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盛夏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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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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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夏读后感篇一

黄昏的余晖，散落在这个城市里，在外奔波许久的人，有些
疲倦，叹了口气，又拿起行囊，继续踏上旅途。

其实，他们本也能和大家生活的一样，但为了生活，不得不
这样，可能有些昨天还在和家中的父母唠唠家常，今天已离
开家乡，告别亲人了。背包中的照片，也只是怀念，怀念那
些过往，那夏天。

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几个年轻人，蹲着轨道旁，聊
着聊着，有个年轻人，站起来，对着远方，大喊了一声:妈。
可回应的只是气鸣声罢了，火车驶过，驶过他们的寂寞还有
繁华。

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几个年轻人站了起来，看了看
远方，大喊了一声，嘴角微微一笑，拿起行囊，向远方走去。

他们难道不想在家中，和父母亲人一起生活吗?但时光荏苒，
他们催着人长大，使他们的心志更加成熟，让他们都要为自
己的生活去打拼，他们没法再停下，就像火车，不会为了谁，
而等几天几夜一样，他们只能不去回忆家乡，因为，真的回
不去了。

多少次眼泪都在眼眶打转了，但留给亲人的也只能是背影，
一边告别亲人，一边告别过往，都在为生活所活了，都被生



活所压榨的喘不过气了，这是迫不得已的，这是他们自己选
择的生活，不，这是每个人都要选择的生活。

多少人，多少事，多少个盛夏，多少的时间。也都回不去了。

多回回故乡，别太累了，有人在等你啊。

别去想念。

盛夏读后感篇二

隆冬时节，在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上读到了《盛夏》，
心头竟没有暖意，更多的是难以释怀的沉重。这是篇短篇小
说，作者是吴江的青年女作家，李云。

盛夏，一对来自经济贫困地区的夫妇带着一双儿女外出打工。
一家四口人，租住在拆迁小区的一个车库里，生活十分艰辛。

有意思的是，小说中除了王老师，那一家人无名无姓。塑造
人物无名无姓，这样的`写法很少见，但《盛夏》里每个人物
都十分鲜活，让人印象深刻。

描写小姐姐的眼睛，小说是这样表达的：“她的眼睛大而亮，
但过于沉寂，像茅草覆盖下的水潭。”一个孤寂、不屈的孩
子的形象跃然纸上。描写小弟弟很有趣：“小弟弟有了尿意，
就掏出小鸡鸡对准蚂蚁尿。尿水像毛笔在地上画着圈圈，将
蚂蚁冲得四处打滚。”一个活泼顽皮的孩童令人心生喜欢。
女主人是个勤于持家的人，但为了女儿读上好的学校，她去
见王老师时，精心打扮，“她穿了件收腰的连衣裙。连衣裙
的领口是心形的，腰带轻轻地系着，下摆像伞一样飘逸。花
色是鸢尾花。风一吹，一朵朵鸢尾花就迎风飘舞起来。”如
此生动的描写让读者过目不忘。那男主人是描写最少的一个，
但同样出彩，“胖男人走到小姐姐身边，做了一个拥抱的姿
势。但立马又无奈地指着身上工作服上的油渍，将手掌落在



她的头顶上抚摸着。”一个爱子女、老好人式的家长让人感
动。对王老师，作者三言两语就表达出来：“那个戴着高度
近视眼镜，一脸卑微与沉闷的人，可他的心啊，早已走遍高
山流水，草原和雪地。”描述出王老师复杂的个性。

这样出彩的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
能力和关注底层社会的怜悯情怀。

粗看，《盛夏》似乎是一部儿童小说，但并不是。小说揭示
了社会底层群体生活的艰辛和磨难，但他们不甘于命运的摆
布，希望下一代读好书，出人头地，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是《盛夏》给我带来的思考，我想也是《盛夏》的价值所
在。

