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优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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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一

一本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宽阔的
海洋。前不久我看了一本书，令我感受良多。这本书是乐多
多写的《绝不为父母和老师读书》。虽说这书不是惊天动地
的中外名著，可情节和我们的生活很贴近，语言朴实，生动
有趣，使我深受喜爱。

书的大致内容是一个叫胡小闹的六年级学生不太喜欢学习，
只想痛快地玩，有人喜欢他，有人嘲笑他，他很苦恼，但他
的伯乐――校长对胡小闹有自己的看法，不仅不批评他还对
他委以重任，让他当“校长特派员”，任务是让全校学生快
乐学习，在此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波折，但他用自
己独特的聪明才智顺利完成了校长的.任务，并且自己也爱上
了学习。

读完这本书，我更加明白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你在为谁读书？
有的同学肯定说都是父母训，老师逼的，不然玩着多好，谁
愿费劲脑汁地读书，做作业呢。但我总觉得是学习并不是为
了别人，而是自己，读书最大的益处就是从中收获知识，开
阔视野，拓展思维。为以后当个自强自立，知识渊博，思维
敏捷的有用之人打基础，知识是循序渐进地装进我们头脑里
的，不是一蹴而就，今天学点，明天学点，饱览群书，知识
量便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今天不想学，明天不想学，等用到
知识是便后悔了，既然道理如此简单，那就让我们从现在改
变想法，主动学习，快乐学习。



其二是学习和快乐真的矛盾吗？我想这就得看我们是主动还
是被动。主动学习必然会收获知识，更会收获快乐：当我们
仿佛身临其境地欣赏一篇美文时会快乐，当我们开动脑钻研
出一道难题时也会快乐，当我们考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得到别
人夸奖时更会快乐。拿我自己来说吧五岁半就上了小学，因
为提前入学的原因父母对我的学习从不要求太高，所以我是
在轻松的氛围里成长的，他们常说的话就是――快乐地学习，
也正因此我在学习中享受的快乐就更多，如今，成绩也很不
错，这是我努力的结果，更是我快乐学习的收获。

小升初即将临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快乐学习，
为我们新的初中阶段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二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名叫《“我要读书”》的课外书.书中生
动地讲述了张海迪姐姐克服重重困难、刻苦自学的故事.

“我要读书”这个要求,对一个普通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平常.
可是,对张海迪姐姐来说,却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啊!海迪姐
姐在五岁时,不幸患了硬脊膜外出血管炎,所以,从第二块胸骨
以下几乎就没有知觉.因此,她无法站立,更无法走路,只有用
胳膊支撑着轮椅的扶手才能勉强坐住.读着读着,我的泪水不
禁模糊了眼睛.海迪姐姐那时才五岁,怎么不幸患了这种疾病
呢?患了这种病,怎么才能上学读书呢?但是,面对这个残酷的
现实,海迪姐姐并没有屈服,对生活也没有失去信心.1976年,
海迪姐姐做了第四次大手术,手术后她还在坚持学习.因为不
能拿书,她请妈妈把书和镜子放在床头柜上,从镜子里映出
《英语九百句》那展开了的书页.她以惊人的毅力自学了小学、
初中以及高中的全部课程,还学习了英语、德语、日语和世界
语.不仅如此,她还利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出了四万多字的英
语小说——《海边诊所》.

海迪姐姐这种顽强的毅力感染了我.想想海迪姐姐,再比比自



己,除了听老师讲课以外只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认为学
习够紧张的了,让许多美好的时光在玩耍、无聊中溜走.相比
之下,我感到无限的惭愧和内疚.

海迪姐姐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精神启示我：人的一生难免
有些挫折与失败.但是,这些挫折与失败,是锤炼我们意志力的
熔炉.一个人的'身体虽然瘫痪,但是,只要她的心没有瘫痪,不
悲观,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就一定能和正常人一样体会到成
功的喜悦.

