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的作品有哪些 文学作品读
后感(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读后感的作品有哪些篇一

《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全书涉及世界儿童文学作家
百余人、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近二百部、精彩书籍封面和
插图三百余幅。它引领读者跨越儿童文学的门槛，走进儿童
文学的世界，了解儿童文学的基本模式，熟悉儿童文学的分
类，品读儿童文学的故事情节，感受儿童文学人物的魅力。
可以说，《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是一部二百年世界
儿童文学历史与传世经典名篇的阅读圣典。

这本《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中，有一篇文字介绍《不
老泉》，其中引用了美国童书评论家安妮塔西尔维在《给孩
子100本最棒的书》里对它的赞美——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只
能带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到荒岛上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老
泉》。

其实我很想说，就父母而言，如果只能选择一本书，带孩子
领略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篇的魅力，那应该就是这本《阅读
与经典》；就所有喜欢读书又童心未泯的大人而言，如果只
能选择一本书，让你免于错过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妙
的图画，那应该就是这本《阅读与经典》；就所有对儿童文
学感兴趣的大人与孩子而言，如果只能选择一本书，让你对
早已熟悉的故事有不同以往的新的体会，或是去了解故事背
后的故事，那应该就是这本《阅读与经典》。下篇开篇的一
段文字打动了我。彭懿老师在说到“为什么读经典”时，引



用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一句话——经典，是每次重
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
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就是这样
一本带我们初读或重温，并不断有新发现的世界儿童文学阅
读宝典。

彭懿老师的文字一如既往的幽默轻松，充满童趣。大量大量
的出自世界插画大师之手的.原版图书的封面、插图让这本书
精美至极，即使一字不读，只是翻一翻，也是种美的享受。
当然，最有价值的还是彭懿老师的讲述与评析。丰富的资料
背景、深入浅出的讲述、优美又俏皮的文字，还有实用指导
价值超强的“中文译本推荐”和“延伸阅读”??很难说，这
是本讲述儿童文学的文学书，还是本讲述儿童文学的工具书。

总之，值得一生珍藏！

读后感的作品有哪些篇二

近期在《读者》20xx年第24期里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让孩
子快乐的技能》，读后颇有感触。

首先是作为一名教育者的感触。从教二十余年，说实话，我
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学生的，但这种喜欢的标准好像随着年龄
的增长是有所不同的。在刚入职的三五年里，特别喜欢那种
爱笑爱闹的“古灵精”，下了课常常会被他们缠着一起玩。

后来，慢慢地也开始注意起那些平时不大爱笑的“小古板”，
发现他们的脑袋瓜里其实蕴藏了很多令我惊奇的思想，交谈
起来感觉甚欢。再到后来，出于对教育公平的'追求，我开始
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在那几对长年沉默而黯然的眼睛上，一开
始，他们的眼神是逃避躲闪的，即使强迫他们与我对视，我
也感觉还是无法触及到他们的内心。要与他们的心灵交流，
需要我用很长的时间和真诚的耐心。他们是一群在课堂上和
试卷里的失败者，以前被定义为“差生”，现在改了名



叫“后进生”。但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不乏有很多有趣和有情
的人，得到了他们真正的喜爱和信任后，我也真正地喜欢上
了他们。原来，他们的世界其实比一般的孩子更丰富更真实
也更有趣。可惜的是，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却往往用一把
尺子，将这些有情有趣但考不出好成绩的人打入“冷宫”，
剔出圈外，聚光灯下，只剩一群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跳舞。

新课程提倡“让孩子快乐地学习”，学什么？学课堂上的？
学书本里的？仅仅这些能让学生学得快乐吗？我想肯定是不
可能的。叶圣陶曾经说过“学习即生活”，离开了生活的学
习一定是缺乏情趣和实用性的，我们的孩子是鲜活灵动的，
他们学习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情感”，而不是“意
志”，“十年寒窗为功名”的时代离他们太遥远，所以无感。

我盼望，我们的教育也能像《让孩子快乐的技能》中的一样，
多几把评价学生的尺子，重视个体生命，重视培养孩子追求
快乐的意识和能力。中国有句古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我们的教育如果能回归本位，我想这句话是会成为
真理的。

读后感的作品有哪些篇三

下午下班回家，感觉很累，洗完澡变躺到床上，突然发现身
旁一本很久没看过的.《鲁迅散文集》，也很无聊，便拿来翻
了翻。

翻开有些泛黄的封面，看完题记，第一个感觉：好飘渺，好
有深度！换句话：不知所云。可能用噶指代太多啦，我唔系
当时噶人，所以就唔明白，不过可能简sir会明噶！啊，不
是“可能”，系“一定”会明白！做本天才噶老师一定要有
翻甘上下先得噶嘛！

