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英文读后感(大全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英文读后感篇一

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可我总觉得《李尔王》写得发人深省。
作为一部流传百年的经典剧作，内容自不必赘述。一个英勇
有为的贤君，竟被自己的亲生女儿迫害，沦落到如此地步，
实在是可悲可叹！

关于李尔王的形象问题，有人评价他是一份昏聩专制的暴君，
我实在不敢苟同。作品一开始不就点出了他年轻时的英勇有
为吗？另外，像肯特、葛罗斯特这样既仁义又富有智慧的贵
族对他忠心不二，特别是肯特，即使被流放还要乔装打扮一
番留在李尔身边当仆从。奥本尼公爵对李尔也是极其尊重的。
倒是像爱德蒙这样的野心家对李尔及其忌惮――这样一对比
本身就说明了李尔是一位贤明的、极富有个人魅力的君王。
如果说李尔王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如
此），那么剧情的起承转合正是随着李尔性格的变化而变化
的。作为君王的李尔，深受臣民的爱戴，也因此而自负。正
因如此，他才会看不到考狄利亚真挚而朴素的感情，错信高
纳里尔和里根的花言巧语。君王大抵都是如此，功成名就之
后就开始了自我崇拜和自我膨胀，被奉承遮蔽了眼睛。于是
他的悲剧也因此开始。然而两个女儿对自己的冷酷和无情，
瞬间的变化，巨大的心理落差，从根本上打击了他的内心，
将他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崇拜摔得粉碎！他从前所信的一切：
大臣们的敬畏与奉承，脚下的土地，甚至他的价值观对他来
说都是陌生的。大臣们敬畏的，不是他，而是他手中的权力，
此刻他什么都不是了。世道即是如此。可变为一介草民或者



说是阶下囚的他，摆脱了所谓的君王的身份与权力的羁绊，
他的心反倒变得澄澈起来。于是，他看清了自己，看清了自
己的小女儿――可爱的考狄利亚，也重新认识了世界的本质。
这时候他的心灵应该是宁静祥和的吧――抛却了世俗的纷争
拂去了心灵上的尘埃，这不正是佛家所言“禅”的境界吗？
就在这时候，李尔死了，与其说李尔因悲痛而死倒不如说李
尔是带着微笑死去的。像李尔那样一个看透了世事、大彻大
悟之人，是不适合活在那样一个虚伪的、被权力和利益异化
了的世界上的。所以，他必须死。于是，他羽化了，成了基
督的天使，成了佛。

其实在《李尔王》中，那个小丑到是个很有趣的人物。他的
戏份很少，似乎每次出现都是在插科打诨，好像没有他这部
作品仍然完整。但他却是作品中唯一一个冷静的人，唯一一
个既身在剧中又超脱剧外的人，一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举
世皆醉我独醒”的人物。仿佛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又洞察世间
万物的神明。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深深的哲学意味，他是李
尔性格变化的推动着，是剧情的推动着。他的每一句话都在
启迪着李尔，同时也是对社会对人性的极大嘲讽与反思。正
是这个小丑的出现，在不断地嬉笑怒骂中将人们引向了更深
层次的思考，也是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意味更加强烈和犀利，
在不经意间，作品的深度又进了一层。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李
尔王》中，不仅美好的东西被毁灭了，连恶的东西也被毁灭
了，而且还毁于“恶”本身。高纳里尔和里根的自相残杀不
仅仅在于加重作品的悲剧色彩，更在于向人们传达一种希望，
正如中国那句老话：恶有恶报。他们自身的下场正验证
了“自作孽，不可活”的道理――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恶
终将会被美和善撕得粉碎，世界终究还是美的。

英文读后感篇二

起初，我对外国影片并不感兴趣，但通过阅读书籍，了解历



史，知道了贞德这一人物形象。于是，我开始接触相关影片。
之所以会去看《圣女贞德》这部电影的原因也在于此。

出乎意料，这部外国影片很吸引了我。片中讲述了英法百年
战争时，圣女贞德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支持查理
七世加冕，为法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后来她被勃垦
第公国所俘，宗教以异端和女巫的罪名裁决她，最终将她处
以火刑。

在贞德幼年时，许多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没有面包，没
有水，最终死在街道上。当时，贞德很同情苦难的人民，她
几次试图拿面包来发放给受难的群众，但都被她的父亲制止
了。父亲为此常严厉呵斥她，他总是大吼：“不要同情任何
人！总有一天，你的同情会建立在你的生命之上！”

