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级的读后感 沙郡年记的读后感(优质5
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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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的读后感篇一

放弃了大河(themississippiriver)上“值得留恋的引水员”生
涯，刚刚被兄长聘为“内华达准州州务秘书”的“私人秘
书”的山姆?克莱门斯，怀着成为“既轻松愉快又严肃认真”
的男子汉的梦想，于新城圣约瑟夫，跟重达两千八百磅的邮
件一起被塞进一辆摇来晃去的六驾马车，在驿车车夫“爵
爷”般沉默的蔑视下开始了生平第一次旅行。这个后来笔名
叫做“马克?吐温”的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那段时而喧嚣、
时而宁静的旅程，已令他成为“持续长达一代人之久”、密
西西比河流域居民全面西迁中的一员。时值美国南北战争期
间的1861年初夏，与即将卷入四年内战的几百万“爱战争胜
过爱女人”的雄性荷尔蒙爆发者们不同，他无比渴望另外一
种男子汉的事业——冒险!要么被印第安人“吊死或剥掉头
皮”，要么从内华达金矿银矿搞个几百万!

人类总是寻找危险。十三岁开始自谋生路，做过药房伙计、
书店店员、印刷学徒、长兄报馆的排字工人、小报记者，为
新鲜出炉的共和党的拉票，还差点加入南军的马克?吐温，继
承了年轻的美利坚民族的伟大精神——天生不怕危险、敢于
冒险。可他并不仅仅是寻找运气，凭借的手段也不只是无所
畏惧。当他加入那些“爱用一本正经、故作郑重的态度讲述
诙谐幽默故事的西部人”，这位未来的“美国文学史上的林



肯”的内心便再也不能平静。西部的一切都震撼而欢乐，从
车夫“安详温厚的轻蔑”目光洗礼开始，他一路忍受着各种
既令他惊异，又使他回味无穷的羞辱和磨难。比狐狸更狡诈、
比闪电更迅捷的郊狼那斯文的戏弄只能算开胃零食。要是他
能预见到，会上树、能把公野牛弄疯的墨西哥骡子不过是日
后隆重登场、“能越过美国任何东西”的“纯种墨西哥马”
的前奏，那么，他就能保住自己那250美元的草料费而不至于
一贫如洗;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运用九大词类吹牛皮、谈买
卖、攀交情，自《荷马史诗》以来，人类任何一种讲故事的
方式无不囊括其中，无论是后世的奇幻文学、魔幻文学还是
社幻文学都不能出其左右。即使是一个擦鞋的印第安人，发
现这位来自东海岸城市、前程远大、自以为代表华盛顿政府
的场面人物，竟然罔顾西部矿区物荒钱贱的现实，只给了五
美分小费时，也能用精妙华丽的暗喻肆无忌惮地挖苦
他：“应该把钱夹在袖珍书里，而不要存放在灵魂里，这样
才既不卷边又不起皱!”于是，这位分不清云母和黄金的淘金
新手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变身西部边区的浮士德，以便
成为传奇的一部分。在“三氯甲烷”印制的《摩门圣经》的
扉页空白处，年轻人不慌不忙地写上了犹他州“国王”杨伯
翰的劝告：“为了灵魂的舒畅和安宁，听我的话吧，十个或
十一个老婆就够了，千万别超过这个数目。”

天赋出众的马克?吐温很快便发现，他是多么熟悉这个他刚刚
涉足的广阔世界。毫无疑问，任何东西都不如内华达五花八
门、包罗万象的社会面貌更能激发不可思议之感，但那些形
形色色、让他产生极大兴趣的边区居民，其实在密西西比河
上已经初遇。“大河谷是只有上帝才能给人们准备出来的最
好住所”，小山姆?克莱门斯正是在“河流之父”的庇护下度
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自“新奥尔良”号汽轮沿着三米深的
巨大河道首航密西西比河以来，成倍繁殖的水闸和水坝、绵
延不绝的捕鱼船队、沿途星罗棋布的工业城镇令这条纵贯整
个北美大陆的内河大动脉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商业水道，
而大河流域的蓝色岁月更先后孕育了美国最重要的三位作家：
马克?吐温、赫尔曼?麦尔维尔、威廉?福克纳，并在近百年内



