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名著读后感(大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名著读后感篇一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做《草原上的小木屋》。
我十分爱看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劳拉一家人离开了威斯康星大森林，驾着
马车，经过重重困难，搬到了大草原上居住的故事。

他们一家人生活在碧绿的大草原上，虽然他们有吃有穿，可
是也时时存在着威胁与危险。但他们勇敢并且坚强：重新建
一个房子很幸苦，他们不怕；被狼群包围的危险，他们也不
怕；在草原上熊熊的大火，他们仍然不怕，而是谨慎的处理。
他们用他们的智慧与行动克服了种种困难，这种坚强地意志
深深地感动了我。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他们经历的是我们不能经历的。他们
在中途受到过伤害，可是他们却没有哭，也没有放弃，他们
选择了坚强。他们的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幸苦，但那个小木屋
里却充满了幸福。

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生活过得比他们幸福多了。我们每一天
都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有学习和朋友，住着
好看的房子，而他们却没有。

这一本书让我明白了无论遇到了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克服，
要有坚持到底的心，并且相信自我。



名著读后感篇二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我们最常
见到的一句陶行知的名言，陶行知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老
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老师如果只“教”或
只“教学”，这是把学生当作“容器”，被动地接受知识，
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也不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老师只有
“教学生学”，交给学生学习方法和钥匙，启发他们的思维，
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
宿”。“这是因为先生老师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
老师固然想将他的所有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老
师怎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讲，学生在学校里获得一种学习能力比学习知识本身更
重要。有了这种能力，即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他们
照样能获取知识。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非常快，过去那种在学校里十几年所学到
的知识毕业后受用一辈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教师要
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指导学生学会学习。“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学生只有不断地充电、加油、完善、更新才
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这也是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素质教育
的真正内涵。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陶
行知讲生活就是教育，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改造，杜威
“教育即生活”的本意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人的心
智，才能的不断增长和完善，教育是对学生经验的改造。”
而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是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
教育范围以内，这是极有力量的。”同时陶行知又认为“好
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是认真的生活，就是
认真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有选择地生活，选择生活就是
选择教育，不是把教育简单地生活化。任何生活都是教育，
但任何生活不都是我们理想的教育。只有“健康的生活”才
是我们健康的教育。



因此，以后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要积极创设情景，从学生
的兴趣出发，选择富有生活气息的内容进行教学，“寓教于
乐，情景创设”。在教学中大胆鼓励，积极引导，唤起学生
的参与意识，促使学生投入到教学中来。

“爱满天下”是陶行知先生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热爱每
一个学生”是先生的第一面大旗。在教学中，教师常忽视学
生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体验，至于学生愿不愿学，是否开心快
乐，不为教师所关心。无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教
学方法的采用上，都充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教育是人与人的交流，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互学。陶
行知先生说得好：“处处是创造之地，时时是创造之时，人
人是创造之人。”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相互平等尊重，教
育不只是教师把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更不是教师把做的道
理填鸭式地交给学生。新课标的实施，改变了以往的那种师
道尊严，新颖的师生关系正在形成。我在实践教学中，经常
进行师生互动，教师可以到学生中间，充当他们的一员。在
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唱独角戏的现象少了，与学生交流、沟
通、合作、互动的现象明显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正在凸现，
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名著读后感篇三

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作者笔下的当时的那些建筑，那些奢
华的象征权力的教堂，人们还不知道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
以及为了自己的愿望可以做什么事情，一切都假借神圣的宗
教，一切都假借神圣的教堂来展现，展现建筑家的审美观，
也就是个人的才华，或者展示自己的能力，我想那时的人们，
把人性深深地埋在一件神圣的宗教的外衣下面，典型的人物
就是副主教--克洛德。从那许多的错综复杂的毫无章法的建
筑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的内心是的压抑，狂躁，那
些像后春笋一般从地下冒出来的教堂的尖顶，正是人们扭曲
的灵魂在对着苍天做这无声的哀号!



