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精彩读后感(优秀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
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精彩读后感篇一

《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响也是很深远
的，也是值得人们去好好学习的。它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
史中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以及宗教都采取了独立自主
的积极进取态度和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
形象。

大凡喜爱外国文学作品的女性，都喜欢读夏洛蒂的《简爱》。
如果我们认为夏洛蒂仅仅只为写这段缠绵的爱情而写《简
爱》。我想，错了。作者也是一位女性，生活在波动变化着
的英国19世纪中叶，那时思想有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而在
《简爱》里渗透最多的也就是这种思想——女性的独立意识。
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简爱的`独立，早已被扼杀在寄人篱下
的童年生活里；如果她没有那份独立，她早已和有妻女的罗
切斯特生活在一起，开始有金钱，有地位的新生活；如果她
没有那份纯洁，我们现在手中的《简爱》也不再是令人感动
的流泪的经典。所以，我开始去想，为什么《简爱》让我们
感动，爱不释手——就是她独立的性格，令人心动的人格魅
力。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仅这一步就能独立吗？我认为，不会
的。毕竟女性的独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一种彻底的勇气，就像简爱当年毅然离开罗切斯特一
样，需要“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豪迈和
胆量。我想，这应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也应该是走向独立



的决定性的一步。而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却把她倔强的性格，
独立的个性留给我们一个感动。所以她是成功的，幸福的女
性。

简爱已作为独立女性的经典，我希望阳光下，鲜花里有更多
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
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
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

精彩读后感篇二

二十世纪，六岁的小姑娘小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
里。

主人公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充满无知的。她
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的秀贞结下了长久的友情，三天两头的
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偷”写下承诺，还认真地听着“小
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妈，看见奶奶离去，英子伤心难
过。“惠安馆”、“骆驼队”、“兰姨娘”、“驴打
滚”、“爸爸的花”，每一章节都感人肺腑。不过，这些故
事的主角最终都离开了英子，他们的离去，让小英子坚强了、
长大了。

精彩读后感篇三

《草房子》这本书四年级就看过，当时只是略读一下。今年
暑假看了一遍曹文芳的《肩上的童年》后，不仅再想看一遍
曹文轩纪念父亲的《草房子》。

《草房子》这本书对自己感触很深，主要讲老校长和桑桑的
故事。老校长就是曹文轩的父亲，桑桑就是作者。这本书有
一段自己印象最深。

桑桑偷了爸爸最珍贵的东东----印章奖，把它撕了下来，折



成了一个个小飞机飞到河中飘走了。后来，爸爸知道了，老
校长无比无比的生气，气坏了。桑桑遭到一顿毒打，桑桑被
爸爸打的'无处可逃，逃到了床底下，又被爸爸拖出来打。后
来妈妈求情，爸爸才放过他。桑桑脖子肿了一个大包，夜里
呻吟着。第二天，桑桑就发高烧了，爸爸带着他东奔东跑，
跑到镇医院、跑到县医院、跑到省医院也没查出什么病。回
去后，爸爸瘦了很多，桑桑伤心死了。虽然自已差一点死了，
可是，他深深认为爸爸是自已气的，他暗地里伤心。

不管怎么说，父母都是爱自己们的，尽管自己们做了错事，
他们还是爱自己们的。前不久，自己和妈妈生气了，妈妈说：
“长辈说什么都要听，说对了要听，说错了，先听着，放在
心上。不要什么事都摆在脸上。”自己们不能让爸妈操心，
这样他们的白头发就少了，就会多活几年。

小朋友们，你们说呢？

精彩读后感篇四

故事书中提到一种猴面包树，一种不是小灌木，而是象教堂
那么大的大树，小王子读后感800字。书中说道“即便是带回
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这不禁让我感到很有
趣，所以对这种猴面包树产生了兴趣，于是一直在思考这本
书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书中也提到“一棵猴面包树苗，假如
你拔得太迟，就再也无法把这本书清除掉。这本书就会盘踞
整个星球。这本书的树根能把星球钻透，如果星球很小，而
猴面包树很多，这本书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这不
禁让我想到了我们身上的`那些恶习，一旦不即使改正，那么
这本书就会像猴面包树那样越来越致命！千万不要小看那些
小缺点，如果不纠正，迟早有一天这本书会像猴面包树那样
长成苍天大树！让我想到了那句古话“忽以恶小而为止，忽
以善小而不为。”

有一段故事让我很感动，当小王子看见那许许多多的玫瑰时，



他觉得很难过，觉得他的玫瑰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但是最
终小王子还是觉悟了，他觉得他的玫瑰是最美的最独特的，
因为那是他浇灌的。他放在花罩中的。他用屏风保护起来的。
他帮她除灭毛虫的。他倾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和沉默。因为
她是他的玫瑰。或许现在你是平凡，在芸芸众生中你是那么
的普通，但是绝对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些并不代表你的不重
要，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
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精彩读后感篇五

