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看见的读后感(汇总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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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的读后感篇一

河子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并身有残疾，他却以博大的.胸怀和良
苦用心来爱护、关怀河子的成长，帮助他战胜自卑心理，树
立自信心；指导她学习文化，料理生活中各种事情；用大海
的故事激励河子确立生活的目标，鼓励她的点滴进步，使河
子最终能能够自立于社会。

一位而又伟大的继父，想尽一切办法激励、帮助“我”——
一个身体畸形的女孩子从自信到自理再到自立，使“我”战
胜自卑，积极生活，逐渐锻炼成长为一个独立生活自食其力
的人。

看见的读后感篇二

感觉《看见》这本书涉及了好多方面，第一次听到柴静其实
挺晚的，就是她的苍穹之下，觉得她是一个很特别，敢于直
面现实的一个好的记者。

曾经也想过像她一样，以笔为剑，直刺当代的事实，后来的
后来感觉自己性格，文采，见识都可能达不到她的标准，不
算很自信的人，特意看了这本书，觉得其实每个人一路走过
来都有自己的不易，有过受伤，有过坚持不下去，有过难过、
有过委屈、有过不解。

但最后的最后还是坚持下去，为一件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最



初的本心，为所谓的善意，太多的幕后与不易，太多的心酸
与苦楚、太多的准则与制度，我们都是最最平凡，却又最不
想平凡的人，却奈何平凡是天性的人，太多的事情我们无能
为力却又无可奈何，国家、制度、法律、知识、所以柴静更
像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勇敢无谓的自己。

这本书特别详细的描述了，我们看到的节目的背后，深入到
她自己的生活，感觉那么远又那么近的生活，那么像又那么
有距离的生活。谁也不能否定谁的做法，只有指教，柴静的
朋友们也挺好的，能够懂她，理解她，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
她的动态，所以，知己不必太多，三两个极好。不必强求，
像徐志摩说的一样：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看见的读后感篇三

生活压力太大，社会等级不同，无处发泄，受欺侮无力反抗，
种种，慢慢演变成家庭暴力，最后走火入魔，做出违背道德，
残忍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危害自身也连累了身边的人。
不是不爱也不是故意，只是没能好好控制，没能找到一个发
泄的地方。好好发泄，慢慢做出引导，积极的对待，会不会
好点？这一段让我觉得婚姻的可怕。不知道为什么，看卢安
克这一篇的时候，很感动，也对卢安克的思想很赞同，好像
在某个方面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卢安克更极端的点，更具
体话了吧，能理解，也挺赞同。如果我们能不在以成绩作为
衡量标准，放开手，放开思想，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进步，
更多的自由呢？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去框架一个人的
人生道路，到了一定阶段，该怎么做那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
事情，与其强迫，不如放手。——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
的事，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孩子的世界本就单纯简单，
不要带着目的性去交流，不要用成人的一套去对孩子。请真
心的对待每一个还保留着天真，纯洁的人。对，不单是孩子。
以诚相待。

看问题的层面还是太浅，不够深入。或许有必要再好好的深



度了解一翻。

看见的读后感篇四

《看见》是我阅读过的一本最为接近生活的书，反映了当时
社会生活新闻，内容贴切生活和真实画面感。也让我在大脑
里回忆了过往走过的岁月年华，现在选择看此书也是源于内
心的需求。当我在合上《曾国藩传》之后，对此书有着特别
浓烈的阅读心，于是此次翻阅挺让我感到意外的。

书中大部分内容讲的都是当时时事新闻、人物故事、还有作
者柴静一些个人生活、工作中的日常包括和同事领导相处共
事的小细节。读这样一本书会让你很容易被作者的文字带入
到当时的时间里，去体会去了解更清晰的知道作为一名青年
新闻记者的努力与付出，包括一切来源于外界的.声音。

会让你对新闻记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对新闻的报道
和真实故事的背后有了更清晰的概念。