教堂里面是那么的阴森恐怖，这让人联想到在宗教的遮拦下，
当时社会是怎样的肮脏和败坏，真善美的宗教和利用宗教制
造血腥事件，形成了强烈的感官刺激。通篇都是在这样的对
照下进行的，让人的深刻的体会出迷茫，困惑，和不安，如
果有一把利剑，你会尽你的全力去刺破那层蒙在社会上空的
阴云，那阴云是邪-恶的，你对它充满了愤怒和鄙视，就像书
里面的那些流浪汉们对待社会的疯狂的报复。可是你不能，
因为如果你想刺痛那些邪-恶，你就先要将代表着真善美的上
帝打-倒在地，那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还有比人丧失本性更
悲哀的么!

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几个人物，代表美丽善良的姑娘--斯梅
拉达。她不仅有迷人的外貌，更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灵，从
她对待那只山羊，救下那个落魄的诗人，对于伤害过自己的
卡齐莫多，送上的水和怜悯，对待情的牺牲，等，我们看到
她是美丽的，她的身上心灵上没有污垢，她是没有被污染的。
可是，这样的天使一样的姑娘，受到的是怎么样的对待呢?流
浪，在最肮脏的环境里面，被所谓的上流社会排斥和嘲讽，
被玩弄，被抛弃，被诬陷，被威胁，最后，作了彻底的牺牲。

书中描写了一个那样的社会，和在那个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人
物的状态，麻木的如那个弗比斯，最底层的如老鼠洞里的那
几个隐修女，疯狂的副主教，还有尽全力反抗的最丑陋的卡
齐莫多，副主教和卡齐莫多形成了人性上的鲜明对比，同样
爱上了美丽的姑娘，同样的遭到了拒绝，他们的爱都是那么
的热烈，那么的诚挚，可是，一个是占有，一个是奉献，已
占有为目的的，当目的无法达到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毁灭，
毁灭别人;以奉献为目的的，当无法奉献的时候，想到的也是
毁灭，毁灭自己。

名著读后感篇四

《小君》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杨志成。《小君》是一部真人
真事的小说。故事中的主角---宇航是一位疼爱妹妹的哥哥，



而妹妹小君则是懂事的女孩。故事中描述兄妹俩所经历的重
重困难，也勇于面对，互相扶持。

小君的成绩常常名落孙山，常被严肃的爸爸责骂，宇航教了
小君一个解忧的方法---把愿望和心事写在一张纸条上，再把
纸条放进玻璃瓶里，埋进土里十天，挖出来愿望就会实现了。

不幸的，小君患上了骨痛热症，不敌病魔去世了。宇航伤心
欲绝。一天无意间发现小君的日记，发现妹妹不喜欢自己哭，
于是忍着泪，等待着与妹妹的十年之约。

《小君》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而且还是真人真事，的确
值得一看!

名著读后感篇五

使我默然，这部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所蕴涵散发出的那种深
厚，浓郁的情感力量，真的很伟大。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阅
历不同，但是你会从《爱的教育》中，体会到曾经经历过的
那些类似的情感，可我们对此的态度行为可能不同，它让我
感动的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于爱的一些思索。

无论残疾、贫穷、富贵，亦或者是成绩差的。他——恩里科
都能与他们不分你我的玩耍，那么开心，那么快乐。所以，
他有这么多好朋友。或许我能找借口说：“他，一个4年纪的
学生，当然能这样，当他慢慢长大后，可就不一定咯!”真是
一个可笑的借口，在我4年纪时，我能如此做吗?或许，我又
能找出个借口说：“你瞧啊，他的爸爸妈妈是如何教育他的，
而我的父母呢。”呵，这更令我无地自容了，父母何时教我
这样要分阶级来交朋友了啊?”

奶奶的娘家在杭州偏远的一个村子里，我基本上每年只去一
次，从小到大也就没去过几次，在我的潜意识中，总有些瞧
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没见识的人，跟他们一点共同语言也



没有，每次去，我也就只会对他们叫几声，记得那年春节，
我正闲着很无聊，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走过来想和
我一起玩。

我心里其实是很想玩的，但一看那人，脸上被风刮的很干燥，
身上的新衣服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已经残不忍睹，这时，她的
形象在我心理早已大大打折了。理所当然，我拒绝了，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可不希望字成为这么脏西西的孩子。
她似乎很失望地走了。

曾经有人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纷纭的世界里，爱究竟
是什么?在我心中已有一个答案，然这却不是那唯一的答案，
就让我们将这个答案永远留在心中吧，让我们永远都记住这个
“爱”。

