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追问小说读后感(大全8篇)
理想不仅是一种向往和追求，更是一种行动和实践。实现理
想需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让我们共
同来欣赏一些成功者的理想实现心得，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
启示。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一

《生命的追问》是由残疾人作家张海迪写的，共分五辑。

这本书首先讲了张海迪的童年，讲她小时侯做的各种事情，
比如她跟楼上的男孩谈话等。

后来，张海迪得病了，为了给她治病，她的爸爸妈妈带她去
了好多地方，张海迪接受了很多痛苦的治疗，可她却一点也
没哭，她坚强地面对一切。但是，当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治
愈、再也无法站起来的时候，却痛苦地哭了，无声无息地哭
了。

她又回到了自己原来居住的城市。之后，经常有女同学到她
家里来玩，大家一起聊天、做手工、谈学习，十分友善。

后来，张海迪搬到了农村，家里没有了电灯。父母和妹妹去
外面干活，而她只好留下来。开始，大家还不太适应。但几
天后，一切就回复平常，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因为
张海迪一家是从城里来的，有文化，所以村民们十分敬重他
们。一些村里的村民天天推着轮椅陪她走街穿巷，跟她聊聊
天，说说话。在这些话题之中，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
化与贫穷，因为她所住的尚楼村是一个贫困的地方。

后来，张海迪认识的乡亲越来越多，她又和一个叫月明的小
姑娘认识了。张海迪带着月明去了好多地方，让她见了大世
面，并让她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之后，张海迪又参加了比赛，去了美国、日本，认识了好多
朋友，学习了好多语言，并在日本认识了善良的弗卡次夫妇。

1995年，她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大会，跟别国的妇女进行了交
流，得到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读完了这本书，我觉得，残缺也是一种美；张海迪用自己的
坚毅和善良，写意着她的灿烂人生。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二

《无尽的追问》写的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老先生，讲述自己
从事核物理学研究的经历和故事。

王淦昌老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是中国核武
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
父”、“中国原子弹之父”。

读了《无尽的追问》这本书，王淦昌老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尤其是他热爱祖国、奋力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值得
我学习：

一是王淦昌老先生热爱祖国。他“从小就想做一个像岳飞那
样的人”，精忠报国，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1931
年“九一八”事变，当时有人劝他：“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的条件，何必回去
呢？”但他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
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
务。”1934年4月，他毅然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将他一生的
才智献给了祖国的核物理学研究事业。

二是王淦昌老先生在科学领域潜心钻研，勇攀科学高峰的精
神。在王淦昌老先生70年科研生涯中，他不畏艰辛、刻苦钻
研、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



如：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
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
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引起世界
的震惊。在1981年建成了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使我国的闪
光机进入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
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等等。

平日里，我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考试马虎，写完后不认真检
查，简单的题经常做错，错别字很多；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总喜欢把玩放在第一位，每次都是在妈妈的再三再四催促下
才把作业完成。今后，我要向王淦昌老先生那样，严格要求
自己，不随便乱花零钱，培养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三是王淦昌老先生谦虚好学的高尚品德。我应该向王淦昌老
先生那样，在学习中遇到问题和困难，要积极向别人请教，
不论他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要抱着向人家学习的态度。因为
一个人懂的知识太少，只有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才能够不
断学到新的东西。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三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对它的标题产生了兴趣，生命的
追问，到底是追问什么呢？直到现在，我对书中的那两句话
仍然记忆犹新:“假如我能站起来吻你，世界该有多美啊！"
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张海迪，这是一个勇敢
坚强地面队挫折，面队命运的人。她是山东济南人，5岁的时
候就因为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却凭着惊人的毅力，自学了
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
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外文资料和著作。她还自学了医学知识和
针灸技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在书中，我真实的感受到了残疾人的痛苦和作为一个作家发
自内心的激情。整本书中，透露了一个残疾人对爱的向往，
对大自然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对
命运的挑战。但是作者总是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事物，因此
文章中很少出现一些伤感的字眼。作者更多写的是当年随父
亲一起流放的那个小山村，村里一群热情的姑娘和一些淳朴
的乡民。当这群乡村少女围在作者轮椅旁亲切地叫着“玲玲
姐”，推着她去十八里铺的公社看电影，听她唱着苏联民歌
《红莓花儿开》时，那是一副多么感人的画面，充溢着浓浓
的乡土气息，真令人羡慕！

