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的提纲格式 我的叔叔于勒
读后感的提纲(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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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后感的提纲格式篇一

这是一篇莫泊桑著名的的短篇小说。故事很简单：发生在法
国西北一个拮据家庭中的小插曲。主要人物有菲利普夫妇、
于勒还有若瑟夫——也就是文中的“我”。文章透过“我”
和一家人在去哲尔赛岛的途中偶遇于勒的经过和菲利普夫妇
在发现于勒其实并不如想象中阔绰的反应，深刻地揭示和讽
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纯粹的金钱关系。

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的。最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
洛船，以免再遇见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
的“盼”、“赞”立即转为“怕”、“躲”，让人读来又增
添一丝失落和对当时人们金钱关系的失望。

这篇文章没有深奥的主题、复杂的情节，而是用平淡、自然
地语言叙述简单的故事。但是其中一些看似简单的细节描述
却尖锐的讽刺了人们的金钱关系。例如：当于勒据说赚了大
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
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立刻把他
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立刻成了
“决不会有出息的”。在情节发展方面，作者的笔调也是平
淡的，不慌不忙地慢慢展开叙述，丝毫不见刻意的铺垫，却
让读者的心无法平静下来，必须要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不
可。这两点，是我最为欣赏的。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总之，
《我的叔叔于勒》是一篇平淡而极精巧的、值得玩味的文章。



著名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读后感

最近，美国大选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口
水战，双方极尽所能，互相攻击，你来我去的，更是让观众
看得“过瘾”，最终，特朗普取得出乎意料的胜利，着实让
各位看客唏嘘不已。

美国大选，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最重要的体现。资本主义制
度从十六世纪开始至今，已历经大约五百年，五百年的荣辱
兴盛，它的体制理念，早已深深植入每一个国民的血液里，
主宰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我的叔叔于勒》中的菲利普夫妇
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这几天我在上《我的叔叔于勒》这篇课文，这是我第二次研
读此文，感触也更加不同。此文是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巨匠
莫泊桑最著名的小说名篇之一。这篇文章主要写“我”一家
人在去哲尔赛岛途中，巧遇于勒经过，刻画了菲利普夫妇在
发现富于勒变成穷于勒的时候的不同表现和心理，通过菲利
普夫妇对待于勒的不同态度，揭示并讽刺了在阶级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情形。故事不长，却耐人寻味。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文中的菲利普夫妇
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身上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悲
哀，无奈，挣扎和企盼。他们从没试着去改变命运，而是把
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切实际的于勒身上，或许，他们只
能如此，这也是他们最大的悲哀-------平静的接受命运的安
排。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像菲利普夫妇那样的人却也不少
见。

在食品里添加各种色素，添加剂，甚至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
工业原料，为了谋取私利，不惜一切手段，“金钱至上”的
观念支配着他们的一切行为。这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一种关



注内心的缺失，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者。

我想，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我们更该关注我们的内心世
界，以清丽的双眼凝眸世界，用爱与责任铸造生命的意义，
谱写新世纪的辉煌。因为，金钱并不是万能的，正如著名作
家龙应台所说：“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
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
买到纸笔，但买不到文思;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
慧……”由此可见，拥有亲情、友情……才是最重要的，也
才是最幸福的。

读后感的提纲格式篇二

《送东阳马生序》，是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写给同乡太学生
马君则的一篇赠序。他用自己求学时的艰难困苦勉励马君则
珍惜今天的优越学习条件，德能双休。宋濂幼时家贫，无书
可读，他借书抄书，终于博览群书;成年时无师可问，他奔走
百里之外，执经叩问，卒获有所闻;从师学习时，他生活艰苦，
以苦为乐。

(用概括的语言简要介绍作品的相关内容是叙述，这
叫“引”。)

(对你引述的内容进行分析、评价是议论，这叫“议”。)

(联系其他相关内容或作品相关情节是“联”，需要边叙述边
议论。)

将学习作为乐趣，是学有所成的前提。宋濂如此，“囊萤映
雪”、“闻鸡起舞”、“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主人公
不也如此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亲爱
的“学友们”，愿你早立鸿鹄之志，以学习为乐，插上理想
的羽翼，早日翱翔在快乐成长的天空。



读后感的提纲格式篇三

《提纲》是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成的一份只供自己进一步研
究用的笔记，在他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88年，恩格斯在对
它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后，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公诸于世。《提
纲》虽然十分简短，但却如恩格斯所说，它是“非常宝贵
的”、“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提纲》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
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不彻底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
践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领和一
系列重要思想。《提纲》说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
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它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
界观初步形成的标志。

《提纲》共有11条，字数虽然不多，却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
容和严密的逻辑联系。全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即第一、二条，是《提纲》的总纲，从总体上概括了马克思
的新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开始把实践纳
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为建立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二部分，即三至九条，批判了旧唯物
主义的唯心史观，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唯物
史观的重要思想，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勾画了蓝本。
蓝图；第三部分，即第十、十一条，是《提纲》的总结，阐
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
的是要改造世界。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掌握其基本哲学依据。

