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看见读后感(精选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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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读后感篇一

她们，是家庭中的受害者，是艰难生存的女人，是渴望一缕
光亮的迷路人。安华忍了二十年的痛，化为了丈夫身上二十
几刀。沉默的她，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内心的小兽渴望解
脱，在一刀刀下去时，小兽挣脱桎梏，一声接一声地尖叫。

小豆说丈夫让她太痛，她痛得失控，让丈夫倒在了自己的棍
子下。沉默的她，忍受不了丈夫对家人们的伤害亦忍受不了
多年来自己的伤痛，举起了棍棒，让自己尖叫然后失常。

燕青害怕丈夫掐死女儿，她说她别无选择，举枪结束了罪恶。
沉默的她，哪怕怀孕仍受着丈夫施加的暴力，所生的孩子不
合丈夫意，丈夫试图把孩子杀掉，她只能大胆一次，心里尖
叫着举起了枪。

她们的沉默，都在自己举起武器时，开始尖叫。她们是女性
链上脱节的部分，家庭暴力给她们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
也是难以弥补的`。

看见读后感篇二

时间匆匆走过，反思自我，发现确有懈怠，目前为止，本季
度已过大半，只读了五本书。

最近真的是很迷茫，只有真正经历过才能体会到某些真谛，



心若没有方向，到哪都是流浪，茫茫天地之间，感觉自己就
似那飘零的落叶，随风而逝，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
夜里，孤独包裹，苍凉袭来，一颗心何去何从，随波浮沉。

纵有鸿鹄之志，欲与天公试比高，最终不过是镜花水月，泡
沫幻影。一个人能力终究有限，此事古难全，有舍方有得，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需要勇气，看轻自己更是大智慧。

尘世喧嚣，名利角逐。

突然想起一个很有名的大家，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渴望尘世
的一片桃花源，他躬耕于田亩之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真正超越了世俗，活出
了自己的真性情，他就是陶渊明，五柳先生。

那句心远地自偏竟让我莫名想流泪，正如苏轼所说，人生如
逆旅，我亦是行人，在尘世奔波，为生活拼搏，我们的心难
免会觉得疲倦，我们踏遍千山万水只为寻觅那一份真实的归
属感，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有人说我们一生都在寻觅幸福，殊不知它就在我们身后。

一个转身的距离，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幸福就是脚边
的花，当你低下头你自能嗅到满地的芬芳，幸福就是一颗知
足常乐的心，就是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境，就是一份也
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我们一生寻觅幸福，在时间的洗礼之
后我们终会懂得，低眉于尘世，自能看见花开！

看见读后感篇三

纪实的东西写成文字总会让人感觉到失真，但读起来确实很
美，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小的纪录片，看完这本书让我放弃了



再看节目视频的想法，因为文字叙述的故事总比真实看到的
场景可爱动人，透过文字的自己的想象要比别人强加给你的
视觉更有意境！《水浒传》、《嫌疑人x的献身》、《诛仙》
等等，看完书再看翻拍出来的剧总让人失望。

里面有当时中国遇到的普遍问题，现在有的解决了有的还依
然存在，但中国确实改变了很多，强大了很多，可能现在不
会再有主流媒体曝光或叙述那些事情了，柴静在那个时间里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勇气让观众看到了一些事实，或好或坏，
说出来才会让大家放心，让大家继续对明天的生活抱有希望！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
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
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看见读后感篇四

快手红人手工耿，16岁起就是焊工，但能焊接不锈钢的机会
少之又少。直到他在快手上用不锈钢来制作各种无用但搞怪
的发明。此前，他被母亲斥责“就是个没用的人”;如今，在
短视频界成为网红之后，他反而凭借自己的“无用良品”，
收获了粉丝“耿哥出品，必属废品”的骄傲盛赞，以及来自
海内外媒体的好奇追捧。

粗糙的短视频中透露出个体的奇思妙想与差异化的生活状态，
粉丝从普通人的影像里找到有关自我的情感共鸣。

短视频究竟连接了什么人?手工耿的感慨很有代表性，这种连
接跨越阶级、地域及工种。“一开始我以为看我作品的人，
多是三四线城市的小青年，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一些高端粉
丝，比如，房地产老板和文化圈的人都和我互动过。”在前
不久快手举办的活动中，手工耿还与房地产大佬潘石屹pk了



手艺。

观看差异与寻找共性，是快手短视频世界中的目光诉求。观
者寻求的不只是奇观，还有慰藉与共鸣。这是特定社会群体
能在快手短视频社区里成群结队出现的原因，透过视频与直
播内外的陪伴，当代人在寻求原子化生活的之道。

中国有 3000 万名开大卡车的司机，他们为生计长年在外奔
波， 与家人聚少离多，还可能遇到车匪路霸。他们有自己的
快乐与痛苦，很少被关注，除了亲友、货主之外，也很难与
外人沟通。他们的生活点滴似乎都与外界无关。短视频改变
了这种孤绝状态。