名著读后感篇六

暑假，爸爸给我买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这本书，
一开始我是被父母逼着看，到后来我一有空就主动翻阅，它
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喜欢这本书，不仅仅是书中的“大脑天宫”“三借芭蕉
扇”“偷吃人参果”“大战红孩儿”等精彩动人、引人入胜
的故事情结吸引了我;更重要的是，通过认真的阅读和父母的
讲解，我还懂得了一个大大的道理，那就是“不要只盯着别
人的缺点看”，人无完人，要宽容别人的缺点，发挥别人的
优点，通过团队合作最后才能取到“真经”。

“西天取经”四人组合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他
们特点鲜明，各有所长：唐僧理想信念异常坚定、认准目标
绝不放弃;孙悟空火眼金睛，降妖除魔本领;猪八戒性情开朗，
憨态可掬;沙僧忠厚诚实，任劳任怨，遵守纪律。

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他们各自的缺点也显而易见。



比如，唐僧顽固认死理，不分青红皂白，常常“错怪悟空”，
还把他气回花果山;孙悟空脾气特别急躁，好斗暴力，一下子就
“三打白骨精”，遇事总想“一棒子就解决”;猪八戒取经意
志最不坚定，一遇困难就退缩，经常将“分家当散伙，回高
老庄”挂在嘴边;沙僧总是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半点意
见，“我听师傅的，我听大师兄的”是口头禅。

师徒四人走到一起，恰恰组成了一个非常包容而又有活力的
团队，师傅把方向，大师兄冲锋开路，二师兄牵好白龙马，
沙师弟埋头挑担。虽然各有缺点，但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优点，
取长补短，才能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修成正果。

联想到我们可爱的班级，是由42位拥有不同性格和脾气的小
伙伴组成，同学们有的学习成绩不太好，但体育方面很突出;
有的不太遵守课堂纪律，但非常乐于助人。我们千万不要对
别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却抓住缺点和不足紧紧不放。我们更
应该对别人的优点多多点赞，对别人的缺点多多包容，这样
的话，我们的班级团队一定会越来越棒，我们自己也会受到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名著读后感篇七

《西游记》到现在已经看了一大半， 师徒四人经历的磨难也
不在少数， 不过给我印象（感触）最深的， 则是师徒从刚
开始到现在的巨大改变。

在四人中， 改变最大的非孙悟空莫属。 他是唐僧的大徒弟，
毕竟是个猴， 总有点野性。 开始时， 是见到妖精、坏人，
不等他说什么， 一下子就打了下去， 孙悟空是个妖怪， 他
认为打人不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经过唐僧不断的教化， 孙
悟空也越来越向“善”这个目标靠近。 就如七十六章里的，
悟空和象鼻怪作战时， 到最后还说“不要打伤它， 要不然
师傅看见又会说我”之类的。 什么使孙悟空有了这样大的改
变？ 有师傅的教导， 有师弟的帮助，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在



于自己，他不想改谁又能奈何。 “人最大的害怕， 是在于
我们的力量无边无际” 在这漫漫取经路上， 他保护了唐僧，
又何尝不是重塑了自己？ 如果孙悟空没有这些种下的因果，
那他现在应该还在花果山里， 红尘世中， 这样的孙悟空只
是一个候， 一个妖， 他永远不会认识自己，也不会成为后
来的“斗战圣佛”

唐僧自然也是书中比不可少的人物， 一切的起源都由他而生。
七年级上语文书上说他胆小， 小学课本里也说他胆小。 一
方面可能是衬托孙悟空的勇敢， 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刚开始， 唐僧一听妖怪就马上摔下来，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
刚出京城的人， 后面慢慢就能应对， 也没有之前的那么胆
小， （我记得哪一章还说不要把他【】死） 结交了很多友
人。 这些都是他的改变， 他的成长。 在别人都对他说“西
天取经太难了， 往东边去吧”的时候， 他并无退缩， 因为
他心中有信念。

别人都说孙悟空像雷公， 还身材矮小， 但他总是丑， 用处
可大着呢。 是呀， 唐僧， 大家的师傅精神支柱； 悟空，
机灵法力又高；八戒， 好吃懒做， 但关键时刻还是使得上
劲儿的； 沙僧， 虽然不似大师兄那般高强， 但老实， 总
能在调和大家， 在这部书中， 每一个人， 没一件事， 都
缺一不可， 缺一则不是一本完整的西游之路。

