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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学读后感篇一

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大师，莎翁的
作品几乎是个悲剧的世界，但他的喜剧也同样值得一读再读。
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探求的是金钱这一古老而又永不
过时的话题。

金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么？有什东西比金钱更珍贵？
富有动人的亲情故事，对爱与付出的讴歌、机智的对话、峰
回路转的剧情，夸张爆笑的情节，充满了传奇及浪漫的色彩。
交织着友情、爱情、亲情的世界，引领我们认识什么才是人
生中重要的价值……诙谐的语言蕴含了深刻的内涵！

剧中主要人物有安东尼奥、夏洛克、巴萨尼奥、鲍西亚、杰
西卡和罗兰佐。他们生活在商业味浓重的威尼斯，安东尼奥
热心帮助巴萨尼奥去见美貌的富家嗣女鲍西亚而向放高利贷
的夏洛克借了三千块钱，并依夏洛克的立下了违约割胸口一
磅肉的契约。安东尼奥的全部资本都在“海上”，他的商船
因故未能及时返回，于是夏洛克一纸状书把他告上法庭。法
庭协调未果，因为不怀好意的夏洛克不要巴萨尼奥三倍甚至
十倍于借款的还款，只要那一磅肉。法庭审判中，鲍西亚女
扮男装出场作为律师用自己的博学使夏洛克打消割肉的念头
的同时拿不回借款的一个子儿。更要命的是，他的所有财产
都依法传给“私奔”的女儿杰西卡和女婿罗兰佐。



不说夏洛克贪婪得到头来一无所有，且看鲍西亚父亲为宝贝
女儿择亲定制的金、银、铅三个匣子，匣子里面分别是死人
的骷髅、傻瓜的画像和鲍西亚画像。

金匣外面刻着：“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
”里面的纸卷是：“发闪光的不全是黄金，古人的说话没有
骗人；多少世人出卖了一生，不过看到了我的外形，蛆虫占
据着镀金的坟。你要是又大胆又聪明，手脚壮健，见识却老
成，就不会得到这样回音：再见，劝你冷却这片心。”

银匣外面刻着：“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里面的纸卷是：这银子在火里烧过七遍；那永远不会错误的
判断，也必须经过七次的试炼。有的人终身向幻影追逐，只
好在幻影里寻求满足。我知道世上尽有些呆鸟，空有着一个
镀银的外表；随你娶一个怎样的妻房，摆脱不了这傻瓜的皮
囊；去吧，先生，莫再耽搁时光！”

铅匣外面刻着：“谁选择了我，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
牲。”里面的纸卷是：“你选择不凭着外表，果然给你直中
鹄心！胜利既已入你怀抱，你莫再往别处追寻。这结果倘使
你满意，就请接受你的幸运，赶快回转你的身体，给你的爱
深深一吻。”

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鲍西亚父亲的睿智喝彩。其实，匣子
反映的不仅是世人对金钱的看法，更是对一切事务的看法，
金银铜只不过是个比喻罢了，里头的纸卷本身就是很好的诠
释。

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事不要虚浮。一步一个脚印，实打实的
才能成事。《威尼斯商人》告诉我如何看世界，如何做事情，
求真务实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中学读后感篇二

我的一位书友读《瓦尔登湖》已经20年有余。或许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们会在瓦尔登湖的故事里，读出不同的味道吧。

算上最近这次，我是第四次阅读它。前两次读来“艰难”，
一知半解遂而放下它。虽然其自然之理，哲学之思，有独到
之处，但颇有难懂晦涩的地方，一如那失去了的猎犬、栗色
马和斑鸠的寓言。

后来在我深爱的岛城，在静谧的乡间，我倒是真正意义上读
完了它。那是黄昏之时，乡村被黑夜笼罩，周遭悄无声息，
心也渐渐安静，览读此书，顿觉有滋有味，在那个夜深人静
的时候，竟也生出清澄见底，为之神往之感。有时想，是否
白天的繁忙浮躁让我沉不下心投入这本寂寞却也让人平静的
书。凡用心者，皆能动心，梭罗用他的沉静，在文字里尽现
清新与惬意。他的《瓦尔登湖》物我相观，到达了述景文字
的至高境界。

