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高中生(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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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孔子的至理名言，比不上老子的意味深长，比不上庄子的逍
遥洒脱，却是一剂朴素的灵丹妙药，短短几句，往往就能使
人受益一辈子。那么孔子有哪些令人受益匪浅的名句呢，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世界上的真理永远是最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就好像春天永远要播种，秋天要收获1样。《论语》
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只是它把你内心深处的良
知给激活了。

两千5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
段段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编纂，
后来记成了《论语》。

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是就
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1则语录都很
简短。其实，无言也是1种教育。

我们都说孔子是圣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土地上最有行动
能力，最具人格魅力的人。孔圣人带给我们的是1种在大地上
生存的信念，他这样的人1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而然地
生长出来，而不是从天而降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系崇尚的是1种庄严、理性和敦厚之美。



《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1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在孔夫子这个形象身上，凝聚着他内心传导出来的饱和力量。
只有当天地之气凝聚在1个人心中的时候，它才能够如此强大。
这是1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
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
而他的内心却10分庄严。因为其中有1种力量——信念的力量。
孔夫子是1个特别讲信念的人。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也曾经说过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与敬仰。

子曰：“天何言哉?4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
语》·阳货)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你看，苍天在上，静穆无
言，而4季在轮转，万物滋生，天而要说话吗?”《论语》的
终极传递就是1种态度，是1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
夫子正是以此来影响他的弟子。

大家知道，儒家理论的核心和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
字以外，还有1个字就是“仁”。

孔子的学生樊迟曾经问过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只回答他两个字：
“爱人”。爱别人就叫仁。樊迟又问什么叫智?孔子说：“知
人”。了解别人，就是智。

关爱别人，就是仁，了解别人，就是智。就是这么简单。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
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道不远人，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

孔子主张仁爱。



“爱人”就是对一切人的尊重和爱敬之情，把人当作是具有
平等人格的人而对待，即”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
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

“仁”字在上古时代已出现，意为二人以上的人与人之间亲
密友善的关系。孔子继承了仁的基本并作了重要发展，明确
指出仁的基本精神是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比如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曰：“‘伤人乎?’不问马。
但是孔子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墨家的兼爱又有区别，不
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的爱，而是有等差的爱，要遵循
亲亲、尊尊的原则。亲亲、尊尊是西周宗法社会的原则，其
本质就是礼。礼是血缘法则、道德法则和阶级法则的综合体。
人的行为不仅要遵守仁，也要符合礼。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已内在地包容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关
系和阶级关系。仁学包含了道德上的人格平等和尊严等内容，
这一点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题中表现的很明显。
他既承认人是目的，且承认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人人都有
道德上的尊严。这里并无贵贱、高下之分，只有君子、小人
之分。而这同当代社会的人权思想有着共同的契合点。孔子
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从道德实践
上说的，并不是从地位或职业上说的。

孔子还要求统治者的行为要端正，“政者，正也。子率而正，
孰敢不正”。

为官者道德的高低是政治好坏的决定性因素，“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次，选拔官吏要以道德为标准，孔子认为，如果有道德的
人的职位在没有道德的人的上面，那么人民就会信服;如果没
有道德的人的职位反而在有道德的人的上面，则民不服。再
次，他主张推行教化，反对统治者的杀戮政策，“子欲善而



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意思是说就像草随风动一样，为官者的言行影响着老百姓，
以此要求统治者发挥身教作用，引导天下风气向善。“爱
人”表现在政治上便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
采取合乎民情的便宜措施以促进生产，使人民富足。

孔子还非常挑食。

颜色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得不好，不吃;不合时
令，不吃;切割得不好，不吃;没有合适的酱，不吃。我想，
现在最挑食的小孩，恐怕也只有他的三分之一罢了!

读完《论语》，我不仅对孔子的敬佩更进一步，而且更多了
一种亲近感。孔子并非什么高不可攀的“至圣”，他也是一
个有优点、有缺点的普通人。他似乎从书上一跃而下，成为
我的一个好朋友。

嗯，还可以，但是最高的境界在于一个人能够安于贫贱，并
且能够乐在其中。

他的学生，还是那个子贡曾经问过他，子贡说：老是啊，贫
而不谄，富而不骄，何如?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谄媚;
一个人很富贵，但他不骄傲，您说这怎么样啊?逼着老是说这
好啊，老师也很宽和，子曰：可也，老师说还可以，但是还
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老师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老师说：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
求人而且没有抱怨，他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仍
然不能从他的生命中被剥夺。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高的骄
傲啊，一个人在贫贱之中还能保持着把他的日子过得觉得很
有尊严，有他自己的快乐。其实这说的就是象陶渊明那样的
隐士。

