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八百字读后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水浒传八百字读后感篇一

《愿你，归来仍是少年》只是听这个名字就被吸引，他是台
湾作家林清玄的经典散文集。在书中，他谈论亲情，但失去
的青春、久别的故乡。母亲在莹火下的面庞，父亲从乡间带
来的蔬菜种子，路边小店飘出的歌声，都让他从中汲取绵密
的温柔力量。

愿远行人都看到最美的风景，

愿归来者中等到温暖的灯光。

也许是文字的力量，也许是那些其中的情怀，正中你的内心
某一部分的柔弱，读了这本带着质朴乡村情结的人生感悟散
文，我那颗烦躁不安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在《红心番薯》一章中，进来看主人公吃完两个红心番薯后，
放心的转身离开，走的时候落寂的说了一句:“为什么不找个
有土地的房子呢?”看似普通的红心番薯，对主人公而言，是
遥远家乡的美好回忆，是浓浓的父爱。父亲带着红心番薯远
道而来。却不曾知晓主人公的住处是根本容不下一点绿色的
地方，甚至长不出一株狗尾草，更别提番薯了。我想父亲朱
那句话心中是多么的心酸，无奈，落寂。

在第二章的《无风絮自飞》一节中，作者写道“菜瓜藤，肉
豆须，分不清。”然后主人公想要彻底分辨出两者的不同，



却把丝瓜和肉肉的茎叶都扯断了。于是父亲对主人公说了这
样一席话：“即使你能分辨这两株植物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只
要在他们的根部不浇水施肥，好好的照顾，让他们长大，到
丝瓜和肉豆长出来，摘下来吃就好了，丝瓜和肉豆都是用来
食用的，不是种来分辨的呀!”就是这样简单的一段话，却给
了主人公很好的启示：被人称一切关系的对应上也是如此，
一个人要站稳脚跟，努力的向上生长，有时候不免和别人纠
缠，但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不忘师自己的立场和尊严，最后就
会结出果实来，当果实结成时，一切的纠缠就不重要了。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水浒传八百字读后感篇二

6月的盛夏，我清早来到教室，发现同桌同学的书桌桌肚里被
恶意洒满了酸奶。那酸奶粘稠地蔓延在她的作业、课本、桌
椅上，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距离高
考只剩6天。

我并不特别意外，毕竟高三这一年，同桌陆陆续续被欺负很
多次。开始是莫名丢了复习用的课本、大费周章写的作文作
业，后来书本作业被撕得稀烂。可是在班里沉默寡言的同桌，
一直在无时不刻地遭受着精神暴力。有人说她有味道，不讲
卫生，而她每次都默默忍受了下来。直至有一次她收到了一
封恐吓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如果欺负你的事敢举报，
休想看到明天的太阳。”当年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拿着这
封信愤怒地找到了班主任，还仔细比较了字迹，打听了谁是
晚自习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人，基本锁定了班里的那位“凶
手”。

可是这件事在班主任强调了几句后，还是不了了之了。首先
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更主要是同桌沉默的隐忍。马上要高考
了，她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息事宁人。已经习惯忍受一切
暴力的她，也只是红着眼把桌上的酸奶擦干，并因为污渍连



累到了我而向我道歉。

那是我人生第一遭，感受到了人性的扭曲和恶意。

当电影里陈念被用排球砸头，被堵在家门口殴打，被推下楼
梯，被身边的同学议论纷纷，那些同桌经历过的画面仿佛都
跑到银幕上，我再一次闻到了高三那年酸奶的恶臭。

你知道孩子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吗，在于他们不懂得分寸。
那是杨警官口中，把同学活活打死，却表示不知道这样会死
人的'分寸。是带着小白鼠跑到同学家门口，却没想过可能逼
对方跳楼自杀的分寸。还好，电影里还有一个叫小北的少年，
最懂得分寸。

他保护陈念的方式，就是默默跟着她，保持几百米或者一条
马路的分寸，你回过头不远不近恰好能看到他，心里就多了
一分安定。他保护的承诺也极有分寸感，拿出作业本和笔，
写下“陈念欠小北一次”，欠什么不明。

《少年的你》写人物最好的一点，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陈念
觉得自己不值得被这样保护，当年没有帮跳楼的胡小蝶面对
恶意，以至于产生“现在遭受的霸凌或许都是惩罚”的念头。
选择隐忍不一定是懦弱，而是可怕的自我否定。加上母亲的
债主天天追到家里来，她难免认为自己或许真的有罪。小北
也是自卑的，母亲带着肉包回家，却把他暴打一顿，难免让
他产生“因为自己阻碍了母亲得到幸福”的念头。于是他去
混社会，打架斗殴变得不可一世，无非是掩饰内心那份卑怯。

就这样，令人心疼的两个孩子相遇了，彼此都在对方身上看
到了影子，互相保护撑持。遇到杀人意外后，勇敢地铤而走
险，结成坚不可破的同盟。任由大人们如何审讯、恐吓，甚
至拿出陈念被欺凌的视频，两人目光都那么坚定，即使闪过
细不可察的难过。是要受过多大委屈，吃过多少苦头，下过
多大决心，才能如此不肯动摇，在黑黢黢的审讯室里，沐浴



唯一那一束光。

陈念从垃圾桶里跑出来，脸上那么脏，可是小北说你太干净
了，你不懂。小北斗殴回来身上都是伤，陈念问他疼不疼，
他咬着牙说不疼。这是两个多么孤独的灵魂，在破旧的棚屋
里相互取暖，舔舐伤口，获取勇气，唯一那点希望就是考出
去。

