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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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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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篇一

1、

小朋友你知道吗？为什么虫子吃过的水果是最好的，让我来
告诉你吧。

为了防止病虫害，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水果上施用化肥和农药，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害，不施用化肥和农药，而施用天然
堆肥培植的'方式叫做有机栽培，水果上有虫子咬过的痕迹，
说明这些水果是无公害培植的。

你猜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我是看了《十万个为什么》才知道
的，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2、

小朋友你知道吗？跑步的时候为什么要穿运动鞋，我来告诉
你吧。

我们的脚每天与地面，、解除数千次，要承受的重量通常为
体重的三倍，如果光脚跑，我们的膝盖和脚踝要承受很大的
压力，骨骼和肌肉容易受伤。

书上说：“以后跑步一定要穿运动鞋”，如果你们不相信的



话就看看这本书―《十万个为什么》吧！

3、

小朋友友你知道吗？为什么吃中药时不宜吃萝卜？

我来告诉你们，有些中药具有不学功效，但是萝卜里含有很
强的消化剂和淀粉糖化酶，如果在吃中药时吃萝卜，就会加
速中药的消化和排泄，使药效降低。

所以我们大家以后吃中药的时候不要吃萝卜。

你们猜我为什么会知道吗？我来告诉你吧，我是看了《十万
个为什么》这本书，你们也看看这本书吧。

4、

《小燕子找不到家了》读后感

春天到了，天气暖了，有一只小燕子找不到家了，原来是人
们把大树伐走了，把森林变成光秃秃的。

这篇故事告诉我们要保护树木。

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篇二

今昔的弟子规还都一样，崇拜于弟子规的人还是那么的多啊，
因为它的内容极为精简，让人易懂，读起来确实有味道!

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古人们熟读弟子规，要小孩从小养成读弟子规的好习惯，长
大后方能做一个诚、谨、善的人。让孩子熟读弟子规，虽一
时不知其含义，熟了便懂其义。证实了“书读百遍，其义自



现”。

读于弟子规者，必知如何孝敬父母，关心他人，诚实守信，
善待他人……

弟子规善于给儿童开启心灵，即在幼时，即当教以诵读经典，
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善于分辨好坏，因果报应之理，
敦伦尽分之道;若幼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俗话
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看今朝

当今社会乃知识社会，凡可以启发人的道理，决会凭空消失，
却被人视为财富。知识胜于财富，装满满腹的知识胜于装满
满屋的钞票!当然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而已，也有反驳这话
者，萝卜青菜个有所爱，是好是坏自己去挑。

“弟子规，圣人训，首教悌……”这声音怎么那么的熟啊，
是弟子规啊!原来隔壁家婶婶的孩子也在读弟子规，怪不得我
觉得很耳熟。现在小dd小mm都在读了，看来现在很提倡。
说起这弟子规来，我原先还不知道是什么呢!由于我小妹的影
响，我也读，不错!读起来很有味道，教了很多道理，有收获
有收获!

以文斗，不以武斗

妹妹还和我比赛读，看谁读的好。我则与她比个高下咯，米
想到我输了，这丫头，说实在我还很庆幸呢!有时老妈叫妹，
她没有回应一句，我瞧见了，嘿嘿~~不放过她，我溜出两一
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妹妹瞪了我一下，二
话不说，跑去问老妈什么事了。哈，这丫头。老妈哪知道我
们底下还在斗，不过可是以文开斗，决不动手动脚的!淑女动
口、不动手，斗得还蛮有趣!



