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精选17篇)
梦想是坚持的动力，它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勇往直前。
梦想需要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勇于冒险和挑战，敢于迈
出第一步。我整理了一些关于梦想实现的成功经验和故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示。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一

寒假里我读了《安妮日记》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在二战
时期犹太小女孩安妮两年的密室生活。

安妮全家为了躲避战争和法斯的追杀，在安妮13岁生日后不
久，全家搬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后屋，因为当时是
法西主义，犹太人惨遭迫害，他们把那里当成了他们的“密
室”，安妮自从搬到了荷兰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阴森、寂寞
和恐慌之中，但她常常抬头凝望天空，总感到事情会越来越
好，残酷的战争终将结束，合平与宁静会重新来临的。

但二年以后，安妮及密室中的所有人遭人举报，被人投入了
集中营。残酷的现实摧毁一切，最终安妮死了，死于伤寒，
这一切多是讨厌的战争和种族所引起的。

安妮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活下去，所以她在日记中还写
道：“”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的活着。

所以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了解历史、战争及种族迫害，
更能感受到安妮身上那种勇敢、坚强、不屈服乐观向上希望
活着的那种人生态度。

希望世界上永远不要有战争，永远和平。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二

我很少读书，好书更是少之又少，但我却坚信着《安妮日记》
是一本好书。或许作者不是著名的作家，或许没有惊天动地
的爱情，感人肺腑的友情，但是我依然这样相信。

作者安妮弗兰克是一名犹太人，她不幸地生活在一个充满动
荡的时期——二战时期。那一段岁月令所有人难忘，更何况
是一名犹太人。安妮有一个大她三岁的姐姐，名叫玛戈，故
事就从玛戈被传讯开始，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让人
感觉充满了活力，没有人感觉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就
在这个日子中，玛戈接到了传讯通知，弗兰克一家立即决定
逃走，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于是便有了被安妮称之“密
室”的地方。那时的安妮才13岁，和我一样大，但她的经历
是我无法想象的。

她才13岁，对于一名向往自由的女孩子来说，密室生活是很
残酷的。每天都得提心吊胆，每天得得保持绝对安静，每天
都必须吃难吃的食物，这些，安妮都曾一次又一次在她的日
记中提起，其中的艰苦我无法用苍白无力的文字形容，但有
句话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灾难、抑郁，什么都不可
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第二天你是否还活着。”连天的炮声，
满街的哭声，任何一样都足以使安妮崩溃，但她都忍受住了，
只为了一个“活下去”的信念。

简评：读后感需要的是读后敢想，富有真情实感，本文小作
者对所读内容的描述简练，感想叙写具体，有自己的理解。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三

安妮是一个犹太女孩，为了躲避德国人的抓捕，她们一家人
只能藏在密室里，暗无天日的生活了很多年。

反观安妮，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里，和我们差不多的年



龄，依然没有放弃学习，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又是多么
令人敬佩，多么令人羞惭啊！最初安妮也不会写日记，父母
送给她一本日记本，她就克服困难，由不会到会，一直坚持
写了下去，并给日记本取了一个名字：《吉蒂》。

安妮的日记里记录着一些平凡小事，然而这些平凡小事也足
以令我们深刻反思。当我们在挑三拣四，浪费着食物的时候，
她们每天却只能吃烂豆子。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也充满
着人性的光辉，饱尝战争之苦的人们抱成一团，互相帮助，
共同度过了难关。

《安妮日记》不仅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心灵世界的内心独
白，更是德军占领下的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所以这本书很
值得我们一看。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四

寒假里我读了《安妮日记》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在二战
时期犹太小女孩安妮两年的密室生活。

安妮全家为了躲避战争和法西斯的`追杀，在安妮13岁生日后
不久，全家搬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司的后屋，因为当时
是法西斯主义，犹太人惨遭迫害，他们把那里当成了他们
的“密室”，安妮自从搬到了荷兰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阴森、
寂寞和恐慌之中，但她常常抬头凝望天空，总感到事情会越
来越好，残酷的战争终将结束，合平与宁静会重新来临的。

