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学经典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文学经典读后感篇一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美到处都有，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
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白鹭，一种普普通通的鸟，经过郭沫若这位大作家寥寥数笔
的描摹，就显得那么动人，那么栩栩如生。你看，他在1942
年秋天写的《白鹭》这篇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虽没有华丽
迷人的词藻，也没有浓妆艳抹的渲染，显得那么朴素无华。
但是，它正是运用了如白鹭一般朴素的句子，让我们感受到
平常事物中蕴含的美！

是的，这只从历史深处飞来的白鹭，给我们多少启示啊！

作者开篇把白鹭比作一首诗，优美而有富有意境，更何况是
一首精巧的诗呢！你可能要问了：白鹭有什么美的？但由此
可以看出，这已经在你心中播下了一颗美的种子，正然我们
等着它发芽，成长，开出美丽的花来。

作者仅仅对白鹭寥寥数笔的描绘，就揭示了它平常的美。先
是同白鹤、朱鹭和苍鹭作比照，彰显了白鹭“全身的流线型
结构”，这就突出白鹭一种无与伦比的独特的美，颇有点
儿“百鸟之中我为首”的意思了。不是吗？白鹤“增一点儿
则嫌长，减一一点儿则嫌短；素一点儿则嫌白，深一点儿则
嫌黑”。嗨，这句话似曾相识，让我想起宋玉《登徒子好色
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



敷朱则太赤”。人家是写绝代佳人，可作者却恰到好处地嫁
接白鹭身上，是居然觉得正好，真让人惊叹白鹭的独特之美
了！自然，那些美丽的白鹤、朱鹭、苍鹭定会自叹不如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审美的问题了：为什么平常就不美
呢？“然而”一个转折，犹如舞台上的聚光灯，视线自然地
被聚焦在白鹭身上了！“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它的
美”，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哲理。就是这个美的精灵，还为人
们创造出“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奉献给人们“乡居
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所以，我们得善于发现美，追求美，更要创造美。蓬勃的小
草，人们几乎是视而不见，但是它们绿遍天涯；墙角的花，
谁能在意，但它们美化了一角天地。黄昏中散步的老人，往
往与你擦肩而过，但是它们却是一道绝美的意蕴深沉的人生
风景。

再看，白鹭“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够让人提心吊胆
了，可白鹭却处之泰然，一付悠然自得的样子。读到这儿，
我们顿时恍然大悟，郭沫若爷爷看来是写白鹭，其实是在写
人呢！这实在是想告诉大家，做人就算做普普通通的人，也
要勇于进取，勇于攀登，永远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笑。这自然
也是郭沫若爷爷的自我写照了。试看，他在革命的激流漩涡
中，却永葆白鹭的一身清白，更有处之泰然的风采。

自然，我们就是要想人生的绝顶不断攀登，就像舍身斗歹徒
的英雄周光裕，就像九死一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无畏勇士，
就像遨游太空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就像……他们正站在时代
的绝顶向我们召唤呢！

哦，有人认为，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本身不就是一首歌
吗？生命如歌。只要他在瞬间创造了辉煌，这首歌就不会停
止，永远，永远……我想，生活中许多像白鹭一样默默无闻
的人，只要尽心尽力地活着劳动者，虽不能创造惊天动地的



业绩，但也一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白鹭》一曲已终，仍让人感到余音袅袅，绕梁不绝。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颜色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白鹤太大而兼生硬，且不用说，即使像粉红色的朱鹭或灰色
的苍鹭，也觉得大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

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

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
色的脚，增一点儿则嫌长，减一点儿则嫌短，素一点儿则嫌
白，深一点儿则嫌黑。

在清水田里，时常有一两只白鹭站着钓鱼，整个田便成了一
幅嵌在琉璃框里的图画。田的大小好像有心人专为白鹭而设
计的。

黄昏的空中，偶尔可以见到白鹭在低低地飞，悠然地观看这
情景，可说是乡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
身不就是一首优美的歌吗？

