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 读后感一
百字(通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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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一

《狼王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它抛弃了以往对狼的偏
见，更加客观地描写了一群狼的生活。狼，长久以来是人类
心中的魔鬼，而在这魔鬼的外皮下，却有着一颗慈悲的心。

《狼王梦》，伟大的母狼，无私的母爱，震撼我幼小的心灵。
母爱是无私的!狼是如此，人也如此。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直到有一天，我才发现了妈妈的脆弱。那是九个月前的一天，
我在学校不慎摔伤了，右手臂严重骨折，不是一处，而是两
处。也因为这次意外，我经受了人生中第一次磨难——八个
月内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在右手臂里锁上两颗螺丝，第
二次是取出右手臂里的螺丝。这两次阴霾虽然渐渐消散，但
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妈妈在我术前和术后的种.种复杂情绪，
这复杂情绪里有紧张、有担忧、有怜惜。而最最触动我心的
是——当我被推出手术室时，睁开眼睛的第一眼就瞧见了妈
妈豆大的泪珠倏地滑落脸颊，正好滴在我苍白冰凉的面庞。
瞬间我才明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伤在儿身，痛在娘心
啊!我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再让母
亲为我而担忧。

《狼王梦》让我读懂了母狼的爱!这次意外，也让我读懂了妈
妈的爱!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二

《穿花裙的狼》读后感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穿花裙的狼》，书中讲了许多关于
动物的小故事，题目就是以其中一篇故事取的。书里的故事
很多，不能一一介绍，而我要介绍的'就是这篇故事。

故事中主要讲的是一只大黑狼捡到了一件连衣裙，便穿上它，
扮成狼阿姨去哄骗两位孩子。七岁的姐姐觉得这位“阿姨”
是狼，便趁狼不注意大声喊叫别人来打狼，狼一听，吓得跑
走了。

这个故事富有童趣，类似《小红帽》。这个故事让我知道，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冷静，勇敢。

在生活中，“大黑狼”也就是坏人，他们有些，就像大黑狼
一样，扮成好人去哄骗那些可能比我们还小的孩子，伤害别
人，自己从中得到利益。

不只是故事，还有写作，作者把故事中的人物的心里想法也
写了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的心理活动。还详细的写出了
人物的许多动作、神态，把人物写的活灵活现，仿佛故事就
发生在眼前。就比如七岁的姐姐叫人帮忙时爬上树的动作：
抱住、蹬、爬，体现了小女孩的动作灵活轻快。这些写法放
到习作里，都会使文章更好。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本书，也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感受。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青铜葵花》这本书。这本书的主人公男孩叫青
铜，女孩叫葵花，一个特别的机缘，使生活在城市中的7岁孤
女葵花，来到了青铜这样一户清贫的农家，使他们成为了以



兄妹相称的朋友，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粗茶淡饭中，一家
人为了抚养葵花，用尽心力、省吃俭用，而青铜更是在沉默
中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葵花。为葵花能照相，他冒风雪站街头
卖芦花鞋;为葵花夜读书，他点亮萤火虫南瓜灯;为葵花看马
戏，他把妹妹驮在自己的肩膀上;为葵花在舞台上更夺目，他
制作了能发出美丽、纯净、神秘而华贵光亮的冰项链。

在我读到青铜为葵花制作了冰项链时，我仿佛身临其境地看
到了：青铜为了葵花的表演更好就只好去屋檐顶上取下一些
冰块，然后，用嘴巴在冰块上吹一个小孔，当他吹完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他的手被冷得肿了起来，他拿着那条项链回
到了家中，第二天，葵花戴着冰项链，在台上显得光彩夺目，
台下的观众们都赞叹不已的情景，。

《青铜葵花》这本书充分地体现出我们应当敢于面对困难，
正视困难的可贵精神。让我懂得了，困难是人生中必不可少
的一架桥，如果你勇敢的跨了过去，你就会看到美丽的风景;
如果你畏怯了，驻足不前，注定就会被困难打倒。只用勇敢
面对一切，不畏怯危险和艰难的人才会成功，因为他们把挫
折当成了历练。他们不埋怨命运，反而向苦难鞠躬，坚定的
面对着现实，以倔强的姿态向命运挑战，最终才能迎来美好
的将来。

《青铜葵花》读后感300字

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青铜葵花》中有火灾，蝗灾……这一
切都是无法预测的，他们经历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后，变得更
坚强。

