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小圆读后感 读后感的写法及步骤(汇
总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汤小圆读后感篇一

感要多 读要少，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
“亮明观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
如果在第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
或个人经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二、要重视"读"

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础;"感"是"
读"的延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
感"。因此，要写读后感首先要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
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深
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三、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

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从
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的
启迪。以大家熟知的“滥竽充数”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南
郭先生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悟到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的
人早晚要"露馅"，认识到掌握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考虑
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者要
有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不能搞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水摸
鱼的人留下空子可钻;再要从管理体制的角度去思考，就可进



一步认识到齐宣王的"大锅饭"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为南郭
先生一类的人提供了饱食终日混日子的客观条件，从而联想
到改革开放以来，打破"铁饭碗"，废除大锅饭的必要性。

四、叙述作品不能用大量篇幅复述原文

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
来写。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
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
中心。

初中作文课中，除了写"读后感"外，老师还会要求同学们在
看完一部电影，电视片或参完某一展览后写"观后感"，观后
感的写法与读后感是一样的，只需在第一部分简述所观的内
容，然后引出观点，展开论述就可以了。

五、写景、物的读后感应该怎样写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
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
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
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
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
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
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
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
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
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
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
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
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
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
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
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5)简要地说明原文有关内容，重写有感，不要重点介绍，偏
离主题。

汤小圆读后感篇二

一、什么是读后感？

读完一本书，一篇文章或看完一部电视剧，听完一首歌以后，
它们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让
你感动，而且也让你想到很多很多自己听到的、看到的、经
历过的事情。阅读时，往往会由此及彼地联想到生活中的许
多人和事，从而产生颇多感触、联想和体会，这就是读后的
感觉，记录下这些感受的文章就是读后感。

二、怎样选书目？

选择你感兴趣的书文，有人喜欢选能从中明白一个道理或学
到文中人物的精神的文章；有人喜欢选写景状物的。

三、怎样定标题？

读后感的标题一般有正、副两个。正标题写明观点，副标题
写读的什么书。



读后感可简单归纳为三段法。

第一部分、由读而引出感。

这一部分就象一个帽子或引子一样，交待清楚读了什么书，
有什么感想。这一部分一般来说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出，不
要绕圈子。只要概括性说出感受就可以了。

第二部分、具体的感受过程。

我们读书看报看电影是视剧等都有一个过程，而我们的感受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接受的。这第二部分就是要说这
个过程。

写法应采用边叙边议的方法，叙就是叙述所看的书报电影电
视剧的感人的情节，议就是抒发我们的感受。要有层次有顺
序把感一步一步推向顶点。叙述是简述，抓住要点，不要照
抄原文。议论要真实得体，这样才能感人。这其实就是议论
文的论述部分。

第三部分、把感受落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感的目的就是要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要不感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部分就是要把感受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把感受落到实
处。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同书报电影电视剧感动
自己的人或事比较，找出差别，提出改进的方法或建议。这
其实就是议论文的结论部分。

读后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如果给它归类的话，大体应
分在议论文中。对于小学生来说，议论文太难了不必撑握，
读后感比议论文要简单的多。读后感就是在你读了一本书或
一篇文章后，写出你的感受来。

读后感例文（一）



这个假期，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读了《海底两万里》这部
小说。这部小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它告诉了我许多我在课
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作者在海底遨游，能看见许多珍贵的鱼
儿，又能经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我好羡慕作者。

阿龙纳斯被美国海军部部长邀请去寻找令人们不得安宁
的“独角鲸”。在船上认识了尼德；兰，并成了好朋友。他
们在一次次地追逐“独角鲸”，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捕捉
过程中却不幸与其仆人掉入水中，却意外游到了这只怪物的
脊背上。后来得知这只惊动一时的独角鲸原来是一艘构造奇
妙的潜水船。这潜水船是一位叫尼摩船长在大洋中的一座荒
岛上秘密建造的，其船身坚固，利用海洋发电。尼摩船长邀
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途经珊瑚岛、
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然后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稀罕的
海生动植物和水中奇异景象。最后，当潜水船到达挪威海岸
时，阿龙纳斯不辞而别，把他所有知道的海底秘密公之于世。

看完这一本书，我想到了一个充盈丰富的世界，一片浩瀚无
边的海洋，尼摩船长带着我们一起探索海底的奇妙。在这本
书里，我感受到了平时感受不到，想到了我们平时想象不到
的东西。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知道海底森林是能漫步的；可以知道在
海底是如何打猎的；可以知道尼摩船长是怎样制服鲨鱼的；
还可以了解到诺第留斯号是怎样冲破冰山的围攻脱离险境，
安然无恙地奔驰在危机四伏的海底的；这里能给你全新的感
受，体验到另类，刺激的人生。

读后感例文（二）

朱自清真不愧为二十世纪着名的散文家，他写这篇《匆匆》
时，才二十三岁，可他已是清华大学赫赫有名的才子了，正
值风华正茂。可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在白白地浪费时间，没有
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深感惋惜。他笔下的《匆匆》



就是他心灵的真实流露。

岁月不饶人，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把时间留住，所以，要想
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精彩，那我们只能从现在起抓住分分秒
秒，努力学习，撑握过硬的本领，将来为国家，为社会多做
一些有意义的事。也许只有这样，当我们老了的时候，才不
会后悔自己是在这世上白白走了一遭。

