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见读后感(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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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看见读后感篇一

没有过多的修饰，没有过多的感情，柴静用冷静真实的文字
记录了她所见证过的悲欢离合。整本书让我内心产生最大波
动的不是属于柴静的成长，而是人性的交织。

2005年前，同性恋在中国似乎是一个比妓女或者艾滋病毒传
染者更为令人鄙视的词。同性恋和其他人一样上学，工作，
努力活着，事实上，同性恋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这是人类
的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种必然的相爱方式，他们无法选择，爱
了就是爱了。但是，社会的不接受导致的是他们不能公开身
份，绝大多数的他们不得不和异性结婚，建立感情的社交场
所大多是公厕或是浴池，那些不是爱情，只是性行为，而且
是陌生人间的，对于他们而言“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
爱活不过来，只有性。”

我们的社会不接受同性恋，同性恋只能被压抑在角落，他们
中有的因为不理解，不自由，想改变却无力选择自杀，有的
被父母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被当做一生的耻辱。是的，连父母
都无法接受，最亲近的人都为因新天基因而决定的性取向离
开他，嫌弃他。

书中，柴静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受同性恋
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
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我不能说完完全全的明白了这段话，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
人的活法，社会的共识不能为那些社会眼中特殊的人选择活
下去的道路，当你的无知，你的愚昧，你的偏见伤害了一个
努力去生活的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善意。21世纪，人人
呼吁着平等，而平等不是某些人因为符合了大家的共识所以
被给予的尊重，平等是发自内心的，你有你的所爱，我尊重
并诚挚的希望你能快乐地生活，你能获得幸福。是的，这种
爱并无羞耻。我相信，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
气、空间，这些同性恋者视作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终有一
天会蕴含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相
逢。“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

人性的交织，本来就是美而复杂的，法律无法因为人性而更
改，人性也会有法律无法抑制的时候，接受一切可能性，冷
静的面对，不要因为你的兽语而剥夺任何一个人忏悔的机会。

看见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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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读后感篇三

近来写字不流畅，思想有点儿空，便主动与一位作家闲聊，
想从他那儿找点灵感。而这位作家诚挚地向我推荐柴静新出
版的《看见》这本书！作家对我说：“看看吧，绝对是一
本‘正能量’的书籍。”柴静现在是名人，虽说我从来对名
人的书并不太敏感，但因作家朋友那句“正能量的书籍”的
话，我毅然将这本《看见》买家来。

当把这本带着油墨香的《看见》捧在手心儿里时，首先，书
的封面让我一看便亲切得不能自己，作者那恬静的笑容被一
群纯朴的笑脸包围着，一下子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作者开
篇直言不讳地表明来自思想深处的观点：“我试着尽可能诚
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
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
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而从整本书
的内容来看，作者的确是在用一个成熟记者的思想和平实的
语言，深刻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

“我天生没有什么机灵劲儿。”这是作者刚到央视工作时，
面对男同事们的戏谑而对自己的评价，然后只好“呆呆地去
倒了几杯水”。类似的镜头对每个人来说都感到很真实，因
为很多人都经历过。但随着在工作岗位上的历练，和生活中
遇到得一些人一些事儿，还有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对人性的
思考，思想也就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能冷静地面对世间的一切
“苦难”。就象作者在书里说得： “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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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似乎给萎靡的人注射了鸡血，让人的精神为
之一振！会自然而然地对人生进行观察、思考、反思和评判。

有人说《看见》这本书的内容除了给人以人生得思考外，作
者更多记录得是自己的成长。这话我觉着挺在理儿。什么是



真实？最真实的文字莫过于作者对自己真切的成长记录，而
让那些处在人生懵懂的人们从这成长的文字中体会和感受到
真实的爱与痛，只有在这种爱与痛中激发出来的能量，才叫
人生的“正能量”。其中作者写了一个去新疆地震采访的镜
头： “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
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的身子底下挪开，
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的眼睛看着我，等我
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没有真实的经历，你怎么
能编造得出如此惊心动魄的画面！