夜幕缓缓的降临了,天空变得越来越深,周围变得越来越静.我
躺在床上,却辗转难眠.想了很多很多：虽然我们现在年纪还
小,但是少年须励志,年华别虚度.我们从小就要磨炼成坚强的
意志,珍惜美好时光,爱学习、爱科学,为将来建设祖国打下结
实的基础!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三

今年，我受命担任江苏省第二届中小学网络读书活动征文
（初评）评比评审工作。这次读书征文要求参加读书活动的
同学自选书目，阅读后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标题可
另立）写出读后感，文体不限。作品应主题鲜明，感情真实，
议论深刻，联系紧密，文笔流畅。小学组的要求是字数在500
字左右，可对原文进行适当概括或摘录，根据原作内容，写
出自己的感受或启示。中心明确，情感真实，文字通顺。

本次读书活动，连云港市小学组共上传稿件20626篇，初中
组7303篇，高中组（含职高）2413篇，共计30342篇，灌南县
共上传稿件2万多篇，居本市县区之冠。

小学组共有评委12人，每位评委承担1718篇（入围
为1718×7%=121篇），从10月21日起，到11月10日止，共
计20个工作日，平均每天评选出78篇（入围为78×7%=6篇），
且不能占用白天的工作时间，工作量之大，工作时间之紧，



可想而知。面对如此多的作品，如何做到快速，高效地工作，
这是工作的关键。经过反复的.摸索，用排除法是首选。对照
征文评比要求，首先剔除不符合要求的作品。然后，对初步
合格的作品进行细读，评出优秀的文章。

对于下列作品，首先剔除：1。字数低于450字的作品；2。不
是写读书活动的作品（有的写游记、故事、演讲比赛、演讲
稿等）；3。凭空抒发感情，没有实际内容的作品；4。大段
摘抄原文的作品（超过文章字数一半的）；5。对原著进行评
论的作品；6。介绍书内容的作品；7。未能联系自己的生活
实际谈体会的作品；8。过于冗长的作品；9。有成人代笔痕
迹的作品；10。老师写的论文及读教育经典后写的读后
感；11。网上下载拼凑的作品。通过首轮筛选，发现在我评
选的这一组作品中，写得最长的一篇文章字数超过了4700字，
最短的文章字数仅17字。大部分作品都属于以上十一种类型
的，只有300多篇文章进入了第二轮。

对进入第二轮筛选的作品，进一步对照征文书写要求，进行
评比，把主题鲜明，感情真实，议论深刻，联系紧密，文笔
流畅的文章选拔出来，推荐到省里参加第二轮复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写的文章很多，但对征文的要求
没能够把握，因此，文章普遍质量不高。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四

我今天读了《麻雀学搭巢》，对此深有感触。

里面讲的是一只麻雀总是自以为是，觉得做所有事都很简单，
遇到一点困难、复杂就半途而废放弃了。麻雀它做事时只顾
方便，不顾实用。它向燕子请教怎么搭巢，燕子给它认真讲
解、教它怎么搭巢，它却从头到尾都说做巢简单，还评头论
足，不付出行动，最后一个巢也没搭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决心就要坚持到底，决不
能半途而废，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

今天从《麻雀学搭巢》这个故事中我懂得了一个重要的道理。

《四叶草的约定》分为三篇故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友谊的
破碎，这篇故事。主人公夏影是一个善良、活泼的女孩，但
却和最好的朋友出现了很多分叉。我最喜欢读的是《隐瞒》
这个文章。你不能做出哭哭涕涕的样子，我妈说了，好朋友
本来就不是一辈子的。玩的开心就在一起，不开心就分开。
你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我也不会拦着你。从这一段可以看
出，主人公夏影是一个多愁善意的女孩。

友谊虽然失去了，但也可以重建。犹如上帝给你关上了一道
门，就会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珍惜友谊，不让它破碎。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五

暑假里读了一本书，书名是《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正
如一开始作者在书里写的那样：”不知你是怎么得到它的，
是妈妈望子成龙给你买的，还是书名的诱惑让你破费。不管
是什么原因，很高兴它到了你手里。”我获得这本书完全是
父母为了培养我的品格而买的，先开始，我也只是象征性的
读了那么几页，不过渐渐的我被作者那略带幽默的口吻而吸
引住了。