快手网红卡车司机宝哥，在32岁之前也是典型的沉默的大多
数中的一员。他生长在农村，家贫、地少，没读过几年书，
是社会成功价值观下黯淡无光的人。从事大卡车长途运输这
一高危行业，意味着每天都在独孤行进的路途中。但反过来，
这种长年“在路上”的状态，也意味着他的生活犹如一部始
终在上演的“公路电影”。当无聊的运输生活，以碎片化的
形式一点点被记录下来，被其他大卡车司机以及过着完全不
相关的生活的人看到时，无聊的日常碎片成为纪录片式的现
实生活写照，变得有趣起来。而快手成为社交工具，也将背
后的卡车司机群体连接起来。

“我也不会别的，就用手机拍拍我的生活、运输生活，拍拍
我见到的花花世界。我没想到这会让我成为焦点”，宝哥的
困惑意味着，当沉默之人获得发声机会时，为世界带来了多
少精彩。这同样也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当学者和精英仍
选择古早的文字，抒写鲁迅式的乡村怀想时，反而是民间及
底层社会在用更时髦的新媒介影像记录日常生活：每个城市
都有给殡仪馆开车接送遗体的司机，全世界的海洋上漂着无
数的长年不能回家的海员，无数田地里都有热衷热歌的农民。

鸭绿江上的放排人，把高山上的木材顺着水流运出来，这种



古老的水运方式以前鲜有人知，如今却被数百万人关注。

城市建筑工地的潜水员，很小众的职业，但一二线城市的每
一座高楼大厦都需要他们。建高楼打地基时，需要用电钻挖
几十米的深坑，电钻头掉了需要他们潜到几十米深的浑浊泥
水中，把电钻恢复原位。

这大概是社会学家、非虚构写作者、小说家、纪录片导演、
记者更容易被快手吸引的原因，因为那些原本附丽于现实丰
富土壤的职业，正在经历经验世界的降维与差异人群的隔离。
时光倒退五六年，这些内容不可能由如此庞杂的个体亲手拍
摄发布出来，大众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场景，或一键下单购
买场景中的相关商品。

对于很多外人而言，很多短视频过于琐碎，缺乏意义，毫无
美学价值，但对于拍摄者自己而言，日常影像记录却是生活
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他们看到并表达了自己的快乐、痛苦
和压力，彼此找到共鸣，更加自信，也构筑了从线上到线下
的不同层次的社群。

短视频的世界，也是未来社会学的田野。当“老铁”和“双
击666”的语言节奏将你带入快手世界，就如同早年跟随一
声“亲”的召唤，而进入淘宝的奇妙世界。城市人在快手上
围观平行世界里不同行当的活法，寻求一种“参差的对
照”。gq实验室的《我上哈佛，也上快手》，公路商店的《没
有什么能阻止社会学家刷快手了》等文章，不约而同强调快
手的社会学属性，要潜入短视频软件里认识中国。

新媒体也总能在快手中发掘到话题和流量有关。经过视频软
件中介的中国，满足了很多人对“真实”的想象。快手创始
人、ceo宿华曾称，几百年以后，快手会是一个记录博物馆。
这种通过快手“读懂中国”的说法，恰恰是快手能满足“基
层文娱刚需”的某种表现，人们也因而得以在此观看他人的
生活。



民间草根网红，提供了一种原汁原味的想象，一个广阔天地、
大有所为的真实场景。快手的生命美学，蓬勃与粗粝，这不
是残酷物语式的绝望，而是“存在即是完美”的感慨。据说，
一线城市市民成为这类内容的热情转发者，以代偿自己日常
生活之中能量与热情的消耗。

看见读后感篇五

书名《看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仔细揣摩，其实大不
简单，因为这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看?看什么?如何
看?我将这本书粗读了一篇，又细读了一篇，深深感到，柴静
整本书都是在回答这几个问题。她在那么多的采访手记里，
留下了许多片段式的思考，这些思考如同散落的珍珠，不着
痕迹、自然而然地“长”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是有一根线
串在一起的。

首先说说为什么看和看什么。如果说早期柴静是出于一个新
闻人的职业操守和使命感去“看”的话，那后期则完全是出
于一个“人”的内心呼唤。在许多作品获奖之后，她却
说：“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里有欲望的题，
它们不会触动我”。她评价自己是个不爱扎堆的人，似乎与
新闻人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她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当看
到一个老师带着艾滋病孤儿的事，了解到那么多女子会杀夫
入狱，她知道，这些都是她想“看见”的;后来报道“两会”
的时候，她也决定告别惯例，从采访自己家的小区居民入手。
可以说，看什么和看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柴静后继采
访的成功，有内心的驱动力，你才会穷根溯源，不辞辛苦。

