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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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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凤凰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一向都在读一本引人深思的书——《凤凰的山谷》。

凤凰的山谷里的人物有小男孩奔奔，小女孩小凤，母鸡刘桂
花，黑公鸡赳赳，水牛豆豆，白狗银子和曾婆婆家的小鸭子
都住在凤凰潭，它们都很团结，很关爱。在它们之中我最敬
佩的是黑公鸡赳赳，因为它心胸宽广，无私奉献，乐于助人。
我敬佩的还有小凤，因为小凤心地善良等等。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母鸡刘桂花被猫头鹰抓住，幸
好是黑公鸡赳赳把它救了，可惜刘桂花还是死了。黑公鸡赳
赳每次都被刘桂花排斥，它还去救它，真是心胸宽广。黑公
鸡赳赳的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给我的启发是对人不要
有一点小事就怀恨在心。

读了这本书给我的感想是：黑公鸡赳赳真是太好了，不会因
别人排斥它，而怀恨在心，有些人会这么想：赳赳，刘桂花
排斥你，你就不要就它了，让它死了，算了。我相信赳赳会
这么说：”虽然它对我很排斥，但是我们是同一个主人养的，
所以我要就它，而且我也不能因为它排斥我，而不就它，这
样我会后悔的。”



我觉得我们就应学习书里赳赳的精神，同学们，我们都要学
习赳赳的这种精神，在学习上也一样，我们要互相帮忙，关
爱，如果不这样，既维护不了班级的荣誉，也浪费了全校老
师和校长对我们的关爱。

凤凰读后感篇二

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的朋友，在暑假里，我读了《凤凰的山
谷》一书，从中我收获良多。这本书是金曾豪先生著的儿童
生态精品系列丛书，这本书中的山谷里承载着人完美而惬意
的牧歌梦想。人们团结友爱的完美生活。那里的人们都爱护
着山谷里的小动物，小动物对这个桃花源一般的山谷充满了
好奇。

人们在这个充满传说的山谷里幸福的生活着。我从小就明白
人类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感情、有个性的生物，不是
唯一一种生理和心理能体验快乐、悲哀、悲痛的生物。有些
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动物是我们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个性是
狗，它们为人类看家护院，不叫苦、不叫累。

记得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纯真和善意，记得它们给我们带来的
感动和启迪。许多科学家从动植物身上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
示。比如说：人们根据青蛙的眼睛发明了电子蛙眼，根据狗
鼻子发明了电子鼻，从鸟类的身上发明了飞机，从蒲公英身
上发明了降落伞。

不仅仅如此，大自然中还发生着一些不可思议的趣事：一头
牛击落了一只乌鸦;一只狗懂得了预订座位;一棵豆苗长在了
野兔的耳朵里;一根竹笋救了一只兔;一只鸡战胜了一只
鹰……这些搞笑的事情都发生在挂着一条瀑布的美丽山谷里。
只要相信自己，奇迹就会发生。



人类和大自然以前有一个古老的契约，相约着创造自然的生
命之美和生命的自然之美。但是这完美的契约没有维持多久，
有人就撕毁了这古老的契约。唯利是图的旺仔开枪射杀了野
鸭，破坏了山谷里的宁静快乐、温馨而富有诗意的生活。自
然生态平衡被野蛮地摧毁，无数的完美正在离我们远去。

比如，森林被人们砍伐、被人们破坏，导致泥石流，可怕的
山洪和山体滑坡等;无数的水源被污染、被破坏。我国的淡水
资源本来就不多，河水被污染，河里的鱼虾都死了，田地里
的庄稼被化学品污染过的水浇灌后颗粒无收。

《凤凰的山谷》告诉我们，人和所有的动植物都一样，都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就应懂得，大自然能够透过被人类打
败和打败人类，这种懂得是一种心的领悟、是完美情感的升
华。

凤凰读后感篇三

《凤凰的山谷》是江苏作家金曾豪所写的一部优秀儿童生态
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主要写了小女孩豆豆和小男孩奔奔的乡
村生活，他们在童年的生活中认识了一只黄色的母鸡，它的
名字叫刘桂花，它是旁边刘奶奶家的鸡，听刘奶奶说的它的
名字之所以叫“刘桂花”是因为刘奶奶姓刘，而且他们家的
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粗壮的桂花树，把这只黄母鸡取名“刘桂
花”的含义是期望它能像那棵桂花树一样能永远陪着老奶奶。
这部作品中令我感动的是：一只白雪的羊，每到晴天，豆豆
和奔奔都把白羊用一根绳子把羊安置在田野的某个角落里，
让羊在草地里听风、看景、吃草，与蜜蜂在草丛里玩耍，有
时他们忘记了时间，到了天黑才想起了羊，就飞奔着去领羊，
远远的，羊在暮色里着急地呼唤“快来!快来啊”羊见了主人
立刻改口：“慢慢，慢慢”瞧，羊的善良多么让人心疼啊!这
部儿童文学作品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大自然，奉献给我
们丰富的精神食粮，让我们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和雨露，茁
壮成长!



