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者中文章读后感 读读者文章的读
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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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者中文章读后感篇一

我所说的“纯”，其实是某一种现象，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
寰宇四海，人们叫着的、吃着的、穿着的、用着的所有
带“纯”字开头的东西，绝大部分带着一种忽悠。如那些耍
钱耍酷耍女人的“纯爷们”的“纯”是为了一种自我标榜和
相互戏谑；“纯天然”的“纯”更是一种玩弄，用“天然”
已经表达意境了，居然再加个“纯”字，无疑是“此地无银
三百两”；“纯棉”的“纯”就不用我多废口舌了，你们都
懂的，除了解放前延安生产的，其余我都不信；再如“纯”
木只不过是在家具上贴上一层木皮而已。

还有我们现在的社会连小孩子都学会装“纯”，写做好事有
感作文时，某地方有人调查过，班上90%以上的作文都写
道“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我扶奶奶过马路”等等之类
的滥竽充数；而全国的老师们呢，暑期强行补课，美其名曰，
“纯粹”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我们再回到街道两边去看看，
泛滥各种带“皇朝、宫廷御用、帝苑、尊贵”等等字眼的招
牌，还有“假一罚十、童叟无欺”明明是“挂羊头卖狗肉”
却煞有其事的标榜；再说我们的某些部门呢也跟着装“纯”，
装出一副十分无辜的表情，明明是自己的失职，却老欺负不
能言语的天气，而他们的领导们也老是用带着“切实、大力、
深刻---”这样动词的文件和报告告诉你们，其实我们很“认
真”。



那么，既然大家都知道所谓带“纯”的东西，其实都
不“纯”，为什么人们还“赶鸭子上架”似的相互追逐呢。
我想，因为有一句俗话叫“直到快失去才懂得更珍惜”，我
们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种怀“纯”的思念，总觉得过去的
某些好东西好现象不见了而现在的社会有某种东西却已失落，
人们越觉得失落就越想去狂热的追求，狂热过度之后就是忽
悠，你说你的'“纯”，我说我的“纯”，最后谁也说不清楚
什么才叫“纯”，结果生出来一种病，叫“社会病”。

我们似乎都认为得“病”的根源是这个似乎充满物欲横流充
满铜臭的社会导致的人们道德和精神信仰的迷失。但是这个
社会也是人本身造就的，人是个有思想的高级动物，为什么
我们不静下来想想，首先要改变的是人本身而不是去怪环境。
我们要钻出这股漩涡，只有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不再盲从，
只有规范自己的同时兼顾监督身边的人群，只有靠我们人本
身摆脱装“纯”弄“纯”的行为，才能真正走进和谐社会。

不要怀疑一个人的渺小，万里大堤尚可溃于蚁穴，滴水之功
可以穿石。我们来理解“纯”的基本定义，其一是专一而不
杂，其二是人品的美好。其一的定义我理解为对一种事物的
责任与坚持，有做事的责任也有做人的责任，坚持就是对危
害一切正常事物的行为要敢言，其二其实就是诚信，对人对
事诚实可信，你的人品才是美好的。概括起来诚信和责任就
是信仰。有人说过，信仰这东西不是能从书本上学来的，更
不可能是上天赐予的，而是要从某一种人群身上看到的，他
们身上散发的光辉就是我们应该信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盲
目的仰视那些装“纯”弄“纯”的人，蓦然回首，我们想要
的那一人群其实就藏在你我的身边。“人之初性本善”老祖
宗早就告诉我们人并不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恶人。只要我们行
“善”，对身边不好的事物敢言，我们是可以人人讲责任讲
诚信的，这才是一种为社会“疗伤”的手段，而国家之法器
也将成为更好的辅助工具。如果这样，那么伪“纯”者们将
没有立足之地。



近来，从各种媒体我们看到身边还是有许多真正的“平民英
雄”，如公交司机有杭州的吴斌、重庆的聂恩、南京的谢师
傅等等，虽然他们做事时只是一个人，但是他们身上的光芒
辐射的是全中国。他们所做的就是专一而不杂，身为司机把
开好车当成一种责任，即使是当生命受到重大威胁的时候，
也牢记自己的责任。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真正“纯”为本，人人可做
到。“纯”一定义为纯粹，即是弃其糟粕，取其精粹，就让
忽悠我们的那些东西见鬼去吧，我们要纯粹的灵魂。

读者中文章读后感篇二

暑假，我阅读了一本让我懂得珍惜人生的励志书籍--《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一个身残志坚的女作家海伦·凯勒
写的。她是一个声誉很高的作家，她虽然度过了87年看不到
色彩的春秋，但她却没有丧失信心，成为让世人惊叹的楷模。
在海伦很小的时候，一场高烧让她失去了视力，听力以及说
话交流的本事，成为重度残疾人。海伦·凯勒虽然进入一个
无声的世界，但她经过莎莉文教师呕心沥血的帮忙以及自我
坚强不屈的毅力认识并学会了写文字，还写出一篇篇驰名中
外的好文章。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感受到海伦每一点一滴的
成就都要付出比常人不知多少倍的艰辛和努力。

海伦·凯勒虽然是位盲人，但她却能使人们称赞她的文章，
这不是她多年努力的结晶又是什么呢?而莎莉文教师对海伦一
生充满的爱心和耐心更令人敬佩。连想我们自我，遇到一点
困难和挫折就退缩，放弃，是多么的不应当呀!读完这本书，
海伦那坚强、乐观的形象，依然能在我眼前清晰显现。在她
书中描述的一切，我觉得这对于一个残疾人几乎不可能。可
她却证明给了我们看。也不难想象这背后有多么的艰辛，如：
沙利文教师为了让小海伦了解水，仅有把她带到水龙头旁，



