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作的读后感(精选6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写作的读后感篇一

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习作是写读后感，同学们读了文章、
书籍，把自己的体会、感想写下来，就是读后感。

写读后感，“读”是基础。提笔前要先读懂文章，知道文章
想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在行文中用一段话简单介绍文章的内
容，读者对文章有所了解，才能与下文抒发的感想产生共鸣。
在介绍文章内容时，有的同学会里嗦写一大堆，这样在整篇
习作的布局上就详略处理不当。因为“读后感”“感”才是
重点，因此不宜过多重复文章的内容。

如何写好“感”这一部分?既然“感”是重点，就要花多一些
笔墨。同学们可以总体谈谈自己读完文章后的感受，从中明
白什么道理，或者从中产生什么感想;也可以谈谈自己被文中
哪句话哪处描写所感动;还可以谈谈自己读文章时联想到哪些
生活事例;有时也可以适当引用相关的资料;这样写出来
的“感受”清楚明了、入木三分，读者也会受到感染。但是
也要注意感想与事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毫无关联，这也
是读后感容易出错的地方!有的同学抒发的感想是热爱祖国，
所举的事例却是帮助同学，这就“牛头不搭马嘴”了。

最后，结尾再次点明读后的感受和体会，照应开头，深化主
题。



写作的读后感篇二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童年是一座闪
亮的桥，童年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童年多么完美每个人都有
童年，每个人的童年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以前历过，有快
乐，有幸福，童年是美妙的，童年是充满阳光的，值得回忆
的很多很多……而阿廖沙的童年却很悲惨。

最近，我读了高尔基的著作《童年》，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主
人翁阿廖沙悲惨的童年。阿廖沙爸妈双亡，而外祖父脾气十
分暴躁，只有外祖母疼爱他了。外祖父不太喜欢他，两个舅
舅更是厌恶他。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走过来了。其
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这个人
物来描述自我的童年。这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那个年代
的人的丑陋面目。高尔基的童年跟我们此刻比起来，实在是
太悲惨了！

我们多幸福啊，被爸妈宠着。每一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
听着老师讲课；回家有大鱼大肉等着我们品尝；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我禁不住想到了自我，我今年也是十一岁了，当年的高乐基
已经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想想自我无论做什么事，还要
爸妈给我帮忙，回想到刚升初中时的军训，衣服也洗不干净，
一切都搞得乱糟糟的，与阿廖沙起来，我情何以堪啊！

在这本书中，我很敬佩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她胸怀宽阔，她
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阿廖沙孤独的心，外祖母对阿廖沙的
爱，给予了阿廖沙坚强不屈的性格，让阿辽沙感觉到自我的
存在。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谁都能关心别人，帮忙别人，
那还会出现争吵、打架之类的事件？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学
过的一篇课文《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心，
就会对老人生出一份尊重，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就会使人
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读了《童年》这本书以后，不仅仅让我珍惜这完美的童年，
还让我懂得了就应怎样做人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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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读后感篇三

按照《白鲸》的写法，我要在开头说明，这本书是我这两年
读到的书里最喜欢的一本（当然我的阅读十分匮乏）。读这
本书花了我13天零6小时，前13页用了13天，后面200多页用
了6个小时。在读引言部分时，我以为这是一本艰深的介绍写
作技巧尤其是写小说技巧的书，可能是通俗版的《文学概
论》，所以看完引言就再没有理会。过了13天，到了不得不
看正文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作者用大量丰富的例子，深入
浅出地剖析写作中的一些技巧，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打破了
我一直以来对写作的刻板印象，甚至让我想起了很多久远的
事情，所以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作者对小说的深入解读，对
创作案例的分析已经十分到位，我不想梳理作者的观点，想
谈一谈那些触动我的地方。

