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优
质20篇)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一个独特且有力的企业标语能够帮助
企业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鲜明的形象。要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企业标语，首先需要明确企业的定位和目标市场，了解客户
的需求和喜好。下面是一些漂亮而富有创意的企业标语，它
们巧妙地吸引了消费者的注意力。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令我受益匪浅。它教会我应当
坚强，不能轻易放弃。

20世纪，一个以独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惊了全世界，
她——海伦.凯勒，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
个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女子。她被一场高烧夺取
了听力、视力，由于看不见也听不见，导致她连说话的本事
都丧失了。

然而，正是这么一个被幽闭在盲聋哑世界的人，竟然毕业于
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院。她用盲文机学会了英语、希腊语、
拉丁语等多国的语言；依靠只的和弯曲的铅丝学会了几何！
并且她还建立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

创造这些奇迹的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理解了生命的
挑战，用爱心拥抱整个世界。最终在黑暗中找到了人生的光
明，最终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世界！

我很佩服海伦，她看不见也能用优异的成绩考上哈佛学校，
学会了那么多种语言，并且还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如果
我能学习海伦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的话，那所有问题都能迎
刃而解了。



海伦令我佩服的除了是她的精神、智慧，还有她的心态。她
以往说过：“忘我就是欢乐。因而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
光明当做我我的阳光，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作我自我的
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作我的欢乐。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是我受益匪浅。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二

她——海伦·凯勒。由一个脾气急躁的野孩子变为了一个彬
彬有礼的小淑女；由一个粗鲁无道的假小子变成了一个才华
横溢的小才女。

当读到海伦·凯勒学发音时每天与苏立文老师练发音，一练
就练得口干舌燥，嗓子疼痛。我又深感内疚，我们读英语读
五六次已是足够了，可她为一个发音练几千次，真让我们感
到不可思议。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是呀，身残志
不残，身体的缺陷是可以用心灵去弥补的，残疾人如果有志，
万事皆有可能，何况正常人呢！

读完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不禁感到惭愧，因为我们
每日拥有光明反而使我们冲淡了对光明的珍惜，当失去光明
时，悔之晚矣！我们应该以海伦·凯勒为榜样，勇往直前！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三

在这个寒假，我看完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它主
要写的是：1880年6月27日，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
州北部的塔斯康比亚镇。

他们家住在很小的房子里，一共有三间，一件大房子，一间
给仆人住的小房子，一间是备用间，以备不时之需。一周岁



时，病魔夺走了海伦·凯勒的听力和视力。

海伦·凯勒长大了，她把母亲关在可怕的屋子里三个小
时……做了种种不应该的事，海伦·凯勒太调皮了，父母决
定请一个老师来管教她。莎莉文小姐来了，莎莉文小姐开始
教我生字、数学……各种科目，每次学完了海伦·凯勒学完
了，总会找她的小伙伴玩，慢慢的海伦·凯勒会的字很多了，
莎莉文小姐要求她现在写作文，海伦·凯勒开始写，她写的
第一篇是《霜王》，《霜王》被安纳格罗斯先生发表到了一
所学校的报告中。可《霜王》很想《霜仙子》所以海伦·凯
勒被审判官审判了，审完了。以后写作文时，写到中间，就
会想到：会不会这篇文章很久之前就有人写过。1894年海
伦·凯勒参加了夏达市举办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
在里面学了一年，海伦·凯勒的说话能力和唇读能力提高了
很多。1896年10月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里夫学院做准备，我
进入了剑桥女子中学读书。

1896年6月29日到7月3日海伦·凯勒参加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
试，并考入了哈佛大学，还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里夫学院。
在海伦·凯勒的想见三天光明中，第一天上午，好好看一看
亲人的脸，下午，去林子中散步，晚上，看人工照明，得来
喜悦。第二天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晚上，去戏院看一
场表演。第三天，去第五大道好好看一看，晚上，还是忍不
住去戏院看最后一场表演。

海伦·凯勒是一个残疾人都有这么强的意志力，而我们健全
的人不应给学习她吗？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四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度过平凡的一
天。“这是海伦·凯勒在世界之光中忙碌了三天的上学期，
我画了空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海伦·凯勒的一本书《如果给我
三天之光》。读完这本书，我的心似乎汹涌澎湃，无法平静