长期以来，人们一说起懒惰就深恶痛绝。其实，“懒”从某
种角度来说，既能成为一种创造的动力，也能提高生产的效
率。

犹太人汉弗特就是推崇这种“懒惰”哲学的人。他在加拿大
渥太华开设了一家豪华宾馆，处事甚为“懒惰”，凡是能吩
咐别人为他干的事，他绝不亲躬。宾馆业务虽然繁忙，他却
整天悠闲自在。年终时，他让宾馆分别评选出10名最勤快
和10名最“懒惰”的员工。汉弗特叫人把10名“懒惰”的员
工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些员工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老板肯定
会要我们滚蛋。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门，汉弗特就说
道：“恭喜各位被评为本宾馆最优秀的员工。”他们被弄得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着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的表情，汉
弗特招呼他们坐下后，笑着慢慢解释道：“据我观察，你们
的`‘懒’突出表现在总是一次就把餐具送到餐桌上，习惯于
一次就把客人的房间收拾干净，一次就把工作干完，讨厌多
走半步路，讨厌做第二次。因而在别人眼里你们整天闲着，
在偷懒。但依我看，最优秀的员工全无例外的都是‘懒汉’，
因为他们‘懒’得连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懒得去做。而勤快员
工的‘勤’，大多表现在他们整天忙忙碌碌，不在乎把力气
花在多余的动作上，做一件事不在乎往来多少趟，花多少时
间，这样能有效率吗？”



人正是懒得推磨，才发明了风车;懒得走路，才发明了汽车;
巧于懒惰的人，身上常常闪烁着创造的火花。

精彩读后感篇六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
后感头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精彩杨澜》读后感，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今天都很忙，晚上窝在沙发上看书。这几天浏览完了《精
彩杨澜》。这本书以第三人称讲述了杨澜从出生到现在的成
长经历。 对于杨澜，我本来的印象并不深刻，只觉得她是一
名很优秀的电视工作者。那天去书店买英语大辞典，在一楼
转悠的时候，偶然翻了一下，其中有一段话比较吸引我，就
买了下来。看完之后，很有感触。

一是：关于孩子的教育，让我思考改怎样教育孩子——虽然
我还不是家长。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家庭环境对于孩子一生都
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重要性。家庭
教育教会的是人生的态度、价值观、以及做事的方式，这些
是前提、根深蒂固，会跟着孩子一辈子；学校教育在中国更
多是教知识和技能。希望孩子身上具有哪些优点，首先应该
做到的是自己具有这些优点。因为父母是孩子模拟和学习的
标准。

杨澜的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亲是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从
小家庭环境的熏陶，父母良好的教育观念，奠定了杨澜优秀
的根基。杨澜父母对于杨澜的教育的思想：“希望她独立、
自强，能有健全的性格，快乐的成长就行了。不要强求她有
怎样的成就和造诣！”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刻：“成功的父母，不会要求孩子成功，因为他们深知成功
背后的辛苦；不成功的父母，希望孩子成功，因为他们想要
孩子带他们去完成心愿。”为人母的杨澜无疑也延续着这种



教育方式。她的睿智在孩子的教育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是：关于等待。书中讲：“等待是痛苦的，但是等待的过
程确是必须中，因为等待的过程中，你可以继续力
量。”““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 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杨澜都在等待中储蓄力量。在等待
的时候，要做的就是准备和耐心的等。

三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爱情总会不期而遇。相信在某个地
方总会有一个人在等待。

四是：关于气质和修养。我钦佩她的不卑不亢的做事方式。

五是：关于结果和过程。在学习中，终于过程比重结果更关
键。重过程，将过程做得完美，自然就会扎扎实实的做事，
必然会有满意的结果。而重结果，心态上比较急躁，如果做
得好，或许会达到理想的结果，如果做的不好，或许会失败，
给心里带来失衡。所以，学习、工作、感情，需要重视的是
过程。

精彩读后感篇七

周总理是世界上最多办公室的人，因为他每时每刻都在工作
着。

周总理他有四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卫生间。周总
理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工作。他不能让这段世界成为空白，所
以他进卫生间时，总要带上许多报纸和文件。周总理是多么
珍惜时间啊，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第二办公室”---餐桌。周总理在吃饭时也不离开工作。周
总理的工作月历上安排了各项工作，翻遍月历也找不到吃饭
的时间。周总理为了工作，就连一分一秒都不愿意失去。他
是多么的重视着工作呀！



“第四办公司”---床头。在周总理晚年生病后，在床头办公。
开始他把文件抱到床头上，背靠在床头，两腿弓着批阅文件。
这样是很累的，邓颖超看了心疼，就设计的一张小桌子，略
带倾斜。以后，周总理在床上办公就实用这张桌子了。这样
为工作而劳累的`总理，你们见过这样的总理了吗？他为了工
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他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真为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个好总理而感到骄傲！周总理，这
个名字是多么的可爱，是多么的令人喜爱呀！

