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a纸读后感格式(汇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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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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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a纸读后感格式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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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纸读后感格式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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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纸读后感格式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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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纸读后感格式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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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纸读后感格式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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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纸读后感格式篇六

《圣经》里面也讲过“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
所作的”，这句话其中的道理是爱心、奉献、慷慨不是装出
来的，是一种内化到骨子里的一种品质，如果你不从本质上
改变，这样的爱心和奉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良。如今的社
会提倡“学雷锋”，就是因为社会上的“雷锋”越来越少了。

如今我重读《雷锋的故事》这本书，受到的'启发不在是团结
友爱、乐于助人的精神了，我看到了更多如今人们内心所缺
乏的一种信仰。这是信仰倒塌的时代，或者说是，信仰倒塌
的中国。

《雷锋的故事》里有一段这样写道：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
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
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
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
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
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

读了这一段话之后，我不禁感慨万分。我不是感慨雷锋日记
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以及对工作的一种热情和执着，而是感
慨人类有这么高的觉悟，能自己反思自己的行为。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
光，你是否照亮一片黑暗?”这两句话能让大家想到我们学习
的榜样——乐于助人的雷锋叔叔。

最近几天我读了红色经典书籍：《雷锋的故事》。

雷锋，他是一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那崇高的理想、信念、乐于助人的品质值得我们广大少年
儿童学习。

乐于助人是我对雷锋最深的印象，在这本书中，有一个令我
难忘的故事：雷锋冒雨要去沈阳，他为了赶早，早晨五点就
起来了，带了几个干馒头披上雨衣就走了。路上，他看见一
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女孩，正艰难地向火车站走去，雷锋脱下
雨衣给大嫂披上。又抱起小女孩陪她们来到车站。上车后，
雷锋见女孩冷得发抖，又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女孩穿上。雷
锋估计她们母女两没吃饭，就把自己带的干馒头给她们吃，
自己却一直饿着。

我自从看完了《雷锋的故事》以后，我就想雷锋学习。

一次，我和妈妈去大润发，看见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哭，我上
前亲亲地问她：“小朋友，你为什么要哭啊?”



“我和妈妈走丢了。”孩子大哭

我带着这位小孩子去播音室去，让播音室里的阿姨帮助小孩
子找到妈妈。播音室里传出来了声音，整个大润发都听见了，
没过几分钟，小孩的妈妈就来了。我看见就悄悄地离开了。

《雷锋的故事》让我学到了帮助别人，大家都可以去看看那
本书哦。

我读过好多书，其中最难忘的当然就属那本《雷锋的故事》
了，我在电视上听到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曲，心
里非常有感触，我对雷锋叔叔那默默奉献，忘我劳动的精神
十分敬佩，我了解后，知道了他的很多事迹。

雷锋出生在1940年，生活很艰苦，他一生帮助了许多人，把
青春留给了人民，还记得他说过“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
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着你生活的
岗位上?”这句话让我深受体会，在这个幸福平稳的年代我觉
得我比他们生活的要幸福的太多太多了，我感到非常惭愧。

想想雷锋叔叔艰苦朴素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他那穿破了
的衣服，补好了再穿，在军队里，其他日常用品他也少领，
自己够用就行了。与雷锋叔叔相比，我们实在惭愧，衣服划
破了一个小洞，丢掉;鞋子旧了，马上换掉;书本脏了，把他
扔掉;我们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都不懂珍惜，从来都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从来没想过这些生活都是革命者用宝贵的生命换
来的，这种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格外珍惜才对啊!

雷锋叔叔那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
我们发扬光大。

雷锋叔叔，我敬佩您!我为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而感到自
豪。



读后感word格式

a纸读后感格式篇七

读后感从文体上属于散文，没什么格式要求，只要求行散而
神不散

读后感的写法很简单，要求我们先“读”，然后写出你的感
想。因此，你读一篇文章是否有你的独到感受是读后感的灵
魂，具体的写作格式我们不要拘泥于形式，可以写你今天读
了什么书，直接写出你的感想，这些感想可以是文章内容上
的也可是文章写作方法上的。

读后感的一般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段写我看了一本什么书
或文章，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相当于议论文的提出观点
(可以是文章内容上的，也可是文章写法上的，或文字语言上
的等)。然后就围绕你的这个观点来论述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
写出你的见解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写。最后，可写一些对
你的启示，做个总结。

一条条充满了智慧的哲理，让我受益无穷;一段段妙笔生花的
话语，让我体会到了语言的精彩;一篇篇生动又让人回味无穷
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奥秘……这么多的精彩与启示，
都在林清玄笔下，在《心的菩提》这本趣味横生又令人回味
的书中。

与其说《心的菩提》是本散文，还不如说是一本人生启示录，
其中朴实又充满启迪的语言，深深地刻在我内心的最深处，
不能忘却，它以普通的故事给人们以提醒和劝诫，不仅让读
者受益一时，也让读者回味一生!