作者说“有很多不是作家的人坚持认为，作家是稀有高贵的
物种”，我就是其中之一。作者在《写作课》的第一部分，



谈及遣词造句的重要性，强调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让我想起
了那些自己写作的艰难时刻。我曾经是一名有小小文学梦的
少年，因为小时候写作文屡屡被表扬，就以为自己还不错。
我创作的小火苗从13岁燃烧到17岁，在高二的一次语文课上
彻底熄灭。那时我们学习现代诗歌的选修教材，老师布置周
末写一首现代诗。那个周末，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如学
诗的香菱。而现在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只记得老师
表扬了我同桌的作品。而那一首小诗给我的震撼，让我过
了11年依然记得那个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老师读的那首诗
的结尾“小虫儿你不要叫，难道你也有自己的情歌？”在那
个瞬间，我明白了，上天真的给了一些人名叫“天赋”的东
西，而我不是其中之一。我很喜欢读我同桌的练笔的小文章，
她情感细腻，同样的词句在她的排列下就那么动人。像她一
样出色的人都未必能成为作家，更遑论我这等凡夫。通过不
断的学习，不停地练习，或许我可以做到文从字顺，但是写
出那种非凡的，深深地打动心灵的句子，是要有天赋的。

虽然作者反复强调要自信，但作者也承认自己是有文学天赋
的人。读了这本书我依然认为成为作家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才
华横溢，他们都是天选之人。但是这本书改变了我对文学创
作的刻板印象。

我曾经以为从事文学创作（不算粗制滥造的网文）是很神秘
的事情。我以为作家的工作与任何工作都不同，他们不必按
部就班、事先安排，他们的创作如滔滔江水、气势磅礴，写
作往往一气呵成。这本书让我了解到，原来作家写作小说也
一样要排兵布阵，甚至伟大的作家也有灵感枯竭、绞尽脑汁
的时候，和我等上班族也有相似之处。作者写艾略特的采石
场，艾略特的采石场里有地图、人物关系图、事件年表、分
章概述等等，像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艾略特不停的从“采
石场”采“石头”丰富自己的小说，顺利完成了《米德尔马
契》。这让我认识到原来写作并不神秘，作家是如此创作作
品的，作家们的创作方式如此有趣。在加上作者对小说写作
方式，如叙述视角、叙事顺序等的解读，打破了文学创作的



神秘感，拉近了创作与普通人的距离。甚至让我也产生了转
瞬即逝的创作冲动。

除此之外，作者在想象力的部分讲到真实和虚构也触动了我。
作者常常为自己的学生不能发挥想象力，而是仅以自己的真
实生活创作而遗憾。写作需要想象力，作者也写到怎样获取
灵感，可以取材与身边的人事物，但不要囿于现实，要展开
想象。真希望那些将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真实生活一一对照，
挖空心思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作品蛛丝马迹的人们（如红学的
索隐派）好好理解一下这个部分。记得在《围城》的最后，
杨绛谈及钱钟书《围城》的创作，提到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
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比如小说中的赵
辛楣原型是邻居家的五岁小男孩。而有的人却认定杨绛不是
钱钟书的唯一挚爱，在钱老的生活里一定出现过一个“唐晓
芙”，真是无稽之谈。这些人就是混淆了虚构与真实，或者
说他们忘记了“虚构是小说创作的核心技法”。

我想这本书一开始的目标读者是兼职从事文学创作的业余作
家。即使作者在书里反复鼓励人们大胆的写作，我也知道这
里不包括我这种凡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从这每本书里汲取营
养。作者对写作方法的解读，对一些写作误区的剖析，可以
从反方面帮助我们理解经典作品。比如讲到情节中的铺垫和
伏笔，《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风雪、偷听等的设置就是铺
垫与伏笔的教科书。我们读过的很多经典作品的创作思路，
使用的技法在这本书中都能够得到印证。这本书让我们可以
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更全面的理解作品，对我们的写作和阅读
教学都有所助益。

