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著读后感(优秀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名著读后感篇一

今年暑假，我拿起妈妈的教材——初中第十一册的语文课本
来读，读到《瑞恩的井》这一篇文章时，我为之感到震憾：
六岁的瑞恩竟能募捐到六万元，六岁的瑞恩竟能影响这人。

我从报纸电视上看到过一些大型的慈善募捐活动，我知道红
十字会在世界各地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也了解世界首富比
尔·盖茨有一个很大的慈善基金组织，这些大活动这些大组
织，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这让我们在感激和称赞之外，也
觉得理所当然。但是瑞恩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为什么
能捐到这么多钱，影响这么多人呢？我想，这是爱心的力量。
瑞恩自己只捐了七十美元，然而这七十美元里，每一分每一
元都是他辛苦挣来的，每一分每一元都含着他无比的爱心，
正是小瑞恩那种无私的爱的行动，那份纯真的爱心，通过媒
体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朋友们看到了榜样，大一
点的孩子和成年人在与瑞恩的比较对照中，许多人便会觉得
自己更应该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

瑞恩的年龄是小小的，瑞恩的捐款相对非洲的贫苦人们需求
来说，还是少少的，但是这种爱心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相
信，这种爱心的力量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在一次课堂上，老师激动地讲述着非洲孩子的艰难生
活，“每一分钱都能够帮助他们，一分钱可以买一只铅
笔，25分可以买175粒维他命药片，60分就够一个孩子两个月



的医药开销，一块钱够一顿丰盛的午餐，两块钱就能买一张
毛毯，如果我们有70块钱，就可以帮助他们打一口井。”然
而就是这句话，让6岁的瑞恩从此树立起一个不朽的伟大的梦
想。他为让非洲的孩子有一口纯净的水喝，竟果断而坚定地
要建一口井，也许是因为稚嫩的他不会有任何担心，因为他
的纯真，他有决心将这个梦想实现。

一个孩子的话，引起了加拿大社会各界的支持，一个孩子的
行动，带动了社会共同地募捐，一个孩子的梦想，实现了非
洲孩子喝上干净水的愿望。虽然历经重重困难，但只要怀梦
在心，努力追求，终会成功！每个人都会有梦想，向着自己
的梦想飞翔，收获的将是一世的美好！

今天偶尔在学一本杂志上读了一篇文章，尤其令我印象深刻，
那篇文章叫《瑞恩的井》。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小小的6岁男孩
瑞恩为了让非洲那群可怜的孩子能喝上洁净的水，为了造一
个井给那群孩子，他额外帮家里做家务来攒钱造井，他的事
迹感动了身边的很多人。最后，瑞恩的井终于建成了，实现
了他的梦想，读完本文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竟有这样的同情心，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很多还可能比不
上这位小小的男孩这么有爱心。

记得一位教育家曾经这么说过：“同情行为是社会里一种非
常重要的美德，若社会里没有同情，尔虞我诈，人人自利，
社会也不成社会了。”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培养我们的
责任感和同情心也是很有必要的。去年我们的学生进行过很
多募捐活动。学校里很多同学都捐除了自己不要的旧书，旧
物品，给需要的同学和山区的孩子，学校里还还有很多去山
区义教的志愿活动，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挺好的，可以培养我
们的同情心，做一个关爱社会的人，我觉得只有去经历过，
才会明白其中的很多感受和意义。

我们现在对与同情心和责任心方面的领悟似乎有些缺失。我
们也能和小瑞恩一样在听完一个故事后能对故事中的人物产



生同情，进而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样我们才
有时间时间或者是机会去思考这样的事情，编织我们大学生
有意义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真的感觉自己很惭愧，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生做
的还不过一个小男孩，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和国外相
比，真的存在很多问题。写到这里，更加敬佩那个六岁的加
拿大小男孩——瑞恩，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那天，晴空万里。下午的时候，语文老师要对我们一周的课
时学习进行测验。在做作文的时候，我先是愣了一下，继而
又为作文的命题而窃喜。作文的题目是让写一篇《瑞恩的
井》，我感到十分自信，因为这篇文章我学得比较透彻。

