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每晚阅读的故事读后感(大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每晚阅读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篇课文主要是介绍维也纳森林美丽的
景象以及维也纳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觉得维也纳人真是幸福，他们生活在层层叠叠的绿色包围
中，拥有国土44%的森林。我相信，站在任何一个地方放眼望
去，一定全都是绿色的。我还觉得奥地利这个国家能有这样
的环境、这么多的森林，和奥地利人的行为是分不开的：他
们的森林能神奇的调节着气温，都是他们长年累月珍惜、保
护的成果。早在1852年就颁布了《森林法》的奥地利，谁也
不会去伤害任何植物和动物，甚至后院的小草都倍加爱护。

回想起中国，真是要感到内疚。

一千六百年前的人们因为破坏环境，曾经“马蹄哒哒，驼铃
声声，商贾使节络绎不绝”的繁华城镇——楼兰消亡。现在，
我国西部的宁夏、青海等地区也正渐渐重蹈楼兰的覆辙。其
中，对内蒙古沙区湖泊风沙灾害危险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安全湖泊只占7.3%，轻度危险湖泊占22.5%，中度危险湖泊
占24.7%，重度危险湖泊占了25.4%，强度危险湖泊占9.1%，
极度危险湖泊占11%。在内蒙古沙区湖泊的安全湖泊占地最少，
这可见湖泊安全形势严峻。

如果按这样的趋势，用不了多少年，这里也会变成一片沙海。
我希望我国人民也能像维也纳人那样，保护树木，保护小动



物，保护那些将要消失的植物，让我国也成为一个美丽的家
园，成为一个能让大家感到幸福的家园！成为第二个维也纳！

每晚阅读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在暑假我读了《刘胡兰》的故事，观看了抗日电影，学习了
唱红歌，一个个经典的红色故事铭记在我的内心深处。

在妈妈的帮助下，第一次用手机记录下我讲“红色故事”的
视频。我不是专业的讲解员，也没有优良的声音条件，但我
还是通过反复的练习，让自己更有情感的讲出故事。跟平时
拿着书讲故事完全不一样，面对手机镜头我不由自主的开始
紧张，一紧张就忘词。反复听到妈妈说：“再来一
次”，“哎呀!错了重来”的声音，心里开始责怪自己怎么一
直都做不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拍摄，我感觉慢慢地进入到
了角色，感觉自己就是海娃，渐渐地自信许多，也让我体验
了一把“主角”的光环。

通过观看和演讲抗日小英雄海娃的故事，我深深的`被他的精
神感动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克服一切困难，长大后把祖
国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

每晚阅读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看了一半，放弃了。

实在无法忍受一句明明白白的道理非要掉三到四次书袋才讲
出来的套路。每一篇都要搞个噱头，以为他有啥精妙的招数，
结果还是不断的掉书袋，然后再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可能适合那些刚刚开始阅读的人读，让他们觉得牛逼极了。
当然，文笔还是不错的。

还有我想说的就是：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否则，就别



读了，搞那么多意义就是装逼，无病呻吟。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值得做，阅读最大的成本就是时间，
你觉得有比阅读更值得花费时间的事情，那你就去做，并不
存在阅读就高贵一些。

每晚阅读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作者：王科科。“全职读者”可能是每一个喜爱读书的人眼
里最好的工作。唐诺，台湾专业读书人，做过若干年编辑，
交游于文坛，从1992年起每天早上到咖啡厅阅读写作，傍晚
回去买菜做饭，日复一日，岁岁如此。轨迹固定，规律简单。
他安生立命于书籍，读书是他度过生命的方式。

