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题目格式(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读后感题目格式篇一

根据下面的材料，自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谝不少于800
字的议论文。

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气机车，当
时有人驾着一国辆马车和它赛跑。新生的火车丑陋笨重。走
得很慢，漂亮的马车骄傲地跑在彰面。而且火车由于没装弹
簧，把路基都震坏了。然而斯蒂芬逊并没因比赛失败而灰心，
他不断改进机车，坚信火车具有马车所无法媲美的前途。100
多年过去了，马车仍按原来的速度转动着轮子，而火车却在
飞速前进，高速火车每小时可达200公里，试验性火车的速度
更为惊人。

这道题，要求就此写一则读后感，如何才能掌握读后感的写
作方式`呢？下面分析一篇文章，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读后感题目格式篇二

一、 格式和写法

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
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

题目可以用《×××读后感》，也可以用《读×××有感》。



二、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
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
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

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
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去写。

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感受最
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好是突
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受越深，
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三、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

我们所说的联系实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
以联系社会实际，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
以是童年生活，也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
论怎样联系都要突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四、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

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
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

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
主。

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
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

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
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读了《根》这篇短文，我对根和根的品质有了很深的了解。

根它给叶子以无限生机，给花朵以青春活力，它将自己的生
命无私地献给了大地!它千姿百态，硕果给人间美的享受!

也许有人不屑一顾地说：“根实在不美，自甘被埋没，真是
愚昧极了。”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未免太浅薄!如果没有根在泥
土里拼命地吸收养料，就不会有无限生机的叶子，青春活力
的花朵。

根虽然埋在地下，样子很古怪，但它不雅的外表却包藏着一
颗高尚美丽的心。

我由根的品质联想到了，在生活中，也有许多有着根那样品
质的人。

比如：清洁工，他(她)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用自己勤劳
的双手，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不会有这样整洁干净。

还有那些守护在祖国边疆的军人们，他们像根一样，用青春，



甚至是用生命保卫着祖国。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过上这样安宁的日子，这样美好
的生活。

其实还有许多有着根一样品质的人，老师、警察等等。

我以后做人也要像根那样，有着博大的胸怀，远大的理想和
高尚的品质，要做一个默默无闻，有着奉献精神的人。

最近我买了一本书叫《妈妈不是我的佣人》，看了这本书，
让我深有感触。

书中讲述了一个上五年级的首尔小男孩阿章，因为妈妈怀孕
了，爸爸又在首尔工作，暂时让他转学到乡下舅舅家。

来到乡下上学的阿章，离开了妈妈的照顾，上学时不但作业
没带，连颜料也忘带了，结果被老师惩罚，被同学讥笑。

生活上也不会自理的阿章，表妹批评他说：“我不知道你的
妈妈是不是你的佣人，但我的妈妈不是”。

这句话使阿章想到了以前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妈妈帮他准备的
学习用品，利用他睡觉或去上学的'空闲时间把房间整理干净。

阿章经历了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使他从一个懒散、怯弱、自
私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独立、勇敢、节俭、关爱他人的小男
子汉。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开始不断地反醒自己，我想起：在学校
打开书包时，发现书本没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
团转时，妈妈总能及时送到。

老师点名收作业时，我经常在书包里乱翻一通才能找到。



在学习上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也是消极对待。

因为我做事总是丢三落四，没少让妈妈操心。

我决定要向阿章学习，改变我自己，让妈妈为我少操一点心。

于是我开始独立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洗碗、拖地、
整理自己房间、等等。

学习上，我也在努力。

暑期，我每天做一篇阅读理解，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平时也看一些课外书，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尽管很怕数学，但在妈妈的鼓励下，仍然坚持做习题。

一开始，我笨手笨脚的，总是出错，慢慢地我越做越好，经
常得到爸爸妈妈的表扬。

妈妈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现在我才突然理解这句话：“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聚合为
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
爱。

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
父母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就越成功”。

所以我推荐同学们读一读这本书，让我们和阿章一样在成长
和阵痛中自我历练，拥有坚强的人。



读后感题目格式篇三

尊敬的孙悟空:

久仰!久仰!

