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后感的写作(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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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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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的写作篇一

讲述：在通常情况下，要围绕感点，引述材料。就是围绕感
点，有的放矢地简述原文相关内容。写这部分内容就是为了
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注意点：

1、在述读这一部分，引述原文要精简，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
所读书籍、文章的具体内容。

2、对于原文的述读，材料精短的，可以全文引述;

3、篇幅较长的，只能够是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关系的部分，而
与感点无关紧要的部分只能是忍痛割爱了。

4、“述读”材料要精简、准确、有针对性，这是读后感成功
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5、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了一半。这一部分如果拖沓冗长或
者与主题不相符，就会让人反感。

2、感点——议

议，就是紧承前一段“述读”所引述的材料，针对材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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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要深入剖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也就
是中心论点。

注意点：感点的提出，要有与之相关的所读材料。如果没有
述读的这部分材料，感点就是无源之水，流而不远;感点也只
能是空发议论，泛泛而谈。所以，不管述读在感点之前，还
是在感点之后，首先要有述读的存在，其后才能有感点的成
立。

3、发感——联

“发感”就是对“感点”——中心论点——进行论证。这一
部分是读后感的主体部分，是对感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证明感点的正确性，或正面论、反面证证明感点的合
理性。

注意点：

1、所摆的事实、所讲的道理都要围绕感点来展开，而不能游
离于感点之外。也就是你选的例子和所讲的道理和感点要有
共鸣，不能另立一个论点。否则，就会不知所云，下笔千言，
离题万里。有一些孩子在联系实际的时候，所选的题材和感
点貌似相似，仔细一对比，表达的思想不一样，这样就让读
者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切忌。

2、发感还要联系实际，深入论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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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还可以是个人的思想、
言行、经历。

3、联系实际，要有针对性，必须紧扣感点，而不能泛泛而谈，
不能脱离感点随意联想，不着边际。

4结感——结



结感就是收束全文，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
希望，发出号。

注意点：

1、不管怎样结尾，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不能是横空出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表决心式的结尾也
行，但是容易落入俗套，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2、要结得自然，顺理成章收束全篇。或发人深思，或气势磅
礴，或首尾呼应，暗合标题，都不失精彩。

读后感的写作篇二

关于读后感类的文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写。

第一，作者的有关情况的介绍，包括姓名籍贯、出生(逝世)
年月、____作品、后人的评价，主要____学术观点及其贡献
和影响。

第二，概括出作品的梗概。即阅读本书后，用最简练的语言
将其大意介绍出来，向别人介绍这一本书写的是什么内容，
也可以对其思想价值进行极概括的交待，让人明白这本书或
好在哪里。

写梗概的目的是让人看了它基本能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价
值所在。写梗概时要注意以下几点：梗概不同于缩写，也不
同于中心思想应该比缩写更为简略，比中心思想更详实。写
梗概要尊重原文，不能改变原文的意思，具体要求可以概括
为：中心不变，顺序不变，人称不变，语言精练，保留主干。

第三，写作读后感，这是主要内容。在写作过程中，注意把
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1、什么是读后感。

读后感就是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
启示写成的文章。它可以是从书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思想，
可以是受书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也可以是因
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等等。

2、写作读后感的一般步骤

(1)在读完有关作品后，先确定自己所要抒发的“感”点，然
后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对作品的相关内容进行引述，为
下文的展开做好铺垫。在此基础上，对所引用的内容进行分
析、评述和充分地挖掘，引出自己所要抒发的感想和体会，
亮出观点。

(2)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或巧妙设喻、或正反对
比，对自己的“感”点进行分析、论证，证明其正确性和合
理性，为读者所接受和认同，使自己的观点更加突出、更有
说服力。

(3)注意联系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联系原阅读材料，用
原材料中的内容证明自己的观点;二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和生活
实际，也可以是别人的生活实际，还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
谈出你的“所感所想”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4)最后照应开头，再次用原阅读内容中的'情节或语言对文
章进行“点缀”，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并发出号召或者倡
议。

3、读后感写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读后感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也不同于思想评论，更不同
于作品评论(书评)。读后感是“借题发挥”，是在读后的基
础上阐发的感想，必须从作品的某一方面受到感触、得到启