二年以后，安妮及密室中的所有人遭人举报，被人投入了集
中营。残酷的现实摧毁一切，最终安妮死了，死于伤寒，这
一切多是讨厌的战争和种族所引起的。

安妮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活下去，所以她在日记中还写
道：“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的活着。”



所以我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了解历史、战争及种族迫害，
更能感受到安妮身上那种勇敢、坚强、不屈服乐观向上希望
活着的那种人生态度。

希望世界上永远不要有战争，永远和平。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五

日记本，随处可见。

我曾经因为觉得好玩而下定决心开始写日记，但不到一个月
就停止了。安妮的日记本是她13岁的礼物，她从那时就开始
写日记，直到伤寒夺去她的生命为止。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生活平淡如水，家、学校两点一线，每
天往往复复，还是因为安妮的生活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使
她不得不把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记录下来。安妮过的是隐蔽
式的生活，但她的日记中记录的却几乎是密室外发生的事。
我不想知道安妮是怎么知道的，我甚至在想，如果安妮一直
不去了解这些事，或许她就更会像一个普通的少女。

但我清楚的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在二战时，犹太人是被排
斥的，被认为是出卖耶稣的人。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尊，当
你的自尊、你整个家族的自尊被别人践踏在脚下时，那种愤
怒、那种不甘，那种拼了命都要和对方争个你死我活的情绪，
从安妮的日记中就能感受到，但我却迟迟不能完全体会。

这种痛，没有经历过，又有谁会知道，会去关心？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六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安妮日记〉，《安妮日记》取材于
二战时期的真实事件。她在日记中吐露了安妮与母亲不断发
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好奇。在种族歧视和战争迫害的社



会大环境中，藏匿且充满恐怖的密室生活，在她朴实流畅的
笔下，深深地揪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战争的残酷。

但是，在生活中，却有许多人不懂得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一切。我们总是常常抱怨自己，抱怨他人。总是嫌这嫌那的，
有许多的不满，有许多的要求。但在安妮的一篇日记中，她
这样写道——只要我还活着，能看到这阳光，这无云的天
空——只要这一切还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相比之下，
我就觉得很惭愧。

珍惜现在，珍惜和平，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和平!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七

今日无事，便翻起了《安妮的日记》。一打开书，我便被书
中的故事吸引住了。这本书写的是二战时犹太人受德国的压
迫，过的艰苦生活。这本书内容与题目相符，写的是犹太女
孩—13岁的安妮在“秘密小屋”中的真实日记。看完后，我
感触很深。

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战争岁月，每一个人都艰难地生活着。先
不说犹太人，就连安妮躲藏之国荷兰那儿生活是人们，也都
天天月月伴随着战火硝烟与灭顶之灾。这一切的一切，又何
况犹太人呢？犹太人虽然生活富裕，可却遭受着抓捕与屠杀。

在荷兰，有多少多少犹太人的生命毁在了希特勒手里。他们
的危险随处可及，可想而知。统统都是，又何况一个13岁的
犹太女孩。她从小就因为血统和种族的原因而生活在一片危
险和歧视中。可是，小安妮却不为此而伤感自卑，从不为此
埋怨，而是坚强的面对社会的不公平，顽强的同残忍的做斗
争。她虽然只是一个没有成熟起来的小女孩，却从不害怕与
惊惶。从容不迫，使全家人在“秘密小屋”里生活了三年。



联想起我们，都是家中的小公子和小公主。大家都被父母视
为掌上明珠，在他们的过分溺爱之下，我们都经不起挫折和
磨难。大家回忆一下，我们是不是在父母面前，手曾破了皮，
头碰一下，就会流出眼泪。连这么一点点挫折都经受不起，
如果我们处于战争中，后果将惨不忍睹！

同学们，让我们也坚强起来，也勇敢起来吧！其实，逆境可
以使人坚强许多。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八

这几天终于把《安妮日记》这本书看完了，我被安妮的`一则
则日记所震撼，无法想象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折磨。

因为战争，原本过着富裕、安逸生活的一家人和范丹夫妇和
他们的儿子彼得，以及杜瑟尔医生，这八个人在狭小的完全
封闭的后屋里，胆颤心惊地生活了两年多。他们完全失去了
自由，每天都得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甚至失去了说话的自
由。他们每天还要忍受着恐惧、饥饿、病痛，这让我们想都
不敢想。