这不仅仅只是一本新闻类的书籍，它还是一本能让你在了解
当时事件的情况下帮助你更容易《看见》故事内心的真相让
我们更全面的去了解背后的真实故事。

《看见》在新闻界是一本很值得去阅读的书，在新闻背后是
一本能让我们更有必要去看见的书。

看见的读后感篇五

工作整十年，不知道该怎样对过去的十年进行定义、归位以
及新的筹划。那天书城里偶遇柴静的《看见》，不薄的书本，
细细密密的字句，吸引我走了进去，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
有好多东西让我去想，去理解，裹挟着我这十年里的困惑和
迷茫、骄傲和失落，身上流淌出好多感悟和体会，是成长道
路上共有的一些小小感悟吧。



《看见》这本书记录了柴静的成长足迹，让我们一起见证了
初为记者的她曾有的茫然和徘徊，让我们体会到她经历失败
时的低落和成功时的雀跃，也让我们目睹了一名记者褪去青
涩，逐渐丰盈，走向成熟的历程，阅毕这些对我解答长久淤
积心中的人生质问多少有些启发。柴静的表达总是很理性，
包括她的用词，包括她的语速，但这种字里行间的平实却让
人很深地感受到她克制的感性和柔情。对非典的采访，她在
书里描述了她直面死神的战栗，通过柴静的眼，我们看到了
彼种环境下面对死、眼神里透露出的空白，这种貌似对死的
理解，以及包括那场对于十年前的记忆，多少能让我们对自
己的人生有些警醒。非典的采访让柴静跃入大家的视线，很
多人记住她的勇敢和作为，我总感觉柴静此举不管是出于她
对职业的责任感还是对历史的认真态度，都是源于她内心最
质朴的力量驱使，这应该才是柴静打动我们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说非典的采访让我们看到柴静的职业“坚硬”，那么双
城的采访让我们看到柴静的另面“柔软”。那个叫双城的小
村庄发生了7名孩子集体自事件，柴静不经意间以母性的触角
深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但轻轻的，不去触疼，不去打开，不
去完全坦露，因为孩子的世界真的是神话世界里的潘多拉盒
子。在我们不懂孩子的标准和定位时，在我们不能判定谁对
谁错的当下，我想尊重和理解是最好的平衡，柴静并没有为
坚持记者的职责而去生硬地伤害那帮孩子，误导人们对孩子
的理解，哪怕是一点点。是的，柴静让我看到“刚柔相济”，
而奥运会瞬间这期节目，又让我看到了柴静视角的独特，真
的让人拍案。对于奥运，柴静的视角并没有停留在金牌的获
取者，她拍摄的瞬间让我们看到了奥运的另面，也让我们体
会到了奥运更强烈的人文冲击：训练的路途要穿过“枪林弹
雨”的伊拉克短跑选手达娜、比赛前因为左膝伤痛只能单脚
站立的台北跆拳道选手苏丽文、一手举金牌、一手握亡妻照
片的德国举重选手施泰纳，她或他们也许是奥运会边缘化的
案例，或者说是殊例，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精神没有背离，
反而是更突显了奥运精神，这些有血有肉的奥运故事，不仅
是吸引我，更是打动我，打动我更深刻地工作和生活，努力
将生命的精彩演绎至极致。客观是《看见》这本书给我最大



的感受，包括柴静看同性恋的视觉，尝试以理解、感知的角
度去看他们、写他们、报道他们，而不是反之，让社会去唾
弃他们。柴静的客观也包括了她看瑞典志愿者卢安克，他对
自由的追求，对人生的价值评定，以及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
教山区孩子，甚至于在卢安克有了自己妻子和家庭后，改变
了人生走向之后，柴静作为一名记者或者是老朋友，继续以
客观和理解的态度去想，去看，去完成她对他的报道。