这就是孔夫子他跟学生在交流中，学生非要苛刻的问他。子



贡，老是这个子贡“刁难”他的老师，说：老师您就跟我说，
这一辈子，您就告诉我一个字，我就可以终身受益。问他老
师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您告诉我一个字，让
我一辈子就遵守它。你说什么教育能缩成一个字，老师呢也
能说出来，老师还特宽和，商量的口气说：岂恕乎，就是宽
恕的恕。他说，如果有这么个字，那这个字就是“恕”字。
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恕”字加上了八个字的解释，这八个字
我一说大家人人都知道，其实这是圣人说的“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什么叫忠恕，什么叫宽容，就是你自个儿觉得不
想干的事，你就别强迫别人干。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
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几个字就够你一辈子
用了，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千字文》，记住那么
多你才能活明白，记住一个字有时候就够了，就是宽容一点。
所以他的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而已矣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恕而已。就是
这么简单，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啊，我们这个社会上，
现在有多少事情，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的心头过
不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有
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老在那里想，觉得这个
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然后我就不断地在自我咀嚼中一次一
次再受伤害，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我怎么能原谅他呢，我
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

其实当你一次一次玩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被折磨得就太深了。
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一个小和尚一个老和尚，两个
人出去下山化缘。走着走着到了河边，这个小和尚因为刚入
道，什么事情都必恭必敬看着他师父，一看那有个姑娘要过
河，他师父就过去问她，说姑娘你想过河呀，那你过来我把
你背过去吧，就背过去了。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然后被
过去就放下了，姑娘谢谢老和尚，他师父领着他接着走。这
个小和尚也不敢问，说我师父怎么这样呢，走啊走啊走了20
里地，觉得太憋得慌了，终于就问了，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
人，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他师父就淡淡地告诉他：



你看我把她背过河就把她放下了，你背了她20里地还没放下。
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就是该放下时且放
下。你宽容一点，其实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有什么
事老搁在心里放不下，所以上面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
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就像我们客观的生活中，
你说一个人要是遭遇事业呀婚变呀，朋友背叛哪亲然离去哪，
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他对你算大事还是小事，
这个没有客观标准。这就像说一寸长的口子算是一个大伤还
是小伤呢。如果在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身上那肯定是个大伤，
她能邪乎一星期，她老疼老上药老看着;如果是一粗粗邋邋大
小伙子不小心踢球碰破了，他可能从伤到伤好一直就不知道，
这也是个伤口就完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内心究竟是一个娇滴滴
的小姑娘还是一个粗粗邋邋大小伙子，这件事情靠我们的修
炼就能做到。这就是孔夫子的意义，他告诉你你可以做得到，
无非是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去强加别人，自己快乐的事情
自己就更多做一点。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更多地去帮助别人。

从前，我之所以读一本书是因为它来到了我的手边，而书的
主人又有耐心等待我一口气或分几天读完它。后来，知道了
有公共图书馆这等读书的好地方，我也懒得去翻书目卡片，
只是在开放阅览室书架上随手抓一本我能读得进去的书。再
后来，通过网络，也约略知道近来新出的哪几本书是值得一
读的，可我也往往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偶尔在浏览的网页
上碰到一两本好书也都是大概的翻翻，很少有时间和心情静
下心来看，相逢或相违全凭运气。所以，我读《论语》也只
是因为选了《中西经典选读》这门课，于是从图书馆借了这
本书。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
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
雕也。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
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
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
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
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
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
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
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
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
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
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
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
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
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
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
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
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
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
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
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
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
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
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
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
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
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里讲的是如何调和“学”和“思”的矛盾。作为一个理科
的学生，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有相对深入的理解。只学而不
思，不易发现别人的错误，也不容易有自己的思想。就像读
《论语》，买一本书回来，刷刷几下读完，即使过目不忘，
学到的也是别人的东西。思而不学，则会进展缓慢，而且容
易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这时如果能够参考一下以往人们对同
一问题的看法，则很可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荀子也说



过“吾常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所以，孔子告
诉他的弟子，在学习中要把握好“学”和“思”这对矛盾。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我竟然不知出于《论语》。像“父母
在，不远游。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道不同，不相为谋，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朽木不可
雕也。三十而立……”