书中人的苦难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火灾—大麦地都是麦桔，
火一过，剩下的只能是灰。蝗灾—蝗虫飞过，就不会留下粮
食，人人家里的粮食都不够了他们一家很穷，经历了这些风
风雨雨之后，变得更穷了。



苦难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我们现
在还小，感觉不到苦难，还是说我们的苦难太小，是微不足
道的，考试—当自己信心满满的开始考试时，但当试卷发下
来时，并不是那么理想就会失落，在长大一些，上到了初中，
高中，结识了那些坏孩子，面临的说不定就是颓唐了，四川
汶川的孩子承受的苦难是地震，他们失去亲人，家园。苦难，
字典上这个词的理解是痛苦和灾难，我觉得苦难是一种锻炼，
让我们更成熟，把苦难当成是一种锻炼，就没那么可怕了。

让我们用微笑面对苦难。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四

看了《青铜葵花》，我改变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我们的生
活非常幸福，总是抱怨这儿、抱怨那儿的，可是，自从看了
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还有比我还不幸的人，我要好好珍
惜现在的好日子!亲情，友情，眼泪，微笑，这是上帝赐予我
们最好的礼物，只要珍惜，你的幸福生活会永远不离开你，
一直陪伴着你，守护着你!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痛苦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一个人的人生路
是平平稳稳的，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坎坷。当苦难来临时，
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
击。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
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
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虽然它们的生活
很贫苦，但它们乐观向上，克服困难的精神，让人感觉他们
似乎生活得很快乐，那是精神上的美。不仅是青铜，葵花也
为这个家、为青铜付出了许多许多：学校组织的拍照活动她
没参加，为了给自己贫困的家庭省钱;每天放学和哥哥一起去
采芦苇，为了能多编些芦花鞋去卖;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跑到江
南捡银杏、考试故意考差，为了赚钱、省钱给奶奶看病;用各
种办法教她的哑巴哥哥写字，为了让哥哥在别人面前自信起
来、抬起头来……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青铜一家齐



心协力，艰难、困苦而又快乐地生活着。

这本书表现了孩子、朋友之间的友谊，家人之间的亲情和人
与人之间的爱，还反映了乡村孩子童年的苦难生活，字里行
间无不充盈着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人间真情，这种真情无
不湿润着每一位读者的眼睛、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

青铜一家经历了多少风雨，他们从来没有半点怨言，他们互
相关心，互相理解，爱的气氛紧紧地包围着他们。葵花并不
是他们的亲人，但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温情让我感动。看
到最后一个自然段，我的泪水泉涌而出。葵花要到城市去了，
青铜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遥望葵花所在的地方。不会说话
的青铜无意中大声喊了一声：“葵花——”。

作者说，《青铜葵花》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
难与痛苦的诠释。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都在寻找自己心中的
快乐。罗曼.罗兰说过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有何尝不值得
赞颂!

通过看这本书我觉得青铜一家人是那么的纯朴、善良，充满
爱心。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青铜一家人那样关心别人，
那么这个世界该会多么美好呀!人不能只顾自己，只注重物质
生活，更重要的是人要有奉献爱心的精神，这比什么都重要。
拥有了爱心，就算日子过得再苦再累，心里也是充实的、幸
福的。

青铜葵花读书笔记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五

黑格尔的哲学名著《小逻辑》，实际上是其《哲学全书》的
第一部分“逻辑学”的单行本，内容大致上是先前完成的
《逻辑学》(又称《大逻辑》)的缩写。全书主要由存在论、
本质论、概念论三篇构成，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本框



架，故而可谓是走进黑格尔哲学庙堂的首要门径。

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在康德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又一位
思想巨人。与康德相同，黑格尔亦深切体悟到了传统形而上
学之缺陷，并认同康德关于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认为康
德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基于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最早明
确区分了知性与理性这样两种与之相应的不同思维方式，并
指出了各自特点：知性是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
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知性坚执于非此即
彼的“独断论”，理性则致力于将知性所固执着的分别与对
立加以克服，得到的工作思路真理是将事物的片面规定性联
合进来的全体。但遗憾的是，康德虽意识到了理性思维的重
要，却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应当阶段，甚至以“不可知论”否
定了由其思维把握“物自体”(即真理)的可能性。