下来。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失明和失聪的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
一生，她一生中只有19个月的声光。在老师的帮助和关怀下，
海伦·凯勒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哈佛学业，获得了学士
学位，最终成为慈善家、演说家和教育家。

虽然海伦·凯勒只是一个聋哑人，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
而是更加努力地面对黑暗的世界。如果你给我三天光
明，“第一天我会看着人们，他们的善良、善良和友谊使我
的生命值得活下去；第二天，我将在黎明时起床，看夜晚变
成白天的动人奇迹。第三天，我想做什么。我们拥有比海
伦·凯勒更多的东西，但我们必须向海伦·凯勒学习，从她
的坚韧中学习，遇到挫折，不要害怕，有勇气面对它们。

然而，我不同于海伦·凯勒。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挫折，但
我不像海伦·凯勒。例如，有一次当我在做作业的时候，我
遇到了一个难题，却做不到。在过去，空当我妈妈看到它时，
她生气地说:“如果你不去想一个难题，你怎么能在过去就空
去做呢？”“是的，怎么这样空过去，我回头努力想了想，
一会儿，才想起来。

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如果我们像海伦·凯勒一样想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能成功。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五

老师、家长都曾教育过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
寸光阴”。读了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后，
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意，懂得了珍惜时间。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海伦仅仅享受了19个月的有声有色世界，
便变成了盲聋哑的女孩。她经过了无数磨难，无数坎坷，在
让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海伦·凯勒在莎莉文老师的



帮助下演绎了她传奇的一生。最终，海伦竟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利夫女子学院，还被美国的《时代周
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这世上没有任何困难不能解决，因
为有困难的存在，一定也有解决的办法，凡事只需换一种心
态去想，去考虑。挑战困难，才使灵魂变得坚强。古今中外，
何尝不是这样！从伢伢学语的婴儿到历尽沧桑的老人，谁不
了解困难？冰心奶奶说过：“盛开的花，人们只惊羡一时的
美，而它初生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血泪！”花因为奋斗，
因为战胜了困难，所以开得如此美丽。人也一样。海伦·凯
勒在“无声，无语，无光”中成长，到最后不一样是个成功
人士吗？马克·吐温曾这样赞美她：“十九世纪有两个奇人，
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不错，她是个名副其
实的奇人。

我欣赏海伦·凯勒不仅仅是佩服她的坚强，她更是我前进道
路上的指引老师。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她讲到：如
果上帝给我三天光明，我一定充分利用，第一天，我要领略
人间的善良；第二天，我要看世界，看人类进步的奇观；第
三天，我要体验城市的繁华。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它让
我懂得了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不要浪费它该有的用途。在人
生的不同的阶段中，总会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这些事也
许是正在拥有的，也许是已经错过的。拥有的，总有一天会
失去；错过的，总是在抱憾。当失去的时候，我们总会悔恨
自己在拥有时没能好好珍惜，“如果还有一次拥有的机会，
那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人总是这么可悲的想，当下一次的
拥有降临时，这次拥有的是与上次不同的。而这次的拥有只
会让人陷入其中，而真正懂得珍惜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如果
懂得珍惜，学会珍惜，那么，就算这次的拥有失去了，你也
不会心存遗憾，而会对自己说：“这次的拥有让我感觉很幸
福”。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心中必然会多了份甜蜜的回忆，
这样的回忆是那些不会珍惜的人永远没有的。



懂得珍惜的人才是真正成熟的人。他们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
而会乐观积极的对待生活。他们会感受到人生的乐趣，更好
的生活。我想，一个盲聋哑的`人都能做到的，我们，又何尝
不能呢？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成为下一个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六

四月是我校的读书月，我们五年级读的书目是《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

读了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

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盲聋哑世界了的人竟然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一生写了14部著作，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
十大英雄偶像。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度过了87年无光、无声的孤独岁月的弱
女子。

说实话，我很佩服海伦。

不是因为她取得的一番丰功伟绩，而是敬佩她能在逆境中，
坚强的活下去，并且取得成就。

我还清楚的记得书上那一小段话—“海伦趁着老师、父母不
注意的时候，又悄悄躲在角落里练习说话。”