我应该称您为“孙大圣”，还是“美猴王”，还是“孙爷
爷”呢? “孙大圣”，听说您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之后一次机遇，，您当了所有猴子的大王，人称“美猴王”。
后来，您大闹了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指山下。“大圣
爷”，您大闹天宫时的样子很酷，但是您没有想到后果，这
可能会连累您的猴子猴孙。现在，您是在护送唐僧去西天取
经吧。取经路途遥远，你们跋山涉水一定特别辛苦。我在这
里支持着你们。

对了，我听别人说，您的老家——花果山是一个十分美丽的
地方还有一个水帘洞。在那里，鸟语花香，有飞禽走兽。日
后，您可要带我去玩一玩哦。

我现在想向你提几点意见。您在取经路上，会有许多的妖怪
侵袭。您一定要先保护好唐僧的`安全，确认唐僧不会受到危
险，才能消灭妖怪。，以免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计。

还有，希望您能和您的师弟们团结一致，所谓“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此致

敬礼

来自21世纪的xxx



日期

令我敬仰的秦始皇：

你好!

秦始皇你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你用了十年的时间统一了中
国，你把统一的国家定名为秦国。

你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大得多，你是
开天辟地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所以不用“王”的称号，应该
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能够配得上你的功绩，并传于后世。
于是，你就决定合皇、帝于一，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

“秦始皇，我想和你讨论一下打仗，我以为你统一中国太辛
苦、太不容易了，我想现在给你献一个计谋。你先派人修建
导弹发射基地、卫星发射基地、海陆空三用基地，几个月过
去后，你的军队实力就会和现代军不相上下。然后你下令，
三天后，正式发动战争，统一六国。

那时首先要发射一颗侦察卫星，燕、赵、楚、齐、韩、魏、
六国的地形地貌就清晰可见。”

我们首先把目标定在燕国边境上空，随着一声令下，燕国的
上空就会冒出一朵蘑菇云，这就是我们发射的小型远程导弹，
燕国一定会为它的威力震惊，燕国也一定会很快臣服于你。
接着其他国家也会在一星期内被打败。

用闪电般的速度统一中国，你不觉得你更伟大，更了不起吗?

此致敬礼!



读后感题目格式篇四

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书本是知识的海洋，我们遨游在知识
的海洋里，就能领略海洋的无限美丽。”我以前并不太明白
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我逐渐明白了。

《一千问与答》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今天我又拿起了这
本书，开始翻看起来，书上有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新鲜知识。
比如说：

什么是宇宙？宇宙包括地球和地球以外的所有地方，有恒星、
行星，人造卫星等等，还有世间万物存在于宇宙之中。

恒星的颜色有几种？恒星的颜色大致有四种：白星、蓝星、
黄星、红星。白星和红星温度最高，蓝星温度最低，黄星温
度中等。太阳属于黄星。

太阳和地球之间有多远？太阳跟地球大约有一亿五千万公里。
如果一个人每小时可以走十公里，那么从地球走到太阳大约
要用一千七百五十多年。

……

多读书真的很棒，从书中我明白了许多我不知道的现象，而
且真的是像在美丽的大海里游泳，可以欣赏大海的迷人风光。

文档为doc格式

读后感题目格式篇五

从结构上看，一篇读后感至少要有三个部分的内容组成：一
是要介绍原作的篇名内容和特点；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原
作的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价，也就是概括地谈谈对作品
的总体印象；三是读后的感想和体会。即一是说明的部分，



二是要有根据评价作品的部分，三是有感而发，重点
在“感”字上。

首要的一点是“读”。“读”是感的基础，“感”是
由“读”而生。只有认真的读书，弄懂难点疑点，理清文章
的思路，透彻的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要点，深刻地领会原文精
神所在，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实际，才能
真有所“感”。所以，要写读后感，首先要弄懂原作。

