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读书感悟类(实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
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
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初中读书感悟类篇一

这篇童话写的是一个稻草人在河边稻田里的所见所思。农人
亲手做的稻草人，非常尽职地守着稻田，看见了夜间发生的
三桩令人悲哀的惨剧。一桩是稻田的水稻被小蛾毁掉，稻草
人无法阻止，使失去丈夫儿子的穷苦农妇悲伤绝望;一桩是渔
妇顾不得生病想喝茶的儿子，在河里捞第二天做粥的鲫鱼，
好不容易捞上一条鲫鱼，鲫鱼却又向稻草人求救，而稻草人
既可怜渔妇又同情鲫鱼，不知如何是好;一桩是妻子不愿被赌
输了的丈夫卖掉而投河自尽，稻草人却无力救助。

《稻草人》虽然是童话，却写得很真实。叶圣陶爷爷在旧中
国亲眼看到的这些人间悲剧，就通过稻草人的眼睛表现出来
了。稻草人是多么善良而富有同情心啊，可它对那么多可怜
的人们却无力相助，它只能焦急地摇扇子，只能洒下悲伤的
泪水，只能最后绝望地倒在地上。

《稻草人》的语言是那么简洁、朴素，委婉动人，充满诗意。
作者写稻草人希望稻子丰收，让那位“脸上满是皱纹像个风
干的橘子似的”老太太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
的笑更可爱，更可珍贵。作者还写他看到小蛾飞来破坏水稻，
他想赶走它们，可他不能动，“他的身子跟树木一样，定在
泥土里，想往前移动半步也做不到”。这些语句写的多么细
致生动啊!

《稻草人》给我带来无限的阅读享受。我喜欢那简洁朴素的



语言，更为稻草人的善良和同情心深深感动，它们将永远铭
刻在我的心里。

初中读书感悟类篇二

文中内容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社会最
底层，受人歧视的____，有一辆法国的驿车在离开敌区时，
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要求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驿
车就不能通过，但是羊脂球出于自己爱国之心，毅然拒绝。
可是同车上的有身份的乘客为了自身利益，逼她为了大家而
牺牲自己，在无情的威胁之下，羊脂球被迫做出无奈的选择，
救了大家。然而当第二天驿车出发时，那些乘客很无情的疏
远她，不再与她讲话。仿佛她是一个病毒一般，完全忘了自
己的自由是她牺牲自己换来的。

文章用简洁的语言，强烈的对比，把那些拥有高贵身份的人
的假仁假义，雍容华贵的外表下的丑恶嘴脸给淋漓尽致的揭
露出来不禁对这些伪君子起了愤恨之心，人性的美与丑展现
出来，对于那个时期的法国没有人情味的勾心斗角，自私自
利的社会，更让我们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的相待，充
满关爱，相互帮助的氛围之下的社会是多么的温暖。与此同
时，想到现在的我们，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生活在那非常时
期的环境里。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与人相处都戴
着“假面具”，为人处事都贪图是否能从其中获得利益，那
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非常的暗淡，世间便再也没有了欢笑。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社会存在着，也是需要我们人与人之间
互相坦诚，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一点一滴去建造起来的，
如果你种下虚情假意的种子，那么你也只会得到薄情寡义的
果实。

我相信真诚的对待每个人才会快乐。戴着面具以金钱利益的
人际关系是令人可悲的，所以我们需要诚心消除隔膜。用诚
意去打动身边的亲人，朋友，共创一个和谐，快乐的社会!让
这个世界充满爱。



初中读书感悟类篇三

童年——场短暂而美好的梦。应是人生之中最为瑰丽的一点
时光，让人回味、留恋。然而在高尔基的笔下，不同时代、
不同国界、不同家庭的人却演绎着一段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
向人们展示了那片天地的不幸和痛苦。

