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名著读后感感(大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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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名著读后感感篇一

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一书，我认识到自立自强是战胜困难
的法宝。

书中写的是：鲁滨逊在航海途中遭到风暴的袭击漂流到了一
个荒岛上，他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劳动盖起了房子，
种植谷物，驯养山羊，坚强地活了下来，过上了自给自足的
生活。

从鲁滨逊身上，我看到了一个自立自强，勇敢地面对困难的
高大形象由此我想到了自己面对困难的态度。

我们真的应该像鲁滨逊那样靠自己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从
小事中培养自立自强的品质；像鲁滨逊一样，不拍一无所有，
不拍艰难困苦，用自立自强的法宝，去战胜一切困难，创造
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生。

名著读后感感篇二

想必大家都明白这本《故乡》是鲁迅先生写的。在那里，每
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每一篇动人的文章都
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作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树，后改名周树人，自豫
山、豫亭，然后改名鲁迅。我们明白，毛主席对他有很高的



评价：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称为“民族魂”。

此书中，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阿长与《山海
经》了。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这篇文章记叙了“我”儿
时和长妈妈相处的七件事，刻画了一位虽然没有文化、粗俗、
好事，但心地善良，热心帮忙孩子解决问题的保姆形象，我
觉得鲁迅先生对她充满了尊敬、感激和还念之情。

还有鲁迅与儿时闰土的喜爱，可真趣味！但中年闰土可不一
样了，闰土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老爷！……”我们就
明白，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变化真大。

在那里还有许多著名的文章：琐记、呐喊，狂人日记、阿q正
传、仿徨……

这本书使我印象深刻。

名著读后感感篇三

学是一种比小鸟非得还要远的梦想，是比花朵开的还要美的
情感。比星星闪的还要亮的智慧，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怀的
一种信念。

《西游记》这本书是中国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一本
神话故事，讲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事情经过。

《西游记》中人物性格各不相同，如孙悟空是神通广大，吃
懒做的八戒和勤快的沙僧。这本书极具想象力，从而它便成
为了中国人民那个最喜爱的古典名著之一。

书中的故事脍炙人口、曲折动人。其中真假美猴王这个故事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章讲述了是师徒四人在去取经的路上遇到了强盗，孙悟



空只杀了他们，不料师父大怒再次赶走了孙悟空。孙悟空他
只求助观音。观音他让孙悟空在此等候。就在孙悟空等候的
时候有个小猴子冒充孙悟空打伤了师父。后来，两个孙悟空
在花果山见上了，最后真的孙悟空打败了假的孙悟空，假的
变回了原型，原来只是一个小猴子。真相大白后孙悟空又继
续和师父一起去西天取经了。

这本书不仅可以让我们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使我们成长的
路上充满阳光与滋润我们心灵的雨露。

名著读后感感篇四

在读这本书时，我的脑海常常会浮现出这么个人：满头银发，
双手生满了老茧，站在船上，慈祥地望着你。没错，那就是
翠翠的外祖父，他是个淳朴的老人。他的一言一行里无不透
露出对翠翠的关心。就连去世前，也在挂念着翠翠的婚事。

我好羡慕翠翠，羡慕她能有一个这么好的外祖父，无微不至
地照顾她，时时关心她。我的姥姥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喜欢姥姥做的菜，在印象中，似乎没怎么听过“奶奶菜”
这个说法，而“外婆菜”确是非常耳熟。外婆煮的菜很好吃，
我常嚷着“到外婆家去”，只因为喜欢她做的炒饭。

油在锅里“滋滋”地跳着舞，被搅匀了的鸡蛋在此时看起来
特别嫩黄。翠绿的葱被切得整整齐齐装进了白色的盘子，清
清爽爽。一想到马上可以吃到美味的炒饭，我的心也与油一
同跳起了舞。于是，双脚迫不及待地奔向了饭桌。

望着眼前的炒饭，我大口地吃起来。鸡蛋被炒得嫩嫩的，有
些脆脆的，香喷喷的葱味直钻鼻孔。在大火的冶炼下，米饭
少了些水分，多了些嚼劲儿，姥姥笑眯眯地合不拢嘴。她不
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因为她知道我不爱别人唠叨。