紧接着又看了一篇《过客》，讲一个“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
动乞讨人员”遇到一个阿伯同细路女，问阿伯比杯水距饮。



阿伯好人甘同意左，叫距个孙裸水比距饮。于树阿伯又好无
聊甘问距叫乜名，想去边。跟住个“过客”好酷甘回
答：“我不知道”。嗯嗯，“究竟我系边个”呢个问题的确
系一个好深奥噶问题，难怪咯乞丐唔识答啦。个乞丐又
话“要到西边去”，但是阿伯讲“西边系坟墓喔”。乞丐
讲“我不知道，但有个声音叫我一定要去”。

最后又看了《复仇》，可是看完不知所云，只感觉有些倦意，
便倒头睡去了。

读后感的作品有哪些篇四

有人说，好的散文清新得像萋萋芳草，绚丽得如同璀璨的霞
光，纯真得犹如初生婴儿的吻，深邃得仿佛韵在骨子里的诗。
合上这本荟萃了冰心优秀作品的作品集，仿佛刚从清晨的森
林中漫步出来。文坛泰斗冰心，现代女作家，原名谢婉莹，
是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女作家。

从1919年她登上文坛开始，在漫长的80余年中，她坚持不懈
地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同时，
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冰心的作品风格独特，文笔细腻
而柔和，在学生中她的作品备受欢迎，读来倍感亲切。特别
是为小朋友、青少年而写的.作品，感情真挚、文笔生动，如
《小橘灯》、《寄小读者》等，引发了许多小读者的写作兴
趣。你的心灵曾否走失于空山荒野之中，风吹雨打，四顾茫
茫，忽然有你的朋友，开启了同情的柴扉，延请你进入他爱
的茅庐，卸去你劳苦的蓑衣，拭去你脸上的泪雨，而把你推
坐在友情的温暖炉火之前。这是冰心在《再寄小读者》中的
语句，这诗一般的语言一次又一次洗涤着我的心灵。冰心在
《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中用童话一样的语言告诉喜
爱她作品的小读者们一个又一个为人处事的道理，用爱培育
新生的一代。

现在有不少青少年将红极一时的歌星、影星作为自己的偶像，



以他们为榜样，因此而荒废学业。可是，任何明星总会有星
光黯淡的时候，当他们不再为世人所熟知，所追捧时，还剩
下什么？与当今众多明星相比，冰心的灵魂崇高，她的一颗
心就像水晶般的透明，留给后代的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
读她作品的孩子，没有一个会有害人的心。

冰心的文品和人品，是真善美的象征，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敬
仰和爱戴。在每个人心中，她不仅是一位作家，她更是一位
伟大的哲人。冰心，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冰心，我们心中
不朽的星！

读后感的作品有哪些篇五

这篇文章是有一定背景的——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险些
颠覆辛亥革命的成果。所以有无“辫子”就成为了这个特定
时期立场的标志。一些自认为有识之士便把辫子盘起来，顶
在头上。当形势是“皇帝又坐上龙庭”的时候，他们便把辫
子放下来，可见其忠于朝廷;当形势趋向革命派时，他们把辫
子盘起来，可见其是支持革命的。他们这种两面三套的做法和
“墙头草”有什么区别呢。这种举动只能表示他们的懦弱与
愚昧。但在当时，谁又敢于只导向一边呢?百姓不敢，他们唯
一能做的也只有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来苟且保全
自己。当然，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影
响没有深入，百姓还很盲目。记得范老师在和我们讲到辛亥
革命时也提到过，“一些省政府听说要革命了，便立马换了
一块牌子，就吆喝着’我们革命了!’”正是这些官僚的混杂
给辛亥革命埋下了祸根。

本文有两个经典形象——“七斤”和“赵七爷”。“七斤”
是一个村上可以出场的人。他进城被革命派剪掉了辫子，于
是他开始惶恐革命派的失败，于是由辫子引发的一场风波上
演了。“赵七爷”则是“墙头草”的'典型人物，但他骨子里
还是有着一种封建遗老的气势，所以当形势对他有利时，他
便出言挑衅，带着傲慢的口吻去嘲笑和威吓别人。于



是，“七斤”和“赵七爷”便成了一组矛盾。作者通过诙谐
的对比手法，展现给读者一幅农村的愚昧革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