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名著读后感(汇总8篇)
向更有经验的人请示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思维方
式。在书面请示中，我们应该注意格式规范，用词得体，语
言得体，字迹清晰。请示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下面是一
些成功的请示案例，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名著读后感篇一

我又在图书馆中借阅了一本书三国演义！这本书讲述的是三
国时期魏、蜀、吴之间的战争，最终晋国夺取天下的故事。
这本书中刻画的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但书中令我有深刻的`感
受的只有几位。

首先是诸葛亮。他本是山中的一个隐士，后来经过刘备的真
诚邀请，才出山担任刘备的军师的。他出山后，一直为刘备
出谋划策，每次蜀国经典的战役都是经过他的指挥才会成功
的，比如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等。

第二是赵云，当年曹操带领百万大军袭来，他为了能保住刘
备的家人安全，不惜用他那强大的武器，单枪匹马，杀死曹
军数位猛将，几十位兵士，令曹操看了还不禁赞叹说：赵云
真是势不可挡呀！

第三是刘备，他从当年的桃园三结义就可以看出他的有情有
义，在之后的战斗中有看出他富有爱心，当年曹操打的他落
花流水，弃城败逃，而他在逃跑路上还关心著老百姓，让他
们与他一起走。刘备有一个缺点，也是他的优点重情义，在
关羽被东吴所杀时，不听劝告，导致进攻东吴时被火烧连营，
西蜀实力大衰，令日后的北伐都不能成功！

暑假重读这本书，令我明白了许多：只要取长补短，移多补
少，就能战胜一切的拦路虎！



名著读后感篇二

悲剧，总会催人泪下，确切地来说，它不止催人泪下，还有
使人惋惜的，常常被称作喜剧的反义词，悲剧并不局限于戏
剧中，现实中也有。不过，有的悲剧是伟大的——假期我读了
《伟大的悲剧》这本书感悟很多。

《伟大的悲剧》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夺取南极的斗争》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节选，本文是为纪念人类历最
早到达南极点的科学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等和英国人斯
科特等而写的。文题中的“伟大”是指探险队员在探险过程
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和精神的魅力；“悲剧”是指失败，死
亡的结局令人感到悲哀。

《伟大的悲剧》，给人以深深的震撼失败死亡的悲剧性结局
也更加震撼人心。书中主要写了斯科特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到
达南极点，却发现以阿蒙森为首的挪威人已在他们之前捷足
先登，只能失望而返。因为遇到重重困难，队员们在返程途
中相继悲壮地死去，最后得到安葬，英勇事迹将流传下去。
全文写出了探险队员们表现出的诚信，令人敬佩的绅士风度；
坚毅、执著，为科学事业献身的英雄气概；强烈的集体主义
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还有对家人深情的爱。

文中最打动我的一句是：“谁也不敢说一句阻拦他的话，也
没有一个人敢伸出手去向他握别。他们大家只是怀着敬畏的
心情感觉到：劳伦期·奥茨——这个英国皇家禁卫军的骑兵
上尉正像个英雄似的向死神走去。”奥茨在自己身受伤冻的
情况下还能为队员考虑，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从容走向死亡，
危急关头，他泰然决然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让人震撼。

“不幸是天才进步的阶梯，信徒的洗礼之水，弱者的无底深
渊。”我想，伟大绝不主要是成功者那些给人以震撼与启迪
的人，一样伟大！



名著读后感篇三

刚拿《风之王》，映入眼帘的是那书前用红色字体写的“学
会忠实与坚守，才华终能展现!送给所有想证明自己才华的孩
子!”