无可抗拒地决定着另一块新大陆的文学命运，直至那里诞生
了属于全人类的《百年孤独》。今日，这种影响还在持续发
酵。内华达现实的生动轮廓正是美国梦的斑斓缩影，其千变
万化的景象经过悉心考察反倒显得一致。不谋而合，早在马
克?吐温出生的1835年，被称作“未来学奠基人”的托克维尔在
《论美国的民主》里以旧大陆贵族不无鄙夷而又赞赏的笔触，
为“美利坚合众国”做了同样的注解：“一切变化都千篇一
律。”正是这种真正作家所共有的、理解生活的能力，而不
是东游西逛的天性，注定马克?吐温将成为威廉?福克纳口
中“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

白银大地带来的“繁荣时期以一往无前之势滚滚向前”。人
人都有发财梦，“哪里也找不到一张忧郁的面孔”。“律师、
编辑、银行家、流氓头子、大赌棍和酒店老板在社会上平起
平坐，同属最高阶层”。尊重风俗、白手起家的冒险者们各
因运气好坏经历着财富变化莫测的起落，马克?吐温也趁机在
人生履历上不甘人后地大书特书。他趾高气扬地在“地球上
最富有的矿”拥有不下三万英尺的矿脉，同时却欠着屠夫6美
元。英俊的年轻人和小伙伴们比最轻浮的浪子还要火热地四
处游荡，发誓要找到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隐矿脉”，完全没
留意到自己已过上了哈克贝里?芬式的流浪生活。在幻想以伐
木致富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州务秘书的前私人秘书、一度的
采矿者和炼银工，望着因为自己宿营时疏忽大意而引发森林
大火剃光了远山，一面与同伴额手称庆死里逃生，一面镇定
自若又不无悲痛地沉吟道：“需要乃是‘冒险’之母。”确
然如此，年鉴学派掌门人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言：“资本主义
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
机。”“美国人把冒险经商视为一种美德”，并因此而生出
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英雄气概。于是，改变北美大陆面貌的
意志和力量，直越阿勒根尼山脉，在广袤壮阔的西部悄悄聚
集。满怀对十全十美的现世生活的爱，坚忍不拔的爱财之心
让移民们不惜违抗乔治三世的王命，甘愿抵御蓄奴的诱惑，
赶跑印第安人，击败日不落帝国的军队，继而与自己的同胞
开战，在硝烟滚滚之中不断西拓，年复一年，“除了罗马帝



国崩溃时期发生的那次大迁徙以外，没有一次大迁徙可与人
类的这次不断迁徙相比”。在穿越纵深不过四十英里的美洲
大沙漠时，马克?吐温情不自禁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触目惊心
的字句：“这是一个巨大的坟场，每一步都踩着白骨!……把
沙漠上生锈的测程链铺直，足以跨过合众国的任何一个
州。”

当托克维尔目瞪口呆地亲睹每日一次的“华休西风”将不计
其数的多萝西木屋吹向半空，飘出铺天盖地、法国尚不流行
的莎翁剧集时，他大概并没有想到，自己预言美国必将诞生的
“真正作家”已经呱呱坠地，而小小的男婴山姆?克莱门斯更
无从想象，成年后，他将以非凡的笔触，令托克维尔慕叹不
如、比历史更真实的奇妙笔触，书写美利坚人民的偏见、习
惯、激情和民族性，为《论美国的民主》做最迷人的事实注
释。作为青年马尔克斯文学导师的海明威曾经说过：“一切
当代美国文学都起源于马克?吐温一本叫《哈克贝里?芬历险
记》的书。”或许有失公允。用不着未来学的提示我们也知
道，或许一切都起源于作者自荐为“这真是一本第一流的好
书”的《苦行记》。更遑论马克?吐温的影响远不止于“当代
美国文学”。与那些不可“逾远弥存”的满口俏皮话的作家
相比，马克?吐温留给后人的不只是各种逗笑的规律或方法，
他所醉心的幽默既是冒险精神的精髓，也是“生活节奏本
身”，更是“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确凿而隐秘的联系”。这种
总是在重复却总是新鲜有趣的美式幽默，虽然在小说里昙花
一现，却在好莱坞的造梦流水线上生根发芽，为叙事艺术呈
现出另一种壮观。