人类不是唯一有情感的生物，不是唯一能体验生理和心理欢
乐和痛苦的生物。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每一只小动物都有
生命，也有灵性，我们就应珍惜和它们共处的时光。虽然它
们的生命很短暂，但它们也有和人类同样的情感，也懂得感
恩。所以，我们就应珍惜这份情感，别让最后一分钟成为我
们的遗憾。大自然因生命而丰富多彩，我们要热爱生命，尊
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凤凰读后感篇四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凤凰的山谷》，这本书主要写了：在凤
凰的山谷里有着仙境如世外桃源的地方，小黑鸡赳赳被男孩
子刘奔带到山谷，感受了这山谷的善良和美丽，经历了一系
列的磨难冒险，虽然开始母鸡刘桂花对它并不友好，但是当
它看见母鸡刘桂花为了自己的孩子们，跟老鹰以命相搏时，
公鸡赳赳义无反顾的加入博斗中，最后救下了母鸡刘桂花，
但是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鸡刘桂花改
变了对它的态度，满怀的感激和愧疚，原本赳赳能够和伙伴
们快乐的生活在这山谷里，但是有一天唯利是图的旺仔开枪
用毒杀害了许多野鸭，破坏了山谷里的宁静快乐、温馨祥和
的生活，银子小狗对伙伴的关怀友爱，对主人的忠诚，却因
为旺仔的到来最终被他残忍的杀害，白兔棉花糖对小凤的感
激和信任，让我感触良多，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他们都有
个性，有灵性的生物，他们也有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有自己
的纯真和善良，它们在用心的领悟，这种懂得是心领悟，是
一种心照不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在旺仔将山谷变成了度
假山庄，把三个动物当场宰杀以祭山庄大旗，豆豆牛和公鸡
赳赳备力反抗，赳赳在混乱中逃脱，向着朗朗青天控诉。

读了《凤凰的山谷》，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是啊!自然界所
有的生物，我们人类都就应尊重它，善待它们，保护养育我
们生命的大自然，大地母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珍惜
爱护一切生命、爱护环境，从你我每一个人开始做起!为创造
自然的生命美和生命的自然美而努力吧!



凤凰读后感篇五

李白写《登金陵凤凰台》这一首诗的背景，有两种说法，一
说是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作者奉命“赐金还
山”，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一说是作者流放夜
郎遇赦返回后所作。很多人都将这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与
崔灏的《黄鹤楼》作对比，传说，李白远游荆楚，乘兴而登
黄鹤楼，偶读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自觉难以超越。遂借酒兴;题诗一
首：“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随即，长袖横甩，掷笔而去。其后，直
到来到金陵，写了上面的那首《登金陵凤凰台》一诗，才略
觉痛快。《黄鹤楼》首诗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把人们登临黄
鹤楼的所见所感，写得直切入微，用典以及意象的相互交融，
使得诗人的思乡愁绪跃然纸上。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
《黄鹤楼》为第一。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虽有模拟之
嫌，但它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为后人所称道。

《登金陵凤凰台》全诗将历史与现实、自然的景与个人的情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气呵成，抒发了有志难酬的感慨。

从诗的题目可以知道作者写这首诗的地点----凤凰台，而且
开头两句也是从凤凰入手，“凤凰台”、“凤凰游”、“凤
去台空”，三个“凤”字，读起来朗朗上口，并且，传统的
观点认为“凤凰”是吉祥的象征，所谓“龙凤呈祥”嘛，但
结合李白写这首诗的背景以及李白个人的`经历和李白的写作
风格，很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诗人通过“凤凰”游
“凤凰台”来暗示了当时六朝的盛世繁华。接着的第二
句“凤去台空江自流”，却是说如今凤凰去了，凤凰台也空
寂了，只有江水不停地流着。这里，诗人借此暗示了六朝那
繁华的景象也烟消云散，面对的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
着。这里，不但表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更暗示了“物是人
非”的自然的永恒。



接着第三四句，当年华丽的吴王宫殿及其中的千花百草，如
今都已埋没在荒凉幽僻的小径中，晋代的达官显贵们，就算
曾经有过辉煌的功业，如今也长眠于古坟里了，早已化为一
抔黄土。煊赫与繁华并没有留给历史可以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里有着李白独特的历史感喟。但是，从李白的性格来看，
豪迈不羁，胸怀阔达，我并不认为这两句能体现出诗人对那
些帝王的消逝有丝毫的惋惜，充其量也就只是发发牢骚，感
慨感慨罢了。因为从诗的后面可以看得出，诗人已经将关注
点转移到了自然之物上，把深邃的目光投向大自然的情
怀。“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自然力的巨大，
赋予人以强健的气势，宽广的胸怀，也把人从历史的遐想中
拉回现实，重新感受大自然的永恒无限。

很多人都说，性格越是开放，越是什么也不在乎的人，其实
内心深处还是很敏感，也很在乎的。我把这句话就暂且和李
白这位伟大的、豪迈不羁的、胸怀阔达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吧。
李白虽然具有超脱尘俗的理想愿望，但他的心却始终关切着
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不然他也不会写那么多诗篇来表达自
己的心情了。诗的尾句可以看出，在诗人对历史与自然进行
亲切的光顾之后，又把自己的眼睛转向现实政治。他极目远
眺，试图从六朝的帝都放眼到当时的权力中心，亦即自己的
心之所向的首都长安。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原因是“总为
浮云能蔽日”，只好“长安不见使人愁”。于是，浮云悠悠，
愁思无限，壮志难酬，哀怨如缕。而且，这里的“长安不
见”又能够和题目中的“登”呼应起来，给人一种满腹愁绪
却又深处壮观之物的感觉，似乎将心中之情与眼前之景真正
地结合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