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作品读后感 文学作品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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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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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读后感篇一

今日，我读了杨红樱阿姨的《笑猫日记》，里面有各种喜怒
哀乐，有些地方甚至令我嚎啕大哭。

比如：在我读到小可怜伴随梅花飘向天空，笑猫一家陷入沉
默之中，虎皮猫——小可怜的母亲眼眶里充满泪花。我仿佛
看见小可怜伴随“梅花风”飘走了，我嚎啕大哭。再比如，读
《保姆狗的阴谋》时，我读到帅仔呜咽着，他的脸紧紧地贴
着保姆狗老头儿的脸，保姆狗对他的“死对头”帅仔说“帅
仔……其实……我是爱你的……”我眼含泪水，一向读到杨
红樱阿姨写的其实，每一个人，每只猫的头上，都有一片是
自己的漂亮的天空……。此时，我了解了，每一个人自己要
过自己的生活，不要抢夺其他人的欢乐，假如你抢夺了其他
人的.欢乐，既伤害了其他人，也伤害了自己。

杨红樱阿姨，我不知道为何有人说这部分书对大家的学习有
害！可是我感觉它推开了我生活的大门，教会了我做人的道
理，引导我走对了真的的生活路。

作品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几本中国十大名著，有《西游记》、
《三国演义》还有《岳飞传》。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岳



飞传》。读完这本书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岳飞是中国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生于北发大水。他随母
侥幸逃生，流落他乡。少年时。他拜师周侗学艺，很快闻名
乡里。金兵侵中原后，他被召军中，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军。
从此，他率领一批将士，浴血疆场，抵御金人，收复失地，
维护宋王朝的统。然而丞秦为了讨好全国，竟然设计陷害岳
飞，让一代忠烈。屈死于风波亭。

将岳飞英勇善战。忠诚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们
期望小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岳飞的魅力，被他的`高尚品
格和坚和坚气节所打动，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和良好的精神
淘冶。

作品读后感篇三

鲁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思想深
邃，还十分含蓄，但都揭露着一个个另人痛心的事件，有时
夸奖着那些为中国做出贡献的人。今天，我读完了《鲁迅作
品赏析》一书，受益匪浅，再次了解了鲁迅。

鲁迅小时候经常与同伴们在百草园嬉戏玩耍，对什么都充满
着好奇，就连碧绿的菜田，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等
都是他们游戏的`“材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我了
解到鲁迅幼时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孩子，长妈妈给他讲了一
个“美女蛇”的故事，告诫他別去草丛里玩耍，而鲁迅正因
为这样更要去，可从未碰上过美女蛇，反倒经常碰到一些小
蟋蟀，后来，鲁迅与小蟋蟀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还有一篇
提名为《故乡》的文章，1921年一月发表，那年鲁迅正在老
家，而听说幼年的闰土要来看望他，便前去迎接，没想到闰
土不再和以前那样可爱灵活了，变得十分粗笨，未到不惑之
年，却早有皱纹，头发苍白。闰土见到鲁迅便喊“老爷”，
与鲁迅谈起了农民的悲哀：“哎，家里有许多孩子，农活有
多，政府逼着我们捐钱，基本上都得捐上3次呀，收成又不好，



有时割下来的稻谷青菜还没人要。孩子和我们真是饿呀。”
说着摸了摸孩子的头。这篇文章真是催人泪下，鲁迅的这篇
文章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与命运，
揭示了农民生活日益困难的根源。鲁迅写这篇文章时抒发了
向往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文章需要我
们细细品味。

作品读后感篇四

冰心是少年儿童文学作家，今年在学校鼓励老师阅读的活动
中，我借阅了一本她写的书——《冰心散文集》。这本书是
由散文、诗歌、小说等堆积在一块儿构成的，分四个部门：
一是旧事、二是寄小读者、三是有关女人、四是冰心自转。
因为每一篇的篇幅都不是很长，所以我很爱读。渐渐地我发
现了冰心奶奶写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独特之处——爱。她爱
蓝天沧海，爱河流山水，爱花草树木……但他最爱的还是我
们祖国的花朵。因为在她的眼里除了宇宙，孩子就是最美好
的。在她的文章中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自然，在她的
世界中到处都有爱的身影。