我们应该学习周总理珍惜时间的好品质；我们还要把自己的
学习看作一份工作，一份重要的工作！

精彩读后感篇八

故事的主角是小男孩儿桑桑，他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桑桑调
皮、捣蛋、聪明、善良，但他有许多小伙伴；秃头的陆鹤、
朴实的陆小康、坚强的细马……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
桑桑。桑桑总喜欢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比如：他看到人
家捕鱼，就把家里的蚊帐拿来做网，结果当然是免不了受父
母的一顿责骂；他发现冰棒在棉衣里不断融化，就穿着棉衣
在校园里到处跑，看看是否有奇迹发生，结果引得同学们哈
哈大笑。每次看到这种事，我就由衷佩服桑桑的“另类”。

后来，在一次文艺演出活动中，陆鹤为了弥补他之前的过错，
扮演了秃头伪军连长的角色，结果演得非常好，博得满堂彩，
为学校、班级争了光。

当然，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角色，都很有个性。他
们让我明白了伙伴之间的友情和家人之间的亲情是弥足珍贵
的，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他人的帮助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奋进，活出自己的精彩，奏响情感
的主题曲。



精彩读后感篇九

“阳光总在风雨后……”读了《人生其实是精彩的》一文后，
我对这句歌词有了更深的理解。

《人生其实是精彩的》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充满哲理的小
故事：一个年轻人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便痛不欲生想
跳崖自杀。然而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快乐老者。老者在
他最绝望的时候，对他说了一番话，使他豁然开朗并重新燃
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老者问：“泥土和黄金谁更有价值呢？”读到这里，我想一
定是黄金更有价值了，可是那位老者却说：“如果给你一颗
种子，让你培育出一个生命，哪个更有价值呢？”我想了想，
种子虽然没有黄金那么贵重，但可以培育出一个生命，所以
就比黄金更有价值了！

是呀！在人生中，在生活与学习中，如果把坎坷与困难比作
调味品，你觉得它也是有滋有味的；如果把艰难比作一笔财
富，你会发现它会丰富我们的阅历，丰富我们的人生底蕴。
也许在历尽坎坷和艰难之后，我们就会变得更加沉稳，更加
坚强。

的确，这篇文章让我受益匪浅。我明白了：生活不可能一帆
风顺，正如文中所说：生活的风雨之后，悬挂在人生背景的
永远是幸福的彩虹！

精彩读后感篇十

《西游记》读后感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

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虎头蛇尾，我不禁惭愧自己当初为
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缺少的，只
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啊！因为我去
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那四本厚厚的名著，是每个自诩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必须
修读的。

我自然不能免俗，刀光剑影，勾心斗角，爱恨缠绵，都不适
合此时阅读，于是再次翻开了《西游记》，进入了光怪陆离
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这是一部所有人都爱读的经典大作，
每个人都能在解读它时获取不同的感受和启示。

有人喜欢它鲜明的人物个性;有人喜欢它瑰丽的整体形象;有
人喜欢它活泼诙谐的语言;有人干脆把它当作道德修养小说或
政治寓言。但在我看来，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游戏之
作”，是一个单纯的神话世界。我在读这本小说时常常有一
种共鸣感，想必这是我内心深处对于自由的欲望在呼喊吧！

《红楼梦》读后感

现代人仍能从灰飞烟灭中感受到强烈的力与美，同时我们不
得不承认，这种共鸣的感情中正夹杂着水中望月、雾里看花
的疏远与隔膜。

这个时代一多半的男人择偶时会选择薛宝钗，至于癫狂情痴
的怡红公子，失去他显赫的门第，他在一多半女人的眼里简
直就是一文不值。现代人的眼泪肯定越来越少，比过去至少
少一条黄河的水份。不知道这意味着情感的荒芜干旱还是精
神上的愉悦幸福。人们在情感上变得聪明多变，也更加蒙昧
狡猾。



他们经常处于言不由衷、情感与理智相悖离的状态，胸怀理
想但并不听从理想的召唤。

他们有七情六欲，但往往跟情感背道而驰。如果说古典情感
时代个人情爱的悲剧来自家族和社会，几无可调，但毕竟是
在前进着。作品力所能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为古典
情感史划下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句号。

读《水浒传》有感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
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
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
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
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欺凌，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
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
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一个
“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
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
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

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
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
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
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三国演义》读后感

可是在故事中也有“智不划谋，勇不当敌，文不拿笔，武不
动枪”的。像汉室刘禅，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心甘情
愿的把蜀国献出，最后竟然上演了让天下人耻笑的事情，乐
不思蜀。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能做出这样的时移俗易



的事情来呢？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

吕布，颜良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
计策，何必被曹操吊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
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
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
死无不目。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
居;吴，曾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
的性格。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童年》读后感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
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膝的
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
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做
“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
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我
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
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
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
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
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
让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还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开始
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
为了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