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小学生读后感 中小学生的读后
感(大全8篇)

导游词需要生动有趣，能够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导游词的结
构要清晰，可以采用时间顺序或主题顺序，使游客能够更好
地理解和记忆。这些导游词将带领您走进一个个精美绝伦的
景点，让您沉浸其中，感受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中小学生读后感篇一

从我们诞生的一刻起，从我们踏上人生旅途的一刻起，我们
开始选择。那些无穷的选择将会与你一起走向漫长的人生道
路。

就像追风筝的人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漂亮的风
筝，它有时是理想，有时是希望，有时也是人格。我们既然
选择了它，便要无悔地去追，追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判断
负责，否则，它将会成为终生的遗憾、悔过，即便是自责，
也无法弥补，只有加倍的去补偿，去赎罪。

背叛往往是一瞬间的决定，但救赎却是一条漫长的路。两者
之间通常会夹杂着一个词：后悔。因为过去的永远都是过去，
无论如何也无法挽救，所以后悔就是人心灵上的一种责怪。

当今社会，在追求进步，在追求人上人的同时，我们也会迷
茫，迷茫着四周，我们该去做什么?该如何面对不断的选择?
该怎样在选择中让自己的心灵无悔?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在
一瞬间的决定中已经决定了自我的命运，但在同时，一个小
小的转折也将再次改变命运，这是唯一一条能从背叛再次踏
上好人的路，也是唯一一个加以补偿的办法。但这种机遇并
不多，重要的是对自我选择的无悔。



中小学生读后感篇二

读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读书会上讨论先生生平，
发现今年是先生逝世的20周年。在此缅怀先生，今时今日能
读到先生的著作，于我于读书会的各位书友，都是一个不小
的收获。

少年的时候，《围城》风靡一时，看了电视剧，自己也寻来
《围城》一知半解的看上了几遍，至于看完悟出了什么，至
今回想起来，除了对几位主角情感纠葛记得一些，对作者有
趣的语言感兴趣一些，年少不更事的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
的感觉，也是当作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看完了罢了。

而二十多年后再读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杂记《写在人生边上》，
是抱着小学生谦卑、求知的心态，满怀着惊叹和敬仰的心情
读着。读完要写后感，实不敢妄论，只敢说像小学生写读书
后感一样，记录下自己的'心得和感受。因在先生深广的学问
面前，说我是个蓬头小儿，呀呀学语，也是毫不夸张的。

钱钟书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一代宗师，已经成为一个巨
大的文化象征，他的学问称之为：钱学。钱学博大精深，浩
如烟海，享誉海内外，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所以有人说，钱老的书难懂，不容易读。确实如此，没有深
厚功力的读者和学者是读不懂钱学的。但是难懂不代表着不
能读。从一只贝壳里可以听见大海的歌唱，一朵雪莲也可以
折射雪山的丰姿，管中窥豹也可见一斑。

就像钱老在他的《写在人生边上》的序里所说：世上有一种
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
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余光中也说：感性的纯读
者，主观的喜欢，享受作品技巧的效果，知其然并不一定知
其所以然，读书是一种精神上得到的新鲜的愉快。



于是乎，我们就安然的享受着读钱钟书先生的大作而带来的
愉快感受，而不去强求自己一定要知其然，且又知其所以然
了。

中小学生读后感篇三

三国里面我有很多我喜欢的人物，比如诸葛亮，他那手拿羽
扇的淡定模样在我看完书之后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对于一个军队来说，军师在里面的位置可谓是至关重要，而
我喜欢的诸葛先生是足矣胜任这个职位的，因为他不仅足智
多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是一个光明
磊落，为主鞠躬尽瘁的一个人。三国里有很多情节可以体现
这个人物形象特征，比如空城计，在城里士兵不足以对抗敌
军的时候，诸葛先生居然想出了这样妙计，让敌军心生怀疑，
举棋不定，最后为后方的士兵赢得时间，不得不赞叹一
句：“妙啊!妙”，心中不由得烧起了对他敬佩的熊熊烈火。