我们是幸福的，生在一个和平远离战争的中国，每天过着自
由自在、幸福快乐的生活。在家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
情：玩电脑、看电视、画画……在学校里，也可以做自己喜
欢做的事：看书、跳绳、踢毽子……双休日还可以约上小伙
伴一起溜冰，看电影、打羽毛球……可是我们却经常身在福
中不知福，天天抱怨作业太多，没时间玩，晚饭一吃好就要
写作业。有时多做几道课外题，就会一百个不愿意。想想真
是不应该。

《安妮日记》中我还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许多孩子的肚子空
空，啃着一根胡萝卜，从冰冷的家里跑出来，跑到风吹雨淋
的街上，进到一间潮湿的、没有生火的教室里。孩子们为了
一块面包，向街上的行人乞讨。多么令人心痛的画面。想想



这些孩子，再看看我们自己，真感到羞愧。每天我们不是嫌
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就是嫌爸爸做的菜不合胃口，还挑肥拣
瘦。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安妮日记》让我反省了自己，让我学会了思考。它像一盏
明灯，将指引着我们前进。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九

看完《安妮日记》，我本来平静的心情变得此起彼伏，仿佛
就有热浪在我心中翻滚。

《安妮日记》是由出生在德国的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粹迫害犹太人期间写的。安妮一家人和
范达恩一家以及一个牙科医生迪塞尔在安妮父亲办公楼房
的“秘密后屋”里面艰难度过了长达两年的避难时光。在那
么长的时间里，整天都可能会有窃贼和空袭警报、飞机轰炸
的惊吓，让他们“避难大家庭”里本来文质彬彬的人们都变
得敏感、自私并且你争我吵。但是在这样衣不蔽体、食不果
腹的恶劣环境里，安妮仍然不屈向上，依旧整天学习，并且
写日记，和世界大战之前一样，顽强而坚定地生活着。

安妮给自己的日记本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姬蒂，她把日记本
“姬蒂”当作朋友，是她可以倾诉的对象。安妮在日记中记
录了八个人组成的“避难大家庭”在“秘密后屋”里相处的
种种细节，并且记录了自己的感受与思考、自己的喜怒与哀
乐、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当时犹太人在
纳粹迫害下遭受的苦难和残害，以及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和平
的极度的期盼和渴望。

安妮一直没有被战争、苦难和屈辱击垮，她还梦想着成为一
名作家和记者，盼着有一天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施展自
己的才能，能为人类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她甚至希望自己即
便死后仍然活着。“安妮日记”的后记介绍，16岁的安妮最



后还是没有逃脱纳粹的魔爪，病死在贝尔森集中营里。但是
她的日记本“姬蒂”帮助她实现了“死后依然活着”的愿望。

我们都和安妮一样希望这个世界永远和平，我们要努力学习、
保家卫国，为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我们在
和平年代里衣食无忧，不愁穿戴不愁吃住的，已经是非常幸
福了，所以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发现生活的精彩与美好。
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去看看这本书，才会懂得现在的生活是
那么美好、那么快乐，才会去珍惜我们的生活。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

“我常常问自己，要是我们都遇难了，那就不会受这么多苦，
不会连累那些保护我们的朋友，不也挺好的吗？不，不对。
我们还想活下去，我们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还要自由、
幸福的活下去！”这番辛酸又坚强的话出自《安妮日记》主
人公，一位名叫安妮·弗兰克的犹太少女的日记中。

这本日记本是安妮十三岁生日时父母送给他的礼物，于是安
妮与这本笔记本的对话成了安妮每天必做的功课。但在温暖
的的小屋外，世界并不太平。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开
始了对犹太人残酷的种族迫害。迫于形势，弗兰克一家带着
其它四位犹太人逃到了公司的密室里。他们白天必须安静，
以免被楼下的工人或邻居发现，晚上才可以自由活动。在日
记中，安妮犀利的控诉了法西斯的种种恶行，在战争机器的
碾压下，明天的世界将会呈现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对此，善
良的安妮始终相信：“人性本善，混战和苦难终将结
束……”