写作的读后感篇四

暑假，我阅读了《七十二堂写作课——夏丐尊、叶圣陶教你
如何写文章》，从而让我更加了解了如何去教作文。形象生
动的告诉我们写作是一门科学，贵在创新，又具有“共性”。
顾名思义，这本书共有七十二篇，详细讲述了记述文、说明



文、议论文等各种文体的写法，使作文教与写的思路都豁然
开朗。

01、记述文

描写事物形状如何、光景怎样，是记述。写好记述文也要选
好记述的题材，其题材一定是值得记述的内容，或是发现了
某事物新的意味。选好题材后要确定它的顺序，对于记述文
来说观察顺序就是他的记述顺序。万事万物，有的是没有统
属关系的，如“桃红柳绿”说成“柳绿桃红”也无不妥；也
有事物是有统属关系的，我们要按一定的顺序顺次去写，
如“写房子要先先写房子方位、形状整体的样貌，再顺次写
屋内的客厅、厨房、卧室等”。其次就是情感，可欢快、可
悲伤、可平静。《七十二堂写作课》中还着重讲了三个立脚
点，第一人称立脚点是作者自己，好比独白，从“我”出发，
将自己展露在文章中；第二人称立脚点是你，如同对话，
从“你”出发，用来告知特定对手，如劝诱文；第三人称立
脚点是他或具体名字出发，可以用客观态度和全知态度来写。
材料确定后就是记叙了，记叙的时候要把同类事物归并，确
保思路清晰。为了使记叙精深，需将事物按照一定顺序罗列
串联起来，并加以背景、场面、情绪等生动形象的描写。

02、叙述文

说它的变迁怎样、经过如何，是叙述。而对于叙述文来说变
化、变迁、经过都是关于时间，所以时间是叙述的主方向。
普通的叙述文，都依照时间的顺序来写，但时间连续不断，
我们叙述时目的在于把特点传出，如：“写一天的事，不用
从他起床、刷牙写起，只需将一天中有意义、重要的时间写
出”。在叙述手法上，为了凸显特色，要注意叙述快慢，详
略得当；学会叙述倒错，切忌流水账；要学会使用过去的现
在化，增加读者的趣味；要确保观点一致。此外，好的叙述
文还要学会使用对话，把能够表达题本中心意义的对话记录
下来，可以使文章生动有趣，如戏剧就是用对话描述生动的



故事。

03、说明文

说明文写的是作者所懂的一些道理、原因、方法、关系等，
给读者说明事理。为帮助读者理解，说明文常常举出一些具
体的事物作为例证，必须明白、准确。在取材方面可以通过
类型的事物、抽象的事理、事物的异同、事物间的关系、事
物的处理法等方面说明。说明文在话义的诠释上要确保没有
漏义，在写作方式上可以采用独语式和问答式，同时确保说
清、准确、易理解。说明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常用的有：举
例子、打比方、列数字、作比较等。

04、议论文

议论文是把作者所主张的某种判断加以论证，其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作者自己提出一个判断来说述的，叫作立论；一种是
对于别人的判断施行驳斥的，叫作驳论。为了证明作者主张，
常用演绎、归纳、辩证三种推理方式来增强文章可信度。另
外，在本书中还提到议论文的变装，只把事件写出来，不写
作者的判断，让人自行意会，如寓言故事。

四种文体的杂糅往往出现在小说中，文章对小说的真实性进
行了解读，即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七十二堂写作课》可谓
写作宝典，让我深刻全面理解了如何写作，我将多次拜读，
将其内化，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教给学生，让学生不在惧怕
写作，并对写作逐渐产生兴趣。

写作的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是我上个星期借的,当时只是瞄了一眼,然后想速战速
决的看完.于是就在天安云谷图书馆楼下的麦当劳,买了一杯
可乐,然后坐在那里迅速的读了100多页(将近一半)。当时读
完还是多少有一点感想的,但是因为离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星期



了,当时的想法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事实证明,有任何感想都
应当立即马上的写下来,不然真的就忘记了。那就说说最近
这2天,我把剩下的半本看完之后的感想吧!