文学经典读后感篇二

我这次回家借着时间充裕把《大学》好好地品味了一番。里
面确实有很多大道理，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格
物”。为什么这个能让我印象最深呢？在这我先卖个关子。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下《大学》吧！



《大学》即大人之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大道理，通篇引《诗》、《书》立论，终篇不见《易经》、
《易传》一字，但它的思想脉络却来自《易经》与《易传》，
是纳易学入儒学、用易学思想充实儒家思想并使之融为一体
的典范。《大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三大纲领”，“八条
要目”。而这三大纲领是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条要目是指的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而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条目是格物、致知。修身
的先决条件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细分为：则格物
致知属“穷理”的功夫，诚意、正心属“正心”的功夫，穷
理又是正心的基础。而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全书的总纲。在书里面有很
重要的作用。《大学》的作者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懂
得了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和要实现的目标，然后才能有确定的
方向；有了确定的方向，才能做到心静不乱；心静不乱，然
后才能做到神思安稳；神思安稳，然后才能认真考虑；考虑
周到以后，才能有所收获。我们为人处事，如果能够抓住纲
领，明确事物的本末先后，那就是懂得“大学”的道理了。
人生的道理也是这样，有了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奋斗
起来就不会迷失方向，精神抖擞，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
意想不到的成功。

介绍完《大学》那就开始说说什么是格物吧！要说什么是格
物就要说说它出自在哪。它出自大学前半部分“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
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
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
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



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
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
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
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
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
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
能太平。所以说格，就是确实研究清楚。“格物”就是要求
人们亲历其事，亲操其物，即物穷理，增长见识。在读书中
求知，在实践中求知，而后明辩事物，尽事物之理。你看看
这是不是跟我们《马克思原理》所学的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说实话看这格物确实有些不怎么明白，但一说到实践那
就没问题了！这其实就想告诉我们要真正的学到知识不仅仅
是看书本的内容。仅仅是书本的是绝对不够的，还有在社会
中的知识！并且你在生活会更加理解书本里所讲地知识，使
书本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要知道书本的知识原本就是先
人在社会格物后写在书上以此传给后人的！永远只知道书本
里的知识那就只是书呆子。书呆子也许会风光一时但他一定
会被社会淘汰。因为他只知道知识无法将知识放出来来为人
类服务。你说不会应用有什么用？说到这我就想到作为大学
生的我们，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像高中的一样死读书，社会不
需要那样的人。我们在大学是学的是一种思维，一种大学生
的思维！大学不是仅仅在学一种技能，那是技校的学生的任
务。如果我们只是在学书本的，学一种技能，那就只是高中
生，职业技术学生！那我们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说要去社会
中认识来以此来得到一种思考！

文学经典读后感篇三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又坚强;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种璀璨的文化，博大而又精深。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的的五千年，中华文
明也从无到有，从古到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古老的中



华文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
史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有着极强生命力的传统
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它有着极大的包
容性、涵盖性和前瞻性。尤其是中华古代哲人对人、对宇宙、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已越来越引起世人
的关注。

在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愈加暴露
出其不足和弊端的时候，无异于一股清纯的甘霖，给为现
代“文明”所困扰的人们，带来一线希望和生机。

早在本世纪中期，国际学术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就已认识到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
指导意义。甚至预言，未来人类文明的出路，在于对东方文
化的回归。在国内，近十年来，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有关传统文化的学术讲座和出版物受到普遍欢迎，
许多传统文化典籍一次次被再版、重印，各种古籍选本大量
涌现，而且还出现了古典诗词朗诵会和中小学生读经活动??。
然而，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冲击面前，尽管有弘扬传统文化
的呼声和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渴望，传统文化对人的实际
影响却日渐微弱。面对着越来越恶化的生态环境，面对着越
来越缺少道德规范的现代社会，我们有必有去反省一下自己，
有必要去想一想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想一想我们还能为
我们的未来做些什么?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华传统文化
里那对宇宙时空的深刻认识，那万物一体、人与自然的和谐，
那巨大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引起我们
足够的重视，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只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才能够找到照耀人类未来的曙光。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以史为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就
是学习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老祖宗留下的经验和智慧。那是老
祖宗们对宇宙大道的一种认识，是对“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
处”的深入思考。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每一部经典
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书五