其次要认真思考。读后感的主体是“感”。要写实感，还要
在读懂原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分析和评价是
有所“感”的酝酿、集中和演化的过程，有了这个分析和评
价，才有可能使“感”紧扣原作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观点，避
免脱离原作，东拉西扯，离开中心太远。

所以，写读后感就必须要边读边思考，结合历史的经验，当
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实际展开联想，从书中的人和事联系到自
己和自己所见的人和事，那些与书中相近、相似，那些与书
中相反、相对，自己赞成书中的什么，反对些什么，从而把
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并把它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总
之，想的深入，才能写的深刻感人。

第三，要抓住重点。读完一篇（部）作品，会有很多感想和
体会，但不能把他们都写出来。读后感是写感受最深的一点，
不是书评，不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作品。因此，要认真地选
择对现实生活有一定意义的、有针对性的感想，就可以避免
泛泛而谈，文章散乱，漫无中心和不与事例挂钩等弊病。

我们读完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后，自然会受到感动，产生许
多感想，但这许多感想是零碎的，有些是模糊的，一闪而失。
要写读后感，就要善于抓住这些零碎、甚至是模糊的感想，
反复想，反复作比较，找出两个比较突出的对现实有针对性
的，再集中凝神的想下去，在深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也只
有这样，才能抓住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写出真实、深刻、



用于解决人们在学习上、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问题的有价值
的感想来。

第四，要真实自然。就是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自己是怎样
受到感动和怎样想的，就怎样写。把自己的想法写的越具体、
越真实，文章就会情真意切，生动活泼，使人受到启发。

从表现手法上看，读后感多用夹叙夹议，必要时借助抒情的
方法。叙述是联系实际摆事实。议论是谈感想，讲道理。抒
情是表达读后的激情。叙述的语言要概括简洁，议论要准确，
抒情要集中。三者要交融一体，切忌空话、大话套话、口号。

从表现形式上看，也有两种：一种是联系实际说明道理的。
这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具体生动的事例，从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上阐明一个道理的正确性，把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使
之有血有肉，有事有理，以事明理，生动活泼。另一种是从
研究理论的角度出发，阐发意义。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理解，
阐明一个较难理解的思想观点，或估价一部作品的思想意义。
它的作用是从理论上帮助读者加深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种读
后感的重点仍在“感”字上，但它的理论性较强，一定要注
意关照议论文论点鲜明、论据典型、中心明确突出等特点。

看了《斑羚飞渡》这篇文章，我的心里掀起了千层巨浪，感
慨万千。它描写了一群被逼至绝境的斑羚，为了赢得种群的
生存机会，用牺牲一半挽救另一半的方法摆脱困境的壮举。

每一只年轻斑羚的成功飞渡，都意味着有一只老年斑羚摔得
粉身碎骨。这是一种为了种族的延续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伟大
精神！是一种用生命为下一代搭起一条生存道路的精
神！“没有拥挤，没有争夺，秩序井然，快速飞渡”，没有
一只老年斑羚从注定死亡的那拨偷偷溜到新生的那拨去，它
们的心里很坦然，很踏实：为了下一代，我们有了坚定的勇
气，可以无悔地牺牲自己，完成这一幕悲壮的斑羚飞渡。



我敬佩这些勇敢的斑羚，特别是镰刀头羊，他没有做人类的
奴隶，没有做人类的囚徒。“只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
那道绚丽的彩虹。”它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维护了种族的
尊严。而有的人，却甘于屈服，在生死抉择之际，他们毅然
选择了在他人的膝下苟活，只为了一己私利。这是可耻的自
私蒙蔽了人类的思想，冲昏了人类的头脑，埋没了人类的心
灵。

但有的人也具有和老斑羚们一样的牺牲精神，那就是四川汶
川大地震中，有多少人本来能逃生却为了救别人而牺牲。其
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谭千秋老师。这是一位英雄的教师，
当救援人员发现他时，他双臂张开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
地护着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活了下来，他却永远离去了。
还有一个小男孩手刨四个小时从废墟下救出了同学，但他的
双手却血肉模糊，他就是马健。

