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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是一种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它可以让
我们更加关注他人的需求。如何有效地筹集善款，确保公益
项目的实施？这些公益项目的范文展示了公益事业的多样性
和创新性，值得大家了解。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一

引导语：我们应该向海伦凯勒学习，因为我们自身条件已经
比别人好了，所以要更加努力，接下来小编给你们带来小学
作文《海伦凯勒》读后感100字，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帮助。

本学期，我们学习了《海伦凯勒》这篇文章，深深的打动了
我，使我受益匪浅。

海伦是一个盲、聋、哑人，但她是怎样学会说话、阅读和算
数的?读了下面的内容，我深深地被震惊了。

她努力的练习、练习、再练习说话，而我们是怎么也体会不
到她的不容易，她凭着触觉去判断沙利文老师嘴唇、喉咙在
发声时的变化，我们老师也让我们回家体验过，但，我们单
单凭这两点是不可能知道家人在说什么，只有小心地把耳塞
悄悄地拿下一点，隐隐约约的听到一点声音，当然，这是犯
规的!而海伦，她用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聪慧的头脑完成了这
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并且学会了阅读、书写和算数，这是多么
的艰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仔细想想，我们有海伦那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吗?

我们拥有的是那么多，却不知去珍惜!



我们的人生道路还很长，但不允许被蹉跎;我们能看到的还很
多，但不允许被忽略;我们能听到的东西还很多，但不许被跳
过。不然，一切就真的只剩下一瞬间了!熟悉的东西经常容易
被忽略，如果我们都能像海伦海伦。凯勒一样，那生活中美
好的东西该有何其多呀!

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
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
月的弱女子，竟靠着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震撼了全世界!——
她就是海伦凯勒。

1880年，一个平凡的小女孩海伦凯勒出生了，在她只有19个
月大的时候，一场大病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天哪!谁能想
到当时她才是一个一岁半的娃娃呀!从此，海伦的生活永远变
得寂静黑暗……这时，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
身边，给了海伦希望。海伦也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顽强的
毅力学会了阅读、书写、算术等，并考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
的哈佛大学。她一生写了14部着作，被美国《时代周刊》评
选为“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大学毕业后，海伦用
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
人造福。她这种精神永远留在世人心中。

轻轻合上书本，我脑海中也浮现出一件我战胜困难的事。

小时候，我不喜欢体育锻炼，但我喜欢看人家跳绳。那一个
个娴熟的身影，那一个个纤柔的动作，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
中浮荡，我突然生出非常想学的念头。第一次拿绳，我不知
如何摆弄。绳子像有心和我作对似的，一点也不听我的话。
我害怕了，甚至不敢面对。难道我真的要放弃?我想起了海伦
凯勒，她是多么顽强呀!而我面对一根小小的绳，却想退缩。
不行!我不能放弃!我振作了。我照着别人跳绳的样子，做着
慢动作，绊倒了，爬起来，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终于使我成功
了。



也许，海伦凯勒只是身体上的弱者，但她的精神绝对是个强
者。她让我学会了如何战胜风雨;同时，也让我们要去关爱身
边的残疾人，只要爱与温暖永存，那么世界上的生命都会如
彩虹般绚烂夺目!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马克吐温曾说
过：“十九世纪有两奇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没错，她就是《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的作者。

这本书主要写了海伦凯勒的一生，写了她的奇迹般的生活，
她遇到的不幸，她的不屈不饶、坚强、奋斗、乐观和勇气还
有她的爱心都是我所感动的原因。海伦凯勒原本也是个健康
可爱聪明的小女孩，可是在她19个月的时候一场恐怖的急病
降临在了小小的海伦凯勒身上，导致了她失明、失聪和失语。

原本可爱又活泼的小海伦凯勒不见了，取代而来的是暴躁、
任性和孤独的她。直到她七岁那一年，海伦凯勒的爱心与耐
心接近绝迹的时候，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莎莉文老
师引导她，教育她，教她识字。

海伦凯勒渐渐走出了内心的黑暗，张开了心灵的眼睛，从此
开始了她注定不平凡，奇迹的生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写道：“第一天：我要
透过“灵魂之窗”看到那些鼓励我生活下去的善良、温厚与
心怀感动的人们。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去看黑夜变成
白昼的动人奇迹。我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壮丽的曙光全景，
与此同时，太阳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第三天，我将在当前
的日常世界是中度过，到为生活而奔忙的人们经常去的地方，
去体验的他们的快乐、忧伤、感动与善良。”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二

美国盲聋学校有位女学者，名为海伦.凯勒。她双目失明，又
失去听力，可是她却凭着超强毅力，学会讲话，学会了五种
语言以及文字，为人类作出了许多巨大贡献，深受各国人民
的爱戴与赞扬，她闻名各地的着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永
远在人与人之间飘荡，广为流传。