我查了资料，结果让我震惊：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警察闯
进秘密小屋，八名成员被捕！八个月后，只有安妮的爸爸奥
托·弗兰克活着从集中营回来。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纳粹
德国投降——世界如安妮所愿迎来了和平的曙光。我们不会
忘记，有一双来自天堂的眼睛正默默的注视着我们。她不是



名族英雄，也不是历史名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少女，一个
战争的牺牲品，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孩子。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一

心里有很大的不安。

为曾经的`自己。

我觉得，写出下面这段话都需要勇气：

“安妮日记”这四个字，我听过，也看过，只是想不起在何
时何地。可见，这本书有多大的知名度——连没有看过内容
的我都知道它的存在——但仅仅只是知道它的存在而已！曾
经，我多么荒唐地以为，这是某位欧洲贵妇人写下的文字，
可能她的文字情感至真，思想至深，因此她的书得以畅销，
并将继续畅销下去。总之，这本书值得流传。

直到现在，我阅读了它的内容。我感觉已经无法直视曾经的
自己，无知到令自己害怕。我甚至觉得对不起安妮——我有
一份责任，让安妮活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了
解并反省历史，懂得并珍惜和平。

心里有很大的震颤。

为书中的安妮。

她13岁，是一个犹太人，生活在一战、二战期间。为了逃脱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残忍迫害，她和家人及朋友一共8人，躲
进了一个“密室”。在那里，他们一住便是两年多，期间他
们的好朋友（当然是非犹太人）为他们提供食物及其他物品，
尽自己所能保障他们的生存。在这两年里，正值青春期的安
妮，身体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有了第一次月经，
这标志着她开始走向成熟，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她对自己，



对异性，也对生活和政治都进行了极深刻的思考，并且以日
记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切。从日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的
坚强，乐观，以及对未来充满的各种渴望。她是一个很难不
让我们喜欢的女孩。于是我们沉浸在她的日记里，跟随着她
时而困惑，时而欢喜，但更多地却是，一直无法摆脱的恐
惧......直至1944年8月1日，她的日记戛然而止。发生了什
么？我想你已经猜到了，他们被发现了，最终被关进了纳粹
集中营，那个让人一听到名字就不寒而栗的地方，而我们喜
欢的安妮，自从走进那里，就没能再走出来。

安妮曾在日记中说，她希望在她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她的愿望实现了。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二

有一本书让我感动不已，思绪万千。那一本关于“美好生
活”的书叫做《安妮日记》。

故事的主人公是安妮·弗兰克，是一位德国犹太女子，安
妮·弗兰克家里并不是太富裕。

“我常常问自己，要是没躲起来，要是我们都遇难了，那就
不会受难么多苦，不会连累那些保护我们的朋友，不是挺好
的吗”?安妮·弗兰克是个活泼、可爱的犹太女孩，由于德国
法西斯的残暴屠杀，她不得不和父母、姐姐躲进“后屋”。

在后屋里，他们白天不能开窗，晚上也不能开灯，天天说话
只能低声细语，一个月都不能洗澡，食物又日渐短缺，但是
他们仍然坚持的活下来。

一个个志向远大，才智过人的犹太青年就这样，悄无声息的
离开了人世。这些法西斯分子真是可恶啊!



从这本日记中，我感到，安妮也和和常人相同，有自己爱的、
敬佩的、也有自己讨厌的甚至厌恶的人。

但是她和常人不同的是，她虽然身陷逆境，却仍然有颗善良、
爱学习、随时约束自己的心，她做了错事会把话说重了，自
己都会认真的面对，及时纠正，还要自己反省，并为之道歉。
这一切，我做的不是太好，我要努力，向她学习!

我同情安妮，更敬佩安妮，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要向
安妮一样时常自我反省，也希望世界永远和平，快乐!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三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安妮日记》读后感，希望对大家
能有所帮助。

安妮短暂的一生，从那天下着淅沥沥雨的早晨，安妮走出家
门，走向那个让自己唯一有活下去希望的密室，她的故事开
始了，但同时也注定了她命运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但是她留给我们的作品却让我们深刻的记住了，这是个只存
在了十六年的年轻生命，却正如她日记里写的那样“我希望
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她做到了，用她的心记录了仿
佛发生在一个美丽天使身上的故事。记住了一个天使一样的
少女，踏着凡间的尘埃，抚摸着战争的伤口，在痛苦和绝望
的世界里种下星星点点的种子，漫浸希望的火种，灌注勃发
的力量，储蓄着对于光明、和平的一切美好设想，对于未来
世界的无限展望和期许。静静地躺在那本泛黄的日记里，淌
在后人对于这段岁月无尽的沉思里。