为了说话，海伦付出多大的努力啊!口干舌燥也不愿喝一口水，
为的只是让自己快点学会说话，快点喊声爸爸妈妈。

海伦女士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



跟她相比，我就相差甚远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画画。

还缠着妈妈帮我买绘画的工具书。

为此，妈妈还特意帮我报了一个绘画兴趣班。

但没有恒心的我，只学了一个月，就对画画失去了兴趣。

那些书被我遗忘在书橱里，书上落满了灰尘。

现在看到班上同学能画出那么好的佳作时，我又羡慕又愧疚。

残疾人能做到的，我们正常人更应该做到，我们要珍惜我们
现在拥有的美好生活，关心更多的残疾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主要讲海伦凯勒在一个无声无色的世
界里，靠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以惊人的毅力，毕业于哈佛
大学，并建起慈善机构，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看完这本书我被海伦凯勒这种精神深深地震撼了，特别是书
中那一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件东西一旦失去，才会
留恋它。”使我思绪万千，想起我为了贪玩，忘记时间，等
交作业时，才会留恋时间，才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迫切
愿望;想起我寒假里玩电脑，使自己的视力又下降0。2，才想
起以前那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东西是那么的方便。

看到海伦凯勒那种不怕困难，以惊人的毅力，用生命全部的
力量去奔走而建起的慈善机构。又想起自己的减肥计划，仰
卧起坐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没做几个稍微有点累了
就停下来。跳绳也是，跳几个喉咙稍微有点难受了就又放弃，



一次也没坚持过，使自己的计划一次次地泡汤。美味佳肴更
是控制不住自己，总说吃了这顿再也不吃下一顿，但到了下
一顿还是这样说。

今天，我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才真正知道生命
的宝贵，才真正了解“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
阴。”这句话的意义。我会重新对待我的人生，对待我生命
中的每一件事。

这个暑假有一本书，震撼了我!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假如给我
三天光明》。

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书的主人公名叫海伦.凯勒。1880年6
月27日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小城镇——塔斯喀姆比亚。
她在19个月的时候因为一次猩红热，被迫失去视力和听力。
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自暴自弃，但在导师安
妮·沙莉文的帮助下，海伦学会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
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她热爱生活并从中得到许多知识，学会
了读书和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
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掌握英语、
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五种语言的著名的作家和教育
家。她走遍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
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
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如果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无法想象这是怎样一个坚强的女人，
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
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绝岁
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
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克里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
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
《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凯勒的散文代表作，她以一



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
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

读完这本书后，我不禁为书中这个坚强的女性折服，她克服
看不到、听不到的难题，硬是凭借着仅有的触感，学会了说
话、“看世界”。因为自己的残缺，她更能体会那些看不到
的人们，为他们去谋福利。我们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人，更
应该好好像她去学习，学习她的坚强!

我不得不佩服海伦凯乐，我无法想像当一个人看不见，听不
见，也不能说话时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要
怎么生活，心里会有多么绝望。而海伦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女
孩，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

我想一个人又聋又哑又盲，那他的世界是黑暗的，他的心胸
应该是狭小的，因为他接触的世界也是非常小。就像海伦发
现母亲和她的朋友都是用嘴巴在交谈，而不像她用手比划着，
即使她用手去触他们的嘴巴，也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
她疯狂的摆动四肢，蠕动嘴唇，企图与他们交谈，他们没反
应时，海伦便会大发脾气，又踢又叫，你无法理解这样一个
特殊的孩子是多么的需要被理解与认可。

每个孩子对某样东西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依赖性，海伦也是，
她比其它孩子更加缺乏安全感，她很喜爱她的洋娃娃“南
茜”,也不能忍受她的妹妹米珠丽夺走母爱，更不能容忍她妹
妹睡在她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所以她愤怒的将摇篮推
翻，这不能说明这个孩子有多么可怕，她只是感觉到失去了
惟一的依靠，失去了安全感，她的世界已经剩下黑暗了，她
不能容忍惟一的光明再次失去。