与康德止步于“物自体”不同，黑格尔力图探明“物自体”
之所“是”，认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即乃“自在自为
的真理”，也就是事物的“理念”。在黑格尔看来，要把握
这样一种真理性的理念，首先要弄清这“理念”是如何形成
的。他在《小逻辑》中分析论述的便是在逻辑学意义上“理
念”生成的三个阶段，即由存在到本质，由本质到概念。他
所说的“存在”，又谓之“有”，指的是由质、量、度决定
的事物之生成;他所说的“本质”是指事物的相对规定性;他
所说的“概念”是指“存在”与“本质”的统一。黑格尔认
为，“概念”虽是主观的，但它是以“存在”与“本质”为
客观基础的，是包含了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
之内的，因而“同时也是完全具体的东西”(327)。

黑格尔认为，要把握“理念”(物自体)，至“概念”阶段才
有了可能。这“理念”便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
一”(397页)，是“主体客体;观念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灵
魂与肉体的统一”(400页)。这样一种关于事物的“理念”，
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其过程是这样的：“即概念作为
普遍性，而这普遍性也是个体性特殊化其自己为客观性，并



和普遍性相对立，而这种以概念为其实体的外在性通过其自
身内在的辩证法返回到主观性。”(403页)。由这些论述可知，
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真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关于某
一事物的稳定性“定义”，而是发展变化着的活体，故而他
又称“直接性的理念就是生命”(404页)。显然，要把握这样
一种生命活体性的“理念”，孤立、片面、静止的知性思维
当然是不可能的，而只能经由他所说的将事物的片面规定性
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辩证理性思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
尔又曾干脆宣称：“理念是辩证法” (403页)。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具体的、活动的“真理”观，黑格尔反对
传统的本质观。认为在传统哲学中，人们往往将本质视为与
事物现象的特定内容毫不相干的独立存在，予以抽象使用。
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本质中的各个规定只是相对的，还
没有完全返回到概念本身”(241页)。因此，这样的“本质”
也就仍不过是知性思维的产物，由此而得到的对于事物的认
识亦必是片面的。而实际上， “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
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
中”，比如“一条往东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往西的路”，“北
极的磁石没有南极便不存在”(256页)。在黑格尔的这些分析
论述中，似已可见至20世纪出现的“反本质主义”、“反逻
格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等现代、后现代思潮的端倪。

与反对传统本质论相一致，黑格尔主张要对“必然性加以思
维”，他自己经由“思维”得出的看法是：“自然界注定了
只有用必然性去完成理性。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
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
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
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35页)也就是说，在黑格
尔看来，必然性思维，只适用于自然界，而不适于精神界。
黑格尔正是据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精神世界，思维就是
要自由思想，就是要“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思
想”(118页)，就是要消解“最坚硬的必然性”。而这样
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解放”，“这种解放，就其是



自为存在着的主体而言，便叫自我;就其发展成一全体而言，
便叫作自由精神;就其为纯洁的情感而言，便叫作爱;就其为
高尚的享受而言，便叫作幸福”。(325—326页)黑格尔举例
说，关于上帝本身，就属于精神内容，就没什么必然的真理
性可言，而“只有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
在这种意义下，思想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而且是把握永恒
和绝对存在的最高方式，严格说来，是唯一方式。”(66页)
可见，对于精神领域而言，黑格尔注重的显然并非思维之结
果，而是具有消解某些定论的自由思维本身，是思想本身的
高贵与力量。

正是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进而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哲学命
题：“人之所以为人，全凭他的思维在起作用。”(38页)为
此，他曾呼吁：“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不要“仅仅满足
于外在知识的草芥”，应该有一种“对于更高尚神圣事物的
渴求”(66页)但曾令他感慨系之的是：“世界精神太忙碌于
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
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31页)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六

书中的情节慢慢地也让了随之进入了童年的记忆，学校、操
场、恶作剧的同学。书中的旺达不正是童年的我吗?孤僻却渴
望友情;贫穷却不乏神乎其技;被歧视和冷落却还能默默地忍
受和包容。在玛蒂埃细腻的心理描述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
一幅场景：一个叫旺达的安静的小女孩，她住在“荒凉寂寥，
寒冷逼人”而又“了无生趣”的小山头上。因为穷，她经常
穿一件“褪了色的，晾得走了形的蓝裙子。”她独自一人，
每天走在一条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经常弄得脚上满是泥
巴，她坐在一个不被人关注的角落里。她没有朋友，唯有的
朋友佩琪和玛蒂埃也只是拿她作笑料罢了。她们三五成群在
一起玩耍时，旺达却像一只“胆小羞怯的小动物”，站在一
旁观看着，她们谈论着各自的裙子多么“漂亮”，多么“别
致”、多么“鲜亮”，即使旺达“不知不觉地被围在了人群