这深深地感染了我，她们的纯洁善良，她们的热情开朗，被
作者真实的描写出来。她们是一群快乐天使，带走无穷的忧
愁和病痛，与她们在一起，不仅能给作者带来无穷的生命力，
也传递给读者生活的乐观。

我感叹作者的顽强，更感叹她那惊人的毅力。我从她的经历
中，可以感受到她的痛苦，但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感到她的
任何抱怨和痛苦，我们能从她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她的真实感
情。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四

暑假，我读了一本书叫《生命的追问》。拿起这本书，我看
到封面上五个红色的大字十分显眼—生命的追问，右下角有
一个大眼睛，戴眼镜，长发飘飘，面带笑容的女子，她就是
这本书的作者和主人公——张海迪。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面
对挫折，面对命运的人。

张海迪是山东济南人，5岁的时候因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凭
着惊人的毅力，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英语，
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外文资料和着作。
她还自学了医学知识和针灸技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
察金”。



这本书中有几个句子使我深受感动“假如我能站起来吻你，
世界该多美啊！”“即使被痛苦的磨盘碾碎躯壳，还会留下
灵魂闪闪发光！”“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从这些
句子中，我感受到了一个残疾人对爱的向往，对生命的渴望，
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以及对命运的挑战。

双腿残疾的她，用她惊人的毅力，自学了那么多连正常人都
无法学会的东西，她的坚持不懈，她顽强的意志，让我敬佩。
身残志坚的她，没有对命运屈服，她乐观面对生活，以快乐
的心态，笑着度过每一天。难以想象，如果我的双腿残疾了，
我应该怎样坚持不懈的'学习，怎样笑着面对生活。作为身体
健全的我们，就更应该好好学习。我们还跟同学比吃比穿，
上课不认真，作业不细心，学习不努力，厌倦生活，我们和
身残志坚的张海迪相差太远了！从此以后，我要把“即使翅
膀断了，心也要飞翔！”这句话作为我的座右铭，让它激励
我，不怕困难，珍惜现在的一分一秒，以快乐的心态度过每
一天，好好学习，让张海迪成为我心中的榜样！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五

拿起书，我望着它。扉页上印着烁大的五个字“生命的追
问”。我对书中这样两句话仍记忆犹新：“假如我能站起来
吻你，世界该有多美啊！”“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
翔。”

这是一个勇敢坚强地面对挫折、面对命运的人。她是山东济
南人，5岁时因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却凭着惊人的毅力，自
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
界语，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外文资料和着作。她还自学了医学
知识和针灸技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她就
是这本书的作者――张海迪。

在书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残疾人的痛苦和作为一个作
家发自内心的激情。整本书中，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残疾人



对爱的向往，对大自然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事物
的憧憬，以及对命运的挑战。

作者总是以乐观的心态来对待事物，因此文章中很少出现苦
痛、酸楚、伤心等类字眼。作者更多描写的是当年随父亲一
起流放的那个小山村，村里一群热情的姑娘和一些淳朴的乡
民。当这群乡村少女围在作者轮椅旁亲昵地叫着“玲玲姐”，
推着她去十八里铺的公社看电影，听她唱着苏联民歌《红莓
花儿开》时，那是一幅何等质朴的画卷，充溢着浓浓的乡土
气息，令人陶醉呵！

这不仅深深地打动着作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她们的纯洁
善良，她们的热情开朗，在作者笔下一次次展现在我的眼前。
她们是一群快乐天使，带走无穷的忧愁和病痛，与她们共享
欢乐与青春，不仅给作者以无穷的生命力量，也传递给我们
健康的珍贵和生活的乐观。

我感叹于作者的坚韧，更感叹于她的博爱和惊人的毅力。我
从她的脸上，分明看出了病痛留给她的印记：我从她呈献给
我们的这本厚重的书本中，分明看见了她用激情热流融化了
自己心灵的痛苦后，以文字的永恒魅力所展示出来的她的心
灵美丽；我从她那没有知觉的躯体中，分明看到了那钢铁般的
“保尔・柯察金”；我从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中，分明看见
了生命的追问在大放异彩。生命是什么？是拼搏，是奉献！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六