冰心一生的言行，她的全部几百万的文字，都在说明她对祖
国、对人民无比的爱心和对人类未来的充沛信心。她喜爱中
华民族和全人类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她
热爱生活，热爱美好的事物，喜爱玫瑰花的神采和风骨。她
的纯真、善良、刚毅、勇敢和正直，使她在海内外读者中享
有崇高的威望。中国人民为有冰心这样的文学大师而自豪。
冰心散文的语言“清丽”、“典雅”。她善于提炼口语，使
之成为文学语言，她能把古典文学中的辞章、语汇吸收融化，
注入到现代语言中去。远在“五四”初期，冰心就以语体白
话文从事创作。然而，并非文白相加，而是经过精心提炼、
加工，使之相互融合，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语言艺术：既
凝练明快清新婉丽，或色彩鲜明，或素缟淡雅，都带有浓重



的抒情性，给人以如诗似画的美感。其错落有致的长短相间
的句式、排比、对句等的适当穿插，更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性。

冰心的爱，是博大的，深沉的，犹如她热爱的大海。冰心出
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４岁时
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或许
正是大海的广阔胸襟，孕育了她“海化”的性格和博大的爱
心。她爱玫瑰，不但喜爱玫瑰的色、香、味，更喜爱它花枝
上的尖硬的刺。爱一切美好的事物，热爱生活。冰心深爱着
她的故乡。无论是烟台八年，还是定居北京，无论是留学美
国，还是旅居日本，故乡的影子都追随着她。从她的作品中
处处可以找寻，如《我的故乡》《故乡的风采》等一篇篇文
字，更是倾注了她对故乡的深深爱恋。冰心在漂洋过海，留
学国外后，并没有像一些留洋学子一身洋装，一股洋味，她
还是一个中国小老太太的样子。爱故乡是爱祖国、爱人民的
起点。冰心这样认为。正是从爱乡开始，她以爱的力量关爱
着这个世界。“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只有爱，只
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因而，冰心到哪儿
都有她的朋友，她的朋友不分年龄，不分国籍。

冰心的爱更多地倾注于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身上。从“五四”
运动时期步入文坛，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伴随世纪
的风云变幻，她一直坚持写作近八十载，为世人留下了大量
珍贵的文学遗产。她为孩子们写作，长达七十多年，她的.作
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
颂小孩子。小孩子！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

冰心一生视孩子为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她辛勤浇灌，
培植祖国的花朵。她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孩子，捐给了希
望工程，可以说，冰心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许多人
一提起冰心，便想起孩提时代受到她的教育、熏陶和艺术感
染，便有一种纯洁一种温情。在我提笔打算写冰心时，问一
个朋友，听到“冰心”，你想起什么？他毫不犹豫地
说：“《再寄小读者》《小桔灯》，一个慈祥富有爱心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冰心这个名字时，我就觉得她很美，看到照
片，我更相信她是美的。后来读《笑》《繁星》《小桔灯》
等文章，我丝毫不怀疑了。一篇篇纯洁的文字，清新无华，
通俗易懂，写给小读者，一切为孩子。当读冰心的文章时，
就仿佛听家中老人谈古说今，甚为亲切。冰心像是孩提时代
的一个“伙伴”，就像那盏“小桔灯”，保留了童年一段抹
不去的回忆。

冰心去世之后，表示哀悼的，既有文学界的老前辈，也有充
满童心的小读者，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朋友，此时，灵堂外
排着长长的队伍前来向冰心作最后送别的，他们中有的是专
程从外地赶来送别冰心的，前来送别的多达数千人。向冰心
送别的每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枝红玫瑰，向冰心老人三鞠躬，
然后轻轻地将红玫瑰搁在冰心老人的身边，渐渐地冰心在一
片红玫瑰的海洋中升腾、升华。

