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氓的读后感 读后感题目好(大全5
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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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氓的读后感篇一

寓言是一颗魔豆，虽然小，却能长成参天大树。寓言是一根
魔杖，虽然短，但能变出许多有趣的东西。

在《伊索寓言》这本书中，全是一个个短小故事。但是，每
个故事里都讲着不同的深刻道理。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龟兔赛跑》。

兔子和乌龟赛跑，兔子嘲笑乌龟的步子慢，但是，乌龟笑了，
说总有一天它会跑蠃兔子。它们马上开始了比赛。

乌龟拼命地爬，一刻都不停止。而兔子却一个箭步冲到前面，
并一步当先。看着乌龟被抛在后面，兔子心想，比赛太轻松
了，自己先睡一觉也能蠃。

它坐在树下，睡着了。乌龟却坚持爬行，它慢慢地超过了兔
子，成了冠军。

这个故事讲了一个道理，稳步向前者，往往能获得最终胜利!

现在，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吗?告诉你们，其实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哦!



我在上四年级时，数学成绩一直不是很好，考试老是考不到
分数线以上。

有同学就笑我：“我一次考试成绩，抵得上你两次考试成绩。
”听了这话，我无地自容，暗下决心：我五年级一定考个好
分数给你们看!在暑假的时候，我狠下功夫，认真预习五年级
数学。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

但我的决心却给我不断地加劲。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了好的
结果!我的数学两次考试都在平均分以上!我回想起当时的场
景，都为自己而自豪!

上面的事情告诉我们，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

夏洛去了后，威尔伯就茶饭不思，幸好夏洛的`子女：快乐、
阿拉尼、内莉。留下来陪伴着威尔伯。它多么希望夏洛还会
出现。

有一天它突然看见夏洛出现了，威尔伯焦急的问：“你好，
夏洛，你最近去哪儿?”，“哦，威尔伯我不是，我是夏洛的
儿女，夏洛去周游地球了，夏洛担心你，所以，特意派我来
陪伴你。”

威尔伯猜想道：“你是快乐?”“噢，我就是快乐”，自
从“夏洛”来到，威尔伯就吃吃睡睡，心情快乐的像荡秋千。
有天，朱克曼先生在家的窗口，突然听到：

“伊迪丝，把威尔伯宰了吧!”，

“啊?为什么?弗恩会同意吗?”伊迪丝问道，

“伊迪丝，现在威尔伯每天都加餐了，还睡着干草哩!时间一
久，怎能养活?它已经得奖了，并且威尔伯现在已经成了大肥
猪了，还要威尔伯干什么?现在威尔伯是一头真正猪了。



弗恩不想杀威尔伯，她希望威尔伯一直陪伴着她，在弗恩心
里威尔伯不是猪，而是一个朋友。

那……好吧!”伊迪丝拦不住，只好同意了。

威尔伯从心里明白，弗恩是它的朋友，威尔伯不想让弗恩失
望，所以，威尔伯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如下：

首先参加了“猪瑜珈”，此后参加了“猪美术”，接着参加
了一系列锻炼活动。它在快乐、阿拉尼、内莉鼓励、帮助下，
又成功获得“猪某某冠军”，快乐给威尔伯的鼓励也更是一
点也不亚于夏洛，夏洛的儿女子子孙孙一直陪伴着威尔伯，
蜘蛛爱的大网也一直在，一直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年以后，威尔伯也生了小威尔伯，它们一大家人和快乐、
阿拉尼、内莉的儿女其乐融融……，以后还拿了更多的冠军。

从此，威尔伯幸福的安享晚年。

氓的读后感篇二

似曾在梦中见过那在荷叶上滚动的露珠，那在皎洁月光下凌
波摇曳的芙蓉。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再现了我的梦境，令人心醉。

荷的特色是洁，月的特色是净。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接天连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

古往今来，荷花以它的清雅脱俗，独步人间，以它“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的节操“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古今中外，人们对月光的净洁、祥和更是永叹不已。