印象最深的就俩点,一个是昨天看的,关于朋友都出版了,自己
的无人问津而产生的嫉妒问题.我想我是不会出现嫉妒这个问
题的,首先,因为我没有一起喜欢写作的朋友,只有自己一个人,
自己监督自己.而且,有句话说的好,超过别人一点点就会产生
嫉妒,超过别人一大截,就会产生羡慕,我就是那个被别人超过
一大截的人,被别人甩的远远的,可望不可及。对于最近微信
上收到的各种征文启事,我是着急,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一篇
篇发稿,虽然我没有亲自看到别人投稿,但是毋庸置疑,肯定很
多人已经先我一步的投了并且被发表了,而我只能是干着急,
然后就继续努力的学习,打好基本功。我不怕从头开始学起,
要想大厦不倒,,以后能顺风顺水的写,只能一步步扎实的打好
根基，所以我连小学开始学写作文的那些最基础的知识,也不
厌其烦的去学,我相信,磨刀不误砍柴工。

第二点,跟写作还是有一点关系的,那就是工作,作者说的没错,
如果写作还没有让你有足够的报酬,让你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
那就先找一份工作吧!毕竟是要生活的,找一份工作先把基本
生活解决了,才有机会让你能更好的写作。工作不仅仅是能解
决你生活的温饱问题,还能为你提供很多专业的素材，很多作
家一开始并不是以写作为生的,他们在各种的工作领域中,因
为专业,而写出来就很容易了，自然而然地写出来,一切都水
到渠成,而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另外,找一份能促进你写作
的工作也很重要,比如说文案之类的,因为你经常接触经常研
究,耳濡目染,就会逐渐的提高你的写作水平,千万不要找妨碍
你写作的工作,比如一份工作,确实跟写作有关,但因你上班也
是面对着写不出来头大,下班回到家就跟不想写了。这句话跟
之前说的找一份跟写作有关的工作似乎有点冲突,但仔细分析,
不冲突，前面说的是找一份能促进你写作的工作,比如工作中
因为专业而容易获得素材,这是能促进,那么有的工作可能跟
写作无任何瓜葛,但是因为时间自由,让你有很多时间去看书



学习,大量输入了就会有输出,所以这也算是能促进你写作的
工作，而有的工作,确确实实跟写作有直接挂钩,但如果影响
了你心情,不但不能促进写作还阻碍了,那么这就不能算是一
份好工作了。

哎,总而言之,看情况吧!如果这2个月写作能让我有收入,那么
我就会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的去学习去写，如果暂时还没有收
入的话,那也只能先好好的找一份工作了,找一份能促进写作
的工作。既然已经开始了,就要坚持下去,不能放弃,不管什么
时间,不管年纪多大,既然喜欢,就一直坚持,总有梦想成真的
那一天!要相信自己!

写作的读后感篇六

毅力是成功的基石，是一种韧劲，一种积累，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读后感。毅力的表现往往是一个人在挫折中所展示的惊
人的一股力量，保尔的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而无私奉献
的精神、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那种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于进
取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为理想而献身，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奋斗的品质。

人应该扼住命运的咽喉，人不应该屈服于命运，应该奋斗终
生，顽强拼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
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
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
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
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
放而斗争’。”这段话曾激励了不知多少热血青年，帮助过
多少人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激励他们去创造自己的生
命价值，去体会生命中的意义。

人应该有伟大的理想，有了理想就要行动，行动了就要尽力，



尽力了才不会有遗憾，为实现理想而拼搏的恒心、决心与行
动。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活着”。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我们了解了历史，让我们铭记许许
多多的革命先辈们，认识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是一本永远不会过时的好书，保尔是一个永远
的人生强者，一个乐观主义的勇敢者，他的精神永远是不变
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