林清玄说：“心若能持平，清静如水，装在圆的或方的容器



里，甚至在溪流大海之中，又有什么损伤呢?水可以包容一切，
也可以被一切包容……”

在《心的菩提》中，林清玄大师总是用小故事勾起人们的回
忆，再用意味深长的话语让人们陷入沉思，一个个“问号”
仿佛充满了对人生的疑问，但又仿佛在冥冥之中给人启示，
使陷入迷茫的人找到出路。

看了《心的菩提》，我就像被指点了迷津的人，那优美的文
字像一缕缕阳光照入我的心房，拨开了我内心深处的迷惑之
雾。“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希望在《心的.菩提》中，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菩提树!

《城南旧事》这本书讲的是上世纪一个住在老北京的小女孩
英子的生活。疯女人秀贞、井边的伙伴妞儿、蹲在草丛里的
小偷、勇于反对封建思想的兰姨娘、朝夕相伴的奶妈宋妈和
沉疴染身长眠地下的慈父……这些人，伴随她走过了六到十
三岁的童年。小英子的童年生活虽离我很遥远，却仿佛隐隐
伴随在我身边，如同一幅幅美丽的画。

书中，不管是人，还是那里的一花一木，都和英子建立下了
深厚的感情，成为英子永远的美好回忆。童年是人生当中最
美好，最无忧无虑，最值得珍惜回味的一段时光。童年又像
一个充满了喜怒哀乐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这种
种感觉都给了作者快乐。

作者林海音的童年是丰富多彩的，我的童年也不例外。我在
童年时做了许多傻事，这些事令我难忘。

一次，外婆买回来一些红辣椒，奶奶说，小孩子不能吃，因
为这些红辣椒很辣。我想：红红的果子怎么会是辣的呢?一定
是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外婆不舍得给我吃，才故意骗我的。
哼!小气鬼外婆!你不给我吃，我偏要吃!于是趁外婆不注意时，
我偷偷跑到厨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辣椒塞到嘴



里。“哇——”我的眼泪和鼻涕都跑了出来，“好辣，好
辣!”我的嘴里像有一把火烤着。外婆赶过来给我敷冰块，这
才没那么疼。

从此，我再也不敢吃辣椒了。

a纸读后感格式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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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纸读后感格式篇九

一、格式



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
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题目可以用
《读后感》;还可以用自己的感受(一两个词语)做题目，下一
行是《读——有感》，第一行是主标题，第二行是副标题。

二、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三、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四、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五、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个“简”字。

六、要审清题目。

在写作时，要分辨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力求做
到“读”能抓住重点，“感”能写出体会。

七、要选择材料。

读是写的基础，只有读得认真仔细，才能深入理解文章内容，
从而抓住重点，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才能有所感受，有所
体会;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找到读感之间的联系点来，这个点就
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文中点明中心思想的句子。对一篇
作品，写体会时不能面面俱到，应写自己读后在思想上、行
动上的变化。

八、写读后感应以所读作品的内容简介开头，然后，再写体
会。

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
的作品上来。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



生活实际。

九、要符合情理、写出真情实感。

读后感是议论文中最常见的文体之一，也是初高中学生必须
掌握的一种文体。但从以往读后感训练的.情况来看，效果并
不尽人意。其实，写好读后感也有章可循。若活用“四字
诀”，则更容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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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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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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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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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要写好读后感，关键还要读透材料，抓准感点。怎样读
透材料?一般说，如果是记叙文，就要抓住人物最突出的某种
品质，最有价值的语言行动或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如果是
议论文，就要把握中心论点;如果是寓言或哲理性的散文，就
要领会其深刻的寓意。

当然，读一篇文章，感可能是多方面的，要在分析、思考的
基础上，选择最值得发表，感受最深，见解新颖独到，最有
针对性和现实感的感受来写，一篇读后感只能容纳一个感点，
其他感点无论多么好，都要忍痛割爱。明智之举是抓住一点，
不及其余，并围绕一个感点，联系实际，谈深谈透。

a纸读后感格式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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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