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读后感(实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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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读后感篇一

今年的暑假期间，我根据老师们推荐书名，便买了本《冰心
散文》，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翻开书，偶然看到《冰心散
文——寄小读者》中第一章的通讯五，便不经意读起了。

文中讲诉了，冰心奶奶在火车上遇见一对母女，那女儿不住
地撒娇，要汤要水。母亲面目蔼然，和她谈话的态度，似爱
怜，又似斥责。这不禁让冰心奶奶想起自己的母亲，临风偷
洒了几滴泪。回忆起临行时，姨母问她舍得母亲么？她从容
一笑，回答：“那怎么舍不得？日子那么短，那边还有人照
应。”可其实内心舍不得母亲，更舍不得母亲对自己的爱。

是呀，有谁能断绝这浓厚的母子情呢？母亲给了我们生命，
又把我们养育成人，又给予我们许许多多的爱，而这种爱是
永恒不变的，是温和的、是细碎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爱时刻
围绕着我们，只不过这种爱在平常人眼中是理所当然的，所
以使我们并不珍惜，有时甚至感到厌烦，那时我们希望得到
像火山一样挚热、像瀑布一样壮观的爱。

母爱是大多小孩出生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过有些孩子的
出生时很可怜，他们一出生母亲就离开了他们，他们就像没
有避风港的小草，是那么的脆弱，虽然他们没有避风港当成
大树一样坚强，而且他们比平常人更加珍惜自己的亲人，不
过很多人在一个美满的家庭却不懂得珍惜亲人，直到母亲过
世后，才察觉生活中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对啊，那就是母爱！



母爱犹如一个“避风港”，为我们遮风挡雨，不惜牺牲自己；
母爱又犹如一个暖炉，在冬天为我们取暖，不惜付出生命；
母爱还犹如千千万万的东西，虽然他们微不住道，但是就是
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们日后想起来会有一丝甜蜜。就让我们向
冰心奶奶学习，从现在起珍惜母爱，日后回报母爱！

读者读后感篇二

今年暑假，学校开展了好书伴我成长活动，我积极参与了，
我和大家一齐分享《读者》。

我一上初中，便定了《读者》这一本书。原是看到同学们都
订，我也不好意思不定，所以才定的，但当我打开它的第一
页，就被它深深吸引了，里面的一些短小而惊骇的故事蕴藏
着一个个深深的哲理，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聪明才智。

我有一个习惯，看一本书，总是会认真地看它的卷首语。我
觉得一本书的卷首语是十分重要的，而《读者》的每一篇卷
首语都会告诉人们一个深深的的道理，让人们的映像十分深
刻，引起人们的沉思。

我映像最深的是爱的专题上的一篇。有一位母亲因出了车祸，
神经变得有些不正常，还经常做一些奇怪的举动，甚至有时
会离家出走，她的丈夫也所以操透了心。

有一天，这位母亲摸索着竟来到了儿子的学校。突然，她的
病犯了，竟然在马路上手舞足蹈起来，引来了许多路人驻足
观赏。儿子放学了，看到了妈妈，不由分说，抱住了妈妈，
叫到妈妈。正在这时，一阵大风吹来，儿子不由自主的缩了
缩。母亲此时露出爱怜的目光，并脱下了身上那件仅有的衬
衫，披在儿子身上。刚才还在哈哈大笑的人们露出了眼泪。

是啊，母爱是伟大的，它既体此刻惊天动地的大事上，也体
此刻日常生活中。而我们在平时恰恰忽略了这种爱，每一次



微笑，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回眸，每一声叮咛，我们真的真
的忽略了。

依稀记得，我幼时特爱吃荷包蛋，妈妈每次都会煎给我吃。
可随着时间的增长，我的叛逆心理越来越强，动不动就和妈
妈顶嘴，那一次早上起来，老妈给我做了荷包蛋，我兴奋极
了，该快跑过去吃，发现里面有蛋壳，我生气的丢下碗筷，
去上学了，回来后，妈妈怕我饿，又重新煎了荷包蛋，还把
手给烫了，我那时连句对不起都没有，此刻想想我那时真是
不懂事，此刻，我真心跟妈妈道歉。

读者让我收获了很多，让我明白了一个个大道理，了解了一
个个感人的故事，听到了一个个幽默诙谐的笑话。我喜爱
《读者》。

读者读后感篇三

我很喜欢看《读者》这份杂志，因为其中有很多故事能给予
我启示。前不久看到的一篇短文中，女主人讲的一番话让我
颇有感触。她是这么说的：“有一回我回家，在电梯的镜子
里看到了一张困倦、灰暗的脸，一双紧拧的眉毛，烦恼的眼
睛……把我自己吓了一跳。于是我想，当孩子、丈夫面对这
样愁苦阴沉的面孔时，会有什么感觉呢？假如我面对的也是
这样的面孔又会有什么反应？接着我想到了孩子在餐桌上的
沉默……”

我看着看着，不禁联想到，我家门口的那面镜子。所谓“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也会时常会在出门前匆匆地在镜子前
偷偷地瞄上几眼，只是为了检查一下自己的衣服是否合身，
头发有没有不听话，脸上皮肤是不是很干燥……可是却从来
没有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

