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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鲁讯的作品读后感篇一

鲁迅先生是我一直都挺崇拜，挺欣赏的文学家，他的每一篇
作品我都读过，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收获，但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鲁迅的小说，我感觉他的小说很真实，批
判了当时旧社会的丑陋面目。 《孔乙已》是我在《呐喊》中
比较喜欢的一篇，可能是这篇学生，所以对这篇所有的细节
都比较了解。我第一次读这篇是在初中课堂上，那时老师让
我们自己先读，当时，我读得很认真，因为我对这篇挺感兴
趣的，因为是鲁迅写的。当时读得不太懂，听老师分析后，
感觉明白了很多。

着，他一生都在寻求功名，一直考，一直考，可都考不上，
在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中，他成了一个行尺走肉，一个麻木而
不任的人，正像他所说的“窃”书不为“偷”，因此在一些
丑恶的人心中成了一个“小偷”，可在孔乙已的心中，他并
不这么想，在与他同龄中，只要是见到他，除了笑，没有话
讲，因此只好向孩说话，他也只有在孩子面前，他才会有受
到蔑视的笑，后来有人说他又去偷书，结果被打断了腿，当
他再一次来到客栈时，讽刺的笑声就没有停过，此时的孔乙
已更偈一个行shi走肉，只靠着两只手来行走，终于，在人们
的笑声中，消失了。过了几年，终于没有再见孔乙已，有人
说的已经死了。

人物时，运用了大量的手法，在人物外貌，动作，语言上都



有很多的描写。作者笔墨越多，所想表达的人物形象越明显。

在他文字的激励下，人们能够奋发有前，能够从麻木不仁中
清醒过来，

使这个社字，在文字的背后是他一颗爱国的心。也许他的文
字并没有激励到每一个人，但不可否认，还是有一部分人，
还有一些知识文化的人都能在他文字的激励下而清醒觉悟过
来。

现在，有许多文章，作品都表达了爱国之情，但我比较情有
独钟，只喜欢鲁迅先生的，因为他朴实而强有力的文字中，
人们看到了当时丑恶的面目，我觉得孔乙已那篇比较明显，
通过对孔乙已人物形象的描写，从颓废，每一个文字，从直
接到间接，从明显到不明显，让读者真实地看到了像孔乙已
那类生活在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的从善良、爱面子的人转
变成颓废，麻木不仁封建的人。

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华丽的文字，但字字都像利刀像一样直插
人心，这就是我

这也就是我爱国的表现。

所以大家一起来《呐喊》吧!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国来呐喊吧，
作为学生，要好好学习，作为工作，要好好工作，大家都尽
一份力，使我们国家更家美好。

鲁讯的作品读后感篇二

今天终于把《李嘉诚全传》读完了,在此想写点我读了此书的
感受，这个读后感,写的时间太久太久,想对于以前的读后感,
这次总是有些事情困扰着我,所以现在我先把我读懂的一部分
与大家一同分享!



20世纪末叶，经济热成为全球性的时代大潮。一代超人李嘉
诚，人称香港首富，同时又是世界华人首富，在华夏经济史
上耸起一座丰碑，举世瞩目。因此，我是带着对他经商道路
的追崇心情来读书的，希望从他经商之路看出些什么。

读完嘉诚传奇的一生，让我心存最深的不是他如何以超人之
术创立的宏基伟业，而是他那和睦的待人处事态度和他对做
任何事情的诚信态度.我想就是因为拥有这个才成就了他今天
的事业，这就是”超”之所在。

就诚信而言,(书中令我佩服的还有很多,但李超人的诚信是我
最敬佩的.)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还在开塑料花厂的时候，
有位欧洲批发商看中了李嘉诚的企业，想大量收购，可这时
刚好李的企业资金发生了问题，所以那位批发商在和李做生
意之前附带一个条件，那就是找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
做担保。李嘉诚在找不到担保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去开发新
产品，结果他通宵赶出了9款样品。第二天连忙去和那个批发
商交涉，他用自信而执着的口气说:”请相信我的信誉和能力，
我的原则是做长生意，做大生意，薄利多销，互利互惠”。
批发商微笑的说:”我早已找好一个担保人了，那个人就是你，
你的真诚和信用就是最好的担保”。此次生意的成功更使长
江公司实力上了一个台阶。

后来的李嘉诚用7亿资产的中小型企业，成功地控得资产价
值60亿的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和记黄埔。他正是用怡和大班
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收购时才做到兵不血刃。为什么怡和大
班会如此的看重李嘉诚呢？这正是李嘉诚的诚信说服了他们。
收购和记黄埔后，李嘉诚由此被誉为”超人”.外在如今李嘉
诚的企业中，仍然还有着建厂时进厂的老员工，虽然企业涉
及的行业和专业越来越复杂，他仍然把老员工留在自己的企
业中，无不体现他对老员工的关怀，从中也反应了一
个“诚”字。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以诚待认，别
人才会以诚相报”。