作者肖恩的父亲写过《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这
本书是写给成年人的，肖恩为了写一本适合于青少年的书，
而写了《杰出青少年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写这本书时虽然
他已不和我们一样是一个青少年了，但他却真真实实地让我
们从书中了解到一个青少年要往杰出前进的方向，表现出与
我们一样的孩子的稚气。

习惯不是造就你，就是毁掉你，这是肖恩所认为的习惯的作



用。没错，好习惯让人受用一生，坏习惯让人堕落，最后陷
入死亡的沼泽，而青春期是培养习惯的最好时期，我们正处
于青春期，这个人生的黄金时代。肖恩的这本书，就像是一
份养料，给处在青春期的我们提供思想觉悟上的养分。

肖恩认为杰出青少年所需要养成的第一个习惯是积极处世。
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人生在世会遇到许多让自己不开心、不
顺心的事情，就拿学生来说，考试的失利就会让我心情变得
糟糕，对待生活的态度会变得消极，从而学习成绩下降的越
来越快，这点我深有体会。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悲观之
中，抱怨自己丢失的那几分，而浪费了大量的学习时间，那
不就是因小失大了吗，这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负责任吗？
还有一些同学，遇到学习上的挫折，竟然采取极端，轻易放
弃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家人
的不负责任，要知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比什么都珍
贵，这第一个习惯，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养成。

习惯二：先定目标后有行动。确认你的使命和生活目标。有
很多人，当然这很多人当中也包括我，喜欢常立志，而不喜
欢立长志，总想着自己要怎么样，却从不付出行动，这对成
长来说没有好处。肖恩说青少年要有目标，学生的'目标是什
么？学习。这个回答并不完全对，对学生来说掌握知识固然
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品质，所以学习知识、学习品
质就构成了学生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开始付出
行动。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六

今天，外面下了大雨。我无事可做。我在家读了《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字之一，是一本充满精彩神话的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带着三个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他
在路上经历了9981年的困难，终于获得了真经《西游记》的'
读后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我想向沙僧学习，向他学习真诚诚实﹑
努力工作。我想向孙悟空学习，向他学习。我想向唐僧学习。
我想向他学习。我不想气馁。我想向唐僧学习﹑孙悟空﹑沙
僧学习他们的善良﹑宽容﹑嫉恶如仇﹑勇往直前，面对困难。
我想学习他们四个人的长处，即使是短处，我也要反省自己，
让自己改正缺点，发扬优势。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七

从报纸上介绍的新书单中发现了这本书，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因为对于读书，总是有些困惑，最大的困惑就是读完了过不
了多长时间，就已经完全不记得读过些什么。在中国诗词大
会和朗读者的节目中，看到董卿总能背出自己喜欢的片段，
真是羡慕不已。所以认为自己大概是不会读书，买来这本书
学习一下。

这是一本介绍如何读书的书。前面四章分别介绍了做读书的
有心人、读书的乐趣、读书重在读什么、读书与读人，最后
一章分享了6篇作者的读书笔记。每章的每个小标题都举了名
家的片段作品作为例证，很有说服力。

比如在“细读的妙处”中，分析了汪曾祺写的《鉴赏家》。
名叫叶三的水果贩子给大画家送水果，看到刚画好的紫藤，
画家让他说说画得怎么样。叶三说：画得好，您画的这幅紫
藤里有风，紫藤花是乱的。又一天，画家画了老鼠上灯台，
又问叶三怎么样，叶三说：您画的这只耗子是小耗子，您的
这耗子尾巴绕在灯台上好几圈，说明它顽皮，老耗子哪儿有
这劲头，能够爬上去就不错了，早没劲头绕了。这就叫细。
在阅读中读得仔细，会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观察仔细；同样，
在生活中观察得仔细，也会帮助我们在阅读中读得仔细。

