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哪吒闹海读后感(优质8篇)
征文是一个促使作者思考和总结经验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更
好地认识自己。阅读优秀的征文作品可以提升自己的写作水
平和思维深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征文范文，欢
迎大家一起品读。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一

《哪吒闹海》是根据《封神演义》取出来的片段故事，是中
国的经典电影，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可是我小时候没有看过
这部动画，直到今晚才看。

特别是去年《魔童降世》大火之后，很多人对于哪吒这样的
形象似乎又有了新的解读。

我说一下，对于我来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是什么感想？

首先，对于看过了各种特效电影之后的今天，看四十年前的
这部动画，的确是有点吃力。不管是里面的动画效果还是配
音等，都觉得非常奇怪，但好在只是奇怪，不是尴尬。

尴尬就是说，即使是今天很多特效和投资很大的情况下，很
多人拍的电影依然能够让你觉得尴尬。但《哪吒闹海》不是
尴尬，而是奇怪。

这就是说，对于里面的很多设置，其实只是没见过，所以搞
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比如里面的很多动作设计，音效等，其实都是为了符合那个
时代的特性，比如龙宫舞蹈的那一段，其实就是来自于戏曲。
这些都是时代产物，很好理解。

本来，对于四十年前的电影，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



所以，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里面的故事核心。

《哪吒闹海》的故事很简单，相比于后来的很多改编版，其
实这部电影才是母版，后来的很多改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做
了增加，比如去年的《魔童降世》加入了大量的幽默细节等。

故事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两股不平等的势力，因为矛盾引
发战争，然后矛盾越来越大，战争也就越来越大，于是你打
我，我打你，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全片60分钟，基本上就讲了个这。

你要说简单吗？似乎这已经是最简洁了，基本上把故事讲清
楚了。也不是当时的人们不想做得更长，或许是因为成本吧。
比如几场大战，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加好看，更长一点，但
是随便打几下就完了。因为实在是成本有限。

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58分钟的电影。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二

寒假里，我读了《哪吒闹海》这个故事。故事讲东海龙王作
恶多端，兴风作浪，害得人们不敢下海捕鱼。后来，哪吒打
抱不平，教训了东海龙王，打死了龙王三太子，为老百姓出
了一口恶气。从此，东海龙王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老百姓
又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东海龙王不应该这么骄狂，称霸
一方。当初，他要是不害人，不作恶多端，三太子就不会被
哪吒打死。不光是作恶的东海龙王，凡是胡作非为、作恶多
端的坏蛋，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读《哪吒闹海》这个故事，我还学到了很多好词佳句。好词
是：“作恶多端，兴风作浪，决心，法宝，滔夭巨浪，胡作
非为”：佳句是：“三太子一死，现出了原形，原来是条小



龙。”“夜叉钻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
便砍。小哪吒可机灵啦，身子一闪，躲过了这一斧头，随即
取下乾坤圏，向夜叉扔去。”这些好词佳句我会记在脑中，
并学着运用。读完《哪吒闹海》，我真是收获不少。

今后，我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特别要读名家名篇，学
习他们的写作方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写出好作文，做
一个有爱心、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三

哪吒的故事是一个只有恨的冷酷故事。

对父亲的恨，对兄弟的恨，对母亲的恨，对儿子的恨，对仇
雠的恨，对天地不仁的恨，对造物弄人的恨。对敌人是恨，
对亲人更是恨。这恨引起滔滔洪水灌取陈塘关，这恨如剔骨
尖刀剥去层层血肉，这恨更加如一道悬崖般隔开亲情伦理与
教化，使得世界上除了复仇，再找不出第二个字眼令自己的
灵魂得到永生。

他恨敖家兄弟，但这恨里带着嘲弄与不屑。他丝毫不用看得
起他们，他甚至丝毫不用看得起大海。他只是连带着戏弄而
已。他恨得是他的父亲。两次举刀来取他性命的父亲。一次
为了母亲，一次为了治下百姓。然而无论怎样堂皇的理由，
他都有权利选择不接受。哪怕他可以理解。但是他无法接受。

李靖举着刀，陷入两难。他是悲剧的。他比自己的小儿子更
加痛苦。可他儿子无法接受。人总要选择立场的。既然李靖
没有选择家庭，只得要哪吒来牺牲。他抛弃了家庭，将礼教
的责任背上肩头。因此，他最后也只得躲避在礼教的安慰下，
心肠纠结，抱头痛哭。于是，哪吒也只能抛弃了家庭，为了
完成他父亲的责任。然而这又何尝不是家庭的责任呢?他为了
家庭而放弃家庭，他比李靖更加矛盾，更加痛苦。于是这痛
苦与矛盾统统化作仇恨。这仇恨甚过刑天，甚过共工，甚过