示，结合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展开的议论。这种议论是由作品
引出，但重点不在作品之中而在作品之外。所以写作时必须。
在具体写作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处理好“读”和“感”的关系，做到“读”“感”结
合。“读”是基础，“感”是延伸(结果)，“感”从“读”
中来。所以首先要读懂原作，理清文章思路，正确理解原作
内容，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只
有读懂原作，才能真有所“感”。万不可在对原作一知半解
的情况下就随便发表感想。

(2)处理好“思”和“感”的关系，做到由“思”
到“感”。“思”，即认真分析、深入思考。“思”
是“感”的酝酿过程，是“感”的深化____，有了“思”，
才有可能使“感”既紧扣原作，又能联系现实，做到观点明
确、深刻感人。所以，写读后感除了“读”以外，一定要作
思考，即从原文中的人和事联系到自己所历所见的、与书中
相近相似或者相反相对的人和事，阐明自已赞成书中的什么、
反对些什么，从而把自已的感想抒发出来，并使之条理化、
系统化、理论化。总之，只有“思”得深入，才能“感”得
深刻，不至于天马行空、任意发挥。

(3)“感”要凸显重点，切忌面面俱到。读后感(或读书随笔)
的重点应落在“感”上。“感”必须写得集中。读完一
篇(部)作品，会有很多感想和体会，但不能把它们都写出来。
读后感是写感受最深的一点，不要“感”得太多、太杂。这
就要求我们对自己诸多的感想和体会加以分析提炼，从中选
择确有话可说的一点(或者几点)来写，尽量避免东扯西拉、
泛泛而谈、中心散乱的弊病。

(4)“感”要真实独到，要具有超越性。读后感中的“感”不
是矫揉造作地拼凑所谓的“感受”。一是要避免公式化的写
作，即上半篇介绍文章内容，下半篇对照自己联系实际来
个________，最后再来写上几句空洞的保证。二是要避免用



大量的篇幅复述或引用原作原句，而忽视了对“感想”的抒
发，将读后感写成了“内容介绍”。三是要有独到的见解，
将对现实生活有一定意义、有价值的原作的内核挖掘、阐述
出来。四是要具有超越性，即所谓源于文本、超越文本，甚
至超越自我。

(5)“感”的表现手法要自然。从表现手法上看，读后感多用
夹叙夹议，必要时借助抒情的方法。叙述是联系实际、摆事
实。论是谈感想、讲道理。抒情是表达读后的激情。叙述的
语言要概括简洁，议论要准确，抒情要集中。三者要交融一
体，切忌空话、大话套话、____。

(6)“感”的表现形式要规范。读后感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
种是联系实际来阐发所感的，即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具体生
动的事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对原作内容和价值的
理解与把握，使原作的观点更加具体化、形象化;另一种是从
研究理论的角度出发阐发意义，即根据自已的研究和理解阐
明较难理解的原作的思想观点，或估价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
它的作用是从理论上帮助读者加深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种读
后感的重点仍在“感”字上，但它的理论性较强。另外，读
后感最好不要直接以“__×读后感”、“读__×有感”等形
式命题，应根据自己所感的主题来命题，为了点明文章体裁，
可加以“__×读后感”、“读__×有感”等副标题。

读后感的写作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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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用
《读__×有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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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好读后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认真读文章。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
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
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 不过
在"感"之前还要先让孩子知道是谁写的文章，也就是作者是
谁?其次再进入文章中，明白文章里讲述了什么人，有几个人
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都做了什么事情?结果怎么样?作
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第二、叙述要简明。

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要叙述引起"
感"的那些内容，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一些事例。但是
它又不同于记叙文中叙述故事的要求，无须讲述的那么具体、
生动，只需简单扼要，只求能引出事理。孩子在最初写读后
感时，常常犯这种弊端，总是引用原文，把简述变成了复述。
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孩子还不能把握文章所要讲述故事要点，
所以才简明不了。简明，不是文字越少越好，不仅简还要明。
在父母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告诉孩子，作者是在什
么情况下写的这篇文章，他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这样，
就能更有效地提高孩子的理解能力。

第三、选准感触点。

一篇文章或是故事，可以排列出许多感触点，读了整篇文章
后，有何感想?受到了什么启示?可是在一篇读后感里最好只
阐明一个中心、一个要点。所以就要求孩子对这些众多的感
触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认为感受最深、针对性最强、
自己写来又觉得得心应手的一个观点，然后作为读后感的中
心，再加以论证便形成一篇完美的文章。家长可以先让孩子
谈一谈他的想法，问他读后有何感想，得到了什么启示?然后
再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告诉孩子，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们
应该怎么做，可以相互探讨、相互交流。