当她最心爱的弟弟被英国士兵杀掉后，她受不了打击而独自
跑到废弃的教堂哭诉和祈祷，却意外地遇到了圣凯瑟琳（天
使）。贞德听到“神的声音”，得到“神的启示”。她决心
拯救法国。

历经困难，她见到了查理七世，并接受指令奔赴战场。战争
的可怕是无法估量的，到处都是伤残、嘶喊、死亡和恐惧，
但她领导军队取得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她扭转了战争
局面，为法国创下了非凡的胜利。此时，不管是感情多么冷
淡的人，看到这里，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欣慰吧。

她坚定地说：“人没有杀死人的理由。”因而她更重视她的
军旗而不是她的剑。虽然她只是一个来自农村的文盲女孩，
但跟随她的士兵却将她视为足智多谋的战术家和成功的战略
家。人民相信她会带来胜利。

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法国王权的腐朽，贞德并没有引领法
国全胜，而是在1430年被俘。神职人员和法官的无耻都陷贞
德于不利。最终法庭宣判她的罪名，并对她处以火刑。



看到贞德被绑在木架上，手中紧握着十字架，行刑的人点燃
她脚下的干草，大火侵蚀着她的躯体，我的心痛得碎了。她
死了，只剩下焦黑的'躯体和面目全非的头颅，我眼眶里的泪
也快要流干了。仿佛刚刚还在感受法兰西胜利的喜悦，贞德
就立于眼前，高举着代表法国尊严与荣耀的军旗。只一眨眼，
就全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贞德死去的事实和她残留在我
心底的那双澄澈、毫无杂质的眼睛。

她不应该死，她真的不该死去。但她终究是死了。尽管她怀
揣着善良、勇气和决心。

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那个站在村
头的纯真的奥地利少女，那个引领法国军队走向胜利的骑士，
那个被绑在木架上被火刑处决的圣女。

现在，我只能通过回顾电影来记住她。因为，她是贞德，圣
女贞德。

英文读后感篇三

呼啸的北风，刺骨的冰冷，吹动的长发，厚实的皮大衣，人
们快步走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可是，他们可曾注意到过这样
的一幕：垃圾桶的一旁，站着一个衣衫褴褛，银白的须发随
风飘动，手里拿着一个破碗的老人。那个老人大概站了一个
上午，可还是在冒着寒冷摇晃手里的钱碗，那可怜的钱碗内
发出几个硬币撞击的声音。叮叮当当这是硬币在乞求大家施
舍一点。

眼望着我，久久久久。

可是，老人的一个举动，却让我羞愧难当。老人的旁边慢慢
走来了一个小男孩，那男孩也拿着一个钱碗，眼巴巴的`望着
老人。老人只看了他一眼，便毫不犹豫地将那两个五元分了
一个给小男孩，然后两人一同走向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其实答案很简单，现在的人们不再饱含同情心，不仅仅是因
为乞讨的人可能是骗子；更因为这个世界的冷漠无情，刺骨
的寒冷冻结了河面，冻结了温暖，更冻结了人们的良知。是
人们那可悲的良知促使人们逐渐冷漠，不再相信一切，包括
自己的同情心。老人分给小男孩乞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同情
心。是同情让老人分给了小男孩乞讨；是同情让老人在人格
的道路上闪耀光辉；是同情让老人在精神上更富有。这一切
的一切都是同情心。

英文读后感篇四

爱，爱的初衷，应该是单纯的。有人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在我看来，如果仅靠双方的爱，而不互相理解和包容，那么
这样的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

拥有双方的爱情都尚且如此艰难维系，单方的爱又能挽留多
少呢？

有一次与朋友闲聊，偶然聊起了东野圭吾的《圣女的救济》，
让我不经回想起当时看这部小说的心境。

女主绫音在得知丈夫出轨，还想履行他们结婚时立下的“一
年之内绫音不怀孕就离婚”的协议时，她决心制造了一个完
美的犯罪，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最后她还是被汤川学等发现了破绽，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每
次想起她的作案手法，还是会不经微寒，因为这次的谋杀，
早在结婚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只待绫音不在家，就能完美
实施。就跟“消失的恋人”电影的情节一样，杀你的可能就
是你身边“最爱”你的人。

