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通用8
篇)

标语是一种简洁、有力的口号或口号句，它常常能在短短几
个字中传递深远的意义。多维思考，标语引发思维共振这些
标语范文展示了创作者的才华和智慧，它们成为了广告宣传
中的佳作和经典之作。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一

在寒假里我看了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的一位智障教育家——
海伦·凯勒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在海伦19个月大的时候，一场突发的疾病，使她失去了视力
和听力，不久又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这让她的世界充满了黑
暗和冷清。在那漫长的黑夜里，她能得到一点光明，完全是
靠着母亲的慈爱和智慧。直到海伦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
姐的出现，重新带给了她对生活的渴望，并且打开了她心中
的眼睛，点燃了她心中的烛火。后来，海伦跟贝尔博士接触
后，开始得到人间的友爱并吸取人类的知识，懂得了“知识
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海伦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写到：第一天，我要看人们
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我希望长久的
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梅西太太的面庞，因为
她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
黑夜变为白昼的动人奇迹。第三天，我将再一次迎接黎明的
曙光，急于寻找新的喜悦。

对于世界上充满五颜六色、千姿百态万花筒般的景象，人们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许人类就是这样，极少去珍惜我们所
拥有的东西，而渴望那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假如我们只有三天光明，那么你会怎样使用你自己的眼睛，
你最想让你的目光停留在什么上面呢？自然，我想让我的目
光停留在令我珍惜的东西上，以便在那即将到来的夜晚，将
它们记住。

我们要向海伦·凯勒学习，在困难面前，不要退缩。让我们
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生活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二

有一个女孩，她天真、好动、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但
是，才仅仅生下十九个月，她就遭遇了巨大的不幸：一场突
如其来的疾病，封闭了她的眼睛和耳朵。她，就是海伦·凯
勒，一个身残志坚、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女孩儿。

虽然，海伦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但是，在海伦还小
的时候，她也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做事不计后果，总是随心
所欲地行事。

当海伦渐渐长大，双目失明、既聋又哑的她，在周围亲友，
尤其是沙利文小姐的帮助和关爱下，她变得坚强而自信。海
伦努力使别人眼中的太阳成为自己的光明，别人耳朵里的音
响成为自己的乐章，别人脸上的微笑成为自己的快乐。她凭
着自己非凡的努力，跨越了生活中数不清的局限和障碍，最
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读了海伦的书，我认真地想了很多。我试着闭上眼睛、捂住
耳朵，想象自己成了和海伦一样的人，眼前五彩斑斓的世界
顷刻间变得无声无息、漆黑一片。一想到，我生活的世界真
的陷入无边的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深深
的恐惧和绝望油然而生。

不久，我有了答案。



我睁开眼睛，合上书卷。是啊，现实世界没有"如果"，眼前
的生活，纵然有挫折和不如意，但是，只要我们用心体会、
享受每一天，那么，每一天——一定都是特别的！

现在，我常常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读一读海伦·凯勒吧，
想一想海伦·凯勒吧！”———她将让你一生受益！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三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过：“读一本好书，就等于和一个高尚
的人对话。”寒假期间，我就读了一本这样的好书——《假
如给我三天光明》。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海伦.凯勒。在她19个月时，一场大病
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7岁时，爸爸妈妈给她请来了一位家
庭教师——安妮.莎莉文，在莎莉文老师、家人的帮助和她自
己的努力下，她成功就读了哈佛大学，并在1904年以优异成
绩毕业。这本书写的就是海伦的一生。

海伦坚持不懈的精神最让我感动。因为她既看不见人说话时
的嘴型，又听不到人说话的声音，所以她要用手语交流，但
是她觉得用手语交流不方便，就下定决心学习用嘴说话。海
伦两耳失聪双目失明，她学习用嘴说话的难度可想而知。为
了学得更好，能给她的家人带来惊喜，她争取一切时间反反
复复地练习。海伦遇见困难不退缩迎难而上的精神，让我又
惭愧又敬佩。因为我平时遇到无法完成的难题时，我会经常
抱怨。但我的困难跟海伦的比，简直微不足道。所以今后再
遇到困难一定要尝试去挑战。

海伦是世界的奇迹，那莎莉文老师就是奇迹的创造者。有一
次，莎莉文老师病了，海伦伤心地说：“如果世上没了莎莉
文老师，那世上还有什么？”莎莉文老师是海伦的良师益友，
没了她，海伦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在我们的成长道路
中，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好朋友，就一定要珍惜。



让我们珍惜拥有良师益友的幸福吧，珍惜拥有光明的幸福吧！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四