年级的读后感篇二

读《沙郡年记》时我突然想起，人生的价值标准在哪里，他
这样的生活是否富有意义，是否不会轻易被死亡磨平?或许价
值的衡量是生活在何种高度和境界中，而不是生活在对何等
财富的简单占有上，后者只是前者的某一方面或可能的表现
形式，实质上是你可以使用但不去使用的这种可能性。比如，



我继续往下想，一个国王可以杀死奴隶，但没有去这样做，
而是选择爱，这便是境界，不能杀而没有去做只是尊重现实，
他生活在国王的境界里，追求体验而不是财富的占有，佛晓
时分，你可以拥有一切，这便是一种价值的拥有。心生向往
模仿之路，模仿美好的东西至少是一种美好的开始。而不是
对抗与愤恨，嫉妒。

人在何种自我解放中度过生命，而不是自我束缚与折磨中，
无论这种折磨以何种令人羡慕的名义，当你的内心在对抗某
种力量时，你便在失败之中，你应该去除这种内心的对抗力，
去正视这种力量，那便只是一种空间关系，一种神秘的智慧，
而不是邪恶的企图。正因此，我们虽然同生活在某一时间地
点，甚至擦身而过，但生活所持的空间却各不相同。

我愿是一只麝鼠仰头欣赏到秋天的大雁，我也愿意是利奥波
塔欣赏这种自然的美，每个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接受心情和它
们所带来的东西。贫穷的人往往会像一个奴隶、佃户在清晨
的地头，感受到自己的两手空空，而地主拥有了这些，这是
人的贫穷导致的理想卑微、内心卑微和视野卑微，其实地主
和你同样程度的富有和贫穷，你的手中也同样攥满了尘世的
空气、阳光和时间。我骑着电瓶车在值班的路上，后胎有点
慢跑气，审视我自己的生活，我所挂念的是等我开工资后给
孩子去购买婴儿床。我觉得我卑微的，甚至觉得委屈，自己
都有点瞧不起自己了，这阅读或者书评都不能安慰我，我两
手空空，清晨时坐在椅子上书写，像一个黑瘦的佃农，连自
己都属于别人。

年级的读后感篇三

看这本书多少有点应付差事的感觉，在这个浮躁的世界，我
也是免不了俗。

长话短说，我觉得最震撼的一句话便是那啥“寻找一朵白头
翁花的权利与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样，都是不可剥夺的”。



这个学期“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一直沉浸在宏大的
事业中;晚上夜聊，这也是个极好的话题。然而看到这话，高
下立现。人类的社会与大自然相比，不过沧海一粟。

说起来我一直觉得，其实人本身也便是自然的一部分。不管
做了什么，反正是脱离不了自然这个体系的。所以破坏大自
然，我有时觉得也谈不上。破坏来破坏去不都是那一个吗?人
类的行为未必不代表自然的意志。大概生态系统本身也脱离
不了人类吧。

当然这样有点逃避责任的意味。其实也说不上，不管你把人
类放在什么地位，该干什么还是得干什么。总之乱砍乱伐、
随意杀戮以及无休止的浪费，都是不应该的。

恐怕问题还是我们太骄傲自大。有点智慧——这连智慧应该
也算不上——就自以为是、目中无物。比方说保护环境这种
话，想想，实际上也是把人放在了自然之上：它是一个我们
应该保护的客体。所以保持谦虚，才应该是必需的。

最后来扯几句。利奥波德他们居然还可以打猎，挺不可思议
的。不过他比今天的我们幸运多了。我所能接触到的植物，
恐怕仅仅限于学校这几千亩的土地上了——况且还是在上海
市区。