读完李嘉诚传奇的一生，固然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
思考，唯有诚信是不容质疑的。不管你现在做什么，将来要
做什么样，我们必须以诚待人，以诚待事让我们向李超人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

鲁讯的作品读后感篇三

鲁迅——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
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破落家庭，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
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其改变国民精
神，1905－1970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其间奉母命回国结
婚，夫人朱安，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
《呐喊》《彷徨》论文集《坟》，192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阿q正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杰作。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第二本经典小说集，它是
中国名著，也是世界名著，这本书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
的，例如《故乡》《药》《孔乙已》等鲁迅名作。

看完《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剧中
主人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
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
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
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激励半梦半醒的国人，用还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国
人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他的每字每句时
刻在启示我：大千世界有着深刻的道理，丰富的知识，高尚
的道德。在现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应该抓住机遇，不断
学习总结虚心向同事请教，从一点一滴做起，克服一切困难，
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早日挑起大梁。



我们的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生源较差的学校。也许很多工作
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或支持，也许付出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应有
的回报，这使我们或多或少有些气馁，使我们对事业的热情
慢慢削弱。但看了这本书后，除了感动外，更多的是让我清
晰的认识到，如果你是真正的热爱自己的事业，真正全心奉
献于教育事业，那么你会发现你的付出是有成就的。当你真
的爱一个学生，再差的学生你也会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并
激励他；再调皮的学生你也会找到他的可爱处；在难以相处
的学生，你也会尽力去接近他，帮助他。当这些学生一点点
进步了，学生会爱戴你，家长更是感激你，这使你感到自己
的奉献是值得的，这也会激励你更努力工作。

21世纪这个崭新美好的世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美好未
来。教师更始责任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更要把爱奉献
给自己忠爱的教育事业，关爱每个学生，茁壮成长，将来成
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鲁讯的作品读后感篇四

鲁迅的作品，磅礴大气，读来令人回味不尽。下面是本站小
编为大家整理的鲁迅作品读后感，欢迎参考!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短短一万多
字却生动地描写了子君与涓生从相恋同居到爱情破灭的全过
程。语言简短有力，思想内容深刻庞杂。

涓生和子君他们单纯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至上，走个人奋斗
的道路，最后造成了悲剧。

作者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
的经历，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
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



涓生的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恋爱
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从涓生的个性心理描写，我真实地感受到相爱至分手的残酷，
而血淋淋的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
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

回顾涓生对待子君爱情的过程，这里可以看出他矛盾自私的
阴暗面。追求子君的时候“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
跪了下去……”。也难怪日后竟成了子君温习的必修课，而
涓生后来却只当作是浅薄可笑的电影一闪。如此纯真热烈的
求爱形式，竟被涓生自已践踏了。

涓生冲动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浪漫热情，只能维持到得到
子君的爱时，就成了“被质问，被考验”的负累了。

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
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
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
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
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

总之，《伤逝》中子君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她对爱情的盲目
纯真一开始就奠定了她的悲剧色彩。涓生的“无爱之爱”又
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加深加快了她的悲剧化进程。

鲁迅先生最大的特质，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胸怀。看到受苦受难而永无了日，故有其“哀”;看到受苦受
难而无长进，故有其“怒”。

馒头是吃的东西，那蘸了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就成了药了吗?
现在看来恐怕是十分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可是在那个时候，
辛亥革命时，虽然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可人民
的思想还是没有解放。



有很多人说华老栓夫妇麻木但是爱子，我认为恐怕不是的，
他在茶馆中忙碌了大半辈子，勤勤恳恳地劳动，为儿子治病
而省吃俭用。为儿子治病掏出积攒多年的洋钱，就只换取了
几个人血馒头，愚昧落后的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华家有好几个
儿子，小栓生了病，那么华老栓还会如此尽力吗?恐怕不然，
他费尽心思为儿子治病，恐怕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的封建道德吧!为了华氏的香火，他们不惜一功代价，甚
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与其说华老栓夫妇所作所为
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人们身上还未散去的封建之气。

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代表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
而大众却不支持他。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挨
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
了”，他被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华夏”
本是一家人那!夏瑜应该依靠老栓却没有，老栓应该支持夏瑜
却没有;流血的不知道为谁流血，吃血的不知道吃了谁的血。
以互不关心为始，以同归为尽为终。鲁迅先生通过夏瑜这一
角色，表达出同情。赞美，也表达出当时民众的落后愚昧，
统治者的凶狠残忍。同时也一语双关地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
的原因：没有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但文中在清明节坟头出
现的花环，说明革命者仍然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
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

夏四奶奶是夏瑜的母亲，她“踌躇”，“羞愧”，但又“硬
着头皮”去给儿子上坟，她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儿子的光
荣就义，英勇牺牲是有损祖颜的事。母亲对儿子不以为荣，
反以为耻。不理解，不支持儿子，是一个做母亲的悲哀!她认
为花环是儿子显灵，希望乌鸦飞到坟头，是一个封建迷信者
的悲哀!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
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
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的是为谁，却还要因