偶然间，我有幸读到一本用钢铁般意志铸成的成长之书。

书的主人公是一位残疾人，她失去光明，却没有失去希望。

前半部分书里描述了主人公成为了残疾人后被痛苦和无助笼
罩的悲惨生活。但是，阳光悄悄来临，主人公在遇到她生命
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她的老师之后，开始在老师的引导
下，慢慢坚强起来，开始拾回女孩子的那一份对于生命，自
然的热爱。随着主人公年龄的增长，到了上学求知的年纪，
于是，主人公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坚持求学。终于，多
年的泪水与艰辛得到了证明，主人公破茧成蝶，多年以来的
汗水与苦难让她不忘帮助像曾经的她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整
本书语言朴实中透露着真情，这种情感是有温度的，是带着
气息的，仿佛就从一页一页的书中传递出来一般，不加雕饰，
浸入人的心脾，感染人的灵魂。

最忘不了书中的一句话：“把你活着的每一天当做你的最后
一天”是啊，只有珍惜当下，才能珍惜未来，才能善待自己，
善待一切带有生命的事物。只有这样，你才能告诉自己要活
得精彩，这样，你才能在熊熊的烈火中重生，告诉自己存在
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当第二天阳光轻轻抚摸你的脸庞时，
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谢一切来自生命的给予。当你在遭遇挫
折和失败，站在人生的谷底时，你就会告诉自己：“这是最
后的痛苦，明日就是光明”，你就能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
真正的强大起来，而且这种强大不是表面的装饰，是由内而
外的全副武装的强大。

在这本充满艰辛与希望的书中还写道：“他们费尽心思，冥
思苦想，让我的缺陷变成了美好的标志，让我在无力改变的
阴影里平静而愉快地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其实只要有了奋



发向上的自强，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人生运筹帷幄，就可以：
“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地面对种种意外。“他们”的费尽
心思远远不够自己的“冥思苦想”重要。想明白了如何面对
未来，即使是在黑暗之中，也能找到方向，即使是在暴风雨
中，也能站稳脚跟。所以，如果把自强比作灯，那么我们就
应该努力成为拥有亮光的行者。试想，如果不是主人公自己
意志坚强，不是自己有着对光明的向往，那么旁人再多的劝
说也只是过眼云烟罢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强的代言人。

犹记得在升学军训的时候，我们的教官特别严格，在几乎40
摄氏度的酷暑之下，让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军姿。这期间，有
些同学体质娇弱，中暑昏倒，有些同学汗流浃背，难耐高温。
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退出，即使摔倒，我们也能坚强地爬起，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自强的心永远都在搏动。不需要搀扶，
不需要特殊照顾。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华夏子女，我们的
心中装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骨子里，
存着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奋发向上，吃苦耐劳。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西方到东方，从美洲到世界各地，这
本书，带来了人类的智慧与真性情，在世界各地播撒了自强
之美，告诉一个个在黑暗中踌躇的人们：“当自强”！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五

生活在一个无光、无声、无语的世界，你还能找到生存的勇
气和信心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但是，就是生在这样一种
环境中的弱女孩——海伦。凯勒，居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还撰写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了海伦。凯勒变成盲聋人后的生活，
后半部分则介绍了海伦的求学生涯。故事中的一个画面令我
印象深刻。有一天早上醒来，海伦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眼前一片黑暗时，内心惊恐，悲伤极了。但在短暂的消沉后，
她极力控制自己，不哭不闹，变得越来越坚强。正如她所说，
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我不敢说从没有怨天尤人
或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总是
极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脑子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

海伦听不见，看不到，不会说。无数人否定过她，但她依旧
坚持着，和莎莉文老师一起，从一个小单词到一本书，最终
成为人类永远的骄傲。在我们今后的学业道路上，很多人都
会评价，如果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认真听取。如果是错的，
那就应该坚持自己的选择！

海伦在失去眼睛后，才明白眼睛的珍贵。我们每个人都有一
双明亮的眼睛，通过它才能看到小树慢慢长成参天大树，看
到花苞徐徐开出美丽的花朵，看到城市渐渐变得更加繁
华……让我们保护好眼睛，别让手机这些电子产品霸占了自
己的生活。

假如我盲而不见、哑而无语、聋而不闻，我不会悲伤，我会
点亮心中的光明，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很好地活下来！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六

闲来无事，信手拈来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相信很
多人都已拜读过且烂熟于心，但是不同年龄、不同环境、不
同经历的人，读书的感悟是不同的，细读之下，感慨颇多。

书中主要内容写了**·凯勒在变成盲聋哑人后对生活失去信
心，情绪暴躁，思想消极，感觉现实生活中没有了希望，直
到后来遇到安妮。莎莉文，在老师的帮助关爱下，学会了阅
读，认识了许多字，感受到了身边无处不在的爱，以惊人的
毅力、顽强的精神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哈佛大
学学业，还掌握了英、法、德、拉丁和希腊五种文字，把自
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