里”，“也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当她鼓足勇气，坚定
地告诉大家“我有一百条裙子”时，她们开始惊讶，接着怀
疑，结果成了游戏的开始，在游戏中，她们取笑她，冷落、
嘲笑她。旺达默默地忍受着，但她却坚守着她的理想，在一
次竞赛中，当老师宣布旺达的一百条裙子设计图获奖
时，“全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都以此为荣，当大家
发觉到旺达的存在时，旺达却默默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读完这本书，我颇有感触，心情非常沉重。在资本充斥下的
今天，现实生活中不也存在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吗?大人“拜
金”本无可厚非，但大人的一些行为方式却潜移默化到了孩
子身上，比如有些小孩在一起互相攀比，比穿着、比财富，
谁家有钱、谁家开大公司、谁家老爸是大老板。虽说童言无
忌，但我认为，这种嫌贫爱富的思想是不健康的。学生应以
学习为主，应该以掌握知识的多少感知荣辱。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七

现在的潮流就是姑娘们越穿越少，有的姑娘是吊带背心，有
的是穿的是超短的小辣裤，有的是劲爆的小短裙。但是这都
不是出席正式场合的服装，姑娘们认为要想吸引男人的目光，
想要留住男人心就要穿的少穿的性感。其实有的时候青春的、
清纯的反而会显得女生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1.收腰的短打抹胸裙，碎花款式带来浓烈的少女气息，亮色
的选择更添抹胸裙的俏皮，此时此刻，还有谁会把它当做一
件性感的抹胸裙看呢？所以，mm们不要觉得自己穿的太性感，
图中的少女元素会自动帮你降低性感度，增添少女气息。

2.看到这两款抹胸裙你想到什么？休闲、随性、大方、放松、
自然。这就是这两款抹胸裙要带给你的信息，谁说抹胸裙就
一定要性感，一定要端庄，一定要淑女呢？抛弃这些，尝试
休闲随性甚至有点慵懒的休闲抹胸裙吧！



3.不得不说，超长款抹胸裙就是“负责”修身，而且还是专
门为高挑的mm准备的。当你看到穿着这样一款抹胸裙的女子，
你的第一念头应该是：哇，好高。

4.抹胸裙是最能体现甜美的利器，比如上面的蕾丝花边抹胸
裙和抹胸雪纺连衣裙，十分仙女范，收腰的设计恰到好处的
彰显mm迷人的腰线，日式女孩的甜美范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的人认为只有穿裙子的女生才是漂亮的，这种想法也是错
误的。真正的美女是不论穿什么都能够时刻的吸引住别人的
眼球，让其他人的目光牢牢的锁定在这里。简单的t恤搭配上
一条普通的牛仔裤，美女们还是能够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美
丽的。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八

她，拖曳着长裙，飘然地走出地铁口。

夜静了。

仰望夜空，似扯着一幅幽蓝色布幔，深邃而遥远。

晚风柔柔地吹拂着她的纱裙，一丝丝如丝绸般涌入心间，荡
涤着隐隐的细腻。

高跟鞋轻敲着一地似花非花的树影，轻踩着一袭曼妙颀长的
身影，噔、噔、噔，如影随形。

黄晕的灯光笼罩着她，她拎着纸袋在夜中幽然独行，仿佛是
一只孤独的猫咪，衔着一团理不清的毛线，在夜中流浪。

“繁华落尽梦无痕，伊人裙裾为谁赏？”她望着款款的身影
不由地怜惜。



是啊，花样年华，弹指流逝。一款款裙子陪伴她走过了青葱
岁月，沉淀下了琥珀的光华，散发着湿润暖人的光阴的味道。

初中时的她，渴望拥有一条美丽的格子裙，或旋转，或飞舞，
如蝴蝶在花丛中蹁跹起舞。或许这是少女甜美的梦吧！所以
有点害羞的小姑娘轻启朱唇，欲说还羞，一直半遮半藏着那
个梦，直到快毕业时才终于美梦成真，如愿以偿。瞧那张毕
业照上，那个穿着格子裙的清纯小姑娘就是她啊！

高中时的她，幻想着拥有琼瑶笔下的飘飘长裙，长发飘然，
撑一把油纸伞行走在青石板的小巷里，如一幅诗情并茂的水
墨画。或许这是一个少女青涩的梦吧！一个不可企及的梦，
在她心中如一粒种子，生根，发芽，蓬勃生长，枝繁叶茂。