也许这就是柴静，全面、客观，这就是《看见》给我们的感
触和感悟。是的，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眼里只有好人和坏人，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的眼里只有对和错，而今的我终于明白
其实“正”不是一个立方体，方方正正，棱角凸立，真正
的“正”应该是圆润的，这个理解让我醒悟了这十年的路，
不是我心中价值标准不对，不是我心中坚持的“正”不对，
只是方式和呈现的模式有时会误导了最初的标准模式，生活
不可能调整，但我们需要微调。

《看见》也解决了这些年一直萦绕心间的问题“我的未来在
哪里”，《看见》让我想起了左林，一开始提到的女孩，还
让我想到了法琳，另外一个萍水相逢的优秀导游，也许仅是
几日相处，却能让人想起，眼前是明亮的。是的，包括她们，
包括柴静，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她们完美，而是因为她们一
直在调整，努力朝好的方向调整，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们
懂生活，爱工作，把感性和真性情同时赋予工作中，把突破
和激情也赋予了生活。真的很好，柴静让记者看到未来，看
到可以努力的方向，也让我们不是记者的人看到了努力的方
向。

更确切地说，柴静的《看见》是面镜子，让我看见了自己，
更理智地看待十年间走过的路和遇见的人。看书间歇的这个
元旦，下了一场好大的雪，走在雪地里，能听到感觉到踩下去
“咯吱”的声音，路灯下，雪花飞舞洒在扬起的脸……也许
这就是我、是我们想要的、有质地的生活，生活原本就是这
样，美好从未消失，只是在于你有没有去用心感受。路还在



延伸，与书中陈虻老师的那句话共勉，“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看见的读后感篇六

寒假里利用三四天时间看完了柴静的《看见》，像传记式的
纪录片。我传记作品看得比较少，但这本书还是像经典小说
一样吸引我一发不可收拾得持续看完。为什么会有可观性?可
能是接地气，关注底层琐事，以及一些其他人不敢或不想触
碰的事。正如文章中所说的“只是搬开石板的想看看另一
面”，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穷无尽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在作者的节目可体现一二。

柴静说，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
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喝
着酒一口一口的`咽下去。所以不要被那么一点点负能量吞噬。

小时候同学哭了，会有很多人围过去告诉她，别哭了，你要
坚强，我们懂你的感受，不哭了乖。后来看见难过的人，我
们很少围上去说一堆话了。不是我们变得冷漠了。这其中是
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明白，我们没有经
历过，所以无法感同身受呢?不知道别人如何，我明白自己，
其实没有变得冷漠和笨嘴拙舌，这就够了。

柴静写的书让人看了以后变得更加理性，书中有纪实也有真
情流露，更多的是发人深省。自古女子不如男，今有巾帼不
让须眉。柴静就是这样一位有个性，有思想，有能力的走在
时代前列的文弱女子。这本书的文笔及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惊
心动魄事，让我一下子对作者佩服之极。之前看过她的节目
《苍穹之下》，感觉作为一个新闻人，她很真实，看她的书，
我代入感很强。在柴静的节目和文字中，无论是汶川地震、
征地拆迁、家庭暴力，还是卢安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具
体的人。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看见的读后感篇七

记忆中应是第三次看这本书了，第一次是大学的自习室里，
第二次是在回乡的动车上。

每次都越看越慢，柴静的沉静和锐利让人想通过她的笔端一
个猛子扎入文字里，去翻找自己心路上的共鸣。

这一切一切，都获益于陈虻。

夫子言，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着她：“你就是个网球，
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当她投入到忘乎所以时，他会说

“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入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
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他总能用他的思辨，告诉她应该不偏不倚的感受事物，应该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
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
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
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点头说对对。

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
意思。”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
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
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



力就可以了。”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具体业务上，他教会柴静如何更专业、更全面的思考问题：

该如何挖掘一个新闻，解读它的深意，把与它相关的层面最
大程度的展现出来。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
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
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
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
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
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
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
找了几个层面？”

是呀，那一代人，长在红旗下，阅读的文字、接受的思想都
是被美化到了极致的。

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
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
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