不共戴天。因为连天，他都要一并恨进去。

哪吒举起宝剑，那剑刃上倒映出的凄厉眼神，迎着海风与微
咸的浪花余角，厉声大喝。他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普天之
下，再无一人一事一物与其相干相连。他隔绝于所有的联系。
他独立于天地人神鬼五元之外。他只是他。不用在前面加上
任何形容词性的名头了。是的。他彻底地自由，也彻底的孤
独了。

这是中国所有神话故事中最酷的一刻。没有之一。

而，李靖只得扑在地上低声呜咽。他既抽不出勇气来维持勇
敢，甚至也无法用软弱来解释懦弱。他怎么做都错，但仿佛
怎么做都对，然而重要的是，无论他怎么做都令所有人肝肠
寸断。

世上便是有这种解不开的矛盾，化不开的死结。缺少解围之
神前来调解，哪吒只能自己用生命替自己解了围。也替所有
人解了围。所有那些被道德箍得喘不过来气的人。以及事关
己的人。他们早已在这个故事中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有人替
他们作出牺牲。

我们最期待的不是英雄，而是那个替我们牺牲的人。

因此，哪吒不是英雄。他并不甘愿牺牲，他只是无可奈何。
因此复活的哪吒，要杀的其实只是他的父亲而已。龙王只是
一个附属品。龙王死不死，其实并不紧要。鲜廉寡耻而穷追
猛打的官僚系统永远存在，而家庭的纠纷才是故事的真谛。

所有的故事都是家庭故事。他并不是挑战父亲的权威，他也
不是恋母情结。他只是挥起剑想斩断自己与血缘所带来的所
有羁绊。他只是要孤独的自由和内心的正义。而这个羁绊正
是他父亲战战发抖的脖颈。他并不胆怯，也不犹豫，更没有
罪咎与欣喜。这是复仇。复仇是一件彻头彻尾的私人事务。



容不得任何世俗逻辑进行指谪。或者他们可以指谪，然而这
种指谪往往浅薄的好笑，这种浅薄来自于他们引用的逻辑太
过深刻而复杂。复仇简单的如同星球运转，花开花落一样。
表面的繁茂下隐蔽着浩然的规律，而这规律根本无需说明。
他杀了我，因此我要杀了他。就是如此。冤冤相报何时了。
既然有冤，就无需了。

仇恨从来都是为了衍生新的仇恨。而矛盾也是为了使新的故
事生生不息。既然恨，那就恨到底吧。让爱的归爱，恨的归
恨。

文档为doc格式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四

相对于外国童话故事来说，我更喜欢让孩子读更多的中国传
统神话故事，了解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以便培养孩子的民
族意识，骨子里有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气质和修养。

这次有幸收到了这本《哪吒闹海》，刚开始还以为只讲了哪
吒闹海这一个故事，打开后才知道里面有9个小故事，看了下
目录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故事，一收到书，孩
子自己就津津有味的读了起来，晚上睡觉前又给弟弟讲了一遍
《哪吒闹海》和《大闹天宫》的故事，可以看的出来，孩子
很享受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快乐。

孩子读的越多，就越善于阅读，越享受故事内容，就越沉浸
于阅读中。

这是一套中文分级阅读图书，《哪吒闹海》是其中的k1级，
全书都带有拼音，故事内容提炼的也很简短，对于一年级的
小朋友来说，阅读起来也比较容易，书中的文字搭配着精美
的插图，对孩子理解故事的内容很有帮助，比较符合孩子的
心理需求。这套分级读物跟我之前给孩子买过《日有所诵》



很相似，非常适合孩子亲近母语。

现在是大语文时代，只有通过自主阅读来认识更多的汉字，
之后才能读到更多、内容更深奥的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阅读之行虽不易，但希望孩子能长期坚持下去，长期积累起
来，相信以后一定会有巨大的进步，孩子能读到一套这样书
真的很幸福。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五

寒假里，我读了《哪吒闹海》这个故事。故事讲东海龙王作
恶多端，兴风作浪，害得人们不敢下海捕鱼。后来，哪吒打
抱不平，教训了东海龙王，打死了龙王三太子，为老百姓出
了一口恶气。从此，东海龙王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老百姓
又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觉得，东海龙王不应该这么骄狂，称霸
一方。当初，他要是不害人，不作恶多端，三太子就不会被
哪吒打死。不光是作恶的东海龙王，凡是胡作非为、作恶多
端的坏蛋，他们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读《哪吒闹海》这个故事，我还学到了很多好词佳句。好词
是：“作恶多端，兴风作浪，决心，法宝，滔夭巨浪，胡作
非为”：佳句是：“三太子一死，现出了原形，原来是条小
龙。”“夜叉钻出来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
便砍。小哪吒可机灵啦，身子一闪，躲过了这一斧头，随即
取下乾坤圏，向夜叉扔去。”这些好词佳句我会记在脑中，
并学着运用。读完《哪吒闹海》，我真是收获不少。

今后，我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特别要读名家名篇，学
习他们的写作方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写出好作文，做
一个有爱心、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六