一个盲聋人士，为何可以取得如此大成绩?如果海伦.凯勒当
初屈服于不幸之中的命运，那么，她将成为一个可怜而无知
的人，这时是何等的浪费。一个将成为闻名遐迩的人才就等
于一个自痴，那是何等的残忍;一位著名作家的着作将接受天
帝的撕灭，多么浪费。然而，她没有向命运低头，采用惊人
的毅力，顽强的精神走完了自己光彩而有趣的人生之路，成
为一个知识广博、受人尊敬而重视的人。

这时，我深刻认识到：一个人能否取得成训，不在于条件好
坏，而在于有没有奋斗精神。平日里，有某人总以条件差，
困难多作为不能取得成功地理由。但是，与海伦.凯勒相比，
这些条件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呀!一个人只要胸怀远大，并为
这个志向、目标去不懈努力，为受客观条件束缚，胸有成竹
地去获得成功。

我深深感谢海伦.凯勒，因为是的她事迹影响了我，让我获得
人生巨大的宝藏--奋斗!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三

如果，我们付出小海伦的千分之一，也不至于学不好英语呀！
读了他自转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更惊叹不已，因为她
一个盲聋哑人竟能写出如此好的文章，我不相信，可事实就
是如此写到这儿，我更加惭愧了。一个残疾人有那么大的作
为，而我身为正常人却没有那么大的作为。在这里，我想对
小海伦说：“你在精神上是一个健全者，你虽然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可你却比头脑发达四肢健全的人都要刻苦、努力。
认识了海伦，我更加要好好的反醒自己：遇到困难，遇到挫
折，我会胆怯，没有勇气继续前进，没有“在哪里跌倒就在
那里站起来”的精神。今天，读了这篇课文，我明白了人类
所有财富中最宝贵的精神，那就是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些人，
虽然身体是残疾的，但他们却是精神上的健全者；有些人，
虽然身体是健全的，但他们的精神的是残缺的。今后我不仅
要做一个身体上的健全者，还要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全者！我
还要学习海伦凯勒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四

我读过许多书，但最令我难忘的就是那本《海伦凯勒》了。

海伦凯勒在小时候生了场大病，因此失去了视觉和听力，从
此她与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隔绝了，这个的幼小生命不知道
如何排谴与世隔绝的孤独感，于是她变得古怪、粗暴、无礼。
直到安妮莎莉文老师来到了她的身边。莎莉文老师教会她认
字，才使她张开了心灵的眼睛，得以与人沟通。一接触到了
知识，孤独的海伦凯勒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铺就一条通向光
明之路。

当海伦凯勒感悟到“水”--这个她所认识的`第一个字后，便
开始了对知识、对世界强烈的渴求，开始了迫不及待地认字、
阅读，像一块海绵不断地从生命本身汲取知识。对知识的渴
求，使她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单调和枯燥中竟然学会了德语、
拉丁语、法语等多国语言，阅读了多部文学和哲学名著，汲
取着那些伟人和智者的思想精髓。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更
应该不畏艰辛，去追求知识，去充实生命、去享受生活!

海伦凯勒的一生，是生活在黑暗中，但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
有益于社会的人。不管浪有多么的凶猛，我们都要拉紧风帆
一直驶到成功彼岸;不管遇到的事情有的多么困难，我们都要
凭着毅力一直走到成功的终点。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记叙了美国盲聋作家海伦凯勒的一生。海伦一岁半时
就因病丧失了视觉和听力，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噩运，但莎莉文老师用她无私的爱，让海伦学会了“说话”，
并掌握了五种文字；二十四岁时，海伦更加以优等成绩毕业
于哈佛大学。此后，她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为世界盲人、聋
人谋利益的事业中。

看了这篇文章，我真的无法相信一个盲聋人能取得比正常人
还好的成绩。海伦的命运是凄惨不幸的，她完全可以屈服于
这种不幸的命运，依靠他人和社会怜悯而存活下来，成为一
个可怜愚昧的寄生者，人们也只会报以同情而不是责难。然
而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她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走
完了人生的道路，并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档为doc格式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六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不幸的小海伦遇到了家庭教师安妮﹒沙利
文，是沙利文老师让海伦学会了阅读、书写和算术，学会了
用手指“说话”，让海伦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学到这
里，我又为海伦感到高兴，更被海伦坚强不屈的精神所感染。
海伦如饥似渴地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20_年海伦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大学，1920_年大学毕业。