好的作家就是不一样，他们的感情就是细腻，能准确地表达，
说出你说不出来的话，说到你的心里去，描绘出一幅幅精彩
的图画。在孩子写作文时，我常常给他说，你脑子里是不是



有个画面，你把它仔细地写出来就行了，注重细节。

《鲁滨逊漂流记》中那些使我感到神秘的‘土人’，此刻都
出现在天花板上，栩栩如生地对我挤眉弄眼。在睡意朦胧中，
我仿佛变成了流落孤岛的鲁滨逊。”读书的时候，需要想象
来帮助，想象会把生活和读书联系起来，让我们从中获得在
别处得不到的乐趣。

如果孩子喜欢读这本书，一定能从中有些收获。孩子正在记
忆力最好的阶段，也是读书最好的阶段，他们心思单纯，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从好书中吸收营养，给人
生以启迪，能使他们的情感更丰富，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楚。

可惜的是，我读完了就又忘了。前几天还有朋友说，读书带
来的改变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深入骨髓。记住的
变成了知识，忘记的成为了气质。我的全都变成气质了，哈
哈。又有人说：“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增长知识，更多的时候
是为了纠正我们的认知”，我很认同。

无论如何，我都会陪着孩子在读书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而且，要远离手机，纸质阅读。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八

今天，我读了《忆读书》。讲的是：冰心七岁开始自己读
《三国演义》。那时，她的舅父杨子敬先生每天晚饭后必定
对冰心等人讲《三国演义》，可只讲半个钟头就去干事了。
此后，冰心决定咬了牙，拿起一本《三国演义》来，自己一
知半解地读了下来。先后她读了《水浒传》、《红楼梦》、
《精忠说岳》等。作者从读书中得到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
考”的大道理。而我读的书有《昆虫记》、《明白大道理》、
《十万个为什么》等。从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十万个为
什么》让我的`生活中的难题都找到了答案。使我知道了读书
的重要，以后我也会读很多书。我也向作者学习。



读书读后感四年级篇九

鲁迅的这篇演讲，名为《读书杂谈》，不像他的一些名篇那
样常被人提起；就是专门谈读书的人与文，也很少提及此文。
为什么呢？我想一个原因，是鲁迅谈得太朴实了，他没有告
诉人读书的妙法和捷径，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观念和理论，
他谈得实实在在。

而很多人是不喜欢实话的，他们更愿意相信花哨的说法，相
信省心省力的窍门，实话呢，不仅过于平淡，而且不给偷懒
投机取巧之心以鼓励和希望。但实话的好处是不会让人上当
受骗。

鲁迅说，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拿书来读就是了，但并不
这样简单。接下来他区分了两种情形的读书：一是职业的读
书，一是嗜好嗜好的读书则不同，“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
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是因
为读者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鲁迅说，嗜好的读书，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
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
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就容易疲劳，减掉兴味，甚至变成苦差事了。

演讲里鲁迅特别谈到读书不要盲从各种各样的意见，他讲了
一个故事：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用驴驮着货物去卖，卖完回
来，孩子骑在驴上，老头跟着走。路上的人见了，就责备孩
子不懂事，怎么可以让老人步行呢？于是孩子和老头换了一
下，又有人看见了，说这个老头竟然忍心让小孩子走路。老
头赶忙把小孩子抱上来，一起骑着驴走，看见的人说他们对
驴很残酷。他们只好都下来，走了不久，又有人笑他们了，
说他们很傻，空着现成的.驴却不骑。老头对孩子叹息说，我
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个人抬着驴走。



盲从别人的意见，不能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结果会是很荒
唐的。“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
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鲁迅强调要做一
个思索者和观察者，观察者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
部活书”,但如果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得还是有限的，“所
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见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
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
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
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和“实社会”接触，
是鲁迅关于读书的一贯之论，在那篇应征而写的愤激的短文
《青年必读书》里，鲁迅突出的实质是读书和读书之间的区
别：一种是“与实人生离开”,另一种是与“实人生”接
触，“想做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