《童年》一文的主人公阿廖沙自幼就饱尝着人世间的酸甜苦
辣，父母先后离他而去，外公家到处弥漫着仇恨和残暴，迫
使他十一岁便步入社会。在人心的苦海中挣扎。阿廖沙的外
祖父是一个频临破产的小染坊主。他性格暴躁，自私之极。
阿廖沙每天看到的是令人作呕的丑事：争夺财产、打架斗殴。
在这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家庭中，无数的暴行与丑事压得
幼小的阿廖沙喘不过气来。但仍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给
了他正确的指引和支持，使他看到了光明。

读完《童年》，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己
是幸运的。我们被父母宠爱着，保护着。过着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生活；而高尔基的童年生活与我们大大相反。高尔
基的童年除了一些教育和友谊，没有什么值得回忆！在欢呼
中，在悲伤中，在爱与恨的交织中，他的童年就这样匆匆而
过。有人说：“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
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高尔基，成就了高尔基。

《童年》是高尔基以自传体形式讲述的阿廖沙七至十三岁的
命运，高尔基在这一环境中生活得水深火热。

阿廖沙的童年生活是黑暗的，周围生活十分残酷，外祖父贪
婪而又狠毒，有一次阿列克谢因染坏一匹布被他毒打的昏睡
过去。幼小的阿廖沙也曾经被他抽的失去知觉。然而在这个
可怕的环境中也不缺乏温暖与阳光。

阿廖沙的童年如此黑暗，而我们的童年却不同，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的奢侈——梅花香自苦寒来。



每个人的心充斥着暴力，麻木不仁，他们放纵自己，麻醉自
己，去努力忘掉穷困，病痛的折磨，那种灰暗的日子。漫漫
日月，忧伤是它的节日，火灾是它在狂欢，在一无所有的面
孔上，伤痕也成了点缀——我想这就是对《童年》中生活的
最后诠释。

初中读书感悟类篇四

一个用一生参悟昆虫世界的人;一个用一生与昆虫交流的人;
一个用一生为昆虫而战的人，耗尽毕生心血著就了文学乃至
动物学的不朽著作——《昆虫记》，这个人就是法布尔。

这部书详述了大自然中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日常活动及种
族繁衍，以细腻的文笔将科学与事实、昆虫与自然融于一炉，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妙的、不同的昆虫世界。更重要的是，
此书不仅是以法布尔的角度来探索昆虫，而且以昆虫的生活
来反映人生，更添几分灵动与人性。

最令我赞叹的是法布尔那“崇尚真理”的精神。《蝉和蚂蚁
的寓言》一文中，起初人们对禅好吃懒做的无赖形象与蚂蚁
的勤劳工作深信不疑，但法布尔却凭着坚持与毅力，历经三
番五次亲眼求证，最终平了这起“冤案”，禅是凭自己的劳
动获取食物，而蚂蚁才是那位不折不扣的侵略者。这正也印
证了法布尔的一句话：“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
解的瞎扯，而是准确的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不多，一点
不少。”

《昆虫记》可谓是自然界的一本百科全书，也是文学界的一
朵奇葩，它教会了我热爱与尊重。在法布尔那活泼的语言中，
我更对这群生灵与大自然多了几分好奇和憧憬。

昆虫记读后感2

19世纪末，在法国，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出版了，这本书



共分十卷，它刚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就是法国著名
的生物学家法布尔耗尽毕生的心血著成的《昆虫记》。在这
本书中，法布尔以其充满爱的语言，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异彩
纷呈的昆虫世界。在这一本书中，每一种昆虫：蜜蜂、蜘蛛、
蟑螂……，它们的习性、工作、繁衍、死亡等等都被描绘的
活灵活现，充满了灵性与智慧。

寒假里，我有幸拜读了这本伟大的著作。从作者法布尔的经
历中，我悟到了一个道理：我们要发现大自然的奥秘，了解
大自然的规律，不是凭空想象的，要从小到大对大自然充满
热情。无论是对人、动物、植物，都要带着爱心、细心和耐
心去面对，这就是我自己总结的“三心”原则。

首先，充满爱心是基础，没有对万事万物的爱心，没有兴趣，
你就没有了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你就不会去留心身边的一草
一物，就没有了观察的动机与动力。