说实在的，当班主任工作一年了，教育教学水平未见长进，
埋怨、批评学生倒是有了一套。什么拖拉作业，打架吵嘴，



不愿打扫卫生，文明礼仪卫生得不到五星等等，每天都会为
这些琐碎的事情生气，哪怕已经气到无气可生之时，也要装
腔作势一番，因为要让他们知道老师很重视啊。现在回想一
下，当我生气时，大发雷霆的样子在镜子中会是怎样呢？我
的学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面孔会害怕吗？那第二次、第三次
呢？……接着我想到了学生由开始的惧怕到后来的漠然、无
动于衷。

雨果说：“……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孩子们的
心灵是如此纯净，即使他们偶尔闹一下情绪，撒一下娇，我
们也应该象他们一样，宽容对方，给自己一个好心情，给孩
子一个好心情。所以，提醒自己下一次照镜子时，别忘了检
查一下自己的心情。

读者读后感篇四

认识《读者》是20多年前的事，那时我还是个上初中的黄毛
丫头，《读者》是我最喜欢的杂志。节假日、双休日，路过
书摊时，我会一口气买上几本，慢慢读，细细品，无须担心
它的时效性。闲来无事时，我会找出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的
《读者》，随意翻开一篇，仿佛遇见一位老友，是那么熟悉、
亲切，却又有以往不同的新鲜，真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读者》中的故事篇幅短小，玲珑剔透，却醒人耳目，启人
深思，充满了智慧与灵性，这也是一种无痕的教育吧。

但《读者》却很俗。

就像冬日午后，大伙儿围在小院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讲
述着邻里间的真人真事及真情。

俗在读者本身。凡是念过几年书的人，都看得懂《读者》。
《读者》里没有什么专业术语，也少见什么高深言论，只要
念完小学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各自所需：或消磨了时间，
或得到了启示，或心灵有了寄托，或精神得以升华。俗人雅



士，层次不同，收获不同。

这么俗的一本杂志为何常年畅销不衰、为国人所推崇呢？我
想，“大俗即大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越是贴近自然，
贴近生活的事物，它的生命之路就越宽广，它的生命轨迹就
越长远。

读者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冰心奶 奶写的《再读小读者》这是我第一次读
冰心奶奶的作品，所以读得特别仔细，特别认真。

冰心奶奶写这篇文章，主要目的是让广大的小学生怎样去提
高写作水平和写作能力。

文中用了两个孩子的日记作了一番对比。第一个孩子只写了
四五十字，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别字；第二个孩子却写了千把
字，并且没有一个错字。难道第二个孩子比第一个孩子聪明
吗？原因并不是在这里，原因是第二个孩子喜欢语文课，上
课专心听讲，认真记笔记，读书又仔细，还把书里的优美、
生动的词句摘抄下来，并能灵活运用。今年，上初中后，老
师介绍了我一种写作方法，结果，是像第二个孩子的做法一
样，把优美词句摘抄下来。后来，我积极地去看课外书籍，
又让自己把书中优美、生动词句抄到摘抄本上。从那以后，
我的作文水平提高了，每次写作文的时候，总觉得一些事物
在向我招手。不过一遇到写景作文时，笔下却形容不出来，
内容也显得十分空洞，让别人看了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可
见，我还不能达到会写作文的境界！

冰心奶奶的这篇文章很好。初读时， 有一些话我不太理解，
后来问姐姐懂得了，就觉得非常好，让我受匪浅！

今后，我一定像第二个孩子一样，把作文进一步攻上去。



读者读后感篇六

《寄小读者》是一本家喻户晓的著作，是世纪老人——冰心
和我们小朋友以书信的形式聊天，一次一次的信就组成了这
本著作。书中，大多写的是冰心介绍她的生活，其中几个部
分是我记忆犹新，感想颇多。第一件是冰心与朋友望天，望
月，望星星。朋友说这是牵牛星，那是织女星，使冰心情不
自禁想起了儿时的生活：爸爸用手指一个一个地介绍夜空中
那一颗颗闪亮的明星。思念父亲的悲痛心情使她陷入了沉
思……第二件是冰心在病房里艰难写作，她是写给谁的？正
是她的父、母、弟、妹。信中，冰心向他们表达了无限的思
念与渴望回家的心情。

同学们，不要再羡慕别人的生活了，我们要学会珍惜现在拥
有的，用自己的努力创造更丰富的，只要和家人在一起，不
管什么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时间关系，这次只能讲这么多了。《寄小读者》是冰心的书
信，也是她的日记。听我这样说还不够使大家了解冰心的生
活，希望大家能从百忙中抽出一点儿时间来读一读，书还是
自己读更为好，一定会收获很多的！