中国青春题材想要拍得独特，首先要关注我们拥有一段与国
外完全不同的共同经历。《少年的你》在大银幕完整呈现了
让人窒息的青春怪兽——高考。这是穷人相对公平的唯一上
升通道，却也是无数孩子的噩梦。他们肩并肩脚挨脚地跑操，
在巨大的红色横幅环绕中宣誓。高考试卷犹如圣旨一般从车
里运输、解锁、开封。批改试卷的屏幕冷酷绝情，电影用凝
练的镜头描画出这具让无数少年恐惧的怪兽模样。

郑易警官这个角色也有很多维度，他同情陈念，又不能徇私。
看透了两个少年的盟约，却深知倘若让小北一人扛罪，陈念
也必将终生陷在负疚之中，这份沉重或许他承受过，才会生
出一丝悲悯。看似是充满恶意地逼问，或许也是他所认为的
另一种保护。

最后不得不单独说说片中角色的演技，《七月与安生》就是
彻底被周冬雨和马思纯飚戏的火花征服。《少年的你》里，
周冬雨表现依然好，她的好仿佛是只在曾国祥镜头下才迸发
出的。而易烊千玺则是非常意外了，在陈念身边守护时佯装
大人的可爱，把陈念按在地上时眼梢嘴角的抽搐，审讯室不
屑又阴冷地抬头一瞥，都让人惊喜。

两部作品之后，陈可辛、许月珍监制，曾国祥执导，以及几
位编剧的团队，几乎可以说是国产青春片的品质保障了。沿
袭了《七月与安生》令人享受的组合剪辑、故事反转、时空
闪回，加上完全是电影视听的叙事手法，可以说将作者性和
商业性进行了平衡，非常了不起。



想变聪明，押得中人生;想变强大，足够保护她。只有你赢我
才没输，你在乐园我才在天堂。笔记本上，陈念欠小北一次，
欠的不是钱，不是饭，或许是高考结束那天，他们本该同路
牵手迈过十八岁的盛夏。而不是一个走在前，一个走在后。
一个在铁窗内，一个在铁窗外。一个守护保护你的承诺，一
个负罪走向没有你的未来。

刚才，我发信息给当年受过欺凌的同桌，告诉她最近有个电
影叫《少年的你》上映了，推荐她去看看。她回我：好，不
过估计这周没空看了，得下周。

水浒传八百字读后感篇三

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林清玄的字里行间，洋洋洒洒的向我们吐露了几十段往事，
每一段都令人耳目一新，内心不由得抒发赞叹:青春年少，正
是繁华。

回想起林清玄在书中描绘了故乡的种种美好回忆，不由得内
心一颤，想起自己心中的那份不可舍弃的故乡情。

“河上小桥，杨柳轻轻摆，稚嫩孩童开怀笑；想吃水饺，想
吃元宵，奶奶做的菜有种怀念的味道”，十六岁的珍妮在
《故乡游》中唱尽了对故乡的思念，我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又
何尝唱的尽？月色朦胧，氤氲弥漫，月光衬得恰到好处。眼
前的花草依稀可见，月光暗藏在花草间微微泛动，宛然一幅
流动的画卷，令人意外的是，夜间竟有楚楚动人的蝴蝶，它
轻盈的从耳际划过，在脸颊边掠起微弱的柔风，拂在脸上凉
凉的，我仿佛能听见它扑动羽翼发出细碎的颤动声，让人久
久沉醉。

岁月静好，岂在少年时独享。淳朴的民风，稚嫩的孩童，儿
时的伙伴，又怎能将他们遗忘。



他总是穿着好似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外套，裤子上总是洒落着
一枚枚细小的洞眼。我知道，那里曾有点点铁星闪烁着绽放
了最后的光辉。他皮肤黝黑，泛出如铁块一样的光芒，头上
只有几根零星的“枯草”，即使沉默时，他的瞳孔的最深处
也是依旧燃着熊熊炉火，他是一尊铁铸的雕像，屹立在我的
生命中。他就是我的外祖父，故乡的岁月，将他的面容隐藏，
而林清玄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又何曾与我不是一样的。

故乡情，不可断。

多年以后，当我们再回忆起青春，也许会笑那时年少轻狂，
也许会遗憾步伐匆匆，没来得及将那长安的飞花细细看来，
转眼即逝，融入平庸。然而，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你做过的事，生命中会留下轨迹；你没做过的事，生命会留
下空白。总有风景可循，前路漫漫，流年依旧。

愿流年韶华，以梦为马，不负初心，我们来日方长。

水浒传八百字读后感篇四

我喜欢一个人，我想给她一个好的结局。仅此而已。

这是《少年的你》小说最后一句话，不同年龄的朋友们会有
不同的感慨！年轻的朋友看完后会被这句话感动的稀里哗啦！
读出爱情的味道，尽管苦涩……我作为中年人，用了两个晚
上看完小说，又独自看了小说改编的电影，对影片反映的校
园霸凌颇为感慨！

不同的家庭，文化层次不同，但作为父母可以给孩子爱，所
有问题青少年都是来自缺爱的家庭。我们不得不审视自己，
既然给了孩子生命，就要对他（她）负责，不要把孩子过早
推向社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如何进行上学安置，如何真
正关爱他们，让每个人不缺爱，这样，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
起来的人才有利于安定团结！爱多了，恨自然会少些！



水浒传八百字读后感篇五

百字[篇4]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
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
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
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
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
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
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痴读
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
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
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
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
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
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
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
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
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
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
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
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
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丘”，
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
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
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