读后感例文（三）

最近，我读了《10只聪明的乌龟》这本书。书中有一只只随
机应变的聪明龟。每当遇到危险时，这些乌龟总会动脑筋，
想办法，化险为夷，保全自己的性命。

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乌龟、狼和狮子是朋友。它们已经好
几天找不到食物了，因此，它们决定联手捕杀一只羊。当它
们把羊逮住时，狼提议：“我来分肉。”狮子和乌龟同意了。

狼只分给乌龟和狮子一只羊腿，其余的都留给自己。狮子看
到自己只分到了这么一点儿，不服气，就一口咬死了狼。

狼被狮子咬死了。狮子让乌龟来分肉。乌龟不慌不忙地分。
它给自己只留了一只羊腿。对狮子说：“大哥，你个头大，
应该多吃点。我个子小，理应分得少。”狮子听了很高兴。

这时，旁边恰好有一只兔子路过。它看见了，不解地
问：“乌龟，你怎么这么傻，给自己分得这么一点儿？”乌
龟回答：“狼被狮子咬死了，如果不这么分，我的下场不也
和狼一样吗？”兔子暗暗称赞乌龟聪明。

就这样，狼死了。乌龟和狮子仍是朋友。()

我非常喜欢看《10只聪明的乌龟》这本书，但我更喜欢书中
那10只聪明的乌龟。



汤小圆读后感篇三

所谓“感”

可以是从书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书中
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读书而激发的决
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
的抨击、讽刺。读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
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
础上发感想。要写好有体验、有见解、有感情、有新意的读
后感，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读好原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了解，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果要读的是议论文，要弄清它
的论点(见解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
受到哪些启发，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
就要弄清它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以及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弄清
楚作品通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物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反映
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感情，作品的哪
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其次，排好感点

只要认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可以写成读后感的方面很多。
如对原文中心感受得深可以写成读后感，对原作其他内容感
受得深也可以写成读后感，对个别句子有感受也可以写成读
后感。总之，只要是原作品的内容，只要你对它有感受，都
可能写成读后感，你需要把你所知道的都表示出来，这样才
能写好读后感。



第三、选准感点

一篇文章，可以排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
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接着便是对这些众多的
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
对性最强、自己写来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
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

第四、叙述要简

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要叙述引
起“感”的那些事实，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一些事例。
一句话，读后感中少不了“叙”。但是它不同于记叙文
中“叙”的要求。记叙文中的“叙”讲究具体、形象、生动，
而读后感中的“叙”却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求“感人”，
只要求能引出事理。初学写读后感引述原文，一般毛病是叙
述不简要，实际上变成复述了。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还不能把
握所要引述部分的精神、要点，所以才简明不了。简明，不
是文字越少越好，简还要明。

第五，联想要注意形式

联想的形式有相同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同性)、相反
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反性)、相关联想(联想的事物之
间具有相关性)、相承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承性)、相
似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等多种。写读后感尤其
要注意相同联想与相似联想这两种联想形式的运用。

汤小圆读后感篇四

今天阅读：《》作者：____

好词集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优美语句：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精彩段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确认：

汤小圆读后感篇五

作者：黄春明

出版社：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

嘉言金句：

1、阳光仍然热得可以靠番薯，下车的旅客匆忙地穿过空地，
一下子就钻近货运公司这边的走廊。

2、他无意地把小胡子也摘下来，眼巴巴地站在那哩，那模样



就像不能说话的怪异人型。

内容大纲：

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是一位为了家中身计，努力打拚的
广告人。每每总要上妆在街头巷尾游走，总是以小丑般地面
貌与孩子玩耍的他是孩子最亲密的朋友。

一日孩子却因为看到陌生人，上妆前的他而嚎啕大哭，他无
奈的取出粉块涂抹上妆，这岂不是父亲最大的哀伤?也难怪妻
子说他是儿子大玩偶阿!!

我的阅读心得：

坤树是个个性冲动、口直心快却是认真打拚的男人，书中的
每个动作都将他表现得淋漓尽致。广告人在那小镇上是多么
独创一格的职业，所以他总能吸引到大家的目光。日复一日
的生活，早已令他感到厌烦，而那唯一能令他感到欣慰的莫
过于他的儿子-阿龙。每日顶着艳阳，供人们观赏，却搏得孩
子的欢喜、笑容、爱戴，对他来说，这就像雨过天晴的彩虹
般，是多么值得的?就连妻子无心的一句：“你是儿子的大玩
偶。”都令他的心头满载温暖，这也让我回想起爸妈为我们
做牛做马的背影，为了自己的子女任劳任怨无私的奉献。

乡下人总拙于表达自己的爱，但却爱德却真诚也最辛苦。坤
树与妻子之前，有一种不需言语，也能心灵相通的默契，虽
然小俩口总爱拌嘴，但却越吵越甜蜜。爱，不分型式，只要
能抵达心灵;爱，不分远近，只要能彼此感应。他们在彼此的
心中都占有最重量的地位，也懂得为对方的着想，这样的爱，
又岂是一般人能体会的?每一段爱情，都像是一颗种子，你只
有用关怀、呵护，才能尝到甜美的果实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