1845年3月，梭罗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畔的森林里，
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那是
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
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他的工具仅有一个斧头，但他很快
便造好了一座坚实得足以避风挡雨的小木屋。与湖为伴的日
子里，清晨与朝露为伴，白天与劳动相融，晚上与清澈的湖
水交流。湖给了他水源，树木给了他冬日生火的材料，土地
给了他劳作的田园，鱼虫鸟兽赐予了他天下最原始的视听体
验，他早已与这片湖泊这片天地融为一体，自然给了他最美
的馈赠。“我生活在瓦尔登湖，再没有比这里更接近上帝和
天堂，我是它的石岸，是他掠过湖心的一阵清风，在我的手
心里，是他的碧水，是他的白沙，而他最深隐的泉眼，高悬
在我的哲思之上。”他坐在湖畔，畅然呼吸，定神观察，近
身倾听，安静思考。透过瓦尔登澄澈的湖面，如镜子般照见
到内心深处的情愫，那片滋润了他的湖水，也成就了他的精



神高处。

中学读后感篇三

《爱的教育》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吸引我的，并不是它的
文学价值有多高，而在于那平凡而细腻的笔触中体现出来的
近乎完美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恋……
这部处处洋溢着爱的小说，散发出的那种深厚、浓郁的情感
力量，令我震撼。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常常会被我们
所忽略，可是我们的生活不能缺少它，其实它的意义已经融
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恩利科有本与父母共同读写的日记，
而现在的学生的日记上大多都挂这一把小锁。最简单的东西
却最容易忽略。爱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不仅仅对个人而言，
更是以整个民族为荣的尊严与情绪。

《爱的教育》这本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上进，如
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当
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的性格都有所不同，但
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国深深的爱以
及对亲友的真挚之情。

读了《爱的教育》，我仿佛走入了恩利科的生活，目睹了他
们是怎样学习，生活，怎样去爱。在感动中，我发现爱中包
含着对于生活的追求。

《爱的教育》中，把爱比成很多东西。“爱是什么”不会有
明确的答案，但我知道“爱”是没有限制的，小到同学之间
的友好交谈，老师对学生的鼓励，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
爱，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们的一个微笑……大到捐献骨髓，献
血，帮助希望工程……虽然如同空气般的爱有时会被“污
染”，“稀释”，甚至“消失”，但是还是希望更多的人去
感受一下朴实语言中深厚的爱，《爱的教育》这本好的书将



会把这种美好的感受带给更多的人。

从别的岁月里飘进我生命中的云朵，不在落下雨滴，也不再
刮起风雪，只把那融入大自然的爱的色彩，挥洒于我蔚蓝的
天空。四季的风吹动着岁月的风铃，奏响迷人的恋曲，如流
星般划过天际，仿佛一首纯真的抒情诗、一支幽婉的小夜曲，
荡漾在我心头。我感激上帝，谢谢他将我变成人类，这样我
才有机会，体验爱的生活。带着一颗圣洁的爱心，投入到全
世界中。请乘上爱的小舟，走完属于你自己的爱的人生。

中学读后感篇四

《瓦尔登湖》最深得我心的时候是那段最孤独的时光，距离
现在已半年的光景，而现在我比过去更享受独处的时光，甚
至吝啬于告诉别人这样的独处有多么美妙，好像怕被人知道
了，会被剥夺了一样。但我自认为我的这种爱好是最低层次
的，我只是大略体会到了这种快感，尚不足以达到哲学命题，
而促使我去探索这样的一个鲜有人问津的话题的正是梭罗在
瓦尔登湖里关于孤寂的论述：我热爱孤单，我从未找到比孤
寂更好的伙伴。

大体上来说，混迹于人群之间，总比在室内独处来得寂寞。
思考着或者工作着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是寂寞的。衡量孤寂的
标准，并不是一个人和其同类之间隔了多少英里，真正勤奋
的学生，哪怕伸出剑桥学院人满为患的教室中，也必定如沙
漠里的托钵僧般孤寂。

梭罗在瓦尔登生活的第一年，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甚至什
么都不做，坐在阳光下，坐在湖边，树木中，从正午坐到黄
昏，他把这样坐着但思考着的状态当做是全情投入地观察自
己，观察自然的良机。他乐此不疲，从未感到是在浪费光阴。
他在这段时间实现了灵与肉的分离，有一个灵魂的“我”在
肉体的“我”之上观察，这样真切而赤__的观察让他成功地
对一切行为和后果都淡然处之。梭罗独居湖畔，过着近乎隐



士的生活，他排斥社交，他认为社交过于廉价，我们不得不
遵守某套规则，美其名曰礼仪和礼貌，以便能够忍受如此频
繁的会面，而不致相互争吵。

我们生活的太拥挤，因袭彼此的生活方式，相互磕磕绊绊，
因此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尊重，对所有重要而热忱的交往来说，
次数再少肯定也是足够的。据此我便无知地以为他是消极避
世的，和中国古代大多数隐士一样，因功名不得而愤世嫉俗，
逃遁山林。