大学时的她，终于拥有了一袭梦中的白纱裙。长长的飘带被
她挽成了一个白色的蝴蝶结，轻柔，温婉。偶尔梳一条复古
的麻花辫，浅笑盈盈，暗香浮动，如一朵百合悄然绽放，仿
佛被光阴浸染的女子，于象牙塔中卓然独立，清新脱俗。

初为人母的她，生活紧张而忙碌，忘却了风情种种，舍弃了
姿态万千，遗忘了裙子件件。她们寂寞地躺在柜子里，静静
地等候着主人的垂爱。

韶华落寞，粉黛黯淡，看着镜中的素颜，或许美丽的裙子还
能留住点美丽的`倩影吧。

于是，她的衣橱里又开花了，粉的、蓝的、青的；棉的、纱
的、丝的；长的、短的、中的------素雅、温婉、知性。

她喜欢穿着裙子，行走在淡淡的秋云下，如一朵菊花，素雅
纯洁；她喜欢穿着裙子，行走在猎猎冬风里，如一朵梅花，
孤傲娇艳。

今晚她的衣橱里又多了一条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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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九

那一百条裙子，永远都是各种的爱，永不停止。

——题记

前几天在书柜里又看到了我的老朋友——《一百条裙子》，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爱的体现，我曾被她感动。

这本书的女主角——旺达·佩特罗斯基是一个非常文静，非
常可爱的女孩，她坐在班级里最容易被忘记的角落里，她的
奇怪名字，招来了班里女生的嘲笑，还有许多的捉弄。旺达
一直忍着。有一天，她说自己家里有一百条，全部挂在衣柜
上，可是却招来了更多女生的嘲笑。旺达不说什么，有一天
却突然转学走了，捉弄过旺达的女生看到了那“一百条裙
子”，画在纸上的一百条裙子。她们突然发现旺达是那么爱
她们，女生们给旺达写了信，可是旺达已经走了......

旺达那么爱那些女生们，以至于她们嘲笑旺达时，旺达总是
一声不吭的忍着。以至于旺达画的一百条裙子上的模特，都



是那些曾经嘲笑过她的女生。以至于，旺达与大家离别之前，
还把自己画的裙子送给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她们认为旺达撒了谎，欺骗别人，可她们不知道，
那不是欺骗，那是一个女孩心里最纯真的愿望，是在沙漠里
被掩藏了的钻石，总有一天会散发光芒。旺达画了一百条裙
子，画的是她的期望，她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的渴望，
她只有一条裙子，她没有妈妈，她那一条裙子只能在晚上洗，
洗完后干了穿上，不干也只能穿上，可这条裙子总是干干净
净的。一个那么文静的小女孩穿着干干净净的裙子，是最美
的。她从不乱发脾气，她以自己的方法去爱那些女生，她没
有仇恨，只有爱。

旺达让人感受到了心底最纯真的爱，她的心愿连同那一百条
裙子挂在我们心里。

一百天读书打卡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书名叫《一百条裙子》。这本书讲述
了这样一个故事：书中的主人公叫旺达，她长得既不漂亮，
家里也没有钱。每天旺达放学后，总会有一群女孩子围住她
问：“你家里有多少条裙子啊？”旺达总会很自信地回
答：“一百条，我家有一百条不同的裙子。”那些女孩子便
会笑着跑开了，其中有两个女孩，一个叫“佩琪”一个
叫“玛蒂埃”家里都很富有，她们想用这个方法来捉弄旺达
嘲笑旺达，好让自己更加高高在上，可是每次旺达那自信的
回答，让她们很无语。

直到学校举办了一场服装设计大赛，大赛的冠军竟是旺达，
她真的画出了一百条不同的裙子，而且每条都是那么美丽。
可是，在比赛结果公布前，她转学了。旺达分别给经常捉弄
她的两个女孩一封信，也让两个女孩各自得到了一条“裙
子”，当她们仔细品味时，才惊讶地发现：其实旺达画面上
穿着不同裙子的人就是她们自己！这时“佩琪”“玛蒂埃”



才知道她们错了，旺达原来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女孩，她们
举动已经深深的伤害到她了，于是她们决定写信向她道歉，
并且要把她找回来。可是，当她们到了旺达家，见屋里一片
漆黑，什么也没有，这时她们才知道，旺达已经搬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