姥姥年纪大了，岁月爬上了她的脸庞。在她中年时，抱着小
小的我到处游玩，我们一直走着，走到我的心里，就像老船
夫走到脆脆的心里。

名著读后感感篇五

每当我翻开《西游记》时总有不同的心情。它在四大名著中
是最生动活泼的小时候的我读起它来总觉得既过瘾又有趣。
但今时今日不变的是那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我的领
悟却变了。

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
获取不同的感觉和启示。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
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对话旁白；
有人还研究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现象。但在我看来他那曲折
的情节中暗藏着人们渴望而不可及的生活理想和人性追求那
就是——自由。

在经历了日复一日个性受约束的日子，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都
格外向往自由，向往那个自由的化身：孙悟空。孙悟空破土
而出“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服人间王位所约束”闯龙
宫、闹冥司、花果山上称王，可以说已经达到人性摆脱一切
束缚、彻底自由的状态。孙悟空其实就是自由的化身。这样
一个鲜活的形象给予了读者一种追求自由追逐自由的力量和
勇气。然而每个人都明白完全的自由终究是不可能的。人始
终要受到这般那般的约束。尽管包围着我们的是个受约束的
世界，但我们可以让内心尽量变得广阔而幽深，让它能够无
边无际、包容天地。

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
却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
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
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
神。



在厉尽时间锤炼的《西游记》中竟深深蕴含着新世纪人们最
渴望的自由精神……我更明白为什么它能够传承至今了。

名著读后感感篇六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怒放的齐葩.自问世
以来,不胫而走,风靡文坛,故事流传,广及民间,真可谓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雅俗共赏.如此之宏著怎一个"梦"字解决呢?不
错,《西游记》它的艺术成就,人物塑造,思想内容等是多方面,
多角度的.而在这儿,我只从弗洛伊德的"梦"论入手,用精神分
析的方法来解析《西游记》.

为了能使《西游记》的创作与梦联系上,我们先来看一下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立初期,由于他得天独厚的文学素
养,他选择了与"语言"有密切联系的"谈疗法"来救治他的精神
病人.在他看来,精神病人被封闭压抑了的内心障碍,可以经由
语言交谈而得以宣泄或净化.可见,精神分析学说在初期阶段
就与文学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重视,考察病人的语言反应到对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
语误,笔误,读误的心里分析,在向前跨出一步,就与作家的文
学创作现象联系到一起了.这种联系实际上在标志着精神分析
学说诞生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中已显出端倪.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方法推衍至文学创作上来的一个重要前
提就是:将作家与精神病患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一联系的桥梁
就是"梦".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写作也是在做梦,只不过是在
非睡梦状态下作梦,因而他的作品也是他内心无意识本能的变
形显现,欲望的替代满足.我们往往会说自己作的梦是混乱,荒
谬的,完全是一种变了形的东西.



爱也彻底,恨也彻底.报恩也彻底,复仇也彻底.这就是在我读完
《基督山复仇记》后最大的感受.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君子报
仇,十年不晚",报仇也是需要养精蓄锐的,并不是凭着一时的
心绪就可轻举妄动的.而基督山伯爵,则是最具体的用自己的
行动阐释了这句俗语的.在经历十四年的地牢生涯后,他的人
生要义就是找寻曾经的亲人,曾经的恩人和曾经的仇人.在确
认了所要寻找的人以后,他并没有如我们在武侠小说里所见的
那样,于恩人抱拳云"赴汤蹈火,再所不惜",于仇人一剑刺死.
他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对曾经有恩于自己的船主一家,他竭
其所能,默默地支持着,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却从来不让他们知
道其实自己就是为了报恩而来.如果说他的报恩令人感动,那
他的复仇则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在我们也有几度的叫好后不免
有点心惊.