唐诺读书，也著读书的书（套娃？），《阅读的故事》为代
表作之一，深受读者推崇。单翻看这本书的目录，我已难掩
心动：

1、好书是不是愈来愈少了？有关阅读的持续问题。

2、意义之海，可能性的世界有关阅读的整体图像。

3、书读不懂怎么办？有关阅读的困惑。

4、第一本书在哪里？有关阅读的开始及其代价。

5、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有关阅读的时间。

6、要不要背诵？有关阅读的记忆。

7、怎么阅读？有关阅读的方法和姿势。

8、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有关阅读的专业。



每个章节标题都直击我心，唐诺实在太了解读者的痛处，让
人无法抗拒。但当我开始阅读，才发现这不是一本“好读”
的书，它对读者有一定要求，有一定门槛。句子较长，是那
种含蓄弯曲的台湾书写风格，需要读者耐心分辨含义。每个
章节提供了一定的解答，但并非像一般社科书籍那样直白，
列明一二三，重要结论还反复强调，提供“道·术·器”中
的器。他的见解是曲径通幽型的，给你搭到“道”的梯子，
但读到多少，全凭态度和缘分。

例如第三章“书读不懂怎么办？有关阅读的困惑”中，唐诺
给出的答案是困惑是好的，是常态，是阅读成立的前提。人
总希望即时回报，有困惑就要求知道答案。但现实是答案往
往有延迟，需要耐心地去阅读、去历练才能解答一二。我们
读书渴望理解，但理解不知何时才来。我十分喜欢他提供的
处理方法：放入括弧中。将困惑隔离打包，使它不会扰乱心
绪、影响生活、绊住阅读，但还能时时想起琢磨琢磨。“因
为正常的阅读仍持续，你才会‘成长’、‘变健壮了’，问
题也往往因此才‘自动解开’。”

这些见解散落在字里行间，唐诺从马尔克斯写起，当然还有
他最爱（之一）的博尔赫斯，接着大江健太郎、格林厄姆，
还请出了他太太朱天心…他细细掰扯着，仿佛故意不画重点，
让你只能在句与行间慢慢穿梭，游览过相隔数百年的历史，
交谈于各位大家，最后还要拉着你细细对谈，才逐渐心领神
会，咂摸出味道，越读越好。

我有点为一开始想要类似1+1=2答案的心情而惭愧。我以为，
这本书也类似于其他方法论书籍，手把手教你如何找寻第一
本书、怎么阅读才最有效率、怎么安排时间读书、怎么记住
读过的内容，提供可行性极强的即食操作方法。总的来说，
就是怎样更好地阅读，目的性很强，功利心很重。我想起回
老家，父亲看见我读书便会问：读这个书有什么用，有什么
收获啊？我常常语塞，有些时候会因为的确没什么用而心虚，
有时候又会有些恼怒，为什么一定要有什么用，读着我开心



我乐意啊。

读书有什么用呢？读书能给当代人带来什么价值呢？这是阅
读世界中普遍的疑惑，阅读世界的公民一边埋首于书页间，
享受其中无限乐趣，又一边在心底悄然升起自我怀疑——大
量时间投入到阅读中，自己获得了什么，阅读的投入/产出又
是什么，拿这大段时间去做和金钱更直接相关的事情是不是
更好。“读书有什么用”也成了我放在括弧里的一个疑惑。

毛姆说：“养成读书的习惯，也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几乎可
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读书是幸福的，可以让
人暂时忘记世事纷扰沉浸在另一个自洽世界中，但在以物质
成就衡量个人价值的当代，要求立竿见影的成绩，恨不得上
一秒付出了劳动，下一秒便有金钱入账。读书，太慢了，慢
得仿佛特别无用。

许知远曾在《十三邀》中采访过唐诺，称他当代第一读书人，
但又总会抛出尖锐的问题，略带评判意味。许知远问，在妻
子朱天心等文学天才的包围下，你是否感到焦虑？世界已经
长成这个样子，会不会让你沮丧，你是逃避多呢，还是反抗
多呢？连让所有喜爱读书之人向往的职业，仿佛都不是一个
让人能充满底气的职业title。全职读者，似乎像在逃避。

唐诺在第五章“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有关阅读的时间”
中写到：“最大的阅读沮丧系来自于我们对阅读‘投入/产
出’的时时紧张审视，因此，如何有效松开‘耕耘’和‘收
获’这两端的紧张关系，让阅读从容起来，好安心等待理解
零存整付的不定期造访，便成为阅读能否持续的关键。”如
何松开紧张关系，使阅读时间从容起来，唐诺可谓釜底抽薪。
不是早上5点起来读，不是勤记读书笔记，而是“一生只做一
件事”。逐二兔，不得其一。专注于做一件事情，用事情去
超越时间。当你认同这个，其他方法都不值一提。

