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读记读后感(优秀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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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记读后感篇一

暑假在家，捧起的第一本书就是德国著名作家施林克的《朗
读者》。封面设计得非常有情调和品位——是那种在灰色的
艺术纸上印银和烫银的书名；书衣更有装饰性——如一条黑
色的腰带，而且还别出心裁地设计成女子形体状。封底是众
多名家对这本书的热荐：有的说这部小说是叫人欲哭无泪的；
有的说这本书能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有人的
说这本书通过绵密的、伤感的震撼，在人性最薄弱的部位慢
慢渗透、裂变……这些精选的书评就能吊足我的阅读胃口。
而我这所以选这本书、作为新年读书的第一篇，还因为我崇
拜的作家曹文轩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都力荐这本书，他还写
了中文序言，他说“我喜欢《朗读者》的那份庄重。在看了
太多的油里油气、痞里痞气、一点正经没有的中国当下小说
之后，我对这部小说的庄重叙述，格外喜欢。”

我慢慢读出了施林克为我们叙述的这个感人至深，幽婉隽永
的故事的意味。正如曹文轩所言“作品一直以一个超出所有
元素在牵引着我们，这就是感动！”我感动着15岁的涉世未
深的少年和一个饱经沧桑的36岁中年女性之间的令人不可思
议的恋情，还有一份感动就是米夏一直在为汉娜朗读，从15
岁一直到她做牢也没有间断过，那些《战争与和平》《阴谋
与爱情》等世界名著里的华彩乐章经过米夏声情并茂的朗诵
而使大墙内外的他们心与心的交流虽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
似乎这种状态可以就一直让它持续下去，绵绵无尽。我听着



书后赠送的光碟——童自荣朗读光盘，上海滩上著名的艺术
家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声情并茂，不绝入耳。令人陶醉！

可当我想写读后感时，我又觉得不知道从哪里下笔。我和小
熊约定下午就写读后感给她看。可第二天当小熊问我为何没
有看见我的读后感，我告诉她我还是没有找到感觉，还是觉
得没有看懂，究竟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老少恋人的朗读故事
告诉我什么？我还是觉得不甚明白。

合上书，掩卷长思，我终于明白，是那个社会环境，纳粹统
治下的那代人都失去了人性，没有了尊严，人们在懵懵懂懂
中卷入战争的洪流，稀里糊涂地就成了纳粹分子，而且有些
人又稀里糊涂地成了战后新一代审判的对象，汉娜就是这样
一个悲剧人物！她和米夏的母子恋情也是那个时代畸形的产
物，爱将战后的米夏们卷入上一代汉娜们的`罪责之中。原来
施林克想告诉通过米夏和汉娜，告诉我们“第三帝国是如何
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了烙印，如何
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
感。”我终于明白了施林克这段话的意思，终于豁然开朗！
真佩服这位德国作家思考的深度和反思历史使命感。

读了三遍，我终于读出了画外音。看来走马观花，囫囵吞枣
是读不懂这本书的。

写完这读后感，我突然想起那个经典的故事：在阿尔卑斯山
的山谷中，有一条风景迷人的道路。但这里还有一处山中急
弯，汽车到此急切中坠崖的实在不少。当局竖了多处广告牌，
但没用，照样有那么多人投胎似地急着下山……终于有一天，
谁想起在附近画了一个大广告牌，上书：慢慢走，欣赏啊！
这静静的立着的牌子，让很多匆忙赶路的人突然放慢车速，
发现了路边风景如画，如仙境一般美妙。



朗读记读后感篇二

同学给我推荐了一本德国本哈德.施林克的中文译本《朗读
者》。读完这本书的感受，用一个简练而准确的词来形容就是
“掩卷沉思”。就像看完一场好电影，走出影院，心仍停留
在银幕上的某个场景，又或者听完一张唱片，关掉机器，依
然余音缭绕一样。合上《朗读者》就是这种感觉。我并未能
像书的结尾说到那样——每一个读者都会把它一夜读完，毕
竟书中涉及的历史、道德、情欲、伦理等问题很复杂，让人
陷入深沉的.思考难以自拔。

故事讲述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米夏因为偶然的原因爱上了三
十六岁的汉娜。对于米夏而言，他在汉娜身上发现了一个突
然令自己成熟而自信的世界，而汉娜也因为有了米夏的朗读
而安静且散发着柔和的光辉。但是，汉娜不久却突然不辞而
别。等到再见到汉娜，米夏已是在法庭实习的法学系大学生，
而汉娜却是嫌犯之一。汉娜的罪名是在纳粹时期当过看守，
在一次空袭中造成了大批犹太人死亡。（战争开始时汉娜曾
在西门子任职，本来还有提升的机会，汉娜却令人惊讶地辞
职当了纳粹的看守。）在审讯中，别人把当年遭空袭后起草
文件的事推在汉娜身上，她却出人意料地承揽了下来，结果
被判终身监禁。