那么荷与月交织在一起时，会是怎样一幅美妙的境界呢?在
《荷塘月色》中，虽然淡淡的喜悦中渗透着淡淡的忧愁，但
无论是荷的清香、清雅，还是月光清静、清幽，月下荷塘所
蕴涵的那种淡泊明志、宁静志远的境界让人为之陶然而动容。

在这弥漫着竟争硝烟的时代里，如荷月般宁静的人已经日渐
珍稀了。

在学校里，一切从考试出发，学子们明争暗斗和对手竟争时，
难免不“遍体鳞伤”。

在社会上人们往往为金钱而斗得“血肉模糊”，为名利而拼得
“你死我亡”，还有为私仇而打得“体无完肤”。

这些伤口就是用“黑玉断续膏”、“九花玉露丸”、“天山
雪莲”也治愈不好。

现实生活是如此的浑浊不堪，就如荷塘中的淤泥一般，又有
几个能出淤泥而不染，如山泉般清澈呢?虽然竞争是时代的特
征，但保持一份坦然的心境与竟争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人
的精神境界的清和浊关键还在于人的情操和修为，人们可以
在世俗生活的滚滚红尘中苟延残喘，也可以拨开浓雾，拥抱
蓝天。

愿我们的心境如荷一般清纯，蕴蓄淡淡的幽香，像月光一样
清澈，皎洁如霜，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雅情愫，纵然在浑浊的
淤泥中永远清新旷达!

前不久，我读了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写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
书。



我被鲁滨逊.克鲁索这个孤独而顽强的冒险者的坚毅性格和英
雄本色深深地吸引了，不禁有感而发。

故事主要说了鲁滨逊.克鲁索舍去了安逸，舒适的家庭，私自
出海航行。

有一次，漂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他凭着自己的生
存技能和坚强意志，在荒岛上孤独的度过了28年。

被困荒岛的鲁滨逊在岛上做了一个“日历”，并且每天写日
记，这正是他不屈不挠的意志表现，他这样做，是想证明自
己还活着，且活得明白，对生活并没有失去希望，他坚强的
意志，也反映出了他是一个不屈不挠，渴望生活，勇于面对
现实的人。

在荒岛上他用勤劳创造了生活，创就了人生。

没有房子，他自己搭建;没有食物，他尝试着打猎，种谷子，
驯养山羊，晒野葡萄干;他还摸索着做桌椅，做陶器，用围巾
筛面做面包。

面对人生困境，鲁滨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硬汉子的坚
毅性格和英雄本色。

从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随遇而安，消极侍命的人，而是
一个意志品质极坚强，生存信念极执着的人，并且务实肯干，
情于创作。

正是他的这些精神品质，才使他把握住了生存机会，创造了
物质条件。

鲁滨逊不是最悲的，可幸的是他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
友“星期五”。



“星期五”把鲁滨逊看作是自己的主人，对他又驯服，有热
心，就像是孩子对于自己的父亲一般一往情深。

身处困境的鲁滨逊用笔记的方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用“借方”和“贷方”的格式把他的幸与不幸公正地记下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滨逊在鼓励自己，不气馁，对于各种
消极的事情也能感受到积极的一面。

是啊!在不幸的处境中，我们也要学习他，善于把事情的好处
和坏处对照起来看，从而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

读了《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受到巨大的震撼，得到了极大
的启示：一个人在逆境中不要悲观失望，而要努力看到积极
的因素，从而改变自己被动的局面。

氓的读后感篇三

】

在这个寒假中，我读过的书中最令我深有感触的就是《拿破
仑的掌权智谋》。

在现在最令法国人骄傲的就是波拿巴·拿破仑，这位曾经在
欧洲称雄一时的法兰西皇帝，挫败过6次反法联盟，并且在在
位期间，为法国的经济、农业都做过卓越的贡献。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当时法国的辉煌盛世，他那老辣的掌
权谋略令他的对手一次次难堪，他那坚强的毅力使得人民对
他一次次的支持，从而驱使拿破仑获得辉煌的成就。