盛夏读后感篇三

可以说是继《恶意》之后再一次被打动的作品(对《嫌疑人x
的献身》不太有感其实)，虽然是长篇，一周就读完了(日文
文库本463页)。

前3/4读的非常开心，是真的会笑出声的那种开心。

可能是个人非常喜欢小孩子的原因，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一
个五年级，因经商的父母要到大阪开新店，而不得不被送到
在乡下的父亲姐姐家一周的男孩恭平，这就注定这是一个对
自己来说非常有趣的故事。

从恭平一上车，就开始疑惑为什么车里这么拥挤?不是已经过
了盂兰盆节么，本预想应该很空才是呀，开始，到恭平的父
母在餐桌上边吃饭边讨论“寄存”儿子的画面，这个五年级
男孩的神态、动作以及心理活动就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在
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一个小小年纪就脑袋里
装着哲学问题的孩子。



比如：新干线上，恭平的儿童电话接到了妈妈的来电，电话
里问他现在在哪里(恭平：净问些没用的。你俩定的计划，买
的票，我现在还能在哪儿?)，答：车上。妈妈：啊，那太好
了，顺利上车了啊(恭平：别老把我当傻子)，答：嗯。妈妈：
到了别忘记跟人家问好，见面礼的特产别忘了交给人家。答：
知道啦，挂啦。妈妈：还有作业，一点一点慢慢来也没关系，
但是要每天都记得做。要是积压起来，那就不好办了。答：
知道了，知道了呀(挂断电话)。(恭平：离开家前说的话，又
说了一遍。妈妈这个物种，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这样一个孩子，是一定会吸引到读者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一
个很多人都应该会意识到，但可能并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
小孩子(从降生算起)，为什么很多时候小眼神儿那么睿智，
或者说老成，再或者说，仿佛带着前世记忆一般，俯瞰周遭
自以为是的芸芸大人们。(我依然很清楚地记得，曾经的一个
早晨，我走在北京海淀区学清路的一个十字路口，绿灯，前
面一个大人，妈妈还是爸爸我没注意都，推着一个婴儿车，
里面的那个小孩，那小眼神简直就仿佛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
儿，悲天悯人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虽然当时噗地笑出了
声，但那个画面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因为实在太难以解
释了)所以，人真的没有前世今生吗?我们这么多年来受到的
无神论教育，是正确的吗?人生的前30年，我比较坚定地认为，
是的，客观的唯物主义是通往真理的正确道路，但现在，我
开始动摇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神奇的孩子和伽利略系列主人公汤川学之间
的好多个可爱互动，牵引着人翻书不辍。

汤川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杰出学者的博学、缜密、睿智、个
性、以及其独到的看问题角度，其实都没有太让我觉得被吸
引。反倒是他身上即使不是一个精英，即使是最朴实的基础
工人或者农民，或者说作为一个人都可以具备的，但在我30
多年的人生经历里却没能遇到过的人格魅力，让我强烈地被
这个人物吸引。一个词汇总，就是纯粹。我有很多年没有想



到过这个词了，可是，我曾经那么那么看重它。所以可见，
我这些年失去了多么重要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
许会获得一些阅历、一些经验、一些成长，但，好像就我自
身来看，失去的也很多，或者说，更多。比如说，纯粹，比
如说，心气儿。当然，想找应该还是可以找回来，只是比较
难而已。自己很少后悔，但没能保护好这些美好的品质，的
确让自己很难过。

在《禁忌的魔术》的读后感里就提过，汤川可以为了自己的
爱徒，无视法律，无视所谓的世间正义，对其包庇掩护，甚
至想牺牲自己来维护这个孩子的前途。在他眼里哪有什么名
牌大学的青年杰出教授和一个无父无母连唯一的姐姐也不在
了的，大学辍学生之间的价值考量，有的只是作为前辈，作
为曾经给予这个孩子以科学上指导和科研道路上指引的前辈，
对自己教育中存在的不足想要做的弥补之心而已，哪怕，这
个弥补会将他前半生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也在所不惜。
我想维护你，只要我有的，没有什么不能牺牲，没有什么不
值得。这种品质，我思来想去，结论很悲观，但却是自己比
较确信的事实，就是，它无法通过后天培养，它是天生的，
刻在基因里的东西，生来有则有，没有，也强求不来。所以，
你遇到一个人，你希望他有什么样的品质，或者你想象他应
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要做的就是，从
事情里，从日常里去判断他是否具有某些品质，如果有，那
么恭喜你，运气真好。如果没有，那么就不要幻想他以后会
有，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汤川很幸运，遇到汤川的人更幸
运。