读完了全本书，我有很多的感叹，为这个美丽感性的女孩。



同时也深深触动了内心的和平，珍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希望类似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祈求和平。

安妮经历了快乐，期望，隐匿，抑郁，意欲，悲愤，挣扎，
死亡的人生历程。安妮在日记中如实记录了两年间隐秘、艰
苦的生活状况，自己的寂寞、苦闷，对现实的恐惧、憎恶，
对生的追求和期盼，对未来的向往和祝愿，对战争、人性的
深入思考。

她渴望用年轻的激情、勇气和天性的善良拥抱自然，拥抱世
界，但是战争回报给她的却是苦难和死亡。安妮在写日记的
两年多里，生活困窘，她多次写到阿姆斯特丹的被轰炸所造
成的恐惧，也不断谴责种族歧视，而藏匿又充满了恐怖的日
常生活，在平凡中深深地打动着人心。她在见证着战争与迫
害。1947年，幸免遇难的安妮的父亲，将安妮的日记整理后
出版。迄今为止，日记已被译成55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三千万
册，成为一笔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安妮真正地实现了自己
的愿望：“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走入世界，
为人类尽一份力量。”

战争是一个令人听到会感到毛骨悚然的词。

战争让《柑橘与柠檬啊》的小托失去了他的哥哥，战争同样
也让安妮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她如花般年轻的生命。

战争是无情的、痛苦的、绝望的，可是安妮面对战争依然存
有的那颗乐观的心如同星星的火种散落到每一个角落，温暖
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隐匿终日不见天日的生活、发了芽变黑的土豆午餐、寂寞难
熬的时间、没日没夜的担惊受怕让每一个生活在小密室里人
都给弄得神经兮兮的。虽然安妮同样也感受到不安、恐惧，
可是她却用一颗乐观的心去泰然处之，她常常说：“我常常
沮丧，但从不绝望。我把这段隐藏的生活看作是有趣的冒险，



它仅仅是趣味生活的魅力开端。”。她的心灵一直保持着平
静与真挚，她渴望用年轻的激情、勇气和天性的善良去领略
生活、感悟大自然、拥抱美丽的世界，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成
为一名记者并且最终成为享誉盛名的作家，为全人类做出贡
献。一个如此天真浪漫乐观的犹太小女孩，她的存在让人在
黑暗时看到灯光，在寒冷时感受到暖阳的温暖。

可是战争是如此的残酷，它毫无犹豫地带走了安妮鲜活的生
命。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每当我想再次
翻看《安妮日记》时，可是只要一想起战争所带的悲剧、带
来的伤痛，颤动的双手却再也无法翻动书本，久久地停滞在
书的页角。唯有再次想起安妮所说的：“我常常沮丧，但从
不绝望……”那句话时，安妮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她那
娇小的身影似乎再一次的在我脑海里浮现，她那乐观的精神
又再一次地鼓舞着我继续前进。

战争是寒冷的，可是安妮的存在让战争不再那么的冰冷……

后来，安妮被抓到了集中营，但是她依然是那样的乐观，那
样的充满希望……但是，在安妮16岁生日的前3个月，她却去
世了，带着绝望……不，带着那么一定点的希望走的……她
的精神垮了。

战争就是一种悲剧，它会摧毁我们在生活中早已熟悉和习以
为常的美好的东西。或许，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会是激动人
心的，但兴奋过后，将是对和平的漫长而痛苦的等待。

一本好书不在于词组有多么华丽优美，而是在朴实的语言中
让你看到了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

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一直在心安理
得地接受着生命带来的快乐，尽情挥霍这这宝贵的分分秒秒。
如果有一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珍贵，也许我们就会虔诚地、
带着感恩的心来感受这个世界。