人要活下去必须要有希望，正如海伦迎来了莎莉文小姐，她
心里呼喊着光明!光明!快给我光明!恰恰正在此时光明就照在
了她的身上。希望就到来了。



莎莉文老师让海伦去摸水，水却唤醒了她的灵魂，让她感觉
世界原来是如此奇妙的，她那枯燥的生活便有了希望的火苗。
莎莉文老师让海伦明白了爱师赐予她的。

海伦所有的成功都是她应得的。

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以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是一
个度过了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
岁月的弱女子----海伦·凯勒。她把生活中经历的点点滴滴
都用笔记录下来，写成了她的自传《假如给我3天光明》影响
了世上的千万人。一个在聋哑世界里的人，一生困难重重但
她一直很乐观，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用爱心去拥抱世界，
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办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

海伦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后，视力听力尽失，她不能喊一声
妈妈，也不能述说心中的感受，她的心灰意冷到极点，但她
毫不气馁，丝毫没有放弃生活。我想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早
就自暴自弃，也许会依赖父母过一辈子，可她却不一样，一
个人坚强地走了下去，书的字里行间中，无不洋溢着她对生
活的热爱，8岁时在老师的帮助下凭着坚强不息的精神学会了
无人想象的说话，并通过艰苦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
佛大学。海伦说：“身体不自由但是她的心是自由的。”她
能把别人看到的当作自己的光明，把别人听到的音乐当作是
自己的音乐，把别人的嘴角的微笑当作是自己的快乐。海伦
没有哀叹命运对于自己的不公，不接受和渴求他人的怜悯，
而是勇敢的接受命运的挑战，自强不息的毅力面对困境，凭
着坚强的毅力到达理想的彼岸。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八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作家海伦·凯勒写的。众所周
知，海伦·凯勒她是一个聋哑人。可是她却对生命如此的热



爱，这又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主要讲了海伦·凯勒在一场严
重的病情中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因此对生活充满了失望，但
在老师的教育引导下不再失望，又对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
最终经过老师耐心指导，考上了普通人都难以考上的“哈佛
大学”。

海伦·凯勒，一个震撼了全世界的名字，它给所有困在绝境
的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生活也是这样，当自己被困入绝境
时不要放弃，应当坚持，因为坚持就是胜利，要给自己带来
乐观向上的精神。

海伦是个珍惜每分每秒的人，不像我做事“三分钟热度”，
看书往往看到一半就放弃了。而她每天凌晨起来就是想看看
日出，每天晚上看看日落，是多么珍惜时间啊！

读书是件多么惬意享受的事情啊！但我却觉得读书一点都没
意思，而海伦·凯勒却觉得读书会使人缓解心情，心情愉悦。
读完这篇课文，我真是自愧不如。我以后也要拥有像海
伦·凯勒那样勤奋、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正如海
伦·凯勒那样，尽管失去了光明，但是对生活还是那么的乐
观，自信，积极向上。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九

记得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十九世纪有两个奇人，
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

这本书一共有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走出黑暗与寂静，
更令人惊叹！海伦出生十九个月就变成了又聋又瞎的人，她
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就是这样一个盲聋哑人竟从哈佛大学
毕业后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又一家慈善机构，被美国《时代
周刊》评为十九世纪十大英雄偶像。每每读到这儿，我既为



她战胜困难和危险的勇气而震惊，更为她人生的辉煌而激动！

这本书还使我懂得了知识可以给人无穷的力量！拥有知识才
幸福！知识使海伦创造了人间奇迹！当海伦感悟到第一个词
后，便开始认识了知识，她迫不及待地认字、阅读，像一块
海绵一样汲取着知识，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单调、枯燥中
学会了德语、法语、拉丁语等许多国语言，并阅读了多部文
学、哲学名著，知识让她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更璀璨的云
端！知识像一道彩虹，点亮了海伦心中的灯，照亮了她内心
的世界，也架起了她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她去骑马、游泳、
月夜泛舟、参观博物馆、观赏歌剧，她活的那样精彩、幸福、
完美、有意义，知识给了她挑战生活的力量！

我要大声地告诉人们，不应该只有聋子才看重自己的听力，
也不再只有瞎子才珍惜眼睛的明亮。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
良好的环境、优秀的老师，我们不会再忽略生活的美！

我爱生命！我爱知识！我爱生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

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
她就是海伦。凯特——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带来光明
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
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弱女子。