寒假期间我看了一部童话故事，那就是《哪吒闹海》，这个
童话故事讲述了东海龙王父子称霸一方，经常兴风作浪，欺
压百姓，害的渔民不敢出海打渔，哪吒决心教训一下他们。
在和龙王三太子的打斗中，哪吒把三太子给打死了，龙王知
道自己的儿子死了，非常伤心，就叫上四海龙王一起来给儿
子报仇，龙王来到陈塘关哪吒的家里，找哪吒的父亲李靖要
人，要李靖把哪吒交出来，不然的话，龙王就要把陈塘关全
部淹没了，为了不连累父母和百姓们受伤害，哪吒自杀了，
后来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用法术救活了哪吒并传授给哪吒
三头六臂等法术，最终哪吒靠太乙真人传授给他的法术打败
了龙王，龙王再也不敢胡作非为，百姓们又过上了平静的生
活。

读完这个故事我觉得哪吒是一个有爱心，有正义感，能舍己
为人的小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学习得榜样。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七

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怀胎三年零六个月才生产，可是生下
的不是孩子，而是个大肉球，李靖以为夫人生了个妖怪。一
剑将肉球砍成两半，谁知里面竟跳出一个小男孩儿，一落地
就扑到李静怀里喊“父亲”。

这时有家丁来报告说门口有道士求见，李靖将道士请进来，
只听道士说：“我是太乙真人，想收将军的三公子当徒弟，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没等李靖开口，小男孩儿就已经跪在
地上拜师傅了，然后太乙真人给小孩取了个名字叫：哪吒。
太乙真人对哪吒说：“师傅下山走得匆忙，没准备什么礼物，
这混天绫和乾坤圈就送给你吧”！说完便飘然而去。李靖有
点儿隐隐感到这个儿子不是凡人。



哪吒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到东海边玩耍，那时天气十分炎热，
他索性跳进海里游泳。他这一游不要紧，把东海龙宫都给震
动了。龙王就派巡海夜叉去看看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夜叉
想把哪吒制住。他一言不发，举起兵器，向哪吒打去。哪吒
一看，随手抛出混天绫，打死了夜叉，然后龙王派出三太子
来擒拿哪吒，可没想到哪吒三两下就把三太子打败了。龙王
听到这个消息后，向玉帝告状，派天兵来拿哪吒。李靖自己
知道这件事儿大怒，哪吒便在父亲面前说：“一人做事一人
当，我不会连累你们”。说完拔剑自刎，龙王见哪吒已死，
这才撤兵离去。

最后，哪吒在太乙真人的帮助下重新活了过来。

这篇故事讲了一位勇敢的小男孩儿，从小就有强大的本领，
除了自己闯下的'大祸一人当也体现出了哪吒的孝心。

哪吒闹海读后感篇八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动画《哪吒闹海》是一部纯
手工动画，制作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以今日眼光来看，
技术上或许有些落后，因为它完全不是当下大行其道的3d立
体画面，乍看之下甚至让人颇不习惯。可是过不了多久你就
会被片中浓郁的民族元素和非凡的美学造诣深深折服。是的，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原创动画。

影片讲述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哪吒闹海的故事。人物形象虽
然平面化，却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简单勾勒的人物线条，配
上鲜明饱满的色彩，竟可以如此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动作
场景明快流畅，极富视觉美感。然而最重要的却是各人物表
情变化丰富，有层次感。哪吒的英姿飒爽，龙王的凶神恶煞，
李靖的痛苦挣扎以及太乙真人的慈祥睿智都让人印象深刻。

《哪吒闹海》虽然只有短短的58分32秒，但却有着颇为完整
的故事情节，带领观众一次次经历情感的跌宕起伏。片中最



为动人的一幕发生在哪吒决然赴死的时刻。在巨大压力之下，
哪吒环顾四周，陈塘关的百姓遭受着四海龙王的肆意惩罚，
无家可归的小伙伴，啼哭无助的婴儿，掩面啜涕的仆人，进
退两难的父亲，少年哪吒眉头紧锁，他饱含热泪，神情坚定，
毅然提起落地的宝剑，向爹爹做最后的告别。他面朝大海，
大喊一声师父，英勇自刎。这一幕的画面处理极为简练精妙，
生动准确地传达出哪吒临死前的内心挣扎，是全片精华所在。

整体来说，本片构图讲究，色彩浓烈而不艳俗，每一帧画面
都充满极致美学享受。情感简单质朴，叙事明快直白，毫不
拖泥带水。叙事主线之外，又不乏令人会心一笑的绝妙细节。
四海龙王庆功宴上海洋战士的特技表演生动有趣，显示出主
创人员在动作编排上的独具匠心。片尾的终极大战更是全片
亮点所在，死而复生的哪吒身怀绝技，将四海龙王打得落花
流水。在这里有着十足的戏剧张力，它极富灵感，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