汤川与恭平的开端，是从车上一个找麻烦的老爷爷，硬要让
恭平关掉儿童电话开始的。可是儿童电话没办法关机，即使
硬关，几秒钟后也会自动重新开机，可是，这个老爷爷哪里
管这些，于是让恭平离开优先席，去另找座位。这个时候，
坐在恭平对面的，一直在看杂志的汤川，用恭平包便当的保
鲜膜缠住了儿童电话，以科学的解释堵住了老爷爷的嘴，为
恭平解了围。



再接下来，恭平看到汤川被杂志上的填字游戏难住，说出了
一个游戏人物的名字，填对了空，解了汤川眼下的“难
题”(汤川嘟囔：为什么科学杂志上会出现游戏人物的名字)，
两人自此算交熟。然后汤川得知恭平要只身去“绿岩庄”这
家旅店住宿，问了缘由，原来是恭平亲戚开的旅馆，就临时
改了计划，自己也跟着到这家旅馆住宿去了。这一去，旅馆
里发生的一场命案就跟汤川产生了命运般的联系。

盛夏读后感篇四

夏姑娘又来到了，太阳公公从地平线上探出头来，把阳光照
射在大地上。

早晨一出门，就能听到知了在叫，它们展开歌喉，知知的叫
着，好像拼命地喊着“热死了!热死了!”小狗伸着舌头，不
停地跑来跑去，喘着粗气。小河里也开始发烫、干涸，鱼儿
们在水里游来游去，和往常一样玩着游戏。小朋友们嚷嚷着：
“买棒冰喽!”在小区的长板凳上，坐满了许许多多的叔叔阿
姨和老人，他们一手拿着竹扇，一边和邻居朋友们聊天，悠
闲自在。

中午时分，知了叫得更欢了，仿佛在告诉人们天气很热。路
边的柳树更是无精打采，小花小草都快蔫了似的，个个都低
垂着头，似乎也在抱怨着：“天气好热，天气好热呀!”游泳
池里到处都是嘻笑声、拨水声。

直到傍晚，好不容易等到了一场甘露，先是打了几个轰隆隆
的雷，一阵凉风吹过，瞬间，倾盆大雨“哗啦啦”的流下来。
雨过天晴后，我又走到了柳树旁，发现原来的柳叶已欢快的
舒展开了，小草也更绿了，池塘里的小鱼吐着泡泡，走近池
塘边，一阵扑鼻而来的香味迎面而来，朵朵荷花像一个个仙
女一样，在池塘里争奇斗艳。蜻蜓也过来凑热闹，它们成群
结队，扑着翅膀，在高空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好
像在说：“这里的景色好美!”