莎翁的《哈姆雷特》是一部经典的代表作.这本书在表面情节
上与历史的传说并没

有多大的区别,讲的还是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其中充满
了血腥暴力和死亡.正如

剧中人霍拉旭所说:" 你们可以听到奸淫残杀,反常修理的行
为,冥冥中的判决,意外

的屠戮,借手杀人的狡计,以及陷入自害的结局." 曲折选宕的
情节,紧紧围绕着复仇

而展开.哈姆雷特从德国的威登堡匆匆赶回国内,是来参加他
父亲的葬礼的,使他不能

接受的是,他未赶上父亲的葬礼,却目睹了母亲与叔叔克劳迪
斯的婚礼,这已使哈姆莱

特疑窦在心,加之夜晚在王宫城堡的露台上与父亲的亡魂相见,
亡魂哀诉,这桩暴行是



哈姆雷特的叔叔所为,并要他为父报仇.至此,他开始了艰难的
复仇历程,与克劳迪斯

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最终,向克劳迪斯发出了复仇之剑.

名著读后感感篇七

有句话说得好：”半部论语治天下。”别说半部论语了，就
单单几则论语就告诉了我做人与学习的道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里面还有一个历史典故呢！话说某一天，子路来孔子家学
习，穿着非常华丽的衣服，慢慢的走了进来，孔子让他换一
件衣服，子路听到后连忙回家，换了一件非常朴素的衣服回
来了。却还是原来的样子。孔子就对他说：“由诲女知之乎？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班里数学测试，成绩出来
后，我有一道题不懂，就去问老师。老师讲过后，问我明白
没有，虽然我没有弄懂，可是我不敢说，怕老师说我笨，结
果下一次考试又没有答对，去掉了8分。

《论语》使我们懂得了很多：学习态度、学习方法、更多的
是做人的道理。你只要悟出其中的道理，人生就会无往而不
胜！

我读了《论语》，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做人必须要诚实守
信，不要为一时的利益就撒谎骗人，而自己在后面吃更大的
亏。



《论语》是一本古代名人孔子说的话，由他的弟子们编写而
成，里面有许许多多名言警句，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比如
说：要诚实、有礼貌等。

我读了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几句关于诚实守信的名言警句，
原来在语文书上学过，现在联系《论语》中的其他内容，我对
“言必信，行必果。”、“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两句话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自己说出来的话，绝对不能反悔。

就拿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小队活动，我打电话
给9位队员，他们都一口咬定：“我来！”，结果，只来了8
个人，是洪伟没来，第二次，他又没来，后来的几次活动，
我们都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够诚信，“与朋友交，言而有
信。”而林杭每次都来，现在我们总是第一个通知她。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不是没有，而是很多，读了《论语》，
我告诉自己：要做像孔子和他的弟子那样诚实守信的人，不
欺骗别人。

每一则语录虽然都寥寥数语，但多次运用反问、排比、比喻
等修辞手法，频繁使用几个赋有表现力的关键语气词，使表
情达意富有感染力和表现力，甚至说话人的神态都栩栩如生
地呈现在人眼前，是什么文章这么精炼，表达又这么生动、
形象呢？不知道？我来告诉你，是《论语》十则。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

对于知识，“学”只是过程，“习”是一个巩固的过程，要
想掌握更多的知识，必须把“学”和“习”结合起来，只有
用丰富多彩的知识点缀自己的大脑，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人。朋友从远方千里迢迢的赶来，我们应该感到无比快乐与
荣幸，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增加友谊，这样难道不开心吗？
我们做人要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不要不被人了解就杞人由



天，应该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对待事物。

我知道了怎么学习，我知道了该怎么做人，《论语》十则让
我懂了许多许多……

名著读后感感篇八

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化史上灿烂的巨星。他的三部长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的代
表作，世 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而复活是他世界观
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公认为是
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 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 nbsp;