中学读后感篇五

有人说，爱是一缕温暖的阳光，有人说，爱是一阵及时的雨
露，有人说， 爱是一把打开心扉的钥匙。爱，一个多么闪亮，
多么令人钟爱的字眼。人们追求爱，也希望能拥有爱，爱能
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美好。

这个暑假我有幸在《爱的教育》里感受爱的伟大、爱的感人。
《爱的教育》主要介绍了安利柯的生活与学习。写了发生在
安利柯身边各式各样感人的小故事，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
劝诫启发的文章，及老师在课堂读的“每月故事”。每张每
节都把“爱”表现的淋漓尽致，大致国家，小至父母，师长，
朋友的爱，处处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整部小说以一个小学生最不染世俗的眼光审视着身边的美与
丑、善与恶。这里有让安利柯深以为傲的好友卡隆的侠义之
举，有品学兼优的班长代洛西的助人为乐；也有华梯尼的虚
荣狭隘，诺琵斯的傲慢无礼；还有朴实可爱的“小石匠”，
坚强不息的克洛西……完全在用爱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爱的教育》里没有乏味的说教，也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
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它所写的只是一些平凡而善良的人物：
像卖炭人、小石匠、铁匠的儿子、少年鼓手、带病上课的教
师……以及他们的平凡的日常生活。正是这些看似平凡、实



则真实可信的记叙，把读者带入一个爱的世界，让我们在爱
中受到教育。

爱，像空气，每天在我们身边，因其无影无形就总被我们忽
略。其实他的意义已经融入生命。就如父母的爱，不说操劳
奔波，单是往书架上新置一本孩子爱看的书，一有咳嗽，药
片就摆放在眼前，临睡前不忘再看一眼孩子，就是我们需要
张开双臂才能拥抱的深深的爱。

当我们陷入困境，没人支持，是父母依然陪在身边，晚上不
忘叮嘱一句：早点睡。读了安利柯的故事，我认识到天下父
母都有一颗深爱子女的心。安利柯有本与父母共同读写的日
记，而现在很多学生的日记上还挂着一把小锁。最简单的东
西却最容易忽略，正如这博大的爱中深沉的亲子之爱，很多
人都无法感受到。

爱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追求，是……无法用准
确的文字形容爱的定义，但是我知道，拥有爱的人，付出爱
的心，人生必定是充实而无憾的。

中学读后感篇六

每个人心中，都暗藏着一个心灵的归属，可以在此，发自肺
腑的与亲人畅谈。而从无声的文字中，我似乎也看到了，不
仅仅有傅雷与儿子的深厚温情，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熟悉。

这是一位严谨的父亲对儿子耐心的指导。几乎每封信中，都
有父子俩对于钢琴艺术的感悟。傅雷不仅关心儿子练琴的生
活，还不断强调各种曲调的情感，比较不同演奏者的不同。
朴实的语句中更体现的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关怀，对于艺术的
追求。

这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傅雷将自己的希望寄托
在儿子身上，嘱咐他坚定立场，待人谦虚，礼仪得体，心怀



爱国之情。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含情
脉脉的文字后，是远隔两岸的深厚情义。文字本无情，却承
载了爱的温情，似细水长流，滋润干涸的草地。在一个时代
的孕育下，傅雷有力而坚决地告诉儿子，告诉我们每一个
人“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
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做斗争，我
们必须抛弃所有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

傅雷对儿子的关心更多让我看到了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没
有分离，没有书信，但仍有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爱的关怀。
父母对于我的帮助，也是无私的，他们教我感恩，细致，对
学习，对生活……家书记录得，是我的生活，它教会了我懂
得于珍惜。

我诞生在了一个与傅雷完全不同的时代，一直以来的幸福团
聚让我们缺少了书信的交谈，但那份来自父母细致的关怀，
那些点滴的爱仍然熟悉在我的脑海里，无论何时，无论爱的
表达有什么不同，从傅雷的家书中，我更看清了这份爱，我
会在淡淡的清欢中感受爱，感恩爱。

中学读后感篇七

“青铜又大叫了一声：‘葵——花！’当时阳光倾盆，一望
无际的葵花田里，成千上万株葵花，花盘又大又圆，正齐刷
刷地朝着正在空中滚动着的那轮金色的天体。”我含着泪读
完了曹文轩所写的《青铜葵花》。正如这本书的书名一样，
这是讲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故事。男孩叫青铜，女孩叫
葵花。

葵花是城里的女孩，她是随爸爸来乡下的。他们要在这里盖
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但天不为愿，葵花的爸爸意外
逝去，可怜的她伤心极了。看到这里，我不禁为葵花伤心，
葵花那么小就失去父母亲，和她相比，我是多么的幸运，每
天依偎在父母身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葵花虽然面对突