那个姐姐的家庭是四分五裂的，爸爸妈妈都离婚了。原本一
个其乐融融的家庭都搞得冷冷清清的。所以她被领养到姑姑
那儿生活，但终究不是亲生的，不是很疼爱。在她的生命里
是没有爱的存在和意义。但她依然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老
师眼里的文艺委员。在她小的时侯常常想过“自杀”的念头。
最后好心的爸爸收留了她。在面临高考的时候，由于不及格
而服药解脱了世间的所有问题。



忽然间，我觉得她的生命真的没有意义吗?不，不是的。主要
是由于大姐姐接受不了这种刀割一样的困难，所以就上了天
堂。人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要坚强起来，振作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不能泄气，要一样
一样的克服。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七

《生命的追问》是由残疾人作家张海迪写的，共分五辑。

这本书首先讲了张海迪的童年，讲她小时侯做的各种事情，
比如她跟楼上的男孩谈话等。

后来，张海迪得病了，为了给她治病，她的爸爸妈妈带她去
了好多地方，张海迪接受了很多痛苦的治疗，可她却一点也
没哭，她坚强地面对一切。但是，当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治
愈、再也无法站起来的时候，却痛苦地哭了，无声无息地哭
了。

她又回到了自己原来居住的城市。之后，经常有女同学到她
家里来玩，大家一起聊天、做手工、谈学习，十分友善。

后来，张海迪搬到了农村，家里没有了电灯。父母和妹妹去
外面干活，而她只好留下来。开始，大家还不太适应。但几
天后，一切就回复平常，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因为
张海迪一家是从城里来的，有文化，所以村民们十分敬重他
们。一些村里的村民天天推着轮椅陪她走街穿巷，跟她聊聊
天，说说话。在这些话题之中，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
化与贫穷，因为她所住的尚楼村是一个贫困的地方。

后来，张海迪认识的乡亲越来越多，她又和一个叫月明的小
姑娘认识了。张海迪带着月明去了好多地方，让她见了大世
面，并让她懂得学习的重要性。



之后，张海迪又参加了比赛，去了美国、日本，认识了好多
朋友，学习了好多语言，并在日本认识了善良的弗卡次夫妇。

1995年，她参加了联合国妇女大会，跟别国的`妇女进行了交
流，得到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读完了这本书，我觉得，残缺也是一种美；张海迪用自己的
坚毅和善良，写意着她的灿烂人生。

追问小说读后感篇八

《生命的追问》读后感读《生命的追问》有感：珍爱生命

拿起书，我望着它，扉页上印着烁大的五个字“生命的追
问”。我对书中这样两句话仍记忆犹新：“假如我能站起来
吻你，世界该有多美啊!”“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这是一个勇敢坚强地面对挫折、面对命运的人。她是山东济
南人，5岁时因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却凭着惊人的毅力，自
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和世
界语，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外文资料和著作。她还自学了医学
知识和针灸技术，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她就
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主人公——张海迪。

在书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残疾人的痛苦和作为一个作
家发自内心的激情。整本书中，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残疾人
对爱的向往，对大自然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事物
的憧憬，以及对命运的挑战。

当这群乡村少女围在作者轮椅旁亲昵地叫着“玲玲姐”，推
着她去十八里铺的公社看电影，听她唱着苏联民歌《红莓花
儿开》时，那是一幅何等质朴的画卷，充溢着浓浓的乡土气
息，令人陶醉呵!



这不仅深深地打动着作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她们的纯洁
善良，她们的热情开朗，在作者笔下一次次展现在我的眼前。
她们是一群快乐天使，带走无穷的忧愁和病痛，与她们共享
欢乐与青春，不仅给作者以无穷的生命力量，也传递给我们
健康的珍贵和生活的乐观。

我感叹于作者的坚韧，更感叹于她的博爱和惊人的毅力。我
从她的脸上，分明看出了病痛留给她的印记：我从她呈献给
我们的这本厚重的书本中，分明看见了她用激情热流融化了
自己心灵的痛苦后，以文字的永恒魅力所展示出来的她的心
灵美丽;我从她那没有知觉的躯体中，分明看到了那钢铁般
的“保尔·柯察金”;我从她那坚强不屈的性格中，分明看见
了生命的追问在大放异彩。生命是什么?是拼搏，是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