因为身高的缘故，拿破仑初入军队，被自己的部下瞧不起，
但是，当卫兵传来军营里闹事的士兵，拿破仑的做法震惊了



在场的军官。

“把闹事的士兵军法处置，举报的士兵官升一级。”说完，
拿破仑回过头对刚才态度傲慢的军官说道：“将军，我知道
你的身高要比我高出一头，但是，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我会将这一头的差距抹平。”这一句简短有力的话，部下们
再一次被震惊了。

因为拿破仑的出现，使得军团从杂牌军提升至王牌嫡系部队，
在意大利战场上辉煌一时，奥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读到这里，我就不难发现，这位成功的领导者，用自己与生
俱来的坚韧制服了一个有一个棘手的“刺头”。

他先利用手上的军队攻破意大利，促使奥军投降，再利用国
内的人民威望与元老院作对，打着“资本主义”的大旗，招
兵买马，建设军队，获得人民的支持，把元老院推翻。

虽然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过着路易十八的生活。

拿破仑不是一个只安于现状的人，看到眼皮底下一切稳定，
便筹集着进攻沙皇俄国的计划。

历史上打败过沙皇俄国的国家只有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
都后来进攻的没有一个成功过，可惜拿破仑聪明一世糊涂一
时，没有看到俄国幅员辽阔的有利条件。

在进攻途中，补给线过长，经常受到哥萨克骑兵的干扰，加
上自己的对手也是俄国著名的库图佐夫元帅，此人深知用兵
之道，拿破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破了莫斯科，但是，莫斯
科早已坚壁清野，粮仓里没有一粒米，仓库里找不到一块布，
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

法军早已饥寒交迫，攻下莫斯科以为会获得胜利，但却迎接



的是疲惫、痛苦、寒冷、提防。

最后，拿破仑的65万大军逃回法国的屈指可数。

与其说是俄国打败了拿破仑，还不如说是冬天打败了拿破仑，
俄国之战，绝对是拿破仑从辉煌跌向失败的悬崖。

拿破仑刚从俄国逃回来，孰不知，第6次反法联盟已经兵临城
下，反法联盟一致同意直接进攻巴黎，原因是：与拿破仑作
战，就好比是与天神作战，一个疏忽，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结果，巴黎沦陷了，当拿破仑急匆匆地率军援助巴黎时，反
法联盟的劝降书已经呈现在他的面前。

迫于形势压力，他只好投降，但是，他的野心没有停留，而
是谋划着复位的计划。

从英国人手里逃跑后，回到了法国，再一次把波旁王朝赶下
台，这件事惊动了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

于是第7次反法联盟组成了，由于援军没有及时赶到，拿破仑
在滑铁卢被英将威灵顿击败，拿破仑复位失败，收到更加严
厉的监视，被送到圣赫勒拉岛，算上被送到圣赫勒拉岛的日
子，正好是百日王朝。

纵观拿破仑的一生，有太多令人回味的地方，一个从巴黎陆
军学院毕业的炮兵少尉，通过自己的努力、群众支持当上了
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凭借老辣的手段、敏捷的思维，一次次
挫败反法联盟，成为了军界的奇迹，可以说拿破仑在军事上
创造的奇迹可以与成吉思汗、凯撒皇帝、亚历山大大帝这些
军事奇才并列。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以美国少年生
活为主体写成的。



故事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美国密西西比河的圣彼得堡。

故事的主人公汤姆是个天真、活泼而又顽皮的典型美国少年。

他和野孩子夏克，各干出了许多令人捧腹的妙事。

像汤姆被罚粉刷围墙，竟施出诡计，不但使别的孩子心甘情
愿代替他工作，还自动奉上谢礼。

后来和夏克逃到荒岛去，人们以为他们淹死了，正在教堂为
他们举行丧礼，而他们却躲在教堂的钟楼上偷听。

这些顽皮的举动，虽然不能给我们做模范，但是，他为了正
义，毅然地挺身出来作证人，拯救那无辜的罪犯沫夫彼得。

并在顽皮之余，居然和夏克破获了一桩谋杀案，成为众人钦
佩的小英雄。

看来，汤姆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其实孩子的顽皮有时候正好体现了孩子的天真烂漫。