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
的福利。

《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里行间都射出残酷的社会
现实!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乐。
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虽
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
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
最忽略的。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道许多新鲜事，
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
《故乡》，《药》，《孔乙己》。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

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像这样的文章还有许许多多，
鲁迅先生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了以后，能
够清醒过来。

作者对“故乡”的感情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同
时还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对“故乡”没有任何理
性的思考之前，一个人就已经与它有了“剪不断，理还乱”
的精神联系。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精神联系
是一个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后来的印象不论多么强
烈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而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
种感情的藤蔓。具体到《故乡》这篇小说中来说，“我”
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关
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可爱
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形成的那个美好故乡的
回忆。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形成的这种印象叠加胶
合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和化合。这
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
浊不清的。这样的感情是一种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的感情，
不是通过抒情的语言就可以表达清楚的。它要从心灵中一丝
一丝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
需要让读者会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体验。这种没有鲜
明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在我们的感受中就是忧郁。忧郁是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不强烈们又轻易
摆脱不掉的悠长而又悠长的情感和情绪的状态。《故乡》表
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
的。



鲁讯的作品读后感篇五

《简爱》是一部带有自转色彩的小说，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生
的真谛。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温柔，清纯，喜欢追求一些美
好的东西，尽管她家境贫穷，从小失去了母爱，再加上她身
材矮小，容貌不出众，但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灵魂深处的自卑，
反映在她的性格上就是一种非常敏感的自尊。她描写的简爱
也是一个不美的，矮小的女人，但是她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
心。

简爱生存在一个寄人篱下的环境，从小就承受着与同龄人不
一样的待遇，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哥的侮辱和毒
打……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切，换回了简爱无限的信心和坚强
不屈的性格，一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坚定不移地去
追求一种光明的，圣洁的，美好的生活。

在罗切斯特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庭
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也正因为她的正
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使得罗切
斯特为之震撼，并且深深爱上了她。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
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时，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
她虽然讲，“我要遵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
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但
是从内心讲，更深一层的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因
为她深爱着罗切斯特。但简爱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
在这样一种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富裕的生活诱惑之下，她
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最具有精神魅力
的地方。

小说设计了一个很光明的结尾－－虽然罗切斯特的庄园毁了，
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残废，但正是这样一个条件，使简爱不再
在尊严与爱之间矛盾，而同时获得自己的尊严和真爱。



在当今社会，人们都疯狂地为了金钱和地位而淹没爱情。在
穷与富之间选择富，而在爱与不爱之间选择不爱。很少有人
会像简爱这样为爱情为人格抛弃所有，而且义无反顾。《简
爱》所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一种返朴归真，是一种追求全心付
出的爱情，还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尊严。它就像是一杯冰水，
净化了每一个人的心灵。

鲁讯的作品读后感篇六

《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全书涉及世界儿童文学作家
百余人、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近二百部、精彩书籍封面和
插图三百余幅。它引领读者跨越儿童文学的门槛，走进儿童
文学的世界，了解儿童文学的基本模式，熟悉儿童文学的分
类，品读儿童文学的故事情节，感受儿童文学人物的魅力。
可以说，《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是一部二百年世界
儿童文学历史与传世经典名篇的阅读圣典。

这本《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中，有一篇文字介绍《不
老泉》，其中引用了美国童书评论家安妮塔西尔维在《给孩
子100本最棒的书》里对它的赞美——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只
能带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到荒岛上的话，那应该就是《不老
泉》。

其实我很想说，就父母而言，如果只能选择一本书，带孩子
领略世界儿童文学经典名篇的魅力，那应该就是这本《阅读
与经典》；就所有喜欢读书又童心未泯的大人而言，如果只
能选择一本书，让你免于错过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妙
的图画，那应该就是这本《阅读与经典》；就所有对儿童文
学感兴趣的大人与孩子而言，如果只能选择一本书，让你对
早已熟悉的故事有不同以往的新的体会，或是去了解故事背
后的故事，那应该就是这本《阅读与经典》。下篇开篇的一
段文字打动了我。彭懿老师在说到“为什么读经典”时，引
用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一句话——经典，是每次重
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



好像是在重温的书。《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就是这样
一本带我们初读或重温，并不断有新发现的世界儿童文学阅
读宝典。

彭懿老师的文字一如既往的幽默轻松，充满童趣。大量大量
的出自世界插画大师之手的.原版图书的封面、插图让这本书
精美至极，即使一字不读，只是翻一翻，也是种美的享受。
当然，最有价值的还是彭懿老师的讲述与评析。丰富的资料
背景、深入浅出的讲述、优美又俏皮的文字，还有实用指导
价值超强的“中文译本推荐”和“延伸阅读”??很难说，这
是本讲述儿童文学的文学书，还是本讲述儿童文学的工具书。

总之，值得一生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