后记：

古代流行弟子规，今天仍然流行，它不怕人认为那是老传统
的，现在什么世纪了还读。总之弟子规是好的经典。

没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再次碰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

儿子上初二了，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时，需与学生一道读《背
影》，并共同完成一篇读后感。打开课本，细细读来。虽短
短千余字，却被朱自清文字的真诚和淡泊所感动，使我过去
肤浅认识有了新提升。

对我而言，《背影》这篇散文第一次接触是在初中时代。那
个时候懵懂状态的少年，不经世事的孩子，对文章的真情未
必感受的那么透彻和深入。仅仅是通过老师的讲解，懂得了
父子之爱是伟大的、无私的、深沉的。如今已经是做了父亲
的我，处在另一个角度来读这篇文章，才真正懂得了作者的
用意和那种内疚的心情。

读来，不仅使人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那种愧疚
的心情油然而生。

我不禁回忆自己的父亲的背影，那种曾经面临分离的无奈和
无可奈何的表情，那种永远也读不懂不可言状的矛盾心情。
一个父亲的爱，就是这样，只是默默付出，不需要回报，甚
至不一定需要懂得。

朱自清在《背影》中写他父亲是一个胖子，过铁路线十分的
不便，但是仍然坚持要为他买橘子。

那个时候，朱自清已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了，虽然
处在兵荒马乱，条件艰苦，有不安全的隐患，但是在父亲的
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需要关照的孩子。



这种“不能”又“不得不能”的鲜明对比，使我们更加清晰
地感到父亲的爱总是那么无微不至，总是那么牵肠挂肚。

正是如此，朱自清情不自禁地抓住买橘子这个细节特意进行
了描写，那一招一式的动作清晰明了，使人久久难忘，也使
作者三次泪盈满眶。

也正是这样一个感动的情节，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使他萌生了以“背影”这样一个动情点，从细节处反映人生
的大道理，而写出了表达父爱的传世之作。

朱自清是一代散文大师，语言大师，他的散文可以说支撑了
一个时代。其语言质朴、其情感真挚、其叙述自然值得我们
细细品味和认真学习。但看了了儿子写的《读后感》，却没
有理解这篇散文所表达的父亲的真挚的爱。也许长期与父母
生活在一起的孩子，总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不会产生《背影》
式触动。

文学其实就是人学。也许，这些是说给自己听的，但我更想
让自己的孩子懂得这些道理。

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篇三

今天，我到西西弗书店了买一本《笑猫日记》之《幸福的'鸭
子》。

拿到后我便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住了：里面主要写了马小跳和
好朋友们，一起去张达的奶奶家体验大自然。其中主角是一
只鸭子，它叫麻花儿，它是一只心中常常充满幸福感的鸭子，
它所有的幸福感都来自它对生活智慧的态度。真的，我们在
生活也应该向麻花儿学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开
开心心的心情，像麻花儿有了心爱的人，虽然不能在一起，
可麻花儿远远的望着也能露出幸福的笑容，这是多么高尚的



品质呀！

现在有多少人在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他们应该学学麻花儿的
品质，就不会感到命运的不公了，而会感谢上天赐给他们生
命！赐给他们五彩缤纷的生活！

“叮铃铃”上课铃声响了，我才把书放下，可是书中的情景
一幕幕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篇四

写一篇读后感200

写一篇读后感200.《老人与海》读后感

我读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十分佩服
小说中老渔夫的意志，他让我懂得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坚持不
懈的精神，才能获得成功。

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渔夫，在一次单身出海打鱼
时，钓到了一条大鱼，却拉不上来。老渔夫同鱼周旋了几天
后，才发现这是一条超过自己渔船数倍的大马林鱼，虽然明
知很难取胜，但仍不放弃。

后来又因大马林鱼伤口上的鱼腥味引来了几群鲨鱼抢食，但
老人仍不愿就这样放弃，最终突出重围，将大鱼带回了渔港，
让其他渔夫佩服不已。

这本书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写照，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再现了黑暗统治下的孩子从觉醒到长大的苦难历程。

阿廖沙是一个悲惨、可怜的小孩，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
过的，他的生活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幸福，充满阳光和爱。



他的外祖父性情暴躁，贪婪、自私;两个舅舅也很自私、粗暴，
这些都在年幼的阿 廖沙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当时沙皇统治时期的困苦生活，让我知
道了现在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
活，热爱生活，努力学习，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把这个世界
建设得更加美好。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