海伦在一生中完成了14部著作。《我生活的故事》、《石墙
之歌》、《走出黑暗》等都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海伦还
把她的一生献给了福利和教育事业，赢得了世界舆论的赞扬，
联合国曾发起向“海伦﹒凯勒”学习的世界运动。

是呀，我们的确要向海伦学习，学习她那种不屈不挠的奋斗
精神，她并没有因小时候耳聋、眼瞎而退缩，而是勇敢的向



前进。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我们要做生活的勇敢
者。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七

春天是波光粼粼的湖水，清澈透亮；夏天是荷花在池中舞动，
秋天是坚贞不屈的菊花在风中挺立；冬天是我们在快乐的玩
耍，堆雪人。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事，可对于双
目失明的人来说，要看见这一切，简直比登天还要难！海伦
凯乐是这本书的作者。她四岁时因一场重病而双目失明，但
她的老师莎莉还是教她学习，买来凸起的字来教她，就这样，
海伦凯乐学会了读书。后来，她许下了一个心愿：给她三天
光明。这个愿望，突出了海伦凯乐的内心世界并不黑暗，而
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读完了这本书，我非常崇敬海伦凯乐。她是个盲人，可是她
还是坚持学习。她虽然失明了，但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
她是用自己的心感受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这让我想到我们
身边的许多盲人。海伦凯乐也是盲人，可为什么她能活的快
乐、多彩？因为她乐观，她坚强，不被突如其来的黑暗下倒。
难道不是吗？一个人，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多大的困难都
能克服，不论你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

我同时也深感惭愧。她是个盲人，可是她还是坚持学习。看
看她，比比我，我一下子变成了一只沙小的蚂蚁，她小时侯
就出版了一部小说。我呢？一事没成。当然，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
缤纷世界。生命是有限的，但我们却可以让有限的生命创造
出无限的价值。让我们行动吧！去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
界！

海伦凯勒读后感篇八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里，我坐房间里，看着一本令人们



感动的书《海伦·凯勒》。

这一本书主要介绍了小海伦因大病一场后使她双目失明，双
耳失聪。面对这样的她，小海伦非常难过，可就在这危急关
头，出现了一个人物来帮助小海伦。

原来是她的家庭老师安妮。沙利文来教她摸盲文，在沙利文
的帮助下，小海伦心中充满了喜悦。我记得有一次她们经过
水井房时，沙利文老师又教了海伦一个“水”字，海伦顿时
就开心起来，海伦经过多天的学习，又学会了拼写“泥土”、
“种子”等等的许多单词。海伦努力地去摸读盲文，把手指
头都摸出血了，老师又用布把她的手指一一包扎了，再继续
摸读盲文。

海伦到10岁了，就更想说话了，她的父母将海伦送去盲哑学
校，学校里的老师就开始教她说话，在学的过程中令我印象
最深的是老师发音时要海伦把手放在脸上，用感觉来判断舌
头和嘴唇的颤动情况。这是多么艰难的学习呀！我还记得她
说的这一句话：“为使我的伙伴———即使是最亲密的伙
伴———能听懂我的话，我夜以继日地努力，反复高声朗读
某些单词和句子，有时甚至要读几个小时，直到自己读对为
止。我每天坚持着练习、练习、练习……”这句话令我的印
象特别深。

到了最后，海伦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功，会说话了。

读完了这一本书，我想了想自己，做事都是不认真的，我记
得一件事让我很深刻。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爸爸买了一个篮球回来，我问爸爸：
“你买个篮球回来干什么呀？爸爸，我又不会打。”爸爸就
说了：“就是因为你不会所以才要教你啊。”我听了点点头。

到了傍晚，天气虽然没那么热，但地面还是很烫的，我和爸



爸来到了大操场，拿着篮球拍来拍去的。爸爸对我说：“来，
别再玩其他的了，快点来学吧。”于是我把篮球给了爸爸，
爸爸叫我先看他做一次，然后再让我投一次，我一开始就去
投球，但是没进去，连续投了几次还是不进，爸爸又对我说：
“认真点，看我投的姿势。”我看了之后再投，还是不进，
接着我继续投，脚步就越来越接近篮球架，终于进了一球，
爸爸看了却生气了，原来是我走得太近来投。“这么近谁都
可以进啦！站这里投，投一个两分的球。”爸爸严厉地对我
说，从这时起，我才认真起来，我投了又投，投了又投，还
是没进，我当时真的很想放弃，谁知爸爸又说：“加油，加
油，努力加油！你行的。”他用严厉又带着希望的眼神冲着
我喊，这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小海伦的画面，这更加
加强了我的信心。就这样，我连续地努力地投进了，最后成
功了。地面现在没那么烫，天气也凉快起来了，我的心情也
开心得情不自禁的跳起来了。

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的成功都是经过百
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和百分之一的汗水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