有了爱心与好奇心之后，细心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细
心观察，才会发现问题，只有细心观察，才不会放过身边的
细微末节的变化。

观察大自然，是一个枯燥而又漫长的事情，从一粒种子，到
它落入泥土的那一刻起，再到它发芽、长叶子、叶片变大、
植株长高……直至开花、结果。这一个多么漫长而又无聊的
事情，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行的。

所以，只要有了这三心，才会取得成功。爱心，有了爱心，
才会行动;细心，只有细心，行动才会正确;耐心，有了耐心，
行动才会有结果。并且，我发现，这个“三心”原则，不仅
仅只适用于观察大自然，对于我们的工作、学习来说，都是
必备的品质与行为准则。

这就是我从《昆虫记》中读出的道理，或者说是一点心得吧，
在此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您有用。



昆虫记读后感3

《昆虫记》作者是让——亨利·法布乐。这是一本根据对昆
虫的习性、生活详尽、真实的观察而写成的一本不可多得的
书。书中记述的昆虫的生活习性等各方面真实情况，而且作
者描写手法轻练清晰，文笔幽默搞笑，因此，该书被称
为“昆虫的史诗”，作者本人也被赞誉为“昆虫的维吉尔”。

打开这本，我首先看见的就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和我国的
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这本书的称赞。这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
心，是怎样的一本书能让这二大巨匠做出好评呢?我已经有点
迫不及待了。

法布尔利用业余时间对昆虫进行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所以他
笔下的小虫子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充满了灵性，让
人看了觉得十分可爱，就连一般人讨厌的食粪虫也让人看了
觉得妙趣横生。在所有的昆虫里面我最喜欢豌豆象，它长的
小头、大嘴、身着褐色斑点的灰衣裳，长着扁平鞘翅，尾腿
部有两个大黑痣，有个和它实际极不相符的名字“象”。毎
年五月的上半月，它们就开始活动，碗豆象产妇开始产卵。
八月小碗豆象从碗豆里爬了出来，它的天敌小蜂在它的头顶
上飞来飞去，小豌豆象最后成活率很低，只要给小蜂叮上，
把卵产在豌豆象的身上，豌豆象就变成小蜂的粮食，最后生
存下来的豌豆象都是斗智斗勇的胜利者。另外松树鳃角金龟
也让我感到很神奇，它的正式名称叫缩绒鳃金龟。嘻嘻!一个
小昆虫有两个名字够奇怪吧!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它可以让你增加有关昆
虫方面的知识，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作者那种似散文诗般的写
作方式的美好。

昆虫记读后感4

我爱昆虫



炎热的暑假里，我坐在桌前静静地看书。头顶上的小电
扇“嗡嗡嗡”飞速地旋转着。“热死啦!热死啦!——”窗外
不断传来蝉不知疲倦的欢叫声。如果在以前，我肯定会无奈
而厌烦地说：“唉，这么小的蝉竟能叫得这么响，真是吵死
了!”不过现在，我对蝉有了全新的认识，并且喜欢上了这种
小小的昆虫，这要归功于前不久我读的一本书——法布尔的
《昆虫记》。

在这本书中，我认识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昆虫：爱把巢建在烟
囱里的泥水匠蜂;全身翠绿、举着两把大刀的螳螂;神奇的会
发光的萤火虫;勤劳的“天才歌唱家”蟋蟀……甚至令人厌恶
的苍蝇竟然是大自然的清洁工，他们能加快动物尸体的腐烂。

平常这些小小的虫子在我眼里是那么不起眼，甚至都不会多
看他们一眼。但读了这本书，让我觉得这些小虫子是多么生
动、美丽、聪明，好像大自然的一个个小魔术师，他们神奇
的本领真让我惊叹!