然而，这是一个幽闭在盲聋哑的世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
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创建了
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她不仅用行动证明了人类
战胜生命的勇气，而且将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
给后世以勉励。

她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创造了这世间的伟大奇迹。在读
这本书时，我的心不仅充溢着敬佩，震撼之情，同时还夹杂



着一种羞愧之意。我这五官健全，身体健康的人，却从来不
珍惜身边的美好。读完之后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得不知足。
海伦双耳失聪，从来都没有聆听过亲人的声音；她双目失明，
无法看到五颜六色，繁花似锦的世界；她无法开口讲话，不
能像正常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想法。生活对她来说是残酷的，
然而她不气馁，不自暴自弃，依然顽强地生活下去，创造着
伟大的奇迹。

我时常想，如果我是她，我又会以什么样的态度生活下去？
我恐怕做不到向她那样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书中虽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故事，
但却深深地感动了我。

海伦·凯勒是一位双目失明、无法言语的残疾人。我们虽然
拥有比她健全的身体，但却常常犯那种“常识性”的错误。

海伦·凯勒原来是位健康活泼的小女孩，在19个月大时，因
一场急病导致失明、失聪和失语，从此海伦·凯勒变得暴躁、
任性和性格孤僻。直到7岁，她在充满爱心与耐心、曾经几近
失明、当时在20岁的莎莉文老师的引导下，走出了黑暗与孤
寂，感受到了语言的美妙，领悟出了知识的奇妙，以及生命
的真谛、人生的意义。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写的是海伦·凯勒一生的事。
书中感人的故事，总是在我受到困难时鼓舞着我，要勇敢地
面对这一切，将困难解决，而不是埋头痛哭。一个人只要有
理想，有目标，并不懈地向着希望努力进取，就不会被困难
绊住脚，你就会拥有无限的力量去实现它！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人在白白浪费着自己的生命，自暴
自弃。海伦·凯勒是一位虽然双目失明、无法言语的残疾人，



可是她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抬起头面对风雨。为此，
我感到很惭愧。

从没有遭遇过灾难，甚至从没有体验过不幸的我们，只有享
受幸福。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仑，
一个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说：“知识给人以爱，给
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知识，就
是摸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脉搏，否则就不懂人类生命的
音乐！”这句话深深的震撼了我。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是一副强
壮的躯体。”这正是对海伦的真实描写。海伦凭着一颗坚强
而有毅力的心，最终在灾难中立起。

让我们像海伦·凯勒一样坚强地面对生活和困难，不让自己
的生命白白流失，让有限的生命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让自
己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让我们好好珍惜自己所拥有
的，努力学习，用微笑度过困难，用顽强不屈的毅力放飞希
望的翅膀！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活得精彩！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二

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翻开这本《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你
的灵魂会得到一次洗礼。这是一本巅峰之作，它记录了海伦
凯勒这个身残志坚的聋哑人。凭借自己惊人的努力去绽放生
命之花。

这本书的开头就对作者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幸，有笔锋一转，
回想曾经的光明和声音。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呀！她虽然
是几乎生不如死，可是她还是回忆曾经的美好，没有一丝的
胆怯，勇于挑战生命的极限。



海伦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她是一位十分坚强的老师，
能够教一个又聋又哑的学生，该是何等的不容易呀！

海伦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人，只能用双手去感知这个这个充满
幻想的世界，手就是她唯一的通往这个世界的小洞，而海伦
却从这个黑暗的小洞走向世界、走向光明，向世人宣誓：聋
哑人不是废人！

她的世界只能通过触摸来感知，可是她还是顽强的相信上帝
一定会给她三天光明，而且，她乐观的想好了三天她要干些
什么：第一天，要去看所有帮助过她的人的面孔，让他们的
形象永远的留在她的记忆里；第二天，在黎明起身，去观看
黑夜变为白昼的动人奇迹；第三天，再一次迎接黎明，去观
看全世界的美景，让它们成为自己永恒的记忆。

读了她的故事，我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拥有
一切美好———健全的身体，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好好珍惜
这美好的世界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三