看了这几句话，我便被吸引住了，急忙打开书，囫囵吞枣地
读了起来。读完后，深受感动。我不由得被故事中的主
角——一匹有着高贵血统的阿拉伯马，还有那个虽然不会说
话，却有着正常人所无法比及的坚韧与毅力的小马童深深地
震撼着。这是一个身怀绝技者怀才不遇与忍辱负重的故事，
更是一个卧薪尝胆，有血液来证明自己血统的感人故事。故
事的主人公是一匹马，一匹拥有着高贵血统的葛多芬阿拉伯
马。命运使得它与哑巴男孩阿格巴更坚强，更努力地去证明
自己的高贵血统。在漫长的生存之旅中，在命运的一次次捉
弄下，在不屈的坚强中，以自己高贵不屈的血统重写了一张
永恒的血液证明书!出生在摩洛哥皇家马厩里的纯种阿拉伯小
马，出生后不几天，它的妈妈就死去了，在那个哑巴小马童
阿格巴悉心地照料下，才活了下来。

它身上的运命符纹，分别代表着吉兆与凶兆——胸部的麦穗
纹表示它将一生不幸;右后退上的白色斑点证明它长大后将是
椅披快如疾风的优秀赛马。皇家马厩的总管大人犹豫不决，
就暂时收起了架在小马脖子上的屠刀，留了它一条小命。阿
格巴为它取名为“闪”，也就是阿拉伯语“太阳”的意思。
闪健康地成长，它越长越强壮，在一次次的比赛中，赢得所
有的马儿。

因此，闪成了摩洛哥皇家马厩里的宠儿。命运的不幸开始
了——因为太优秀，它同阿格巴一起，被送到法国，作为摩
洛哥国王觐献给法国国王的礼物。出乎意料的是，因为船长
的贪心、他们在海上经历的种种磨难，闪并未被能进入法国
皇家马厩，而是当作一匹驽马被留了下来，为厨房运输蔬菜
和木材，而后用被卖进贼窝，在嘈杂的市井中颠沛流离。当



闪被一个乡村的车夫驾驶运送木材的时候，那是怎样的天气
啊，一个冷风刺骨、死气沉沉的深冬清晨，闪拉的木材比平
时还要多，在进入乡村旅馆时，闪必须从街道爬上一个越来
越陡的斜坡。

读到这儿，我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对于闪，曾经那是多么
骄傲的闪，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当我读到这儿，想：这回
他应该会倒地不起，两眼一闭，两腿一蹬，顺势咽下那口气，
结束自己在人间屈辱的旅程吧?可是，出呼我的意料，想以前
每一次一样，它都坚强地爬了起来，两眼饱含泪水，屈辱却
勇敢地站立着，直视远方，像是遥望某种冥冥旨意的下达，
更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得到自我的明证!最让我感动的
是“闪”和阿格巴在患难之中互相信赖的不离不弃，互相支
持的友情，使荒凉的威肯沼泽成了他俩的天堂。我多渴望自
己就是“闪”，还有一个像阿格巴那样每时每刻都在关怀着
我的朋友。最终，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用不屈的血统来证明
自己，用最后的荣耀来洗礼人们的记忆!

这种对信念的执着，让我泪水盈盈。在生活中，我们有这样
的信念吗?有过这样的执着吗?《风之王》这本书让我知道面
对困难和误解的时候，不要怨天尤人，要忍耐要坚持，只有
默默地努力让事实证明一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在我记忆
的心扉中，让我最难忘的是那件事……我是舞蹈队的同学。
初入舞蹈队时，我只是个无名鼠辈，做什么事都被老师安排
到最后面，虽然我脸上装着无所谓，心里却是在意的很。我
总想在老师和同学面前露一手，可机会总是不降临我，就像
闪和阿格巴一样无奈，只好在心中默默想象。于是，我下定
决心，一定要练出个样儿来!

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都在努力，不管是忍受多少疼痛。终
于有一次，我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在一次练下腰时，因为
我平时的刻苦练习，所以我很容易就抓住了脚，老师为此把
我当做榜样来赞誉，我的心甜甜的，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
受。打那次起，我就更刻苦了，常常是练得太长时间而晚上



疼得有睡醒过来。可是忍耐了，坚持了，总是有报答的——
那个学期老师将我评为了优秀学员!