《安妮日记》是二战期间一位受纳粹迫害的犹太少女的战争
生活记录。在两年多的密室生活中，安妮记录了对家庭成员
的感受、与密室伙伴的相处、对爱情与战争的看法以及对大
自然的向往，一个成长期少女求知的过程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让这本战时日记闪耀着熠熠光辉，一个早已历经世事的成年
人都要为之感动。

安妮日记记录了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但是从她的日记中我
可以感受到她的成长，她的感悟，她的反思。从她的眼中看
到了世界的样子，看到了法西斯的压迫，看到了热心帮助他
们的荷兰人，也看到了即使生活在在危险之中也仍然乐观向
上的家庭。磕磕绊绊，争争吵吵，他们仍然快乐地生活着。

密室中除安妮一家外，还有其友人凡·丹一家以及后来同住
的牙医迪塞尔先生。安妮在密室里最小，难免要跟这些大人
发生矛盾，安妮在日记中记录了两个家庭之间因为食物、生
活习惯的争吵，大人之间谈论政治与生活的言论，在这些平
常的相处中安妮只有在日记里才能谈论对他们的看法，这个
小大人对大人的态度可真有自己的意见。对于威胁他们生命
的战争，每次密室险些被陌生人发现，每次外面枪林弹雨的
声音持续不断，安妮与其他密室成员都陷入了惊恐，而安妮
也深刻地体会了死亡的威胁。当安妮看到窗外的犹太小孩，
心中愧疚难当，这种“发现”仿佛是一种“举报”。在恐惧
之外，安妮也在认真思考战争问题。

也许这就是生活最纯粹的意义，抛开一切地物质，名誉，权
利，最后只剩自己内心的初衷。

安妮·弗兰克是个犹太少女，与父母，姐姐过着富裕安宁的
生活。

从1933年法西斯证券执政后，对犹太人进行残酷地迫害，使
安妮一家人移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而在1942年6月12日，
安妮过13岁生日，收到了一本日记本，从此与日记做朋友，



名为“吉蒂”。这时候，德国法西斯已侵占了荷兰，对犹太
人进行更为残酷的迫害。

为了躲避，逃到了自己公司大楼的房屋里面，成为了他们隐
蔽的“密室”，同样为犹太人的一些人也躲了进去……读完
这本书后，我深有感触!他们在密室里整整生活了2年。2年这
可是什么概念哪，他们居然那么有毅力地生存了下来，我感
到十分地感动。详细地描写一下，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的攻
击，他们不得不把密室盖得严严实实，窗户全部钉上了板子
或者是厚厚的窗帘，挡住光亮。

白天，为了不让下面的人发现，只能轻手轻脚的，如果是现
在的话，我们应该是很难办到的!可世界还是存有一些极少的
好心人，他们的食品就是从靠公司几位员工。这些人无私为
他们奉献，给予他们食物，书籍，学习!可是……可是，想想
也是!密室的生活可不是好过的，在里面的生活不能看到阳光，
不能触摸自然，是极其枯燥，烦闷的和无聊的!这里没有要好
的朋友，没有良好的老师，没有无限的快乐，没有……而且
再加上密室外的战争形势，不停地轰炸使他们烦躁!安妮总
说“纸比人更有耐心”，是的!这种说法我也感受得到，对人
讲一些繁多的事情还不如跟纸对话!每天以日记为发泄，倾
诉!她渴望自由，快乐。

在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来安妮对自己的看法，他人的看法，
生活的看法。从13岁的黄毛丫头长到成熟的15岁姑娘，再次
声明，很有毅力!中间也有许多的人鼓励安妮，比如说她的姐
姐玛戈，还有彼得!彼得是最多的，每次不是安妮上去，就是
彼得叫她上去。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四

读着此书时，想到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
由故，两者皆可拋。可是若没有生命，又何谈自由呢。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正当青春烂漫的好年华，正是对万事万
物好奇，好动而又贪玩的年纪，却为了能够在纳粹的铁蹄下
存活，在密室里度过了两年暗无天日的时光。不仅日常生活
都受到限制，还得忍受着随时被发现的恐惧。还好，安妮有
着乐观的心态，她向往着美丽的大自然，享受着偶尔阳光的
恩赐，憧憬着得到自由时的幸福生活。