唯一不可替代性。认命吧，并且专注做好它。入了阅读之门



的人又是极其幸运的，每位大师的代表作也不过寥寥几本，
我们花费几个晚上的时间就能读完他们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天
才之作——读和写的时间是极其不对称的。当前娱乐方式五
花八样，手指轻轻一点便消遣了一个夜晚。阅读之门越
发“窄”了，入了门的人都是幸运的。

唐诺对所有问题的答案最后都能归结到“读就是了”。对于
如何找到第一本书，多读就是了，浪费几十块钱一个晚上也
没关系，其他事情也不见得多重要。真正的阅读是从第二本
书开始，而后的每一本书都藏在你正在阅读的书中。对于要
不要背诵，这是想同时做读和记两件事，怎么能成，读要眼
到心到，读到多少就算多少吧，这个年龄阅历暂时只能读懂
这么些了。对于为什么要读二流的书，读过大家的一流作品，
要再读他的二流作品，能从失败中体味到更多东西。唐诺认
为，一个社会如果永远只读一流作品，那只是“幼态阅读”
的社会，还未成熟，需要广泛地阅读，成为专业读者。

这是一种无功利的阅读方式，对书籍的价值完全信任，无论
怎么读、读什么，都是一件向好的事情，虽然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解除我的疑惑，读过就肯定有一些东西在发生变化。

我坦诚，某种程度上自己依旧是一位功利主义者，对世界仍
有好奇，希望对世界建立更准确的认识，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也明白，书籍最有价值的阅读方式——也许也是唯一方式，
便是无功利阅读。我接受并选择这种方式，我也不知道读这
个书那个书有什么用，但我确信它终将有用，读就是了。

每晚阅读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矛盾着想要一次性读完，又想要每天都能读到，感觉像是在
听喜欢在课堂上东拉西扯的语文老师讲课（想起我的中学老
师了）。

还好没有写出那种指导读者如何阅读的内容，目录里的标题



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我来教你这样读”，可是提出的问题在
讨论中其实都没有被他个人解决掉，反而提出来了，也是在
向读者提问，我作为读者应该在思考，就算没有太多能够写
出来好好表达自己的内容，朦朦胧胧也有一些想法了。

喜欢看唐诺引用和阐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的文章
（好在大多都已经读过，所以更感觉一些引用的好），像是
在另一个维度上跟别人共读了这些书、这些故事，这样的分
享感（好像还有一种看过电影后再兴致勃勃去看旁人讨论
的spoiler的感觉？我不太能解释我的想法）很让我快乐。

阅读和旅行存在某种类似性，都是将自己抛进一个异质世界，
因着身处的世界与彼之世界的不同，才产生刺激，才“不仅
进入一个又一个更好的世界，还因此多了一个你一直视而不
见的实存世界”。

“可能性，而不是答案，我个人坚信，这才是阅读所能带给
我们真正的、最美好的礼物。”阅读的快乐大概在于能够相
对自由地存在于意义之海，寻找无尽的可能性，可是看到也
就只是看到，是否要追寻所谓的答案也依个人想法，这种自
由是特别让人享受甚至是上瘾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
不至于陷入绝望。

永远有而你也天天会遇到你未曾涉足的新领域，在你熟稔的
领域里也永远有新的书，在你念过的旧书之中也永远存在着
你不理解或还大有深入理解余地的空隙之处。”这个意义上
来说，已读之书和未读之书都是一样，都存在着一些难以涉
足的角落，有幸踏入就是收获，如果有些空隙我一生都无缘
窥见，那也就这样了，我也会因为其他的旅程而快乐。

不过确实，有一些地方写得过于啰嗦，且越往后读这种感觉
越强烈：是那种上课拖堂也要给我们好好讲完自己想法的感觉
（想喊一句“马前”）。还有就是，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是一
个合格的读者，越来越有这样感觉…运气好的话，会有进展，



但总不会成功。

在“推荐”和“不推荐”之间犹豫，决定放弃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