下笔的时候，我先从贫困的非洲写起，人们常年生活在艰难
困苦中，缺医少药，甚至连干净的水也喝不上，实在让人可
怜，让人同情。接着重点写主人公小瑞恩为什么乐于助人、
无私奉献、天真可爱。写在瑞恩六岁时，正上一年级，当他
听老师说非洲的孩子们的困境后，立即向妈妈提出拿70美元
为非洲孩子们捐一口井。可是出于家里的经济状况，父母没
能马上答应他，而是提出‘为家里做一些额外的家务挣点
钱’这样的办法。瑞恩牺牲很多时间去做家务，终于攒到
了70美元，但是负责打井的人说打一口井还需两千元。为了
瑞恩美好心愿的实现，妈妈写了一封信给报社。果然，通过
媒体的效应，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两个月后，
瑞恩就收到了七千美元的汇款！

作文的最后，我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从小做起，
像瑞恩那样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做个勇于克服困难、善于
帮助别人的好学生！

名著读后感篇二

每次看安妮的书之后都会郁闷好久，从她文字中生长出来的



黑暗与绝望总是重重的压在我的心口，令我感到一阵窒息。

小浅说没有足够的阅历，看安妮的东西是有无病乱呻吟之嫌
的，她讨厌看悲剧。也许吧。就像很多时候某芳都说的那样，
我总喜欢一边庸人自扰，一边忧伤着。

故事里南生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和平，尽管罗辰是那么好的一
个人。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吧，一旦决定义无返顾的爱上一个
人后，其他人再好，也成了将就。而南生呢，尽管和平一次
次拒绝她，在爱情方面，她始终不肯向现实妥协。不过，就
算她肯妥协，她和罗辰始终是不合适的，因为在南生心中一
直存在的失望，是他温和的肩膀所无法承担的重。

再说到乔。在整本书里，她才是主角，甚至南生的故事也只
是她心中的一场电影。可是，慢慢的回想的时候就会发现，
乔的很多情绪在南生身上都有折射。也许写作就是这样吧，
自己笔下虚构的主角，到了最后其实都是再写自己。那是属
于自己的爱，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对现实
的不满!

有很多人都不喜欢安妮宝贝，说她怎样怎样。可是，无论如
何，相对于现在某些为利益而写作的人，她是在为她自己而
写。

这是很多人都无法做到的。

名著读后感篇三

看到它的名字，我脑中已经浮现了关于这本书种。种猜想。
理想与现实，高尚与卑鄙，精神家园与世俗纷争……不过这
些半身落入俗套的冲突对决依然深深吸引我前往探寻。后来，
我倒吸一口凉气，想再翻一遍却拿不动它。

我一开始对斯特里克兰抱有着这样的看法：我不喜欢这个人，



厌恶他冷漠戏谑的神情。他本是一个不严格意义上的成功人
士，生活被形容：“虽然平凡但也不恩惠”“一条缓缓流过
的小溪，蜿蜒过绿草如茵的牧场”，岁月静好的模样，我们
许多人向往并所最后归属的那样。但他抛弃社会，偏离轨迹。
他平静的、突然的、简洁的反转，老到如一个经验丰富、细
致的杀手，更像熟练的医生，为过往的生活打个结，再见！
天，他到底藏得多深！

直到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实际上，我嫉妒他找到热爱至极
的追求。

他的才华——说不上是——毕竟学习画图基本笔法都十分笨
拙——不是天赋。我惊叹他明知自己不是艺术天才（也许他
清楚），后来的道路凶险异常、必然（对，我认为是必然）
招致死亡。他的想法一落地，你就明白什么也阻止不了他。
他这样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他贫
穷，他不需要别人赞美，他孤独，他不需要朋友——诗人有
时还需要朋友呢。但，请让我用“爱着”去形容他吧。这样的
“爱”是烈火啊，不安的烈火，孤独的烈火，烧毁一切的烈
火！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为烈火烧亮的道路活着！啊，
多让人着迷。借用原书的一句话描述他，必将是“斯特里克
兰是个可憎的人，可我一直觉得他这个可憎的人很伟大。”

首先，平庸的我不愿意。并不是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但我
身上着实有他人的牵挂。我此时不是为自己而活，将来也必
定有更多牵丝线。但即使与像父母这样最亲近的人，大概也
不会理解我的想法。他们会哭泣，悲伤。我没有理由去做这
样过分的事情。但是，我又在平静中隐隐感到不安。我能听
到在心底一个微弱低沉的声音悄悄说：“我愿意。”这种感
觉就像航行于暴风雨前夜的蓝得让人窒息的深邃大海中。当
我确定这声音真实又正不断放大，我知道了，我一直在期许
这一天的到来。我很想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自己本身的意
义。那一天就是我找到答案的时候。或许这一天不会选中我
的灵魂，但我仍然热切盼望。这并不矛盾，因为“渺小和伟