虽然密室里的生活单调的乏味，但是安妮有书做陪，有日记
这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相伴，以致她的每一天不那么死板而
苦闷，还有彼德——这个似朋友又似恋人的相知相守，让失
去自由的她偶尔能够开心快乐。

一场没来由的战争，让很多无辜的犹太人失去了自由和生命。
对活着的向往让他们忍受着非人的生活和折磨，却也难保的
住生命。

眼看解放在望，安妮和她的亲人还是失去了她们宝贵的生命。

人类的`野心和欲望一旦膨胀，得多少人的生命付出代价，每
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有权利去
剥夺别人的生命。

但愿人世间不再风起云涌，永保太平，永少杀戮。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五

寒假期间我读了《安妮日记》这本书后，感觉安妮的生活很
艰苦。因为安妮是个犹太人，常常有犹太人被抓，有时会看
到火光，有时会听到枪声，还有时会发生袭击。

连安妮一共有8个藏匿者，是安妮、安妮的爸爸、安妮的妈妈、
范丹先生、范丹太太、玛戈特、彼得，他们在1944年8月4日
上午10点至10点30分之间被捕，没过多久，库格勒和克莱曼
也被捕了，只有米普和贝普没有捕到（这些是我从后记中知



道的）。

最后只有安妮的爸爸活了下来，把安妮的日记编成了《安妮
日记》……

《安妮日记》中另我最感人的一段是：安妮生前曾经说
过：“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她的愿望实现
了。这个坚强的'犹太小姑娘同她的作品一起长存不朽。

我相信，大家读完以后也会觉得安妮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
习！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六

近段时间，我在看由法国佛兰克写的《安妮日记》。

这本日记是安妮遇难的前两年写的，可以说吉蒂（安妮给这
本日记起的名字）是她在密室生活的两年中唯一的情感来源，
她在日记中吐露了她与母亲不断发生冲突的困惑以及对性的
好奇。在她朴实流畅的笔下，更带着她对德国侵略军的憎恨，
所以这本书不仅是一名成长中的少女的内心独白，也是对德
军占领下的犹太人苦难生活的目击报道。

读完这本书后，使我收获颇丰，不仅学会了怎样写日记，而
且有认识了一些书中的朋友，学会了一些知识。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因为从书中我好像又看到了以前很懦弱
的中国，被日本，美国等地方逼着签丧权辱国协议，把原本
属于我们的土地让出去，可现在不同了，我们中国正一点一
点的强大起来，总有一天会把其他国家抢走我们的东西都讨
回来。

从此以后，让我们向着梦想前进，努力学习，长大之后成为
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安妮日记读后感悟篇十七

我喜欢看书，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安妮日记》。

这本书的作者是德国的安妮·弗兰克，安妮出生于犹太家庭，
爸爸，妈妈，姐姐和安妮都是犹太人。1940年，纳粹警察四
处抓捕犹太人，安妮一家、彼得一家和杜瑟尔先生都躲进了
公司大楼的密室里。为了不让纳粹警察抓到，他们不能拉开
窗帘，只能在黑暗中生活，洗澡、听广播，看书……这些都
非常不方便，而且大家都非常恐惧，经常在饥饿的状态中。

虽然日子过得很苦，可是安妮还是坚持学习，不断地写日记，
并且有了自己的理想：希望能在战争之后成为一名记者或者
作家。她说过：“只要我还活着，能从布满灰尘的旧窗帘缝
里看到这阳光，我就不可能不幸福。”安妮还在日记中写道：
“我是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我能停泊的岸。”

我要学习安妮的乐观、信念、坚强，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都
能坚持着，不言放弃，而我自己，有时候学习上遇到一些小
困难，比如，不会做的数学题，不会写的生字，不能弹熟练
的钢琴曲，我就会有急躁情绪，甚至想到退却，现在我要不
怕困难，迎难而上。而且，安妮经常要忍受饥饿，看看我现
在的生活是如此的富裕，爸爸妈妈带我去超市，经常会买回
来很多我爱吃的食物，可是我也会挑肥拣瘦，完全没有感受
过饥饿，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

看着《安妮日记》，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仿佛自己就在安妮
身边，和她同欢乐，同悲伤，我建议爸爸妈妈也来读，这是
一本感动世界的日记，亲爱的同学们，你也来读一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