绫音很爱她的丈夫义孝，最起码是在义孝还是她的丈夫和情
人的`期间，但她也明白义孝的为人，从她收到好闺蜜润子
（丈夫的前女友）自杀前寄给她的毒药时，她就埋下“恶



魔”的种子。

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而义孝只想要找一个合适成为自己孩
子母亲的人，绫音在赌，赌爱可以让丈夫一年内改变看法，
否则绫音会随时“宣布”丈夫义孝的死亡。

在我看来，草对绫音的爱可能更加的单纯、真实，拥有多年
警员经历的草并没有因为这份爱而迷失，相反正是这份爱让
他找到了最致命的线索。可惜这份爱注定是要深埋心里，如
果绫音能在遇到义孝之前先遇到草，只可惜生活并没有如果。

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中，会有义孝这一类的人，由于在长期生
活在趋于极端的爱中，让他们对爱情也萌生了较为偏激的看
法。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思想和行为，这就需
要我们去认清它，去改变它，不要像绫音一样，把自己置身
于无法婉转的地步。

毕竟爱的最终定义，是希望拥有的人能得到幸福。

最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正确的认识爱情、了解爱情、拥抱爱
情，明白一切附以爱情名义而另有目的的恋爱与婚姻，注定
都不会长久，与其过分迁就，不如大方洒脱的去爱，即使失
败也不留遗憾。

《圣女贞德》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英文读后感篇五

曾经被当时社会所禁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它巨大的价值，
诚然，当我10年20岁看完红与黑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从此
这本书在我心里有很深的影响。

司汤达的异形思维，对男人与女人，还有女性的剖析描写，
及对政治角逐的理解，思想的独特是在男性文学里少有的。
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从此司汤达也成了我特别喜
爱的作家之一。

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能大胆描写一个低层阶级的人与贵
妇的一系列情感，内心的抗争与永恒的追逐，用大胆的视觉
去描述并不是绝对特殊的事例，但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也是极
力使人感到震惊的，然后批判，被禁，震惊，也丝毫改变不
了这本书的绝对价值，以至于它能永恒至今。

经典的意味也非它莫属！

英文读后感篇六

假期里，我在妈妈的陪同下，一起阅读《格林童话》，我非
常喜欢读《格林童话》，里面的故事都很令人感动，有很多
勇敢、聪明、善良、美丽的人物。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灰姑
娘了。

灰姑娘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她的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就为她
去娶了个继母，继母还带来了两个姐姐，继母和两个姐姐们



总是虐待她，但是灰姑娘始终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渴望……。
后来，王子举办舞会挑选新娘，继母只带着亲生女儿去了。
灰姑娘在小鸟的帮助下，得到了华丽的服饰，当灰姑娘穿着
漂亮的衣服出现在舞会上时，她那优雅高贵的气质让王子一
见钟情，最后王子娶了灰姑娘，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读了这个故事，我很同情可怜的灰姑娘，她是一个善良、勤
劳、乐观的好姑娘，我很喜欢她。故事里的后妈又狠心又懒
惰，我很厌恶她和她的两个女儿。

这个小故事让我认识到：人一定要善良，要有爱心。一个人
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心，充满爱的心，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快快
乐乐。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一颗不好的心，爱妒忌的心，那
么，他整天会活得很不开心，结局也不会美好。就像灰姑娘
的姐姐要是心肠好一些，灰姑娘成为王妃后，她们也会成为
漂亮的公主，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文档为doc格式

英文读后感篇七

一、东安阳光商场建立消防安全委员会例会制度，每季度召
开一次消防安全专题工作会议，一般为季度第一个月的上旬
召开，也可根据需要随时召开。

二、会议主要是听取各部门及下属东安阳光商场消防安全工
作情况汇报，对涉及重大消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分析部署
督促检查本东安阳光商场的消防安全工作。

三、会议应当作出决定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消防措
施必须严格实施。

四、会议由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召集，也可由消防安全管理
人负责召集，由保卫部门提出会议议题和会议记录，并负责



各项消防安全措施的督促落实。

英文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读了《最后的姿势》这篇课文。文章讲述的是汶川
大地震中51岁的普通教师谭千秋用自己的身体为四位未能逃
出教室的学生撑起了一片天。

5月12日，谭千秋老师像平常一样在给学生上课。他在讲“人
生的价值”是大公无私，为他人着想，为集体和国家着想。
突然，楼房摇晃起来。“地震了！”他立刻意识到。“大家
快跑！”当然短暂的几秒钟学生不能全部跑出去。他就把没
逃出去的四位学生拉到课桌下，手撑在课桌上，挡住了倒塌
的水泥板，四位学生得救了。