他们的心灵是伟大高洁的。假如我们能搏击蓝天，那是他们
给了我们腾飞的翅膀；假如我们是击浪的勇士，那是他们给
了我们弄潮的力量；假如我们是不灭的火炬，那是他们给了
我们青春的光亮。他们和斑羚们一样，都是可以用自己最大
的力量去为他人付出全部的英雄，他们是我们的骄傲。

在赞美斑羚的同时，我也为那些狩猎的人感到心痛，他们是
罪魁祸首。大自然是需要和谐的，虽然我们是最高级的动物，
但其他的动物依然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它们也有深爱
的伙伴，也有感人至深的亲情，但几声枪响，破坏了它们的
安宁，让它们失去了美好的家园。这对我们来说并不算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斑羚，但对它们来说呢？失去亲人的痛苦又有
谁能体会，人们为什么不能和它们和谐相处呢？毕竟它们也
是生命，我们大家都是大自然的孩子。

将心比心吧，苍天最终还是让斑羚们繁衍了下来，这是它们
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而我们人类，从来不需要用任何的代
价来换取生存的机会，和它们相比，我们幸福多了。它们用



无私感动了上苍，它们的善良代代相传，这一飞渡的壮举谱
写了生命的乐章，也带给我们深深的自责与愧疚。

其实，生命需要奉献与牺牲，这样才有意义。当你的生命为
他人开一朵花，你生命的芳香就会灿烂一片；当你的生命为
他人增添一份温暖，你生命的芳香就会沁人心脾；当这一切
在你的心田荡漾着涟漪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温情关
爱的芳香。我想，那些为了救年轻斑羚而失去生命的老斑羚
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周日晚上，我花了3个多小时，一口气读了一本爸爸的小
说——《活着》。

合上书以后，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想哭却哭不出，说他
们可怜但好像又不可怜。

余华是在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身上，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看似
悲惨的一生。地主家儿子福贵好嫖、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钱，在还债路上又被抓去当兵，误当成了国民党。几年战争
后，死里逃生，逃出来回到家，发现父亲已经死了。接下来
女儿因发烧耽误医治也变成哑巴了，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
支离破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风霞、老婆家珍、女婿二
喜、还有外孙苦根也相继遭遇不幸，这一大家子最后就剩福
贵一个人了，最终跟老牛相依偎。

以多数人的想法看来，他最后的命运一定不是疯就是自杀。
可福贵依然乐观地活着，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也是
全书的亮点所在——活着就有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本应是余华在讲述福贵的故事，应该
使用第三人称，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让人觉得更加真切，
更加理解书中的我，在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坦然。

家人一个接一个相继去世，富贵被一次次的打击，这里面，



不仅有活着的真正道理，还有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他没有抱怨、仇恨，而是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抱着乐观
的态度活着，这才是“活着”的真理。

活着本身就很艰难，延读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
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了，
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了。

活着，就够了。

今天，我看了《爱的教育》这本书。它是意大利的亚米契斯
写的，还有一个书名叫《一个小学生的日记》。

书的内容是一个叫安利柯的男孩写的日记：包括学校感人的
事，父母的信，老师说的动人故事，以及家里的事。我印象
最深的故事是：保护弱者的卡隆。经常有孩子欺负弱者，而
卡隆总是站在前面讲理，如果那个孩子不听劝告，卡隆就会
动手脚。确实，如果有人仗恃欺凌弱小，我们应该阻止，或
者告诉老师。

书上说：老师也会“发火”，我们也会“发火”。读完书后，
我觉得老师“发火”容易理解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我
们的作业不认真，我们上课开小差等等，这些原因都可能使
老师“发火”。而我们对此不太理解，还说：“这个老师狠
死了，一点儿也不好。”现在我懂了，严厉也是一种爱！或
者说老师批评我们甚至“发火”，也是一种爱！有些家长不
理解老师，甚至埋怨老师。我觉得这些家长应该设身处地的
替老师着想，理解老师。

这本书可以给我们许多爱的教育：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
爱自己等等。读完之后，我自己收获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