当我读到介绍蝉的那一章，我惊诧于蝉的一生。当蝉把卵产
在干枯的树枝上时，就有一种比蝉还小的昆虫把针一样的触
角刺进蝉的卵里，把自己的卵产在里面，好多蝉的孩子还没
出生就死去了。蝉的幼虫从卵里出来后，就爬到地面上，钻
到泥土中。他们要在漆黑的地下生活漫长的5年，有的蝉甚至
要经过，才能爬上地面见到灿烂的太阳。但此时他们却只能
存活短短的5周。尽管如此，他们的歌声还是那么快乐。他们
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吮吸着甘甜的树汁。蝉的生命是短暂的，
但他们生活得充实而快乐。小小的蝉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夏的
韵味，更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尽的童年乐趣!

读了《昆虫记》这本书，我仿佛走进了昆虫的精彩世界，让
我了解、懂得了许多昆虫的知识，更让我觉得大自然是多么
亲切!心中油然而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昆虫记读后感5



这个寒假，我阅读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那就是法国著名昆
虫学家法布尔的作品--《昆虫记》，作者通过长期的仔细观
察、多次实验，解开了昆虫界的许多秘密，从而写下了这本
《昆虫记》，他用生动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妙的昆虫
世界，让我眼界大开。

《昆虫记》详尽地介绍了一些昆虫的本领和故事，有的是我
们熟悉的;有的我听也没听说过。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破坏之王》里的毛虫。大家对白蝴蝶应该不陌生吧!它在花
丛中翩翩起舞，就像雪花散落，美丽至极，你能把它和毛虫
关联在一起吗?哈哈，没想到吧?毛虫就是白蝴蝶的小时候，
它们是吃卷心菜长大的，每年的四、五、十月，卷心菜成熟
的时候，毛虫的妈妈就会找准时机将它们的宝宝安放在卷心
菜的菜叶上，那么它们的宝宝就不愁吃的了。别看它们个子
小，胃口却大着呢，只要两个小时，它就可以把整片菜叶除
了粗壮的地方吃个清光。“破坏之王”这个称号果然名不虚
传啊!

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谁会想到那么招人喜欢的白蝴蝶竟
是害虫!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能只看表面，
妄下定论，只有通过仔细地观察、深入地了解，才能看清真
相。多学习、多听、多思考会让我们获益良多。大自然多么
神奇，昆虫的故事多么丰富多彩，它们带给我们许多的启示，
读完《昆虫记》，我深有感触!

初中读书感悟类篇五

诚实善良、一心向佛的唐僧，懒惰滑稽的“呆子”猪八戒，
憨厚老实、任劳任怨的沙和尚，每个人物都妙趣横生，精彩
绝伦，栩栩如生。

细心的你一定会问：“悟空呢?”哈哈，现在我就把悟空请上
来：大名鼎鼎的“美猴王”，威名显赫的“齐天大圣”，是



《西游记》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我们小朋友最喜欢和最崇
拜的角色。勇敢机智，武功高强，狭义嫉恶，是悟空的真实
写照。

《西游记》的第六章，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章节-——孙悟空大
闹天宫。调皮的悟空偷吃蟠桃，困住七仙女，还偷吃了造酒
仙官的玉液琼浆，把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偷了个精光。玉皇
大帝火冒三丈，便派众神捉拿悟空。美猴王雄赳赳气昂昂地
率领着群猴迎敌。面对众神众将，悟空丝毫不惧，把金箍棒
舞得像漫天的流星，快得如飞云掣电，很快，众神众将便一
个个败阵而逃。

但是武功高强的悟空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二郎神擒拿归案。
小时候，看到这里，我郁郁寡欢，百思不得其解，悟空竟然
也有失败的时候?他不是齐天大圣吗?于是爸爸妈妈告诉我，
并非人人天生就可以神通广大，即使是悟空，也需要不断的
学习和锤炼，才能够练就一身降妖伏魔的好本领。是啊，不
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是我从《西游记》中学到的道理。

勤勤恳恳的唐僧，告诉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
勇往直前，坚持到底，从不言放弃;任劳任怨的沙和尚，告诉
我为人处世要踏实稳重，勇挑重担;即使是好吃懒惰的八戒，
他乐观的心态，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感谢陪伴我成长的《西游记》，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
更坚定更踏实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