所以即使是意外也是我们应当用心触摸的，越全面才能获取
越深刻的真实。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
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
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他用他冰冷、独到的思辨告诉她与我如何才是宽容和理解。



每次谈，我都气急败坏——有这样的领导么？你管我呢？

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臊眉搭眼再去问他：“人怎么才能宽
容呢？”

他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你理解吗？”

后来我做节目，常想起这句“你理解吗”，才明白他的用
意——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
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
美的思维习惯。

这种冰凉像一把锐利的刀子划破她脑海中固有的思维，化成
水慢慢浸润着作者对事情的体味。

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
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
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

那么，对于我呢，亦或者是我们呢？

我想，大概是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吧。

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我想，不单单是要问自己有没有，还要问自己为何要建立？

他说过，死亡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
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像叶子从痛苦
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
这才是活着。

那末，我们该如何建立呢？



“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
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
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
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
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
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
是堕落。”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似乎整个灵魂都在震颤着，我眼里满是
一个曾经充满朝气的少年，徘徊在终极目标的模糊后，一天
一天的得过且过。

“不要堕落。”他说。

陈虻，到底是个怎样的他？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
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
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
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她以为她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
出发。

他之于她，亦师亦友。

“不要堕落。”他说。

是为记。



看见的读后感篇八

记者，事件最前线的记录者，远比平常人见到的多太多，一
个有着思想辩证见解的记者是可贵的，一个可以给平常人看
到新闻事件背后深层原因、而且可以这样以文字剖析自己的
看法和改变的记者是珍贵的。

通过新闻事件剖析背后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人性和制度，过
去看了好多时事评论，其中很少有对于人性的讨论，大多是
很空很大，浮于表面，但是看的是舒服，看的振奋，就像鸦
片一样事件出来一次又一次的振奋，过后就忘了，但是有起
码的过瘾时的爽快。但事实新闻与此不同的，事实摆在那里，
评说是见者的自由，也许有舆论引导，但是那是表面的东西，
里面的还需要提取进行拷问。

卢安克说的，自然的事很好做，让爬一座山，很快登顶，但
是让他去反思看到自己，那是痛苦的。也只有事件发生时，
人们会去反思，会痛苦，记者就处在这么个位置，柴静也在
这个位置，很尴尬，在别人的痛苦上提取拷问反思，有时整
得当事人也很尴尬，但是她的拷问也许会帮助当事人更好的
去反思认识，会给一些力量，这是她得到的慰藉，其中反馈
的力量足以将一生投入其中。

当社会性和人性的自由相左，这其中碰撞出的事件就在我们
身边，时常视而不见，许是习惯久之，漠视内心，以勤奋的
姿态去拒绝痛苦，压抑太久或许可能会成为事件，但是事件
中原因大多如此。

事件发生的比较受人关注的也是道德法理方面的，对这方面
太在意说明这已经在平常生活中很常见了，都在寻找答案或
者说界限，这或许是种习惯，都在找一劳永逸的捷径，但是
事实有数不清的原因使然，这样只能让别人帮你想着，不累，
只需要相信并且从之即可，很荒谬是不是，但是这样做的大
有人在，只可分为自愿或不自愿。



之前看到好多事件，现在好像就是换个瓶子又来一遍，问题
好多还是那些问题，当时看到推送的新闻，内容呼吁很乏力，
就像无病呻吟一样，但是这次是真有病。空巢老人、留守儿
童、赈灾援助。这些事件中关注的是什么？人。关注人的什
么？衣食住。还有什么？吃的好住得好–万事大吉。书中有
个父亲，说，给你吃的好穿的好，你还要啥？很质朴的语言
映出了苍白，没有细腻。把自以为最好的给孩子，但那是以
勤奋的姿态获得的，对于那些痛苦的思考这位父亲很吝啬，
哪怕很累去获取那自以为最好的物质，也不去面对自己，其
中哪怕有一点也不至于事件的发生，很可能是不懂得去面对，
因为习惯。

暂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