如来菩萨为什么要让他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如果说唐僧以
前在大唐读的经书只是了解的话， 那让他历经这么多难后，
取到了大乘经书时， 他则是懂得什么？ 懂得了他自己的真
理。 在生活中， 是否也有很多人像他们一样， 有的聪明，
有的老实， 有的憨厚， 有的善良。 有人曾跟我说“如果有
难易两条路， 选难的那条， 他带给你智慧和经历是在易的
那条所感受不到的。 ”许多人也是这样， 在自己曲曲折折
的人生中， 去发现， 去了解， 去探索， 去懂得。 也许他
们的外表并不出众， 但他们的心灵是美的。 有人问我， 什
么是美？ “美呀， 就是从知道到懂得。”



名著读后感篇八

我读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深有感触。

这是一本反映17世纪黑暗的'一本书，它主要讲了主人公堂吉
诃德迷上了骑士小说，幻想自己也是一个骑士。他废了三天
时间找到了祖上的盔甲，为一只很瘦的马起了一个响当当的
名字。也个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他开始了他的冒险，他在这一路上干了不少傻事，最后被一
个商人打个半死。他的令居路过那里就把他抬走了。他醒过
来又要去冒险，这回他还倒来了一个小助手，叫桑塔。他跟
他走的原因是让他当督查。

他们在这一路上碰到了许多事，如把风车当成巨人等。他们
遇上了两个那他们开玩笑爵士，让桑塔做督察，尽管他做的
很好，但是爵士万般折嚰。他们只好离开。

堂吉诃德的家人扛到了哼伤心，把他拉了回来。

名著读后感篇九

世界

作者开篇就说：“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
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 ” 在物质生活极为丰富而精神
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这部作品无不是一本很
好的精神食粮。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栖身”米开朗琪
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的“我哭泣，我痛苦，
我只是欲求真理”他们敢于正视黑暗现实，揭露社会腐朽，
渴望自由，主持正义的精神，赞美他们以造福人类为己任，
坚持真理和信仰，追求“真正的艺术”而受苦受难的钢铁般
的意志。



这三人中我最同情贝多芬，他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
坎坷，几乎作为一位音乐家所有的不幸都让他遇上了，暴力
粗鲁的父亲，痛苦的童年，16岁母亲逝世，父亲也经常酗酒，
不断地挥霍，从此贝多芬独自一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不幸
的爱情，凄凉的遭遇，通心的亲情奖贝多芬抛入了悲苦的深
渊。贝多芬在内心深处呐喊着，斗争着。他只有在音乐的世
界里寻找生命的快乐。逐渐的，他的听力越来越来差，他因
此变得越来越孤僻，性格也越来越怪异。然而他并没有向命
运低头，尽管他的生活依旧没有任何的改变，音乐没有给他
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他的生活依然那么的窘迫，疾病依然折
磨着他，他依然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可是苦难让他更加坚强，
他战胜了疾病的痛苦，战胜了世俗的庸俗，战胜了命运的悲
苦。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坚毅的品格，高尚的道德，还有他为
之终生奉献一切的精神圣坛——音乐。他说：“您要抛弃，
抛弃生活中的庸俗愈无聊，为了您的艺术——这个至高无上
的皇帝”。人生的低谷给他带来了创作的巅峰，在痛苦的生
活中他的意志并没有消沉，他在艺术世界中寻找快乐，发泄
自己的痛苦，倾诉自己遭遇。音乐是他最好的朋友默默的帮
他分担，然后它又把高亢激昂的旋律展现给世人，但是麻木
轻浮的人们却置之不理。是啊像他那样个性激昂，狂傲不羁
的天才是无法在轻佻浮华的城市立足的。

他的一生如同一个暴风雨的日子，而他则如海面上与暴风雨
搏斗而跌宕起伏的海燕，那样羸弱。但最终他还是胜利了，
什么胜利能和这场命运的胜利相比？这种灵魂的凯旋！令人
由衷的敬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经常想到的
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直面困难，下定决心一定要解
决。而贝多芬，因为脾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朋友，所
以，他面对困难，只能单枪匹马，奋力应战。虽然很孤独，
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气，再可
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最后，我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记住贝
多芬，并像贝多芬那样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