当然三国里面除了诸葛先生，也有其他很多优秀的人，比如：
神勇无比的赵云，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诡诈多疑的曹操，粗
中有细的张飞，情深义重的关羽，以及谦逊亲民的刘备。

曹操，我却不太喜欢。尤其是他为了自己的面子杀了杨修、
孔融、华佗。尤其是华佗的被杀，使我国失去了非常宝贵的
医疗技术。我也不太喜欢张飞，虽然他很重义气，而且还粗
中有细，但他性情爆燥、喜欢酗酒，而且还经常打骂士兵，
最后也因此脑袋搬家。

群雄纷争，逐鹿中原，充满豪迈，也造就了英雄。但老百姓
却因战争生活朝不保夕，使我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和平幸福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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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读后感篇四

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也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她强
调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
的基石。书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为富
豪子弟达西所热爱。达西不顾门第和财富的差距，向她求婚，
却遭到拒绝。伊丽莎白对他的误会和偏见是一个原因，但主
要的是她讨厌他的傲慢。这是伊丽莎白这一人物形象的进步
意义。

《傲慢与偏见》通篇是伊丽莎白幽默的俏皮话，可是这种强
颜欢笑下，隐藏的却是那一时代人们无尽的`苦恼、不满、遗
恨。或许不幸太多了，变成了麻木。可是令人羡慕、认可
的“幸福”背后，堆砌着的又是什么呢?是金钱、麻木、泪水、
悔恨、遗憾，或许更多更多，但唯一没有的便是真爱，弥足
的真爱。

当我读完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为伊丽莎白和达西最终美满的
结为伉俪而感到欣慰和满足。是的，是因为他们有傲慢，有
偏见，才会有这一切的波折。伊丽莎白是个热情、活泼、却
又不乏纯真的乡村少女形象。他不懂得勾心斗角，不懂得如
何区分真实或是虚假，因而偏见在她心中产生。



达西是一位上流社会的贵族，如此锋芒毕露的显赫地位，怎
会使他不在心中拧成一份傲气?是的，他傲慢正因为如此，才
让人们忽略了他身材魁伟，眉清目秀，举止高雅，一表人才
的形象，任凭他财产再多，人们也只会认为他自高自大，目
中无人，不好逢迎一样。伊丽莎白也只因为对达西的偏见，
而使她清新了威克姆对达西人品的贬低之言。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代表作。这部社会风情画式的小
说不仅在当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至今日，仍给读者以独
特的艺术享受。

中小学生读后感篇五

我喜欢沈从文这个名字，也喜欢沈从文写的《边城》。

在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一个用人性描绘起来的瑰丽而温馨的
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
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
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相
亲相爱、互帮互助；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
突，小说的结局是悲的，可是不是险恶奸邪所为。

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
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
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
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
形式。

读着它的时候，心是宁静的，灵魂是清澈的，感动的心是真
切的痛，却又是饱含着最深的向往。在这个生活节奏极快，
思想剧烈碰撞的年代，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脆
弱，爱情，缺少婉转；相亲相爱，也带着目的，抱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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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读后感篇六

作者：施耐庵（12―1370年），《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
具有争议，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
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
说，宋人说等。

作者：罗贯中（约1330年―约14），名本、才本，字贯中，
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作家，戏曲家。罗贯中生于元末社
会**之时，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同于流俗，曾参与反元
的起义斗争。明朝建立之后，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著有小说
《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
妆楼》《三国演义》，施耐庵合著《水浒传》，另著有剧本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
虎子》。

作者：吴承恩（15-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中国明
代杰出的小说家。他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
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
多慧，博极群书，为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
才补上“岁贡生”，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
年因家贫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
辞官，贫老以终。

作者：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
又号芹溪、芹圃。清代小说家、诗人、画家。曹雪芹早年在
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
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
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
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
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
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
伟大作品――《红楼梦》。



中小学生读后感篇七

介绍：《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
《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加亮（吴用）、晁盖等36
人起义造反的故事，成为《水浒传》的蓝本。