如其来的打击，但是弱小的她渐渐地坚强起来，如果换成我，
我会怎样？在精神一定受到严重打击吧！我真是自愧不如呀！

但老天也并不是无情的，苦难过后葵花被一家好心人收养，
其中一个男孩与她成为兄妹相称的朋友，那个人这是青铜。
看来人世间随处充满爱呀，虽然伤心和痛苦是难免的，但人
们的关心却无处不在。

就这样葵花快乐的生活在青铜的家里，随然中间发生的一些
事，但他们却也安然度过了。这里验证了一句人们常说
的“好人有好报。”的谚语，不是吗？但老天似乎在捉弄他
们，葵花十二岁那年，命运又将葵花召回她原来所生活的城
市。从此，青铜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遥望着葵花所在的地
方。对葵花的思念，使一个不会说话的青铜开口喊出了葵花
的名字。我想那是身在远处的葵花一定会感受到青铜对她的
思念。“这就是对人的思念的力量吧，作者真的是将这苦难
写到深刻之处，将爱也写的充满生机与情意呢！”我不由得
感叹道。

读完这本书，让我懂得我们应当学习克服困难。在困难中，
做为一个现代人，我觉得我们面对困难是应该去学会面对它，
去挑战它，去克服它，让困难转有话无。罗曼·罗兰曾写过
一段话：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
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姐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
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事不
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
能体会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的甜蜜。

本书的作者也说过：“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
痛苦，痛苦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少年时，就有一种对
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是呀！只有苦难
才能改变人类。



中学读后感篇八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水浒传的神情色彩，
至今无以忘却。

他是现实与浪漫的结合：植根於现实，又把自己的爱憎感情
熔铸在人物身上；他的情节引人入胜：生动曲折，腾挪跌宕，
使人完全身临其境。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水浒》时，他就深深的触动了我心
底最深处的灵魂，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一次次艰苦的行程，一场场艰难的战斗，为的只是“忠义”
二字。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的忠，除暴安良即是忠，报效祖国也是忠，宁死不屈更是忠。
忠，其实很好做到。真正难做到的，即是“义”：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兄弟连心，其力断
金”，他们为朋友赴汤蹈火，为朋友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
“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
字。“义”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因为它需要有相
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这，却还远远不能
算“义”。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
高尚的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
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
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
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只有真正
的义士，才会懂得。只有拥有者两样精神，才是真正
的“义”！



他们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好汉，可这往往却
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和希望，可谁又会了解
他们的一番苦心呢？有时，一百零八个好汉的命运，也会令
人意想不到。

虽然，身经百战的他们屡立战功，却丝毫逃脱不了残忍的命
运。奸贼当道，即使是各有千秋的他们，也同样无能为力，
只能眼看他们逍遥法外。有人说，这是宋江的过错，可我却
不以为然：梁山泊悲剧，并非宋江之过。梁山泊悲剧，这也
是宋代的悲剧，是中国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虽然，
还有些深深的遗憾，但各路英雄的宁死不屈，已将我震撼其
中。

中学读后感篇九

我读过许多关于沈石溪的书，但令我最难忘的一本当然是
《第七条猎狗》了。这本书有许多故事，我最喜欢的一篇也
就是这本书的题目—《第七条猎狗》。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
老农和一只猎狗的故事。

有一个老农一生共养过七条猎狗，前六条全部离去，第七条
猎狗被他留了下来。有一天，老农看中了一只野猪，枪打住
了野猪的耳朵，野猪受伤后疯了似得攻击他。就在老农和野
猪搏斗时，老农不小心踩住了三枚蛇蛋，他却浑然不知。蛇
追着老农要攻击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被猎狗发现了，
猎狗立刻与蛇展开斗争及时赶走了蛇。这场惊心动魄的一幕，
却没被老农看见，老农和野猪经历过生死搏斗后，却发现猎
狗没有去帮他，于是老农怀恨在心，把猎狗赶了出来，从此
猎狗沦落成了一只野狗。

事后有一天，老农被豺狗袭击，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猎狗
及时赶了过来挺身而出，拼命保护主人。结果老农得救了，
而猎狗两条后腿的皮都被咬掉了。



看完这本书我深深的被猎狗的那种不计前嫌，拼死相救的精
神深深的打动了。特别是当读到猎狗因为营救老农而舍身忘
死，最后被豺狗咬掉了皮的时候，我的心里十分难过。我觉
得这本书写的让人很感动、很精彩而且文章运用了许多比喻
拟人，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动作，很形象。这也是我喜爱这本
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