在知道了汉娜越来越多的事情后，米夏发现了汉娜一生最大
的秘密：汉娜不识字！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点，汉娜屡屡放弃
前程，几年前离开米夏也是为此。但是在法庭上和众人面前，
米夏并没有作出任何透露，也没有替汉娜辩护。出于对汉娜
的维护，还是对自己的维护呢？我不能理解。

朗读记读后感篇三

今天，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观看了朗读者，心里感触万千，澎
湃激昂！



《朗读者》第七期主题——告别：有大明星姚晨，感恩萍水
相逢的陌生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艰辛：曾经睡在北京
七环外的一间小房子里，整夜整夜都要侧身睡觉；和照顾孩
子的月嫂短短三个月的相处，以至到分别是月嫂泪流满面；
老戏骨李立群泪洒舞台，感恩母亲，常年外出，以至于没见
到母亲最后一面，却频频道“不遗憾”，那是何其的豪迈；
作家曹文轩：文学风气当庄重，读书应寻文中脉；音乐剧译
人程何放弃海外深造，选择追逐梦想；当代作家王蒙一生坎
坷颠簸，妻子始终陪伴；我们庄重神圣的维和部队，守护着
世界和平......

儿女与父母告别；老师与学生告别；朋友与朋友告别；亲密
爱人告别......这是生离。与亲人长辈告别......离世的告
别，这是诀别！人的一生，总会在经历“遇见”与“告别”，
这是我们成长必经的道路！

朗读记读后感篇四

朗读”、“者”、“情感纽带”是这档节目三个关键内核。
节目每期一个主题词作为核心线索，嘉宾围绕主题词分享人
生故事，朗读一段曾经打动自己，激励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
文字。节目紧抓文字和人的故事之间的情感纽带，既每期节
目中的主题词。再有主题词扩展开来，形成情绪的磁场，给
观众强烈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目前节目已经邀请到了不少
嘉宾，有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斯琴高娃、王学圻等。

在这样的设定下，文字不在只是别人笔下的世界，而是融入
朗读者精神世界的具有生命力的符号，印刻着它的情感、经
历，再度蓬勃而出，引起共鸣。就仿若诗词之心赋予人们的
隽永之美，也仿若董卿脱口而出的“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
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

“朗读”二字重文字，“者”字重人。董卿希望节目“展现
着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情感，并感动于他们让我们遇见了大千



世界。”

《朗读者》蕴含着董卿对文学的敬仰，也蕴含着她对爸爸的
爱，还蕴含着前来节目的朗读嘉宾每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情
感体验。

有时候爱得如此深沉让我不知怎样表达，不如读一段你我都
喜爱的文字，让我们静静聆听它。《朗读者》让你站在当下
的时光中，回眸来时的路，朗朗读书声，读的是文字的美，
传达的是生命的力量，守望着的是精神家园。

朗读记读后感篇五

作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故事讲述
一名于1950年代的德国少年米高和一名中年女子汉娜展开一
段忘年恋,但汉娜不久不告而别.米高后来成为年轻律师,再度
见到汉娜时,她由于在战争后期中担任一个集中营警卫时的行
为成为一名因战争犯罪受审的被告.在人声鼎沸的审判场,面
对无数人对原集中营警卫安娜的怒斥辱骂,米高泪流满面.米
高知道汉娜一直有一个她深信比她以往纳粹时代更糟的秘密,
这个秘密足以推翻对她的指控.那就是,并不识字的汉娜即将
承担当时下命令之人的罪.而此时,同为警卫的其他几人却一
口咬定下命令之人即签字之人便是汉娜.

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理解.这就涉及到一个中西方文化区
别的一个关键点--\“罪\”的理解.德国人大多信奉基督教.
不管是东正教、天主教还是美国新教,尽管具体教义不同,但
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对\“罪\”的理解.人在出生之初便
有罪了,也就是\“原罪\”.《朗读者》是一部非常沉重的小
说,埋藏着极强的宗教意味.我在这里试图从西方宗教的角度
来解释汉娜不合中国人常理的行为.在西方基督教看来,人是
有罪的,人在世间的一切行为都是在赎罪.人对自己罪的忽视,
便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远离上帝的行为.纳粹之罪,是人类之罪,
是人在出生之时便带来的人性之罪.面对千夫所指,人往往千



方百计为自己辩护,不为其他,只为苟且偷生.这便是人性的缺
陷.在西方基督教看来,因为人远离上帝太久了,人堕落了,贪
婪、伪善等罪恶便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