实践的观点是《提纲》的核心和灵魂，是新世界观萌芽的集
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



第一，实践是物质与意识辩证统一的基础。

第一条就指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
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
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就说
明了旧唯物主义虽然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但是却
忽略了人的实践性，没有看到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能动性。马
克思在揭露批判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根本局限时，
突出强调了社会实践的作用和意义。

第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费尔巴哈及其
他旧唯物主义一样，虽然主张人们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
映，人们的思维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存在，但是却忽略了科
学的实践，因此也就无法说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这里，马
克思明确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在哲学史
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的问题。

可见，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第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实践
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且阐明了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意义。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就
说明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
践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马
克思进一步强调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这就是说，社会实践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来源，无论是正
确的社会意识，还是错误的社会意识，甚至宗教神秘主义的
思想观念都可以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它们产生的根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之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



唯物论的基础，从而构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厦的
基础。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明确
社会实践既是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检验人的思
想是否正确的标准，坚持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
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和坚持真理。要充分认识实践是
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也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来源，坚持
到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寻找人们思想产生的根源，并通过
社会实践消除人们的'思想问题所由产生的客观原因，从而从
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

读后感的提纲格式篇四

读后感，顾名思义，就是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
或几句名言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
感也可以叫做读书笔记，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也是应用
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所谓“感”，可以是从书中领悟出来
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书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
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读书而激发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
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读后感的表达
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
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础上发感想。要写好有体验、
有见解、有感情、有新意的'读后感，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读好原文。“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
的。“读”是“感”的基矗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
什么都没有了解，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
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果要读的
是议论文，要弄清它的论点（见解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
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受到哪些启发，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
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就要弄清它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
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作品
涉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弄清楚作品通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
物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
者什么思想感情，作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



感动等等。

其次，排好感点。只要认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可以写成读
后感的方面很多。如对原文中心感受得深可以写成读后感，
对原作其他内容感受得深也可以写成读后感，对个别句子有
感受也可以写成读后感。总之，只要是原作品的内容，只要
你对它有感受，都可以写成读后感。

第三，选准感点。一篇文章，可以排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
读后感里只能论述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接着
便是对这些众多的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感受最深、
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自己写来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
点，作为读后感的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

第四，叙述要简。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
就要叙述引起“感”的那些事实，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
的一些事例。一句话，读后感中少不了“叙”。但是它不同
于记叙文中“叙”的要求。记叙文中的“叙”讲究具体、形
象、生动，而读后感中的“叙”却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
求“感人”，只要求能引出事理。初学写读后感引述原文，
一般毛病是叙述不简要，实际上变成复述了。这主要是因为
作者还不能把握所要引述部分的精神、要点，所以才简明不
了。简明，不是文字越少越好，简还要明。

第五，联想要注意形式。联想的形式有相同联想（联想的事
物之间具有相同性）、相反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反
性）、相关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关性）、相承联想
（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承性）、相似联想（联想的事物之
间具有相似性）等多种。写读后感尤其要注意相同联想与相
似联想这两种联想形式的运用。

如何写读后感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



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
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
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
去写。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
感受最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
好是突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
受越深，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我们所说的联系实
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以联系社会实际，
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以是童年生活，也
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论怎样联系都要突
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
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
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
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
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
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读后感的提纲格式篇五

——关于《我的叔叔于勒》

李梦妤

让我们看看故事是如何发展的。首先作者写了主人公一家的
拮据生活。“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



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这闲闲的
两笔让读者深刻的了解了主人公的家庭情况。等读者了解了
主人公的家庭情况，作者笔锋一转：“可是每星期日，我们
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从而巧妙的引出了故
事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于勒。于勒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开始他
“行为不正、糟蹋钱”，“不仅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
得一干二净，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于是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到美洲去。请注意，这里作者
用了“惯例”一词，这暗示了当时社会中人们普遍的金钱关
系。后来呢?于勒来信说他赚了点钱，于是，“大家都认为分
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大家
每天都在盼望着于勒归来。前后对比之强烈，人们之间以金
钱维系的亲情可见一斑。再后来，因为二姐的婚事，一家人
要到哲尔赛岛游玩。作者写一家人很自然的上船、很自然的
想吃牡蛎，在“自然”中一步一步慢慢地将故事推向了高
潮——父亲发现那个穷苦的卖牡蛎的年老水手竟然是他们日
日夜夜盼望着的于勒!读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之惊讶。
可是，这种结果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的。最
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以免再遇见他”。菲
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盼”、“赞”立即转为“怕”、“躲”，
让人读来又增添一丝失落和对当时人们金钱关系的失望。

这篇文章没有深奥的主题、复杂的情节，而是用平淡、自然
地语言叙述简单的故事。可是其中一些看似简单的细节描写
却尖锐的讽刺了人们的金钱关系。例如：当于勒据说赚了大
钱的时候，菲利普太太说“这个好心的于勒”，“他真是个
有办法的人”;当他又成了穷光蛋的时候，这位太太马上把他
说成了“这个东西”，“这个贼”，“有办法的人”马上成了
“决不会有出息的”。在情节发展方面，作者的笔调也是平
淡的，不慌不忙地慢慢展开叙述，丝毫不见刻意的铺垫，却
让读者的心无法平静下来，一定要一口气把这篇文章读完不
可。这两点，是我最为欣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