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孙悟空-正缺乏善心，沙僧-心地
善良、安于天命。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
大，但这个形象嘴很甜;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事、
猪八戒的活泼、沙僧的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行端正，
不怕任何困难，有坚定的信念;沙僧和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本
事，但都甘心当好后勤。

读了这部书，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有
坚定的毅力，不畏艰险。

我从小到大都很胆小，而且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没有勇气去面
对、去战胜它。而《海底两万里》给了我一些勇气，我应该
学习他们的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

《海底两万里》虽然只是一本冒险小说，但它却给了我许多
的勇气，它让我勇敢地去面对现实，不能胆小怕事!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
雄，说得刘备都不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
的瓮中之鳖。这使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
不到的。周瑜眼中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



亮杀了，东吴的天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
人物，便想杀刘备，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
了。目光短浅，气量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还有赵子龙长坂坡单骑救主，巧用苦肉计黄盖受罚、三江口
周瑜纵火等等。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
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我很深的感受，
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篇五

《海伦・凯勒》读后感谢静秋《海伦・凯勒》这本书写的是
一个真实而感人肺腑的故事。这本书记叙了美国盲聋女作家、
教育家海伦・凯勒的一生。海伦一岁半时因病失去了视觉和
听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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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帮助下，她战胜了病残，
学会了讲话和手指“听话”，并掌握了五种文字。我看完书
后，深刻的'认识到一个人能不能取得成就，不在于条件的好
坏，而在于是否有奋斗的精神。

《动物趣谈》读后感

谢静秋《动物趣谈》真是一本有趣的书，让人爱不释手。书
中介绍了许许多多动物的趣事，使我受到了启示。过去，我
对动物知道得很少，读了这本书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
动物之谜没有揭开，有很多珍贵的动物因被捕杀而面临灭绝，
有些已经灭绝了。我是多么渴望当一名动物学家，发现它们，
并且保护它们。392



写读后感对写有好处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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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读的是议论文，要弄清它
的论点(见解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
受到哪些启发，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是什么。

如果是记叙文，就要弄清它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物，他们
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作品涉及的社
会背景，还要弄清楚作品通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物什么样
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什么思
想感情，作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只要认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可以写成读后感的方面很多。
如对原文中心感受得深可以写成读后感，对原作其他内容感
受得深也可以写成读后感，对个别句子有感受也可以写成读
后感。总之，只要是原作品的内容，只要你对它有感受，都
可以写成读后感。

一篇文章，可以排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
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接着便是对这些众多的
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
对性最强、自己写来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
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

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要叙述引
起“感”的那些事实，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一些事例。
一句话，读后感中少不了“叙”。但是它不同于记叙文
中“叙”的要求。记叙文中的“叙”讲究具体、形象、生动，
而读后感中的“叙”却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求“感人”，
只要求能引出事理。初学写读后感引述原文，一般毛病是叙



述不简要，实际上变成复述了。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还不能把
握所要引述部分的精神、要点，所以才简明不了。简明，不
是文字越少越好，简还要明。

联想的形式有相同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同性)、相反
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反性)、相关联想(联想的事物之
间具有相关性)、相承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承性)、相
似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等多种。写读后感尤其
要注意相同联想与相似联想这两种联想形式的运用。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
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
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
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
去写。

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感受最
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好是突
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受越深，
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我们所说的联系实
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以联系社会实际，
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以是童年生活，也
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论怎样联系都要突
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
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



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
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
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
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如果要写关于学习的读后感应该读什么有感呢?

简述原文有关内容。 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是由
特定的“读”生发的，“引”是“感”的落脚点，所
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
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
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
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
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
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
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

亮明基本观点。 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
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
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
更要作一番分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

要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
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
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
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
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
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
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



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
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
问题。

既可以从大处着眼，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
析论证时，还要注意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
与“引””藕”断而“丝”连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
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
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
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
为基本观点服务。

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
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
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
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
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
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
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
放松。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点"
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三个
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历，
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