读完了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使我深有
感触，书中的小姑娘是多么坚强！

1880年，海伦出生在美国。不幸的她在生了一场大病后，双
目失明，双耳失聪。从此，海伦与有声有色的世界隔绝了，
迎接她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死一般的沉寂，她的脾气也越
来越坏。这时，她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她身边，
教她摸盲文，拼单词。海伦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地学习。还
写了一本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如果给海伦三天光明，她会干什么呢？她回答：“第一天，
我要仔细注视帮助过我的人，第二天，我要去看黑夜变成白
昼的动人奇观，第三天，我会去迎接那初升的旭日。我知道



自己的三天光明快要结束了，但是我的脑海里会塞满了美好
的回忆。虽然有许多东西没看见，但我仍很满足。”

那我们呢？别说双目失明，就是失明三天，我们也不会像海
伦那样乐观，而会哭爹喊娘，然后失去生活的信心，每天垂
头丧气，茶不思，饭不想。

学习海伦吧！学习她那坚强不息的精神；学习海伦吧！学习
她那不分昼夜的精神；学习海伦吧！学习她那乐观积极的上
进心吧！学习海伦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四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19世纪有两个奇人，一个是拿破仑，
一个是海伦·凯勒。”美国《时代周刊》也将海伦·凯勒选
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海伦·凯勒的杰作——《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曾给了很多人巨大鼓舞。

读着这本书，我仿佛看见海伦·凯勒用她的小手摸着老师的
嘴唇，学习说话；我仿佛看见海伦·凯勒一个人在自己的房
间里练习、练习、再练习……成天面对着无尽的黑暗,这是件
多么痛苦的事情呀!

这次，我准备体验黑暗。我来到楼梯口，拿出一根黑丝布条，
缠住眼睛，走了起来。我缓缓抬起右脚，却迟迟不敢放下去，
终于，我鼓起勇气一脚踩下去，还好，没事。我的胆子愈来
愈大了，连贯地走了起来。突然，我的脚一踩空，眼看马上
掉下去了，还好及时抓住了身旁的栏杆。“吓死我了。”我
一把抓下了布条，享受着阳光。

通过这次的黑暗体验，我明白了盲人是多么的痛苦，他们一
生都生活在黑暗和恐慌中，而海伦·凯勒不仅是个盲人，还
耳聋，却依然坚持不懈地学习，我要向她学习这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



黑暗不可怕，可怕的是“惧怕黑暗”。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五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述了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女
孩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故事。她自幼双目失明、双耳
失聪，却从没有绝望，而是用着别人想不到的毅力学会了读
书和说话，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

如果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几天失明、失聪的日子，也不
失为一件幸事。“黑暗将使人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使人更
加喜爱声音。”这是海伦。凯勒的心声。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会将我所有朋友、亲人、宠
物、家什的面孔深深地铭刻在心中；我要去森林，感受大自
然的而美丽，去看夕阳缓缓落下。对于周围的环境，看得见
的人总是习以为常，即使是那些壮丽的景色，也只能使他们
多看几眼。他们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端详过自己身边的亲人、
朋友和家庭。对于海伦来说，每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都是
从手指尖触摸他们的脸颊，才能知道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最后一天，我将去迎接黎明的到来，我
将从森林出发，走遍这座城市，去旅行。在最后的几个小时，
我将再次跑到剧院，仔细领略一下人类精神世界的杰作；我
要站在最繁华的街角，看一看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夜
幕降临，黑暗再次将海伦包围，今后她每触摸到一件物品，
记忆中都会浮现出它鲜活的景象。

“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样，你才
会懂得珍惜。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六

在‘妈妈’的带领下，我去新华书店买到了[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这本书。一回到家我就认真仔细地阅读起来，我被海伦那
种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坚定执着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她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创新了一段传奇。

这本书是海伦。凯勒（1880――1968）的自传。讲了又盲又
聋的海伦坎坷的一生，以及她的心路历程。海伦十九个月时，
一场大病使她失去了视觉和听觉，从此便永恒生活在黑暗无
声的世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期望表达自己的思
想感情，被无力表达的痛苦不停地折磨着，最后她只能靠发
脾气来排泄累积已久的孤独感和恐怖感。因而她变得古怪粗
暴无礼任性不爱与人亲近。