让她用那稚嫩的手去感觉。在冰冻三尺的严冬里，这样反复
的训练，怎能不让人心痛？也就是从小的锻练，使海伦拥有
了一颗坚强的心，也让她收获了哈佛的通知书。

我们虽然拥有健全的身体，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却不好好
珍惜，不努力学习工作。而海伦·凯勒却没有一双明亮的眼
睛，听不到鸟儿清脆的歌声，换做哪个人，哪个人的心里会
好受呢?可是，海伦却没有放弃，而是站起来，进取乐观的去
应对生活。我们有眼睛，能够看到万紫千红的春天;我们有眼
睛，能够看到人们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们有眼睛，能够看到世
界各地的风光……虽然海伦·凯勒没有光明，但她却享誉中
外。我们拥有光明，就应当好好的珍惜它，这样人生才更有
意义，更有价值。

读者中文章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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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中文章读后感篇四

文化的旅程是苦，是涩，在这千年的叹息中讲述苦旅。”翻
开这本书，我看到余秋雨的脚步遍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他



行行重行行，风尘仆仆，用有限的光阴赴一场千年之约，执
着如孔子，坚定如夸父。

什么是苦旅?

我想，不只是简单的旅行，也不只是对历史的悲叹与感怀，
而是思想于文化上无止境的思考与不断的探索。无论是悲欢
离合，无论是温柔浅言，无论是丰功伟绩，无论是痛心疾首，
最终都是要回归于历史的本真与漠然，历史的冷眼旁观罢了。
而余秋雨在探索寻找的，是他自身与历史的关联，他想从那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找出合乎人类生命结构底蕴的东西，他祈
求寻找到与自己心灵共振的灵魂。

初读《文化苦旅》，犹邂逅意中人，让我怦然心跳，让我痴
迷忘返。走进它，我似乎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现实的
纸醉金迷，再无嘈杂的吵闹声，心中的浮躁在被一点点的抹
去，只剩下灵魂的质朴与本真。

我想，余秋雨便是这种人，甘当优秀传统文化的火炬手，为
我们的精神作指引。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或许便在此：摒弃浮躁，静下心来，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古时有趣的灵魂交谈，思考生命的本质，
养一份淡然之情，修一身宁静之气，为现世添一分安宁。

透过现实的重重纱窗，抬头望去，那道穿行于青山绿水山间
的瘦削而坚定的身影，指引着我们前行，去赴那场浸润着唐
风宋雨的千年之约。

读者中文章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记述了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的一生。
海伦一岁半因病丧失了视觉和听觉，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可
想象、不可忍受的痛苦。然而海伦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老



师的教育、帮助下，她战胜了病残，学会了讲话、用手
指“听话”，并掌握了五种文字;24岁，她以优等成绩毕业于
著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女子学院。此后，她把毕生精力投
入为世界盲人、聋人服务的事业中，曾受到许多国家政府、
人民及高等院校的赞扬和嘉奖。

一个盲聋人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何等令人惊讶。如果海
伦屈服于不幸的命运，那么她将成为一个可怜而又愚昧无知
的寄生者。然而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她以惊人的毅力，顽
强的精神，走完了人生道路，并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成为一
个知识广博、令人尊敬的人。

海伦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它给予人民极大的鼓舞，使那些
虚度光阴的人万分悔恨。我读了这本书，常常问自己：海伦
不屈不挠的一生，给予那些残疾人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难
道对于我们这些健康人就没有启发吗?不，不是的。记得海伦
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假如你的眼睛明天将要失明，那么，
你今天要看看什么?这使我感到：我们这些健康人，不能迟疑，
不能虚度年华，应该珍惜这美好的时光，珍惜这幸福的生活。

看过这本书以后没有理由不对生命充满感恩，找不到任何借
口对生活绝望。让我们将这种感恩、不懈的精神融合在生活
中，把对海伦的崇拜和对安妮老师的景仰落实到行动中吧!

暑假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及打发漫长的假期，我认真地
读了几本书，其中《海伦·凯勒》这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引起了我无比的震撼。

一岁半的海伦凯勒因为生病，失去了宝贵的听力与视力成了
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重度残疾儿。她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学习、生活、可她凭着自已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向病魔挑战，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考
上了大学，最后成了一位出色的演说家。



海伦自幼就有一个伟大的愿望，那就要建立一个盲人基金会。
考取大学后，她就一直在为创造基金会奔波，在她的生命里
最美好就是助人。和海伦凯勒相比，我是渺小的。我没有她
惊人的意志，没有她那美好的憧憬。在我身上，更多的是脆
弱，怕累，碰到困难就想躲避。

海伦凯勒是个非同一般的女孩，她有着拼博到底的勇气;有着
惊人的意志;还有一个为盲人福利奉献一生的理想。虽然她的
生命中承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可是她却有向命运之神挑战的
决心!失去视力的她虽然不能感受雨后彩虹的缤纷，也无法欣
赏皎洁明月的清辉，无法用双眼去领略大自然的美，但她却
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受人世间的真情。

读了《海伦·凯勒》我完全进入了她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予
我的是无比的震撼，我，不，不止是我一个人，是所有的人
都应该向海伦学习，学习她那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精益求
精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