现在，不管在哪个的舞蹈队，教过我的老师都有对我不少的
夸奖，我也更是尝到了努力的硕果。只要活着，就会找到证
明自己的机会。证明自己，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即使是命
运不公，也要抗争!逆境之中，更是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就
是这种对信念的执着，使我泪水盈盈!

名著读后感篇四

穿过花瓶的铅笔——读周晓枫散文集《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牐犛钗乃安在为三联版《追忆》所写的前言当中，他再次重
申essay与汉语散文的旁逸与重合，认为文学创作、学术与思
想，是可以也应该在散文的域界得到统一。这个观点已经
在90年代以始的汉语散文写作领域得到了部分实现，如果我
们再以此观点打量周晓枫的散文，就发现她不是那么“规
矩”的，她的言路就像是那双舞蹈在神话仙境的黄金靴，全
力逃离抽象理论的藩篱，向着感性的肉身化叙事拔足狂奔。
向上，低飞，飘拽的丝绦偶尔还被大地的荆棘抓住，因此没
有彻底蹈虚。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周晓枫的散文集《你的身体是
个仙境》，收入了21篇文章，平均篇幅每篇达1万字，显然，
这本被华丽主义的包装理念打造出来的散文集，不是为那些
心急火燎忙于奔走的人准备的。这本散文适合于气定神闲的
人，可以不慌不忙打理生活和深夜时光，对感觉世界里那些
陌生但充满不确定相遇的事件心向往之。如果是这样，那么
阅读周晓枫，就会成就一个并不平淡的传奇。

晓枫绵密而丰满的叙述，宛如为我们敞开了一条充满折返和
陡转的暗光长廊：那里烛光摇曳，弥漫着吊诡的燃烧味道；
一只臂膀刚刚从《聊斋志异》的芭蕉旁融化；树冠尽情吸吮
闪电；何首乌在叫喊；感觉的花朵内翻为绿叶；针尖上的天



使在练习如何尊崇天意又眷顾苍生……她游走于长廊的身影
粘住了往事，迅疾又被冲动插上了翅膀。因此她未必就在甬
道的尽头等候跋涉者的光临。人们不可以刻舟求剑的心态在
她的散文里寻找现实踪迹。

谈到现实性，这一点，既可能是周晓枫散文的一个焦点，甚
至可能是她刻意利用虚构来摆脱现实缠绕的一种技术策略。
这就是说，生活在一个超级大都市，阅读的皆是高人之相或
高人之作，她不得不把自己尚未被彻底格式化的感觉在物质
主义的步步紧逼下，完全摆渡到自然世界。她的身体、她的
头发、她的气息就是管道，在一次次面对虚拟出来的草原和
水面，她信马由缰，完成了她用散文的飞地而实现的自我救
赎。

从这个意义说，虚构就是周晓枫“私人的绳索”。虚构拉扯
起来的珠帘，尽管同样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物件，但立足点却
是纯粹的。使得生活中的她与参加蒙面舞会的女妖来了个移
形换位，在女妖披荆斩棘时，可怜的现实中人却像那个蹲在
一旁帮戏中人看守衣服的小女孩。虚构的叙事方式成为了磁
盘的修复程序，也成为人们阅读周晓枫获得飞翔之羽的兴味
所在。

沉迷于修辞并没有什么不好。当一个人努力接近于他说出的
一切之时，再去区分真实与虚构、平淡与繁复，似乎就显得
不对路了。就像周晓枫相信铅笔会穿过花瓶一样，如果你不
相信，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名著读后感篇五

以前，我读过很多书，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这部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海伦凯勒。

这本书主要写了海伦凯勒的一生，写了她奇迹般的生活。她
原来是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女孩，可是他在一二岁时的得了一