读者读后感篇七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我们要经常读书。我就非常喜
欢读书，我总是读各种各样的书，但是，我唯独对《寄小读
者》这本书爱不释手。这本书收集的是冰心奶奶1923年
到1926年赴美期间写的通讯。每读一篇通讯，我总会有异样
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很喜欢这本书里的通讯二，我觉得这篇通讯写得很生动，
同时也告诉我们不管是动物的生命，还是植物的生命，只要
是一条生命，我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你瞧这段话：“一只小
老鼠，悄悄地从桌子底下出来，慢慢地吃着地上的饼屑。这



鼠小得很，它无猜地，坦然地，一边吃着，一边抬头看看
我——我惊慌地唤起来，母亲和父亲都向下注视了。四面眼
光之中，它仍是怡然不走，灯影下照见它很小很小，浅灰色
的嫩毛，灵便的小身体，一双闪烁的小眼睛。”在这段话中，
我看到了一只可爱弱小的小老鼠，想把它捧在手中，想抱抱
它，亲亲它，照顾这条弱小的小生命。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并不会有一点儿的怜悯之心。冰心奶奶用这样生动的语
言描写这只小老鼠，显得它是那么的弱小、可爱、惹人怜啊！
仿佛现实生活中的老鼠也是这样。

接下来的两段：“小朋友们，请容我忏悔！一刹那顷我神经
错乱地俯下身去，拿着手里的书，轻轻地将它盖上。——上
帝！它竟然不走。隔着书页，我觉得它柔软的小身体，无抵
抗地蜷伏在地上。”“出到门外，只听得它在虎儿口里微弱
凄苦地啾啾地叫了几声，此后便没有了声息。——前后不到
一分钟，这温柔的小活物，使我心上飕地着了一箭。”这两
段都突出了冰心奶奶善良，有“爱。”你想，谁会对一只讨
人厌的老鼠心软呢？由此可想而知，冰心奶奶是多么善良！

读到通讯五，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涌上心头。冰心奶奶通过这
篇通讯告诉我们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抹不去的，它会永远
留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无时无刻不在翻动着我的“记忆之
书”，使我总能想到已经离开我多年的妈妈，我还记得小时
候，我躺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的那种情形，然后听妈妈给我讲
《白雪公主》的故事，每读这篇通讯，我总是会对着无边无
际的天空说：“妈妈，您快回家吧！”

这本书一共有29篇通讯，我最喜欢的一篇就是通讯二十八了。
这篇通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的冰心奶奶。虽然冰心奶奶
离开祖国3年，但是并没有忘记我们的祖国，时时刻刻都把祖
国记在心里，冰心奶奶如此爱国，不得不让我佩服啊！我也
要像冰心奶奶一样，做一个爱国的人！

这就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寄小读者》，这本书充满了



浓浓的爱，感染我，使我也充满了爱！同时也让我懂得一些
人生的道理。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像冰心奶奶一样，做一个有
“爱”，善良的人！

读者读后感篇八

前天，我仔细读了冰心奶奶的《再寄小读者》这篇文章，收
益匪浅。

冰心奶奶在《再寄小读者》这篇文章里，着重告诉我们如何
提高写作能力，勉励我们认真学好语这门基础课，要广泛地
阅读，不断地练笔，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

说实在的，我初学作文时碰到不少困难，正如冰心奶奶所说：
“无话可说，有话写不出来，有话可说，却写不生动。”作
文没有丰富的内容，像记流水帐，干巴巴的，缺乏真情实感。
冰心奶奶说：“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学好语文，才能读书
看报，才能写信写日记写好文章。”怎样才能学好语文呢?我
认为：首先，上课要专心听讲，善于钻研，勤于思考，记好
笔记，做好作业。其次，多阅读有益的书籍，积累好知识。
社会生活是浩瀚的海洋，是作文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一个人
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做到事事躬行，人的知识百分之八十
以上还是要从书籍报刊中间接获取。

宋代朱熹的《观书有感》写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他把读书比作写作的源头活水，虽不全面，但
可见读书的重要。阅读是提高作文水平的重要一环。应创造
条件多读书。比如选订一份好的报刊;多阅读一些课外阅读书
籍。无论是观察生活，还是阅读，都要用个“小本本”，把
所搜集的材料记下来，把优美的词句摘录下来。记，就是积
累、就是储存。在积累材料的同时，还要掌握语言表达规律。
对于那些好文章，就要认真阅读，在读的过程中学语言、学
思维，在头脑中积累材料、积累知识，在多读中求理解、在
多读中学表达。眼睛看、心里想，口中念，从读书中积蓄词



语，揣摩写作方法，开拓思路。正如古人所云：“故书不厌
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再说，一边读，一边品尝、玩
味，就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中的语言美、形象美，从而
产生喜爱好文章的情趣，增强积蓄知识的热情。再次，仔细
观察。观察对写作尤其重要，是跨进写作大门的第一道台阶，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着取之不劲用之不完的材料，通过参
观、访问、兴趣小组、社会实践、课外阅读等活动，放开五
官，感受生活，开拓视野，广开思路，增长见识，养成勤于
练习的习惯。我这样做了，还真见效，我的习作在习作苗圃
里泛起了一片新绿，有5篇作文在《优秀学作文选》、《语文
周刊》、《新作文》等报刊上发表。

我坚信，只要坚持不懈练习写作，写作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