莎莉文老师的到来，使情况发生了转变。莎莉文老师用爱去
感化她，并教她认字阅读。老师因材施教，让海伦逐渐意识
到每个字的意思。海伦茅塞顿开之后，学习欲望便一发不可
收拾。海伦开始迫不及待地学习，像一块海棉似的不断从生
命本身汲取知识。对知识的渴望，使她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单
调与枯燥中，学会了英德法拉丁希腊五种语言，阅读了多部
文学名著和一些哲学书籍，吸取那些伟人的思想。她把学习
比做攀山，跌倒了再爬上去。得到一点进步，就有了一份快
乐，渐渐看到更广阔美丽的世界。

海伦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艰难是我们常人难以想像的，虽
然她也会焦燥愤懑，但她总能及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自信满满地继续往前走。她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值得我们每
一个人学习。

梅特克林夫人曾经说过：“海伦。凯勒是一个让我们自豪与
羞愧的名字，她也应该得到永世流传，对我们的生命赋予必
要的提醒。”的确，海伦的一生，是生活在黑暗却给人类带
来光明的`一生，她用行动证明了人类战胜一切苦难的勇气，
给世人留下了一曲永恒难以遗忘的生命之歌！[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写出了盲聋者对光明的无限渴望。哪怕惟独三天，她也
一定会加信珍惜，在短短三天中做出许多事。



我们应该向海伦学习，不埋怨，不放弃，珍惜每一秒，才对
得起璀璨的眼睛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七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19世纪有两位伟大的人物，一位是拿
破仑，一位是海伦·凯勒。

18xx年6月27日，在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出生
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她，就是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述了海伦一生奋斗的过程。
海伦出生后第二年的二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病令她双眼失明、
双耳失聪，从此黑暗与沉寂伴随了她的一生。在这种境遇里，
她靠手摸老师的嘴唇与喉结的变化来学说话，勤奋学习，最
终大学毕业并创造了聋哑人能说话的奇迹；还成为了一名作
家、教育家、演说家。

海伦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中，用自己坚强乐观、积
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可贵
的是拥有乐观向上，永不言败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
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坎坷中不断前进，在逆境中获得新生。

海伦是乐观的。她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光明面,就如同她说的一
句名言:“面对光明,阴影就在我们身后!”她没有因为自身的
残疾而自暴自弃，怨天尤人。

海伦是坚强的，她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
难，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在她的成功中包含着比常人
多百倍的汗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
话对海伦很合适。知识的海洋原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要想获
得真知，就必须扬起奋发的风帆，努力拼搏！她坚毅不拔的
精神,就如同梅花一般,在寒冬中依然绽放异采,让人为她奋发
向上的精神赞叹。和海伦凯勒相比，我是渺小的。我没有她



惊人的意志。在我身上，更多的是独生子女的缺点：脆弱，
怕累，碰到困难总想躲避。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八

济南进入3月，春天来了！举办了“我最爱的书分享活动”。
看完一本书，特别喜欢里边的内容，会向周围的人讲书里的
故事，各种的推荐，希望周围的人都能感受一下这本书的魅
力。总有一本书，值得回味，值得收藏。下面来看看来自网
友的读后感：

从小到大，我们从书中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作家，有幽默风趣
的马克·吐温；有文笔过人的托尔斯泰；还有独具色彩的儒
勒·凡尔纳……但我今天从书中相遇的作家却是最与众不同
的一个。海伦·凯勒是一位残障的作家与教育家，她被认为
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在一岁的时候，一场大
病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后来在老师、家人和朋友的帮助
下考入了哈佛大学，开始了写作的路程。

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自传体的书中，面对失去光明
与听力的现实，海伦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她用勇气与自己的
触觉，在大千世界里成长学习，用行动扭转了命运的轨道。
她还当选了美国二十世纪十大英雄形象，获得了“总统自由
奖章”。也许这些成就对一个残疾人来说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是海伦身残志坚的精神与品质才是一个真正的奇迹。

海伦希望自己有三天的光明。第一天，她要看人，看人生中
最重要的老师莎莉文太太，是老师让她有了了解世界的能力。
海伦爱她的老师、亲人与朋友，她要看到他们的脸庞。第二
天，她要看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壮丽，还要看世界的历史与文
化，这些会让海伦不再感到黑暗。第三天，海伦有许多东西
要看，她已无法规划目标了，她想看到的，是周围的一切。
三天的光明对我们正常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海伦却对
这些十分满足。是啊，对于一个盲人来说这是多么重要，但