我读《论语》这部书，当然不是想从中觅得修身、齐家的孔
门秘传。我只是在这部书中认识了一个迂阔率性、明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孔子，一个多才多艺、诲人不倦的孔子，一个食
不厌精、懂得生活乐趣的孔子。学贯中西的学者们常把孔子
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苏格拉底是被雅典民主政
权处死的，据说是自由精神阻止他逃亡。但我更喜欢孔子的
直言不讳：“道不行，乖桴浮于海”，这同样是一种自由精
神。打开《论语》去读，像是穿越几千年的时光隧道，看到
群雄逐鹿，争霸天下的春秋时期，产生了孔子一个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论述了孝道、治学、治国、为政，
为历代君王所推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
想――中庸之道。他的思想言论不一定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
代相吻合，但对于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经书，是有必
要一读的。

孔子讲究孝道，孝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的人们却
在褪色，对其讲孝是非常必要的，让他们明白孝是为人之本。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孝矣。”

“事父母能竭其力;”等。即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
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
他父亲的教诲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
了。”这里讲了什么是孝，同“事父母能竭其力”有些不同。
虽然事父母能竭其力，但在社会上做事，或是贪污或是抢劫，
触犯法律，使父母担心、忧心，这也不能算是孝。父母都希



望子女比自己强，具有良好的品德，这是父母教育子女的出
发点。所以为父母提供丰厚的物质不是孝的根本，如果能够
按照父母的意愿、教诲行事做人，对得起父母才是真正的孝。

治学方面，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不知，不
知为不知，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博学而
笃志，切问近而思”。不正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吗?治学的方法他讲究温“故而知新，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觉得学而实习之不亦说
乎。”同时孔子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可见学习的重要性，
治学是仁信的基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
《论语》六则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
在一起，那么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
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
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
义至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
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
甚多，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
为我们良师益友。就说我们班上的吧。在这个近80人的班集
体里，就有篮球上的猛将、绘画巧匠、书法好手、象棋大师。
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
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
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
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
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
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
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一个几岁的小朋友当然不如四十开外的教育家;平
民百姓同样没有史学家的见识广博……但是正是这样的“不
耻下问”而造就了许多伟人。



孔子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居敬兴简，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我想对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
所启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意思是指孔子说：“弟子
在家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则谦恭有礼，对人如兄弟一般，
谨慎而诚实可信，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
这样躬行实践之后，还有余力的话，就再去学习知识，。”
即在家要孝敬父母，在外在团结友爱，有爱心，以贤德的人
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实践，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
这些做人的立身原则做好了以后，再学习文献知识，以开阔
视野，丰富思想。“德，人之本也，本立而道生。”

仁义礼智信，国人都按这一标准去做，社会会更加和谐，我
们的国家会成为文明、昌盛、礼仪之邦。

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狼王梦》是我读过的一本非常感人的书，它是动物小说家
沈石溪的作品，主要讲述了母狼紫岚为了完成丈夫黑桑生前
的愿望，把自己的狼崽培育成下一代的狼王。为了实现这个
梦，紫岚费尽心力，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母狼紫岚生下了五只狼崽，有四只
公狼崽和一只母狼崽。可是因为紫岚的疏忽，导致其中一只
公狼崽在出生后不久就丧生在寒冷的暴风雨中。优秀的狼是
不会在厄运面前认输的，但是命运却一直都和她作对。由于
紫岚过分地放纵，她最宠爱的黑仔因为擅自外出而被金雕吃
掉了。然而紫岚并没有放弃，她把希望寄托给了次子蓝魂儿。
蓝魂儿的野心和好胜心极强，在它很小的时候就能把正在冬
眠的狗熊引出洞。可是因为蓝魂儿缺乏生活经验，终于有一
天灾难发生了。蓝魂儿为了争抢羊肉，误入了猎人的陷阱。
作为母亲的紫岚不顾自己身上的伤痛想尽办法营救蓝魂儿，
为了不让孩子受到猎人们的折磨和屈辱，为了维护狼的尊严，