年级的读后感篇四

昨天晚上，我和小朋友们正玩的开心时，忽然看见有一个小
女孩从单杠上摔下来了，把胳膊给弄伤了。她哭的声音很大，
一定很痛。她妈妈来了，把她领走了。

我在想，可别像她一样，由于马虎摔伤了自己，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认真仔细。比如，做数学题的时候，本来会做的题，
一马虎就做错了，这多亏啊！我现在已经上二年级了，一定
要克服掉马虎的坏习惯，做一个认真的好学生。



年级的读后感篇五

《学记》是我国甚至世界上教育文献中最早、体系比较完整
而又有价值的一部著作。《学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
全文1229字，却包含了教育意义、任务、教育原则、方法以
及学校教育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比较深刻地阐述了教育、教
学过程的根本规律，对当时的社会乃至今天的社会教育产生
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因为很久不接触古文了，初读《学记》颇有些费劲，参看了
注解后，大概弄懂了十之八九，深为古人见解之独到和精辟
所折服，文中对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其所倡导的“教学相长，藏息相辅，豫、时、孙、摩，善喻
和长善救失”五大原则，时至今日对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仍
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记》中有这么一句话：“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
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句话形象地阐
明了有效教学的关键，即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它
包含了这样三种思想：一要注重引导，但又不牵着学生鼻子
走，师生关系才会融洽；二要督促勉励，但又不强制压抑，
学生就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到比较容易；
三要打开学生的思路，但又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这样学生
才能独立思考，发展智能。“和易以思”，从某种程度上让
我们明确了作为一个教师真正的角色，教师是启发者，是引
路人，是学生成长的促进者，而非给予者、灌输匠。教学的
真谛是如何激发和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去探索和接受知识。

联想这几年全国大范围实施的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新一轮的教育改革要求改变过去教育教学中强制灌输知识点、
压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师生关系紧张、不注重学
生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等弊端。真正在教育教学中渗
透全人教育的思想，让教育回归到它的本质和远点，那就是
培养人，培养各方面素质和谐、健康、全面、综合发展的人，



一方面服务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培养人来服
务于社会的发展。

要想真正落实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培养素质全面发展的学生，
我认为，借助《学记》“和易以思”的观点，在平时的教育
教学中真正遵循和贯彻这样一种教育教学原则，必将有助于
教师的有效教学和学生的成长发展。具体地说，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真正落实新课程改革的精神。

第一，实施启发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运用各种方
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激发他们的
创造性思维，从而使学生在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的同时，培
养创新意识，充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即做到《学记》中
所说的“善喻”。新课程改革特别强调培养个性健全、素质
全面、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只要教师在教育教
学中真正贯彻启发性原则，以启发式教学方法思想为指导，
善于创设问题情境去激发和调动学生，教育教学就能朝着新
课程的要求不断接近。

第二，摆正教师的角色地位。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到底应该
居于怎样一种角色，有着怎样一种地位，这也是影响教育教
学行为和效果的重要因素。“和易以思”这一观点告诉我们，
在教学中，教师既不能牵着学生鼻子往前走，不能强制学生
学习和接受教师所希望学生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又不能代替
学生，直接帮助学生获取问题的答案。教师应该摆正自己的
角色，他是一名启发者，启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他是一名引路人，引导学生科学、快
捷地认识生活、认识世界；他是学生成长的促进者，促进学
生素质综合、全面、和谐、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第三，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学过程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两种活动组合而成的，只强调教师的教，就会使教师处
于绝对领导的地位，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造成师
生关系的极度紧张。新课程要求培养和发展学生各方面的素



质和能力，这包括了学生的为人处事能力和个性的健全发展。
因此，教育教学中要强调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做
到“民主平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和心理相容”，《学记》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立这种和谐关系的方法，那就是“道而
弗牵”。

《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时至今日仍然对我
们的教育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于指导我
国当前的新课程改革更有重要的意义，我只是从“和易以
思”这一观点出发，阐述了个人对于落实新课程改革精神的
一些具体做法，就当是我对《学记》一文的读后感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