第四、要联系实际。

再动人的情感，再真实的体验，脱离了现实生活就会飘若云
烟。"生活乃文章"，一切皆源于生活。所以，要让孩子从实
际联想，从现实生活出发，可以从学校里、家里、街道上、
公园里等场所的所见所闻入手，从生活的点滴入手，从小事
入手，就更能让孩子有事可说，有例可举，有感而发了，这
样才能把感受写真实。 家长在辅导孩子写读后感时，一定要
告诉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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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得有真情
实感。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绝非“检讨书”或“保证
书”。要写出独特的新鲜感受，力求有新意的见解来吸引读
者或感染读者。

读后感的写作篇四

介绍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印好格式的介绍信，用时按空填
写即可：一种是用公用信笺书写的介绍信。

（一）便函式的介绍信

用一般的公文信纸书写。包括标题、称谓、正文、结尾、单
位名称和日期、附注几部分。

1.标题

在第一行居中写“介绍信”三个字。

2.称谓

另起一行，顶格写收信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姓名后加“同
志”、“先生”、“女士”等称呼，再加冒号。

3.正文



另起一行，开头空两格写正文，一般不分段。一般要写清楚：
（1）派遣人员的姓名、人数、身份、职务、职称等。（2）
说明所要联系的工作、接洽的事项等。（3）对收信单位或个
人的希望、要求等，如“请接洽”等。

4.结尾

写上表示致敬或者祝愿的话，如“此致敬礼”等。

5.单位名称和日期

6.附注

注明介绍信的有效期限，具体天数用大写。

在正文的右下方写明派遣单位的名称和介绍信的开出日期，
并加盖公章。日期写在单位名称下方。

(二)带存根的介绍信。

这种介绍信有固定的格式，一般由存根、间缝、本文三部分
组成。

1.存根

存根部分由标题(介绍信)、介绍信编号、正文、开出时间等
组成。存根由出具单位留存备查。

2.间缝

间缝部分写介绍编号，应与存根部分的编号一致。还要加盖
出具单位的公章。

3.正文



本文部分基本与便函式介绍人相同，只是有的要标题下再注
明介绍信编号。

扩展阅读：关于开具介绍信的注意事项

（1）确保真实性。介绍信出具单位或个人必须秉承认真负责
的态度，介绍信的内容必须清楚明确、客观真实，简洁明了，
不能夸大渲染、故弄玄虚，更不可弄虚作假。

（2）明确有效期限。介绍信需注明有效期，有效期的考量一
定要慎重，要根据出具介绍信的是由，注意宽限适宜。

（3）加盖公章有效。介绍信需加盖出具单位的正式行政公章
方能有效力，不能随意盖章，且要注意，在正确位置加盖公
章。

（4）确保介绍信整洁。介绍信也是公文的一种，需认真对待。
首先，介绍信内容不得有涂改、污损，如有涂改或污损，需
由出具单位重新出具。其次，介绍信的公章必须清晰可辨认，
以确保介绍信的真实可信。

（5）固定格式的介绍信应该认真填写存根部分，以备查考。
正文与存根中间应该加盖公章，以避免造假行为。

（6）固定格式的介绍信应注意存根、介绍信、回执联三个部
分的文件编号统一。

读后感的写作篇五

读完一篇文章或看完一部电视剧以后，全篇文章或其中的一
部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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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怎样选书目



选择你感兴趣的书籍，尤其是选能从中明白一个道理或学到
文中人物的精神的文章。(选写人、写事的文章最好)

三、通常写法：

(1) 引用法：引用歌谣、名言。

(2) 举例子的方法：

可举古代事例、近现代事例，可举身边听说过的、自己经历
的事情，只要事例所表达的中心与文章的中心一致即可。

可举正例和反例，正例的作用是让中心更明确，证明这个道
理是正确的，这种品质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构安排：

第一段：写清读书的时间、书名和总的感受。(我受益匪浅。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段：用三五句话概括中心思想。(先写主要内容再写讲明
的道理或人物的品质)

第三段：举由这一道理或品质想到的正面事例(古代、现代、
身边的事例自己的事例)

第四段：举由这一道理或品质想到的反面事例(古代、现代、
身边、自己的事例)。

第五段：发出号召、倡议。

正反事例，不要同是古代或同是现代的，最好有层次感，比
如举雷锋的为人民服务，再举自己的自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