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们却这么不珍惜，对于周围的一切都习
以为常。

我曾问过自己：当一个人面对一个超乎想象的困境，能坚持
下去，从黑暗中找到光明吗？显然没有多少这样的人，但是
海伦·凯勒却做到了，当看到这本书时，我们不应该只感到
惊奇与崇敬，更应该学会她的奋斗精神，学会如何去战胜挑
战与风雨，学会如何战胜自我。同时我们也应该去关爱身边
的残障人士和困难群体。因为世界给了我们勇气、信心、理
解、尊重与爱。所以我们在传承它们的同时，也要让身边的
生命和世界更美好、更光明。假如给一个黑暗中的人三天光
明，会怎样？我们无从考证，但通过这次感悟，我们更应体
会并铭记生命的品质与分量。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十九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海
伦·凯勒对生活的热爱，她用热情的态度劝戒世人应珍惜享
有的一切。她祈望拥有三天的光明去看人的面孔、狗的眼睛，
看自然景观……海伦·凯勒想看的事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然而这只不过是南柯一梦。

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一书，用自己坚强乐观、
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可
贵的是乐观向上、永不言败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在
黑暗中看到光明，在坎坷中不断前进，在逆境中获得新生。

“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正是苦难铸就了海
伦·凯勒坚强的性格。她作为一个盲聋哑的残疾人，却有着
超越常人的健康心理。她用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所能想像到
的情景，表达自己对求知的渴望和对人类的真挚友爱。她也
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告诫他人，健康的心理是人类成功的最基
本条件。有健康身体而没有健康心理的人，是不可能成就一
番大事业的。具有健康心理的人，纵然是身体残疾也不会抱



怨命运的安排，去渴求他人的怜悯。他们会凭着自己坚强的
毅力到达理想的彼岸。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部书的内容令我受益匪浅，我从中
找到了学习的动力，找到了自信、坚强与乐观。真的，一部
好书能让我们受益终生，它不但让我们增长知识，还能使我
们看透人生，理解人生，感悟人生。“书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我很高兴能与《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交上朋友！

让海伦·凯勒的精神成为我们学习的动力；让我们挥起手中
的笔，给明天添上自己的一笔！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读后感篇二十

“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这
首诗的意思是：华山上生长高大松树，巍然挺立，傲视霜雪。
天生有百尺高的身板，微风哪能吹倒他呢?在唐代诗人李白笔
下描绘的华山松树，虽身处逆境却依然坚强地生存，与这棵
松树有同样精神的便是她—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美国女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看似辉煌
的背后又有谁了解的很清楚呢?我读了她写的《假如给我三天
光明》，才深深地了解她苦难的坎坷的一生。

海伦·凯勒在19个月时患了猩红热，不幸失去了视力和听力，
从此便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
里，她曾自暴自弃过，与家人隔绝，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但
当安妮·莎莉文老师到来时，海伦的一生从此发生改变。

安妮是一个残障教育家，一毕业就成为海伦的老师。他教海
伦各种知识，教他认字，写字……让海伦重新燃起生活的希
望。在安妮的帮助下，海伦学会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
所造成的痛苦，奋发自学，最后还上了大学，并成为一位学
识渊博掌握多种语言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油然而生起对海伦·凯勒的敬佩之情。

海伦·凯勒是不幸的，幼年就失去了视力、听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一个人孤独地在黑暗无声的世界里默默挣扎，但他也
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优秀的导师，他在自己坚持不懈，一
心苦学的努力下，用自己的方式认识了这个世界，领悟到爱
的真谛。

海伦·凯勒在逆境中并没有屈服，她用自己坚强的毅力战胜
磨难，我们要学习海伦勤奋好学、坚忍不拔、热爱生活的精
神。

逆境是使人奋发向上的动力，是锻炼一个人意志的火炉，那
些成长在逆境中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人们，特别是我们青少
年，不要悲伤，不要哀怨，不要让不利的环境束缚住自己的
手脚，要努力在困难中舒展自己的双臂，去拼搏，去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