《复活》写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 丝洛娃精
神的复活，主要是聂赫留朵夫精神的复活。小说中多次写到，
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聂赫
留朵夫大学 时期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勃，有着美好追
求的青年，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后，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
死的生活。兽性的人统治了他，精 神的人被压制了，沉睡了。
他第二次见到玛丝洛娃，以及后来的七八年，便是兽性的人
统治着他的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 将她
抛弃，可怜的玛丝洛娃被主人赶出门来，在走投无路的境况
下沦为妓-女。浑诨噩噩，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往事是
如此令她痛苦与厌 恶，她尽量不去回忆，将那些伤心的过去
抛之脑后。就这样一个原本纯洁美丽善良的少女成了一个对
世事心灰意冷、失望透顶、几乎麻木的人 。

作者以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故事为全书之纽带，而将大
量笔墨用 于描写聂赫留朵夫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之
中。于是，我们一次次读到聂赫留朵夫在精神之人与兽性之
人之间如何艰难抉择的片段。



& nbsp;

与玛丝洛娃的巧遇，可谓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再次打开了聂
赫留朵夫心中的阀 门，封沉其中的善良，羞耻心，爱心，同
情心…一并涌出，汇聚成了精神的人，与那个兽性的人进行
对抗。于是，眼前那层灰暗老化的角膜脱 落了，使他对社会
与生活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对整个贵族阶级、对待封建官
僚制度、对待宗教、对待法律和监狱以及对待革命者。在他
心中 ，革命者是极好的人，精神道德面貌高于一般水平。他
对于他们充满了敬意，对于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
而对于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对于贵族充满厌恶。在《复活》
第二部中写到：他“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壮的四肢，那粗
糙的土布衣服，那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 ，感到自
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
正当情趣和苦中作乐”，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认为“这才 是真正的上等社会。”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那
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
情趣”，就感到厌恶。

& nbsp;

《复活》一书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
官 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的实质。
表现出深厚的人性，宣扬了人性。

&nb sp; &n bsp;

弘扬人性，歌颂人性，不管是过去的人，还是现在的人都需
要人性的关怀。在当今社会，人们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精 神
却徘徊不定。因此可贵的人性，更为我们所重视关注。书
中“聂”一次又一次战胜人性的弱点，唤醒起精神的人，就
是在让人性复活。而所 谓精神之人就是有良知、有爱、有正
义感的有人性的人。



我认为拥 有人性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原则。要让精神的自
我永存，就要“行得正，坐得直”，有自己的主见与谦虚的
心和勇于自我审视、检讨的勇气 。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行事之
前都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那世上许多错误和不幸都不会发
生了。

善与恶往往只在人的一念之间。此书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它
让我感受到了失去本性的可怕与人性的光辉、美好。希望更
多 人能找回自己的本性，发扬自己的善心，多做善事，使自
己变得更加人性化，让整个世界充满爱!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
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
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
样充实!

名著读后感感篇九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在歌声中，我跟着英
子重温了《城南旧事》。在散发着淡墨纸香的页卷上，仿佛
触摸到了英子的五味童年。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奶奶的童年缩影，透过英子纯洁的眼
睛来记录北平生活的点滴，旁观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朴
实无华的文字，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再现着老北京的旧貌。
四合院、胡同的井、闹市僻巷，那样淡泊纯净，满是人间烟
火味。

英子的世界单纯又干净，充满好奇与困惑。她从不在自己的
世界里上锁，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惠安馆》中，她和被人
们认为是疯子的秀贞成了朋友，还想尽办法，希望秀贞和妞
儿母女相认。《我们看海去》中和“小偷”许下约定，认真
听着“小偷”的故事。《兰姨娘》中，做起了月下老人，为
兰姨娘和德先叔牵线搭桥。她的善良、热心、纯真、无忧跃
然纸上。然而，童年不都是美好的。秀贞、妞儿惨死在火车



轮下，躲在草地里的大哥哥被捕，朝夕相伴的宋妈回老家，
疾病缠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笑过、
生活过，可现在却一一离去了。

“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做
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读着这段文字，又何尝不是我
的心情？即将告别小学，告别童年，欣喜又惶恐。我盼着长
大，又害怕长大。一想到要告别可爱的老师，可爱的同学，
心里就难过，却要假装无所谓。

“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林奶奶说。
或许那飘逸在童年角落酸甜苦辣的经历。面对和珍藏，是最
好的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