作品读后感篇五

《鲁迅自选集》选《野草》七篇、《呐喊》、《彷徨》各五
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编》两篇，共二十二篇。
因为鲁迅生前仅有这本《自选集》，“编选意图”就非常引
起学者们的兴趣。张铁荣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05年6
月1日）上著文，对此多有论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他仅仅从《呐喊》中选取了自己最满意的5篇小说，作者自
己并没有把这两篇‘听将令’的代表作《药》和《明天》选
进去，这大概证明了他所说的‘听将令’是一种自谦和托词，
也能够看出对这两篇作品不甚满意。如果没有《鲁迅自选集》
的出版，我们就很难明白来自作者的这一心灵深处的信息。
其次，关于从彷徨选取的5篇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那里面
删去了《兄弟》、《孤独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码
说明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兄弟失和的阴影中脱出，在心绪上也
和彷徨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从《故事新编》中只选取了
两篇就是《奔月》和《铸剑》，这是最贴合鲁迅精神的作品，



至于为何删去了《补天》——就很值得对1933年的鲁迅进行
具体分析了。”

《鲁迅自选集》是鲁迅应天马书店之请编选的，以鲁迅
对“选本”问题的敏感，他在这次的“自选动作”中参进一
些特殊用意，也是能够想象的，但张铁荣先生这一段话也过
于坐实、过犹不及了。

鲁迅一生为什么仅有一个《自选集》？

鲁迅有文字上的一种“洁癖”，这不仅仅是说他在创作的时
候字斟句酌，决不含糊，马虎，还包括原文于报刊上发表之
后，在收入集子里时，又趁机大加修改。但我们千万别误会，
以为鲁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观点。决不是的。他的修改，
差不多——我没有详细通盘的研究——只限于具体的并且极
细微的字句。不明白这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
心理上的问题的表现，专门研究作家的变态或病态心理的学
者们，应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读孙玉石先生的《〈野
草〉研究》的附录，介绍鲁迅怎样在修改《野草》时细心修
改那些在我看来似乎并无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经很纳罕
了。这次再看鲁迅著作校勘专家刘运峰先生校注的《鲁迅自
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仅仅对照“序言”，
就有极大的震动。一篇标点符号在内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
鲁迅之后将它收入《南腔北调集》，竟然修改了四十处之多，
并且全是细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终的“一九三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楼”，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鲁迅的小说并没有如高中课本中学的《纪念刘和珍君》等文
章来的深奥。大约他出生在那个环境中，生长在那个时代吧，
基本上所描述的都是穷困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也包括自己
在内。他的《呐喊》，所写的都是身边的小事，就如一篇
《一件小事》一样，生活中能够说随处可见，但他却能以此
小事催他自醒，增长他的勇气和期望。这样的文章不仅仅是



翻阅，更给我启示。

《狂人日记》，我不能给它下个定义，在一开始读它时，我
甚至摸不着头脑，我不清楚自己这是在看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有点害怕，有点疑惑，那吓人的语句，吃人的历史，仿佛就
发生在身边使我不禁联想自己所生活的生活，是该怎样样？
也许他的“吃人”也可理解为当今社会中金钱为上，以利为
友的没有亲情友情可言的只顾自身，榨人不眨眼的冷酷的竞
争吧，没有钱就不能生活，就只能乞求，去要饭，这不是跟
吃人一样吗？但生活中，我也是相信有那么些温暖可言的，
毕竟每一天的太阳是温暖的，在人类越来越礼貌之际又怎样
能够发生人吃人的这种野蛮行为呢。很欣赏阿q的那种心满意
足的自认为得胜的心态，称之为妙法不为过。但被人打了之
后还有愉快心境，还能和别人调笑一通，回到土谷祠倒头就
睡着了，这就是阿q精神吗？有点愚甚至有点蠢，但也不得不
承认这是个调节心理的好办法，凡事换个角度想或许会有收
获吧。

一本书看完，总有些个味道，这种味道又似乎仅有心里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