大，恶毒和善良，仇恨和爱意是可以在同一颗心里并不悖的。
”

名著读后感篇四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我们最常
见到的一句陶行知的名言，陶行知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老
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老师如果只“教”或
只“教学”，这是把学生当作“容器”，被动地接受知识，
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也不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老师只有
“教学生学”，交给学生学习方法和钥匙，启发他们的思维，
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
宿”。“这是因为先生老师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
老师固然想将他的所有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老
师怎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讲，学生在学校里获得一种学习能力比学习知识本身更
重要。有了这种能力，即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他们
照样能获取知识。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非常快，过去那种在学校里十几年所学到
的知识毕业后受用一辈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教师要
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指导学生学会学习。“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学生只有不断地充电、加油、完善、更新才
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这也是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素质教育
的真正内涵。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陶
行知讲生活就是教育，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改造，杜威
“教育即生活”的本意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人的心
智，才能的不断增长和完善，教育是对学生经验的改造。”
而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是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
教育范围以内，这是极有力量的。”同时陶行知又认为“好
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
认真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有选择地生活，选择生活就是



选择教育，不是把教育简单地生活化。任何生活都是教育，
但任何生活不都是我们理想的教育。只有“健康的生活”才
是我们健康的教育。

因此，以后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要积极创设情景，从学生
的兴趣出发，选择富有生活气息的内容进行教学，“寓教于
乐，情景创设”。在教学中大胆鼓励，积极引导，唤起学生
的参与意识，促使学生投入到教学中来。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热爱每
一个学生”是先生的第一面大旗。在教学中，教师常忽视学
生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至于学生愿不愿学，是否开心快
乐，不为教师所关心。无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教
学方法的采用上，都充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教育是人与人的交流，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互学。陶
行知先生说得好：“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
人是创造之人。”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相互平等尊重，教
育不只是教师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更不是教师把做的道
理填鸭式地交给学生。新课标的实施，改变了以往的那种师
道尊严，新颖的师生关系正在形成。我在实践教学中，经常
进行师生互动，教师可以到学生中间，充当他们的一员。在
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唱独角戏的现象少了，与学生交流、沟
通、合作、互动的现象明显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正在凸现，
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名著读后感篇五

《小君》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杨志成。《小君》是一部真人
真事的小说。故事中的主角---宇航是一位疼爱妹妹的哥哥，
而妹妹小君则是懂事的女孩。故事中描述兄妹俩所经历的重
重困难，也勇于面对，互相扶持。

小君的成绩常常名落孙山，常被严肃的爸爸责骂，宇航教了



小君一个解忧的方法---把愿望和心事写在一张纸条上，再把
纸条放进玻璃瓶里，埋进土里十天，挖出来愿望就会实现了。

不幸的，小君患上了骨痛热症，不敌病魔去世了。宇航伤心
欲绝。一天无意间发现小君的日记，发现妹妹不喜欢自己哭，
于是忍着泪，等待着与妹妹的十年之约。

《小君》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而且还是真人真事，的确
值得一看!

名著读后感篇六

使我默然，这部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所蕴涵散发出的那种深
厚，浓郁的情感力量，真的很伟大。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阅
历不同，但是你会从《爱的教育》中，体会到曾经经历过的
那些类似的情感，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为可能不同，它让我
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爱的一些思索。

无论残疾、贫穷、富贵，亦或者是成绩差的。他——恩里科
都能与他们不分你我的玩耍，那么开心，那么快乐。所以，
他有这么多好朋友。或许我能找借口说：“他，一个4年纪的
学生，当然能这样，当他慢慢长大后，可就不一定咯!”真是
一个可笑的借口，在我4年纪时，我能如此做吗?或许，我又
能找出个借口说：“你瞧啊，他的爸爸妈妈是如何教育他的，
而我的父母呢。”呵，这更令我无地自容了，父母何时教我
这样要分阶级来交朋友了啊?”