我曾经试着蒙住双眼在熟悉的家里走动，结果寸步难行，第
一感觉：恐惧！当你眼睛看不见，当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
什么事的时候，就会觉得身边到处充满危险，到处都是深渊，
其结果就是极度恐惧，从而一步都不敢移动，感觉从此生活
一片黑暗，你被无情的抛弃了！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当遇到时，不要
失望害怕退缩，而要正确地面对，要想方设法地将其克服，"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精致的瓷器都要经过多次烈火的
锻造，命运往往在最艰苦的逆境之后出现转机，任何时候都
不要放弃希望，坚持到底，永不放弃，要有乐观向上的良好
心态。**在巨大的打击及困难面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
乐观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己得到信心最终走向成功！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似乎从未想过**·凯勒的世界，一
个失明聋哑人尚且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情去生活，去感谢上苍
去感谢爱，我们这些健全的人就更应该有着感恩的思想，感
谢上苍赐予我们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健康、亲情、友情、工
作、衣食无忧……所有的一切都值得我们去感恩，发自内心
的感恩！

而现实环境中，我们每日懒懒地生活，懒懒地工作，遇到困
难就怨天尤人，抱怨上天的不公自暴自弃，人际交往也是阿
谀奉承，尔虞我诈，精于算计，纠结于为"已失去"的东西痛
苦不堪，为"得不到"的东西百般烦恼，却偏偏对实实在在"拥
有"的东西不知珍惜，不懂得好好把握。，蓦然回首，这样做
是否值得？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生的价值何在？什么才是最
宝贵的东西？我想说：活着真好，健康真好，能有工作真好，
能够学习真好，感恩爱真好，不要到失去时才去醒悟，才去
叹息，才会觉得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宝贵！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七

要是人把活着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该有多好啊，那就更



能显示出生命的价值，然而人利用时间和享受时间却是有限
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利用每一天的话，那这将会是一件
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三天光明，对于常人来说只是人生中
的短暂的一刻。对于双目失明的海伦来说，却是可想而不可
及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部分人哀叹命运对于自己的不公，
责怨上天没有赋予他们聪颖的天资、超人的智慧，让他们能
一举成名天下知。殊不知现实社会是靠知识才能生存的社会，
没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可以
好好学习，让学问把大脑给占据的话，就可以为以后的道路
铺上一层石头了！让我们给黑暗的世界带来光明，给无望的
世界带来希望吧！

海伦希望长久地凝视她亲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的面庞，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老师就来到了她面前，为她打开了
外面的世界。她将不仅要看到老师面庞的轮廓，以便她能够
将它珍藏在自己的记忆中，而且还要研究老师的容貌，发现
老师出自同情心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迹象，她老师正是以此
来完成教育她的艰巨任务的。海伦希望从老师的眼睛里看到
能使她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且看到老师那经常
向她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

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为白昼的动人奇迹。海伦将怀着敬
畏之心，仰望壮丽的曙光全景，与此同时，太阳唤醒了沉睡
的大地。这一天，她将向世界，向过去和现在的世界匆忙瞥
一眼。海伦真的很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奇观，那变化无穷的万
古千年。

海伦凯勒再一次迎接黎明，急于寻找新的喜悦，因为她相信，
对于那些真正看得见的人，每天的黎明一定是一个永远重复
的新的美景。依据自己虚构的奇迹的期限，这将是她有视觉
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自己将没有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热
望中，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去看。第一天，海伦奉献给了自
己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朋友。第二天，向自己显示了人与自然
的历史。第三天，将在当前的日常世界中度过，到为生活奔



忙的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去，而哪儿能像纽约一样找得到人们
那么多的活动和那么多的状况呢？所以城市成了她的目的地。

海伦祈望拥有三天的光明去感受这个世界，使她熟悉身边的
一切，海伦.凯勒想看到的事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这却
只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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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常人的健
康心理。她用自己的所能感受到的，所能想象到的情景，表
达自己对求知的渴望和对人类的真挚热爱。她以自己的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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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和渴求他人的怜悯，而失去靠自己的坚强去打败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明白，要有乐观向上的良好心态。
在巨大的打击以及困难面前，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乐观向
上的心态去面对，使自己得到信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读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深深地
被打动了，作者把自己的坚强、奋斗、乐观、勇敢都表现出
来了。

海伦在19个月的时候，因为一场急性胃充血及脑充血病导致
失明、失聪了。她一生只有19个月的光明与声音，在安
妮·莎莉文老师及其他老师的帮助关心下海伦渐渐学会了说
话、写作。虽然在这过程中海伦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但她并没有放弃。她用自己的汗水实现了大学梦想。在1899
年6月考入哈弗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她还是一个作家，
她的主要著作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和生活》、
《我的老师》等，她坚强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



在这文章中海伦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有时候我会想，假如明
天我就会死去，怎样好好地对待今天，才是最好的活法”。
是的，也许明天我们就会死，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活的
有价值，每一个生命——无论人、植物、动物、老、少、弱、
残，他们都有生命的价值，即使只有一天的生命，那我们也
要好好地活好当天，去实现它的价值。

我要感谢父母给予我健康的身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要向
海伦学习，遇到困难要不惧怕，勇敢面对，对现在所拥有的
一切幸福要好好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