场恐怖的疾病，导致她失明、失聪和失语。

海伦凯勒七岁那一年，有一位叫安妮莎莉文的老师来到她的
身边，走进她的生活，引导她，教育她，并且教她识字。海
伦凯勒逐渐走出内心的黑暗，张卡了心灵的眼睛。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写道：“第一天，我要
看人，要看那些以仁爱和温柔陪伴我一生的人。首先，我想
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梅西夫人的面庞。
有视力的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成白天的动人
奇迹，我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太阳用光芒来唤醒沉睡地球
的万千宏伟景象。第三天，我将要在当前的'日常世界中度过，
到为生活奔忙的人们经常去的地方去。”

又一次莎莉文老师教海伦认识一个新单词“水”，而海伦
把“水”的单词和“杯”混为一谈，对莎莉文老师发了脾气，
把她手中的娃娃摔倒了地上。莎莉并没有因此而生气，而是
把海伦带到水龙头的旁边，并让水冲洗她的手，感受水的清
凉，莎莉把海伦的手窝在手心里，在手上拼写“水”的单词。
回到房间她想起了被她摔碎的娃娃，摸索着来到壁炉前，把
碎片拾了起来。她想把碎片拾起来，却怎么也拼不好。这时，
她眼睛中充满了泪水，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悔恨和
悲伤。

1890年的时候，她开始学习说话。他一直想发出单词“水”
的音，却每次把她发成“瓦”的声音。3月26日起，和莎拉富
勒小姐的学习，她第一次连贯的说出“天气很温暖”这个句
子时十分高兴，这激起了她对语言的兴趣。

我们是健康的人，可是在遇到困难和磨难时，为什么不能像
海伦凯勒那样坚强乐观的面对，去挑战呢？我们应该像海伦
凯勒学习勇敢，坚强，乐观地去面对各种困难。



名著读后感篇六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老少皆宜的作品。
其中充满了离奇，精彩的神话故事，每每读起《西游记》，
老是会情不自禁地溶入那精彩的情节之中。

《西游记》塑造了四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唐僧——诚心向佛、
顽固执着，孙悟空——正义大胆、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
猪八戒——贪财好色，但又不缺乏善心，沙僧——心地善良、
安于天命。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
也许作者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

俗话说：“妖为鬼域必成灾。”西行途中的妖魔，决不仅仅
是一般困难的化身，而大都是代表着一些危害人民、无恶不
作的封建黑暗势力，具有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过去
曾有人把妖魔指为“农民造反者”，而现在仍有人把妖魔美
化为“敢于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娇魔’”。这
些说法，实在很牵强。实际上，《西游记》里的妖魔都是一
些超越了常人的“特殊”阶层，他们与仙佛一样，是可以长
生的，是拥有法力的，而这里的所谓法力实际上就相当于现
实中的权力。所以与其将他们看做是“农民造反者”，更实
际的划分应该是将他们看做“神”这个大范围的一员，他们
其实就是“神”里面的蛀虫。不但不为民谋福利，而且时常
劳民伤财，大肆搜刮剥削。孙悟空，就是这些蛀虫们的克星。
他对付这些人从来都不手软，尽管许多时候并不被唐僧所理
解，他仍是义无返顾地将他们扫除。哪怕事后又被满天仙佛将
“妖魔”领了回去，甚至招致唐僧狠心驱逐，除害护航之心
全不曾改。

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已经有几十个，
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并且
他同妖怪斗争，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只要一听说妖怪扰乱
人间，就决不放过。收伏八戒之后，他就对引路的高才



说：“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还有谢你处哩。”第
六十七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喏
道：“承照顾了。”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你看他惹祸！
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很能说明悟空
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此外，作者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
赞扬孙悟空“专救人间灾害”，“与人间报不平之事”。在
通天河畔，他不仅救下了两个“祭赛”妖精的幼儿，而且除
灭了妖怪，免除了老百姓世代的灾害。比丘国、朱紫国等故
事，都是孙悟空主动进攻，为民除害。他每次捉住妖怪头子
之后，总要把小妖消灭干净，以免给百姓留下祸患。可见，
孙悟空已经脱离了专为自己斗争的性质，而是为了受苦受难
的老百姓、为了弱者而斗争。