经”每一部都堪称经典，每一部都堪称独具慧眼。这些经典
都是古之圣人对人、对物、对事的人生思考。因此我们非常
有必要去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学习这些古文经典。在人类
社会动荡、无序、灾变叠起，日益走入西方现代文明的误区
的时候，我衷心希望，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秀文化和民族传
统，能够真正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和
生存环境，对进化人心，有所裨益。

如果说，中华文明也许是人类面临黑暗当中的一线曙光的话，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无异于一项有关整个人类进
化的总体工程。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祥和、美好、繁荣与富
足，为了整个人类的光明与前途，我们每一个青年人都应该
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自身做起，从传承和弘扬中国的
传统文化做起。

文学经典读后感篇四

大家一定对这海底探险之旅充满了好奇吧!那么现在就让我为
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海底两万里》让我学到了很多：在南极潜艇被困于冰下船
内极度缺氧的情况下，船中人们奋力开凿冰盖的永不放弃的
精神;在印度洋与鲨鱼展开殊死搏斗的知难而上的精神……其
实在真实的人生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
每一个人都必须单打独斗。如果我们永不放弃努力奋斗，就
一定能主宰自我。

有那么一本书，它向我描述了海底世界的精彩;有那么一个人，
他向我介绍了奇幻的海底景色;有那么一艘船，它带我邀游了
神秘的两万里海底。

这本书就是“幻想大王”凡尔纳写的《海底两万里》。凡尔
纳是十九世纪法国最重要的科幻和冒险小说家之一。



其实，书中有许多科技是当时没有的，而且凡尔纳也没有去
过海底，但他却能想象出那么美丽的海底世界，并把海底世
界写的那么生动，这表明了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他也是
一位出色的预言家，因为他的许多科学幻想已经被科学家认
证。所以，我们在看一些科幻作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那
是荒缪的，因为在数百年后，可能就被广大科学家和人们认
可了。

放弃，是一个念头;而永不放弃，则是一种信念!

文学经典读后感篇五

正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在三国里，有很多军事战争和名员大将比如众所周知的马超、
张飞、关羽、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他们虽然都身怀绝技
或机智过人，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缺点。

首先是诸葛亮，他虽然聪明绝顶，但非常死心眼，为什么非
要坚守在这样一个落魄的蜀国呢?曹操那里有多少荣华富贵，
可他却要帮助一个生性懦弱的刘备，为了他，诸葛亮放弃了
很多东西，比如：孔明灯。如果他不去帮刘备，他的发明不
就早成功了吗!其次，任何事都亲自去做，只让手下去打仗，
最后把自己都累倒了，简直就是“慢性自杀”

然后就是赵云了。他武功过人简直胜过关羽和吕布。但他不
太聪明，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计谋，他恐怕早就战死沙场了。

张飞的缺点最多了，第一，爱喝酒，而且喝醉后还出手伤人，
甚至翻脸不认人，将好友暴打一顿。可算得上是鲁莽中的鲁
莽了。

刘备也有缺点，他为何要帮助那个无德无才的汉献帝呢?到最
后还不是口是心非?天天说：“我要兴复汉室，帮助汉献



帝!”可是后来还是自己当了皇帝，最让人生气的，是曹丕废
汉献帝时，他却视若无睹，所以别看他外表老实，其实是一
个无情无义、冷酷无情的伪君子。

最后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布了，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将
了。“英雄难过美人关”被一些可恶的女人所诱惑了，使他
陷入了绝境，无法自拔。真是红颜祸水啊!

正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我眼中每一位英雄都有
自己的优缺点，不过以上内容仅代表我个人所想，如果你有
不同的看法，也可以与我谈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