她强忍着失去孩子的痛苦，一口咬断蓝魂儿的喉管，然后把
他给安葬了。读到这里，我的心都要碎了，我为失去两个孩
子的紫岚感到伤心不已。尽管这样，坚强的紫岚也没有放弃
自己的理想。她专心地培养最没有狼王气质的双毛。为了激
发双毛的狼性，紫岚不惜失去自己的一条腿，胸前还永远留
下了被双毛抓伤的一道深深的难看的伤疤。可惜的是，双毛
在和老狼王洛戛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又一
次显现出来，最后成为了洛戛的食物。紫岚悲痛欲绝，因为
有梦想，她的内心是不服输的。她又把愿望寄托在小母狼媚
媚的身上。后来，媚媚和公狼卡鲁鲁产下了五只小狼崽，有
两只公的，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紫岚奋不顾身和当年杀死
黑仔的金雕同归于尽。

紫岚的孩子一个个的接连死去，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残酷了。
为了能让狼崽成为顶天立地的狼王，她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没有再寻找新伴侣。她承受着生活的艰辛，默默地付出。为
了狼王梦想的实现，她拼尽了全力，我心里不由得一阵伤感。
我一直被母狼紫岚感动着，她的这种对孩子永不放弃的精神
深深地震撼着我。她为了孩子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不惜牺
牲生命，这种母爱是最伟大的爱。

《狼王梦》这本书让我对动物的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正
如同我们人类一样，母爱是最无私的，为了不让孩子受到伤
害，为了我们能自由自在健康地成长，妈妈总是全心全意地
付出。我们应该懂得珍惜这种爱，更要回报这种爱，让我们
共同付出我们的爱，让整个世界充满爱!

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

刚刚接触历史的时候，只是窥豹一斑，但后来不知为何，总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可能是兴趣)牵引着我，让我一步一步地



走进历史，靠近历史。之后我要命的爱上了历史，痴迷地徜
徉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之中，《史记》、《中国通史》、
《上下五千年》、《资治通鉴》……只要一看到这些历史书，
我就如书虫一样，忘记一切，大口大口地吞噬着它们。

这不，最近我迷上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由北宋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
卷本编年体史书。这本书共294卷，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
总计300万多字;历史长河里的1362年啊，16个朝代更替，书
中涌现出多少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呈现出多少神采飞扬
的历史画面!

《资治通鉴》里有很多很多伟大的人物，有霸气冲天的秦皇
汉武，雄才伟略的唐宗宋祖等等，但我最喜欢的人物是一个
臣子，一个坚贞顽强、忠于国家、民族的英雄———西汉使
臣苏武。

《资治通鉴》里还有很多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故事，有充
满智慧的火烧赤壁，吕蒙智取荆州，有给后人带来警示的口
蜜腹剑李林甫和荒唐的杨广等等，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

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早年落魄，常常依靠别人糊口度日，许
多人都讨厌他，经常被人凌辱，最有名就是“胯下之
辱”———一个年轻人当众羞辱他，让他从年轻人的裤裆底
下爬过，那是何等的屈辱，何等的落魄啊!当然汉高祖刘邦也
看不上韩信，可萧何像有火眼金睛一样，看出韩信不同于常
人、谈吐不凡，多次向刘邦推荐，但都没重用。韩信只好骑
马逃跑了。萧何知道后，笃信韩信一定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于是不顾山高水远，路途遥远，一路策马扬鞭，跋山涉水，
一路追赶韩信去了。当刘邦知道萧何追的是韩信后，顿时大
发雷霆，就说，别的人不追，偏偏追一个爬裤裆的，简直可
笑!萧何回答：“像韩信这样的人，却是天下无双的杰出人才



啊!如果汉王您只想在汉中称王，就用不着韩信。如果您想得
天下。就非用韩信不可!”刘邦在看着萧何的面子上就给了韩
信当将军，之后，韩信逆袭成功，帮助刘邦成就了千秋大业，
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这个小故事我从韩信身上学到隐忍，忍
常人不能忍之事，在人生之中我们总有在人屋檐下的时候，
所以学会隐忍才是最重要的。隐忍并不代表着屈服，相反，
它是一个人厚积薄发的智慧的表现。

《资治通鉴》是我在痴迷历史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以后的追史路上，我会涉猎更多更多的历史，包括中国的、
外国的，而且还要反复地读，反复地咀嚼，用历史眼光和智
慧全面看待、面对及处理接二连三而来的未知的问题。