孙悟空的形象实质不仅在于敢斗，更在于斗则必胜，故
为“斗战胜佛”。他取得斗争胜利有两个法宝：一是武艺高
强——这在大闹天宫中表现得尤为精彩；一是善于斗争，亦
即有勇有谋，斗智斗勇。他经常变成蚊子、苍蝇、蟭蟟、虫，
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如黄风怪）；或者根据蛛
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寻找相
应的对策（如黄袍怪）；有时他又化为妖精的丈夫或妻子去
欺骗妖精（如三调芭蕉扇）。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反置妖
怪于死地（如计盗紫金铃）。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
去的战术来制服妖精（如黄眉怪）。他机智灵活，随处设计，
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

最后，当取经事业完成之后，取经集团所有成员都修成了正
果。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所谓的“正果”应该只是一种
喻意，和佛教的教义并不完全一致。五人中，孙悟空成佛的
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如来给他的“政治鉴定”认为孙悟空成
佛是因为其“炼魔降怪有功”，可见他得成正果，完全是因为
“有功”，即完成了造福人类的事业，为人类群体做出了贡
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完成了伟大的事业，最终达到了造
福于人群的目标。



唐僧师徒4人在前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共遇到了九九八十一道
难关。这就好像我们成长道路上布满荆棘。最终，他们战胜
了难关，取得了胜利。“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用在他们
身上是再恰当不过。而我们，只要有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
决心，也会取得最终的成功。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学习。
学习就好像是要去取得真经。在学校里，有着形形色色的人。
有的像猪八戒，好吃懒做，做任何事情都马马虎虎，有的则
像沙僧，诚恳老实，踏踏实实。有的像孙悟空，活灵活现，
足智多谋。而唐僧则是心地善良，不愿气馁的人。若我们在
学习上能个个都是唐僧，孙悟空，沙僧，有对学习的信念，
那一定会取得成功。

名著读后感篇七

《西游记》主要故事是：孙悟空从石头蹦出来，因为大闹天
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要去西方取经的唐僧救了孙
悟空，然后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逐一出现。他们经历了
九十九百八十一种难，终于得到了真经，修成正果。

在《西游记》师徒四人中，我最喜欢孙悟空。七年来，他只
跟随他的师父和师兄弟读他不喜欢的经文。然而，他从未放
弃，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师父会教他真正的能力。他所要
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更加努力地付出。

这告诉我们，滴水穿石不是一日之功，不能急于求成，获得
成功的时间不是消耗在时间上，而是成功的磨练。一个真正
想要成功的人是不会在乎他到底付出了多少时间和努力，他
们在乎的是，磨练得越多，获得的真正能力就越强，成功的
大门就越近。

我们真的应该向孙悟空学习，学习他的勤奋，他的毅力，他
的脚踏实地，掌握技能，做一个栋梁之才，将来要为祖国做
出自己的贡献。



名著读后感篇八

歪歪路小学这本书特别有趣。里面写了各种各样奇怪的老师。
有的可以把人变成苹果；有的可以把人的声音吸走；有的老
师还把拉桶扣在学生的头上。真可怕！

他们最好的老师是朱尔斯老师！就她不会欺负学生，她最讨
厌的是死老鼠。她见到死老鼠就会把死老鼠踢出去。

在歪至路小学里是这样。比如我们现实老师是这样的，那我
们就惨了。被变成苹果吃掉就啥也看不见了。

我觉得歪歪路小学这本书是作者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就是作者
幻想的。

这本书有着"书香"带着我环游世界，书上留着世界的香。

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