啊!雨后的夏天景色真的好迷人!草是那么绿，花是那么香，
天是那么蓝，只是太炎热了。

盛夏读后感篇五

思羽现今的儿童图书市场，铺天盖地的都是如何开发儿童智
力的“励智”图书，给孩子建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励
志”图书，反而不太被重视，淹没在了角落里。然而中国几
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如《三字经》，倡导的却是少年儿童必
须先成人再成材，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的未来。由李
维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盛夏的翅膀》，正是秉承
这一传统思想，关注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之一。正如本书中说到的，人一生的机会其实就那么几个。
我们日常一直积累的良善或是恶毒、坚强或是软弱、隐忍或
是嚣张、努力或是颓废，在某一刻就会完全回报给你的人生，
成为命运的转折。《盛夏的翅膀》就给我们呈现了主人公艾
乐第一个人生的转折，他生命的河流，在小学毕业的那个夏
天，亮晃晃地奔向了远方。《盛夏的翅膀》这部儿童文学作
品，作者以成人的逻辑口吻讲述儿童的故事，这和市场上许
多故作可爱、故作幼稚的儿童文学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朴
素而理性的叙事方式是我喜欢的。没有很多童话故事里常用
的非黑即白的人物设定，也没有非邪即正的激烈矛盾冲突，
作者所做的就是以最自然的方式把多民族融合生活的农村人
际交往展现出来，把人间最自然的情感表达出来。任何一部
好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有内核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每一次文字的传递，都应该让我们对于世界和自己的认识更
上一层楼。尽管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但并不妨碍作者通
过对故事的构建，从一个少年稚嫩的视角之中，把自己的价
值观完整地传达出来，在作者有意或是无意安排的细节之中，
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大爱。作品体现了对他人的爱。
也许因为作者是少数民族，更能体会也更加珍惜不同民族群
体之间的关爱。当母亲拖着病体带着艾乐舍近求远，把近处
山头的菌子留给村里的老人拾时，这是尊敬之爱;当艾乐喝
着“百家奶”，装着大伙儿凑给他上学的“百家钱”时，这



是呵护之爱;当彝族老毕摩一瘸一拐地动员各民族家庭帮助艾
乐求学时，这是民族团结之爱;当张老师心急如焚地在瑞湖边
找到艾乐催他考试时，这是怜惜之爱;当爷爷几十年如一日地
纪念牺牲的战友时，这是传承之爱。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
的和谐发展，必然离不开这些人间真情。作品展现了对自然
的敬重。山里的孩子更懂得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大山上的
菌子、竹林里的笋子、母亲湖里的红鲤鱼……都是大地母亲
赠予人类最珍贵的生命养分。

为了救治森林里受伤的小鹿，艾乐一家彻夜奔忙。当城里的
餐厅老板想高价收购小鹿，谋取餐桌上的利益时，艾乐一家
像对待家人一般拼命保护它。现在，当我们享受着现代社会
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一切所得都觉得理所当然时，我
们会常常忘记，是脚下这片土地默默地养育了我们。作品还
流露出对命运的期待。整个故事弥漫着浓浓的温情，却掩不
住小艾乐内心的孤独。母亲重病需要钱医治的时候，他想到
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解决方法;内心无数的委屈，他想
到的是向村口的老榕树倾诉;由于家庭原因，成绩优异的他选
择不参加考试，独自坐在瑞湖边落寞地扔着石头。天真的年
龄承担着生命的感伤，总是令人心疼。然而小艾乐又是坚强
的，他紧攥着张老师给他的80元钱，就像是大浪上方的一条
救命绳梯，他勇敢地抓住，考上了县一中。从这里可以预见
艾乐的人生即将走向光明的所在。穷困无法选择，但未来可
以改变。这是作者对艾乐命运的期待，也是对无数农村孩子
命运的期待，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唯有读书成才才能打
破阶级固化。这是中国无数像艾乐这样的农村贫困孩子的出
路。从性别视角来看，这部作品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两位
女性形象的塑造。阿妈和大姐荞粒看似只是穿插在故事里的
两个普通女性角色，但阿妈的善良和坚韧是艾乐意志品质最
重要的塑造者;荞粒从在家帮弟弟缝制“春天的书包”到最终
依靠自己的巧手能活带领整个村子走上致富之路。合上书本，
尽管她们的音容笑貌有些模糊，但她们自带的光辉早已深入
我的脑海。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部十来万字左右的小
说读完，被故事感动的同时，又惊讶于这样一个温情款款又



轻盈灵动的作品居然出自一个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叔级的作者
之手。作者的赤子之心让我们看到了他心中那个真善美的伊
甸园，而作者的理性，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现实深深的思索，
理解自己的处境并且自我修复。我想这部儿童文学作品就像
一面清澈的湖水，让我们在成年人忙碌的生活和复杂的人情
中，停下脚步，整理一下衣冠，反思一下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