点。

一篇文章，可以排出许多感点，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
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键。找出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
新，现实针对性最强、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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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叙述要简。

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要叙述引
起“感”的那些事实，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
个“简”字。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一些事例。读后感
中的“叙”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求“感人”，只要求能引
出事理。

五。联想。

要密切联系实际。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
我们所说的联系实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
以联系社会实际，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
以是童年生活，也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
论怎样联系都要突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读后感是的篇九

第一个：本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读后感里面都要花上一个
段落来专门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既然是读后感，就重在一
个“感”字，你要把你读书过后的最大的感想写出来。而书
的内容也不是完全不提，要很巧妙的将它穿插在你的文章里，
这样使得文章不散，不乱。第二个：主题要鲜明。只有鲜明
的主题才能让你的文章更加的吸引人。尤其要注意，写读后



感最忌讳的就是把你所有的感想都一股脑的全部塞进你的作
文里，这样作文会显得十分零碎，也就是我们说的主题不鲜
明。怎样能使主题鲜明，吸引人呢?那就要抓住你读这本书之
后最大的感悟来写，不要说的，既写写这个感悟，又觉得那
个片段你的感悟更加深刻，到最后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就遭
了。这就触及到一个构思的问题，一开始动笔之前，就要想
好自己要写什么，什么样的结构，怎么起头，怎么结尾。第
三个：题目是文章的灵魂。一篇好的文章，一定有好的题目。
想要文章高人一等，题目也必须有一定的创新。不要用死板
的，大众化的题目，如《读xxx有感》《xxx读后感》《xxx给我们
的启示》《xxx让我明白了……》这些题目让你的作文没有特点，
枯燥乏味。你可以选用一些符合书本内容的，或你的感悟的
题目，最好是有特点、有。给你推荐几个题目吧三国演义可用
《几曾随逝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用《毅力是成功的钥匙》
季羡林谈人生《人字该怎么写》和树谈心《一个人，一棵
树》……第四个：好的开头结尾也可以令你的文章增色不少。
此处可以把开头结尾高深化。开头总领全文，结尾感情提升。
譬如三国演义就可以在结尾时用上“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
诗，这样可以是文章的感情升华，又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仿
佛回到古代一样的奇妙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