奶奶的娘家在杭州偏远的一个村子里，我基本上每年只去一
次，从小到大也就没去过几次，在我的潜意识中，总有些瞧
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没见识的人，跟他们一点共同语言也
没有，每次去，我也就只会对他们叫几声，记得那年春节，
我正闲着很无聊，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走过来想和
我一起玩。



我心里其实是很想玩的，但一看那人，脸上被风刮的很干燥，
身上的新衣服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已经残不忍睹，这时，她的
形象在我心理早已大大打折了。理所当然，我拒绝了，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可不希望字成为这么脏西西的孩子。
她似乎很失望地走了。

曾经有人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纷纭的世界里，爱究竟
是什么?在我心中已有一个答案，然这却不是那唯一的答案，
就让我们将这个答案永远留在心中吧，让我们永远都记住这个
“爱”。

名著读后感篇七

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作者笔下的当时的那些建筑，那些奢
华的象征权力的教堂，人们还不知道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
以及为了自己的愿望可以做什么事情，一切都假借神圣的宗
教，一切都假借神圣的教堂来展现，展现建筑家的审美观，
也就是个人的才华，或者展示自己的能力，我想那时的人们，
把人性深深地埋在一件神圣的宗教的外衣下面，典型的人物
就是副主教--克洛德。从那许多的错综复杂的毫无章法的建
筑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的内心是的压抑，狂躁，那
些像后春笋一般从地下冒出来的教堂的尖顶，正是人们扭曲
的灵魂在对着苍天做这无声的哀号!

教堂里面是那么的阴森恐怖，这让人联想到在宗教的遮拦下，
当时社会是怎样的肮脏和败坏，真善美的宗教和利用宗教制
造血腥事件，形成了强烈的感官刺激。通篇都是在这样的对
照下进行的，让人的深刻的体会出迷茫，困惑，和不安，如
果有一把利剑，你会尽你的全力去刺破那层蒙在社会上空的
阴云，那阴云是邪-恶的，你对它充满了愤怒和鄙视，就像书
里面的那些流浪汉们对待社会的疯狂的报复。可是你不能，
因为如果你想刺痛那些邪-恶，你就先要将代表着真善美的上
帝打-倒在地，那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还有比人丧失本性更
悲哀的么!



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几个人物，代表美丽善良的姑娘--斯梅
拉达。她不仅有迷人的外貌，更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灵，从
她对待那只山羊，救下那个落魄的诗人，对于伤害过自己的
卡齐莫多，送上的水和怜悯，对待情的牺牲，等，我们看到
她是美丽的，她的身上心灵上没有污垢，她是没有被污染的。
可是，这样的天使一样的姑娘，受到的是怎么样的对待呢?流
浪，在最肮脏的环境里面，被所谓的上流社会排斥和嘲讽，
被玩弄，被抛弃，被诬陷，被威胁，最后，作了彻底的牺牲。

书中描写了一个那样的社会，和在那个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人
物的状态，麻木的如那个弗比斯，最底层的如老鼠洞里的那
几个隐修女，疯狂的副主教，还有尽全力反抗的最丑陋的卡
齐莫多，副主教和卡齐莫多形成了人性上的鲜明对比，同样
爱上了美丽的姑娘，同样的遭到了拒绝，他们的爱都是那么
的热烈，那么的诚挚，可是，一个是占有，一个是奉献，已
占有为目的的，当目的无法达到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毁灭，
毁灭别人;以奉献为目的的，当无法奉献的时候，想到的也是
毁灭，毁灭自己。

名著读后感篇八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做《草原上的小木屋》。
我十分爱看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劳拉一家人离开了威斯康星大森林，驾着
马车，经过重重困难，搬到了大草原上居住的故事。

他们一家人生活在碧绿的大草原上，虽然他们有吃有穿，可
是也时时存在着威胁与危险。但他们勇敢并且坚强：重新建
一个房子很幸苦，他们不怕；被狼群包围的危险，他们也不
怕；在草原上熊熊的大火，他们仍然不怕，而是谨慎的处理。
他们用他们的智慧与行动克服了种种困难，这种坚强地意志
深深地感动了我。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他们经历的是我们不能经历的。他们
在中途受到过伤害，可是他们却没有哭，也没有放弃，他们
选择了坚强。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幸苦，但那个小木屋
里却充满了幸福。

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生活过得比他们幸福多了。我们每一天
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有学习和朋友，住着
好看的房子，而他们却没有。

这一本书让我明白了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克服，
要有坚持到底的心，并且相信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