其次是如何看。我觉得，柴静对于这些超出她经验和认识范
围之外的事情，从开始的好奇和预设答案到后期的仅仅只是
去理解和呈现，这个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早期柴静的问题，
其实是所有未经过生活摔打的理想主义者的通病;以理想横扫
一切，以道德审视一切;拒绝对复杂性的体认，追求捷径或一
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不讲逻辑，不追求精确性。说到底是



一种惰性，毕竟追求准确是一件耗时耗神的事情。所幸，柴
静迅速成长起来了，她越来越精准地界定了自己的角色，那
就是去理解，去呈现，不要预设答案，不要高高在上带着道
德优越感，不要自命正直(因为这只会带来冷酷)，不要爱惜
自己的羽毛而给自己很多“为民请命”的由头，不要为了感
动自己或别人而在涕泪交加中失去真相，这一切都没必要，
观众自会做是非对错的判断，要做的只是准确地呈现，按照
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去步步为营地呈现，就像一首歌唱
的“你是我的眼”就足够了，“你”不必成为“我”的心
和“我”的脑。进一步地，甚至可以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含的感
情”。这一切成长靠的是什么?是经验。就像她尊敬的钱刚说
的：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只有在长天大
地尽情摔打过，只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切身体会，你
才有足够的经验以及由经验升华出来的智慧和直觉去做最准
确的判断。也许这么说不够形象，还是用钱刚的话吧，他说：
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表面看来，柴静写的是一个新闻人的进阶之路，实际上，她
写的是一个人回归理性、回归生命不言自明的本真状态的过
程，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回归“寻常”，就像她的同事评
价她的那句“你就是平常说话”。无论是擦去失去表姐的痛
苦小男孩的眼泪，还是要求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亲不要喝酒
吸烟以准备再次怀孕，虽然看起来违背新闻人的职业准则，
但它是对一个正常人情感的回归。正是基于这种回归，她会
拥抱失去妻子的孤独走在奥运村的德国奥运冠军，她也会被
听到她忠言相告的陌生小男孩拥抱。无他，唯诚而已，一种
基于理解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真诚而已。这种理解不是刻
意的，而是真正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相似的，不同的
只是有些人的恶深藏了、抑制了，而有的人的恶却机缘巧合
迸发出来了(这就是我曾经为“相似的你我”这个网名深深激
赏的原因)，所以采访就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大家都有
病，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也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我们终
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我认为，所有的章节里，《无能的力量》是核心，读明白了
这一篇，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读完这一章只有两个感
受：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历经千辛万苦的思考、要遇到合适
的人读到合适的书才会形成的一些观念，在一个德国人卢安
克的世界里竟是如此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一个普普通通的
老外，他就自然而然地那样想，也那样做了，他们觉得寻常
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为何如此之难?看来，我们对于“寻
常”的理解，早就错位到一种离谱的程度了;第二，任何事情
都是共通的，就像新闻和教育。既不可为了印证自己想好的
主题去采访，也不要想象孩子应该怎么样就拿这个去“规
范”孩子的发展;新闻归根结底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性，教育
也是为了让人的心活得更生猛活泼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
“让心死去”。

现实有些残酷，中国的事情就像柴静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哪
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能怎么办?柴静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要么像钱刚说的“让问题浮出
水面，自会一步步解决”;要么像卢安克说的，不带着任何目
的去做事，不想着自己能改变什么，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但首先要做的是不屈服，不要像陈丹青说的那样从内心深
处“认了”，觉得事已至此，一切都是徒劳。柴静举出的例
子很多，美国民权之母帕克斯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中国
的胡适说“要独立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
别人”，而眼下她的采访对象、为一瓶矿泉水要发票的郝劲
松说：我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柴静是个决绝的人，人性的柔韧度似乎是她可望不
可即的，至少暂时是。她关心“弱势群体”和发自内心地羡
慕卢安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她渴望像卢安克一样思考和看
待问题，可那是另一种社会情境和价值体系下发生滋长出来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像卢安克说的：德国都已经完成
了，中国才刚刚开始。她还需要继续上路，修行，我们更应
该如此。



看见读后感篇六

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大海是那样壮阔，那样广阔，是那样令
人向往。它就像是人间仙境，有时波浪不惊。

海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是无边无际的、浩瀚，而又充满憧憬
的一个印象。并且每一个人都想去‘会见’一下海，而我也
不例外。海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和王家新作者一样的意义，
那就是信念和理想，成功的喜悦！

这事情，还要从我小学的深涯里说起。

在小学中，因为我的体育成绩还算可以，所以我被选做了体
尖。在小学6年级中，因为要去参加第23届学生锦标赛，所以
我们就天天去跑北山。那是大足的北山，老师要求我们上去
必须跑梯子，而下来就全是下坡就必须全速冲，最重要的是
在15分钟内必须跑完全程。先开始，我们基本上都是
在17、18分钟跑下来的。老师就要求我们重新跑，而且是重
新跑了几次。就是去了这天，我们大家就累得像一个落汤鸡
似的。就是去了这一次我们大家都不想去了，但不得不去。
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