而真正让人惊心动魄得是关于作者记录“探寻事实真相”
的“非典”和“汶川地震”。“负责人看看录音杆： ‘这个
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这是因为录音杆不能消毒。面对
这样的危险，作者坚定地说：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
毒。”看到这里时，做为一个读者，我的心已经热血沸腾！
虽然没有作者那种经历与豪气，但她无私无谓的精神深深地
感染了我！在作者对汶川地震的细节描述中，让人产生更多
对生命的珍重和亲情的思索。要说谁不怕死亡，那真是睁眼
说瞎话，但当每个人在面对死亡来临时，亦或者说看到那些
在灾难中，还没来得及展示人生的美好就死亡后，那种痛心
疾首的体会似乎无处渲泄！而作者在书里对人类中“人性”
的解读，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人的关注和敢于为老百姓说话
的胆量，刹那间就将读者的心疏导开来。

读完这本书，突然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感悟：有时候一个
人的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千万不能瞎编，要尽可能地让
“我笔写我心”来还原事实真相。作者用记者敏锐的眼睛观
察，从当事人的角度思考，就这样在平淡中用内敛而朴实的
笔触描述出思想中的“正能量！”。

看见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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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读后感篇五

第一次有了解柴静的欲望，是在看完了她的《穹顶之下》的
演讲，一身纯白麻质短袖，简约牛仔裤，干练的齐耳短发，



从容淡定，气质涓涓！刚看完《白说》就迫不及待得看了这本
《看见》。同时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但柴静的视角更为
接地气，文笔更为细腻！

刚柔并济，外柔内刚这两个词来形容柴静再适合不过了！

因为柔软，她才能看见被家暴的女性的隐忍，看见黄赌毒，
同性恋，孤独症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无奈和心酸，看见贫困山
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迫切需求，看见山西环境污染问
题......或许她生来就适合做人文关怀类的深度访谈，对于
底层弱势群体她有着与生俱来的“我流泪是因为你痛”的能
力！因为刚强，她才能在一次次的刚性事件报道中屡占上风，
才能毫不犹豫地为公民维权发声，才能顶住社会舆论和上级
的压力，坚持剥开权利和政治的阴暗面，将血淋淋的真相剖
析呈现给观众！

她一直将法拉奇作为自己新闻工作的偶像有关！但我认为社
会中需要多几个柴静，敢于挑战权威，揭露真实，维护权利，
追求独立，同时内心柔软而温暖！

最喜欢柴静在这本书里说的，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
都有渴望幸福的愿望，都有追求完整的需求，只不过她生在
那儿，那样活着，而我生在这儿，这样活着，一切都是偶然！
千百年来，万物流转，我们都只是渺小的一粒，嵌在大自然
的秩序法则之中。他人承受的，我们必将经受！感谢柴静用
她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让我看见了这么多人和事，也许
在我有生之年都没办法将它们从认识转化为经历，但看见之
后就再也无法漠视了！

看见读后感篇六

二零零三年，“非典”爆发。

而现在，“非典”对我来说，不过就是教科书里一个好像听



到过的名词，一个要背的年份日期。

直到，我本周读到了柴静的《看见》里，一篇关于她做“非
典”新闻调查的文章。

本文通过许多真挚动情的环境心理描写，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到
“非典”，看到了“非典”的背后——那是人类坚强的意志，
“我要活下去”，那颗最温热的跳动。

当每早，太阳升起，睁开眼能看到万丈金光，是否会感
叹“活着真好”？

有一种人，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活着。不管成功与否，有意
义与否，即便处在社会底层，即便人生不如意，只要能活着
就行了够了，哪怕当牛做马。

有一种人，比如革命英雄，认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否则还
不如死亡，所以才会宁死不屈。他们坚持认为“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这是他们的人生哲理。

活着，真好。活着，真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