这种童真过了孩童时代就很难再寻，能让我们找到的，就只
有一点点偶尔才会想起的甜蜜回忆。

我相信，即使你的童年再艰苦，回想起来你也会很开心。

谁没有在小时候做过一件半件的傻事?当你越长大，你就会越
觉得这些傻事有趣。

我说童年就像一罐甜酒，时隔越久，尝起来就越香，越纯，
越让人回味。

人总是会长大的，除了个儿长高了，身子强壮了以外，人的
思想也在长。



你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懂事了，不再幼稚了。

不过人是要越变越好才是。

千万不能像历险记里的那个心狠手辣的坏蛋卓伊一样，他坏
事做尽，人见人憎。

但最后他还是恶有恶报，得到了一个活活饿死在山洞里的下
场。

看完《汤姆索亚历险记》，我真羡慕汤姆能有如此有趣的经
历。

这本书让人看起来津津有味，甚至废寝忘食。

我想，《汤姆索亚历险记》在你烦闷的时候或许能让你一笑
解千愁。

氓的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拜读余秋雨的作品，便被深深吸引。

《文化苦旅》是作者余秋雨第一本游记文化散文，全书的主
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探索了中国文化的历
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用其独特的观察
力和洞悉力往深思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

书中作者以踏过每一寸山河，每一寸古土为主线，表达了作
者的喜与忧，用笔细腻，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
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



文中感慨最深有两处。

一、 羽士塔

初读，我还以为《羽士塔》是为了纪念某位历史伟人而建的，
读后却让我有一种和作者一样的恨之心情!

狠在何处?此塔是敦煌石窟罪人王圆箓的葬身之处。

他本是到处都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逃荒到甘肃，做了
羽士。

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为
灿烂的文化。

王羽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
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
文物输往外国。

还不止此，王羽士对洞窟里的壁画不太满足，为了亮堂一点，
他找了两个帮手，拎着石灰桶，拿着草刷子，开始了他的粉
刷计划。

第一编石灰刷的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他就又来了一
遍。

可悲可悲!中国人的可悲，世界人民的可悲!作者用文笔丑陋
的批判了一个历史的罪人，也不解作者的一句“我好恨!”。

二、沙原隐泉

沙原隐泉是作者踏过阳关雪后的又一行径，当作者被眼前几
座巨大的沙山遮挡，又别无他途时，作者表现出了“心气平
和，慢慢爬!”“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只管爬”的人生态度。



当作者脚下忽然平实，眼前忽然空阔时，眼前有一弯清泉，
横卧山底，此时此景作者用了一句“动用哪个藻饰词汇，都
会是对它的”，看到此景的作者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了，
怎么下往呢?作者用了这样一句话“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
要出点事的，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的肌肉把脚伸下往。

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已预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可
见作者当时的心情之急。

当你在沙漠中有一弯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
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时你会是什么心情?且水面之下，飞舞着丛
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

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你又
会是什么心情呢?看到此处，我似乎听到了水鸭带动湖水时清
脆的声音，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更有一种愿为此景背上行囊，顶着烈日不远万里追寻它的奢
看!

合上书本，大脑中有一种凌乱，心中有一种兴奋与失看。

凌乱是由于书中有太多出色之处，不知应该回忆那一幕。

兴奋是由于大脑似乎被注射了文化的兴奋剂，言语已无法表
达。

失看是由于凌乱，无头无绪。

从文化大家的园子里归来，被露水打湿的衣领上还带着花的
香气，脑海里保留着和这早晨一样新鲜的记忆。

我不揣冒昧地把这些既不连贯。

又不准确的.记忆写下来，不知能否对读书养气有所禆益。



读了《文化苦旅》这本书，我感受最深，也是最大的，就是：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
心中的故乡。”

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
总是古代文人和文化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

作者余秋雨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
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我想，这个
原因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同样适合。

我们去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都总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的一
切，主人是谁，修建的目的，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何许人也
曾经到过这里等等。

这样，就在这一瞬间，把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
历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笼罩在每一位参观者的全身，
历史古迹所蕴藏着的精神与文化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使每一位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一定的历史事件，无端地
感动，无端地喟叹。