读了这篇课文，使我深深懂得了老师的伟大：老师站在讲台
上，离门口最近，灾难来临时最容易逃生。但他不是自己逃
生，而是指导学生迅速撤离教室，并用肉体报住了四位学生
的生命。老师虽然去了，但是他最好的姿势像他的名字“谭
千秋”一样，将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英文读后感篇九

名著100字读后感（一）

《名人传》就犹如向我们谱写了一首“英雄交响曲”。每个
人的身上都会降临苦难与灾害，我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努
力奋斗，与其羡慕伟人，不如学习伟人人格的伟大，让自己
的人生充满意义，与其靠浮躁和急功近利所取得昙花一现的
成就，不如坚持自己的信念、真理和正义，让自己跻身人类
中的不朽者之列。

这本书非常非常地好看，想看吗？



名著100字读后感（二）

《高老头》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小说，这部小说深刻
的反映了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暴露了金钱的罪恶和万恶的
资产阶级社会。

巴尔扎克描绘出了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
画，暴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
之间的冷酷无情。

名著100字读后感（三）

暑假里，我看了《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他是一位冒险家和
神奇的航海经历。第一次航海遇到海浪，船只沉默。他经历
千辛万苦，终于保住性命。第二次航海，又遇不幸。他被异
族人俘虏成了奴隶，后来他偷了主人的小船，逃出虎口。()

第三次航海，又遇风暴，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仅鲁宾逊一
人活下来，只身漂流到一个孤岛上，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过人
的智慧活了下来，开始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盖房子，养牲
畜，拓荒种地，35年后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英文读后感篇十

――《写在人生边上》读后感

钱钟书写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总是很风趣、很幽默，但是又
很富有哲理。

就说这个书名吧，初看上去还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这题
目到底是啥意思呀？再看看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假使人生
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
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有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
好多空白。”于是，恍然大悟。是呀，人生这本大书我们又



能读懂多少呢？能在它边上写上些什么的，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学生们是还不够资格在人生的边上作批注的――至少我
还没有这资格，因此只能在钱钟书先生这本《写在人生边上》
的大作中选上这么一小段，叫做《论快乐》的议论的边上，
写上一小段随感，也算是“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吧。

毕竟是个孩子，我从不觉得人生太长或是太短，因此，依照
钱钟书先生的观点来看，我目前所经历的生活既不是特别快
乐，也不是很痛苦，只能算是平平淡淡吧。

不过，平平淡淡的人生可以是一种事实，但决不可以是一种
观点。而且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其实也是不快乐的，因为平平
淡淡就是“沉闷”，就是“长时间”，就是“痛苦”。不过，
“人生虽不快乐，但仍能乐观”确实是这样的，虽然钱钟书
先生的一串论证，已证明人生不可能是永远快乐，甚至
说“永远快乐”它“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
成立”。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属于物质
范畴的，而意识是物质能动的反应，当然，不同的人，它的
意识所反映出的物质世界是不同的，因此有人是乐观看人生，
有人是悲观过一世，而我们理应乐观地对待人生。

钱钟书先生将人生是不快乐的与我们应当乐观的看待人生这
对矛盾称之为“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我还没有
这么高的觉悟去理解这句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对矛盾
是辩证统一的。既然人生注定是不快乐的，那么我们何不苦
中作乐呢？至少精神上的快乐可以抵消一些物质上的痛苦，
况且“快乐是由精神决定的”。这样一来，我们至少会感觉
到什么是快乐。

人生的痛苦正是由于它是漫长的，但也正是因为它是漫长的，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快乐，去感受快乐――即使快乐是
转瞬即逝的，()矛盾的双方是辩证统一的。乐观的过一生，



人便会变得阔达，一切也会变得相对美好；悲观的看世界，
本就痛苦的人生会变得愈加冗长，一切令人所厌恶的东西会
被无限的放大。

因此，虽然人生注定是不快乐的，我们仍能乐观地过一生。

这绝不是普通的家书，它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
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头。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
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
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
应该的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
的孩子，从家书中显而易见。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这样
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
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
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年轻人的感想，让
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
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
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不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其他
各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谊，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
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具
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多么
丰富的精神养料。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
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踏上自己正当的成长道路。
傅聪这种热爱祖国，信赖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之外
对他殷切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
的。有多少人在那场“黑暗的灾祸”中受到伤害，傅雷缺在
其中显出了他不变的本色。



优秀的父亲，出色的儿子，不平凡的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