金圣叹所评“第五才浒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古白话文写成的歌颂农民
起义的长篇章回体版块结构小说，以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为主
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生动故
事，暴露了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揭露了当时尖
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由于《水浒传》版本众多，流传甚广，其中也出现不同的故
事，可大体分为“文简事繁本”和“文繁事简本”两个系统，
“文繁事简本”较为细致，也流传最广，主要分为七十回本
（无聚义后情节），一百回本（招安后，有征辽、征方腊等
情节）和一百二十回本（在一百回本基础上增加征田虎、征
王庆情节）。其中一百二十回本也被称为《水浒全传》，是
水浒故事最完整的一个本。

介绍：《三国演义》是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
寿的《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
和裴松之注的史料，以及作者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写成。
现所见刊本以明嘉靖本最早，分24卷，240则。清初毛宗岗父
子又做了一些修改，并成为现在最常见的120回本。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黄巾兵起义，结束于司马氏灭吴开晋，
以描写战争为主，反映了魏、蜀汉、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
政治和军事斗争，展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
年的历史风云，并成功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介绍：西游记以民间传说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及杂剧
（元末明初杨讷作）基础上创作而成。

《西游记》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有大闹天宫等故事。此
后写孙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除妖降魔、战胜困难的故
事。书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等形象刻画生动，规
模宏大，结构完整，并且《西游记》富有浓厚的佛教色彩，
其隐含意义非常深远，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可以从佛、道、
俗等多个角度欣赏，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
作品。

《西游记》在明代刚出现时曾被列为禁书，因为书中充满了
崇佛抑道的思想，与当时的明朝皇帝所信奉的道教思想有冲
突。

介绍：《红楼梦》是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早期仅有前八十
回抄本流传，八十回后部分未完成且原稿佚失。原名《脂砚
斋重评石头记》。程伟元邀请高鹗协同整理出版百二十回全
本，定名《红楼梦》。亦有版本作《金玉缘》。

《红楼梦》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虚构朝代的封建大家庭中的
人事物，其中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之间的感情
纠葛为主线通过对一些日常事件的描述体现了在贾府的大观
园中以金陵十二钗为主体的众女子的爱恨情愁。而在这同时
又从贾府由富贵堂皇走向没落衰败的次线反映了一个大家族
的没落历程和这个看似华丽的家族的丑陋的内在。

《红楼梦》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上层贵族社
会为中心，极其真实地，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
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充分运用了书法，绘画，诗词，
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
部社会人生悲剧。



中小学生读后感篇八

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
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
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
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
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
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
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
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
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
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
袁术之间的战争。

《三国演义》是我百读不厌的一本书，不同的时期读它，有
着不同的感受。

打，一个愿挨。”、“肚子在唱空城计。”……的含义。

在小学高年级，再读原著《三国演义》，它在我心中已是一
本饱含人生哲理，有着非凡意义的鸿篇巨作。对里面的人物
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我最崇拜的诸葛亮，从火烧新野，
骂死王朗、空城计、妙锦斩魏延中显示出他的非凡才智。可
他也并非神仙，如他让马谡去守街亭，导致丢失了街亭、柳
列城两个军事重镇，一出祁山失败，自己也被降职。料事如
神的诸葛亮尚且如此，更何况我等凡夫俗子。所以我们没有
理由苛求别人和自己不犯错误，不应该因为别人的一点过失



而横加指责，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一次考试的失利而灰心气
馁，更不应该为自己取得的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人无完人，
我们身上也一定存在着需要充实改进的地方。

而我喜爱的三国猛将张飞，长坡桥单骑救主，智夺瓦口，义
释严颜，可谓功不可没，只可惜关羽一死，便失去理智，不
务正业，无故鞭打士兵，导致自己被手下两名小将刺杀，还
陪上了黄忠、刘备和蜀国七十五万大军的性命，使蜀国状况
一落千丈。相反，魏国名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辱骂置之不理，
态度乐观，使一代奇才诸葛亮无计可使，以病死五丈原为告
终。可见当遇见悲伤、痛苦、气愤的事情时，应该理智地控
制情绪，用乐观的态度去战胜它，如果意气用事，后果将不
堪设想。

随着我的成长，每次研读《三国演义》都有不同感受，《三
国演义》真是伴我成长的一本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