譬如说，我们路过汨罗江，总会在百感交集之中挤出一声来
源久远的喟叹。

既羡慕沉睡江底的闲散，又恨楚国忠臣的轻生;既有感于物换
星移的短促，又兴幸楚臣的精神没有随流水而长逝;既叹惜滔
滔江水的无情，又因身为炎黄子孙而骄傲……这众多的感慨，
全是因为楚臣遇到了汨罗。

我们看到了汨罗，就想到了它的主人，感受到他的爱国精神
与浪漫诗篇。

又如，我们去参观长城。



长城，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象征，就是因为它一直肩负起了
保家卫国的责任。

走在长城上，似乎能清晰地感觉到无数英灵在抗击匈奴时的
勇猛，倒下前转过头给熟悉的大地投去的目光以及那亘古不
变的黑色的眼睛。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一口号的提出，大概也是来自一个简
单的愿望：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历代相存。

而不懂得这一切，长城，中国的长城，只不过是一条长长的
土堆儿而已。

大概，每一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需要一些历史事件才
能得以丰富，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古迹，陈年的石头和木
块也才能深深的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

而文人的作用，也就是把古迹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与人类精
神感悟出来。

因此，文人也是丰富历史古迹的内涵的要素。

没有了历史事件与人物，人们对于无论有着任何意义的景观
都只会有：“自然的力量多大啊!”或者“古人的智慧与技术
多高啊!”之类单纯的赞叹，而永远也不会有更层次的感慨。

旅游的更高层次，就是要领悟我们祖先的精神，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精神。

《文化苦旅》这本书，犹如一片巨大的花园，作为一只小小
的蜜蜂，我所能采到的只是一点点的花粉。

这是要请喜欢赏花的读者们原谅的。

手棒一本《文化苦旅》，随着作者的笔触在字里行间中游历



了大半个中国。

旅行结束，本应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然而我却无法使自己陶醉，心头莫名地涌出一种苦涩的
感觉。

我一直对《文化苦旅》中的“苦”字百思不知其义，起初认
为无非是指旅行的劳苦，现在才发觉这实在过于幼稚的理解。

其实，苦于身无所谓苦，苦于心才实为苦。

作者曾感慨：“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我以为，
这乃是文人最大的财富。

苦涩过后总会留下一丝回味——对历史的感悟，对文化的理
解，对人生的思索，全部融在这苦涩后的回味中了。

秋雨先生说：“如果说人生是一条一划而成的线，那么具有
留存价值的只能是一些点。”是的，人生无非是漫长历史的
一个缩影。

历史从古代走到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历史的足迹却成了无数人一生的执着追求。

氓的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看了许多二战将领的传记，其中我最爱看的一本就是
《朱可夫》。

朱可夫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他的出身清贫，只上了三年学，
家里就没了钱，于是他十岁时就去舅舅的.皮毛作坊工作挣钱。
他不怕吃苦，还用空闲时间抓紧读书，并参加了全市的中学
考试，获得了良好的成绩。一战爆发，他在自己的祖国-苏联



参了军，因为他的军事才华，他从普通士兵晋升到了元帅，
最终成为一代名将。他足智多谋。一九三九年，日军、在哈
勒欣河地区进行武装挑衅，远东形势岌岌可危。朱可夫把坦
克的消声器拆了，日军以为朱可夫在虚张声势，边放松了警
惕，他乘机发起进攻，以一万两千人打败了敌人三万八千人。
朱可夫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国家的利益放到首位。二战爆发
后，德国进攻苏联，朱可夫和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在是否放
弃基辅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朱可夫不怕被撤职，说出了自己
正确的判断。后来斯大林知道自己错了，也重视了朱可夫，
朱可夫便成了"救火队员"，哪里紧急就去哪里。从列宁格勒
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斯大林格勒到库尔斯
克，从库尔斯克到柏林，一路胜利。更重要的是，他是为保
卫自己的祖国而战，他发誓要把法西斯侵略者永远赶出苏联，
他做到了。

他成为了苏联最杰出的统帅。我很敬佩朱可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