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只有可以捡来的东西，没有应该扔掉的东西。

——题记

阿嬷家门前是一条河，阿嬷在河上架着一根长长的木棍，拦
住一些从上游漂下来的木片和树枝，阿嬷每天把拦下来的木
片和树枝晒干当柴烧。

我爱的阿嬷来自《佐贺的超级阿嬷》这本书，书中讲述了在8
岁那年，小主人公德永昭广离开家乡广岛，来到佐贺的乡下
老家。这里没有玩具和朋友，甚至连送他来的妈妈也转身离
开，迎接德永昭广的只有低矮破旧的房屋，以及独立抚养了
七个儿女的超级阿嬷。刚来阿嬷家的德永昭广无法适应这里
的寒酸生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德永昭广渐渐体味到了与
阿嬷在一起生活也很有趣。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磁铁与龟》。文中的昭广因为没钱，
所以不能去零食店，他就招呼那些没有钱的同学模仿阿嬷把
磁铁绑在绳子上，再把绳子绑在腰上。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



路上，把吸来的磁铁拿去卖来换钱。在昭广的班里，只有他
没有蜡笔，于是他也只能在河里找龟，卖掉来换钱，然后再
买蜡笔。可见昭广买点东西特别麻烦。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
候，我深深有所感触。她勤俭节约，懂得变废为宝。在她的
眼里，只有可以捡的，没有可以丢的。腰间绑着一块磁铁来
吸取路上废弃的铁垃圾，拿去卖了赚钱;河里漂下来瓜果菜都
可以成为他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我们试想茅屋旧衣，食不果腹，即使贫穷到如此地步，阿嬷
依然是一位“皮肤白皙、气质高雅的老太太”，一家人的衣
服也都是干干净净，家里虽然没有任何家电，却打扫得一尘
不染。这只有发自心底热爱生活。阿嬷总有一套对付生活的
办法，在她的字典里，没有长吁短叹一筹莫展，有的只是奋
力向前从不退缩。

岛田样七先生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他的阿嬷那勤俭节约的精
神，感受到节约的真谛。贫穷无法改变我们旺盛的生命力，
亦无法折损我们对生活的热情。阿嬷坚强的品质，就像和风
细雨一样，滋养着昭广。《佐贺的超级阿嬷》这本书，字字
句句轻松愉快，明明写的是很悲苦的事情，却莫名的充满喜
感，那让我们一起阅读《佐贺的超级阿嬷》吧!

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古人有云：“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
之。”然而，我一直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直到我读了
《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才茅塞顿开。

《三国演义》讲述了魏蜀吴三分天下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场
场刀光剑影的乱世纷争，一幅幅个性鲜活的人物画卷，留下
无数品味不尽的美谈佳话，而我却对蒋干这个人物印象深刻。

蒋干自幼饱读诗书，以辩才著称，在长江、淮河一带出类拔
萃，曹操聘请他为谋士。赤壁大战前，曹操亲率百万大军，



欲横渡长江，攻取东吴。东吴都督周瑜带兵迎敌，双方箭拔
弩张，对峙于长江两岸。蒋干在曹操面前夸下海口，愿凭三
寸不烂之舌劝周瑜来降。谁料周瑜早已看出他的心思，将计
就计，摆下“群英会”，诱导他盗走假“投降书”。蒋干自
以为立了大功，却不知反中了计，致使曹操误杀了两位水军
都督，为赤壁之战的大败埋下了伏笔，成为笑柄。

蒋干很有学问，琴棋书法无所不能，四书五经烂熟于心;也很
有胆量，主动请缨，独自过江去说降周瑜。然而，终因实践
经验太少，无法成事，一步步跳进了周瑜的圈套中。

历史上，蒋干式的人物比比皆是，战国时期赵奢之子赵括，
兵书倒背如流，但缺乏战场经验，不懂得灵活应变，在长平
之战中战败而死。三国时期，蜀国大将马谡才气器量过人，
喜好议论军事谋略，多次为诸葛亮出谋划策。他从没带兵打
仗的经验，第一次带兵就丢失重要军事要地——街亭，导致
蜀军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无功而返。

实际生活中，我也有不少这样的教训。有一次，我学着炒菜，
我把做菜的配料、步骤都熟背于心。可当我真正炒菜的时候，
才发现困难重重、手忙脚乱。放了过多的盐，还把醋当成了
酱油，炒出来的菜又咸又酸，难吃极了，那味道真是终身难
忘。上课时，我觉得老师讲的内容很简单，似乎什么都会，
不愿意多做练习，去巩固学习的知识。到了考试时，我才感
觉似懂非懂，错题连篇，后悔莫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应以史为鉴，
不做蒋干式只会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之人，而要脚踏实地，
到实践中去学习真本领，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