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一章读后感(优秀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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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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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花夕拾一章读后感篇一

面对人生困境，鲁滨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硬汉子的坚
毅性格和英雄本色。从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随遇而安，
消极侍命的人，而是一个意志品质极坚强，生存信念极执着
的人，并且务实肯干，爱与动脑。正是他的这些精神品质，
才使他把握住生存机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海岛历险这一部分让我们懂得了只要有志气、喜欢去探索、
爱劳动、有着坚强不屈的品质……就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

爱迪生几乎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18个小时，在那里吃饭睡觉，
但他丝毫不以为苦，他说：“我一生从未做过一天工作，我
每天都其乐无穷。”就是这个从未进过学校的人，视工作为
快乐，发明了灯泡、电话等一千多个专利产品，改变了我们
世人的生活。

海伦·凯勒不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不屈不挠，最终走向了光
明，成为了“美国十大英雄偶像”;司马迁在大牢里忍辱负重，
悲愤交加，后来又写下了宏伟巨著《史记》;李时珍在外不论
风吹雨打，冒着生命危险，经过三十多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才写成了这本《本草纲目》。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不都是靠着自己的毅力去创造奇迹，



就如鲁滨逊一样，勇往直前，敢于拼搏。

我们也要像这些名人一样有着令人值得敬佩的精神，正如人
生道路，它坎坷，它不平，到处有荆棘、石头、高山、急流。
人生，并不满布绚烂的朝霞;它是由痛苦、磨难、快乐的丝线，
组成的网。当我们受到挫折，积极对待。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天不总是蓝的，水不总是清的，草不
总是绿的，花不总是艳的，人生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花
要凋落，草要枯黄，但春天又给它们生机。

朝花夕拾一章读后感篇二

本论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按照年代顺序研究英语世界
关于《红楼梦》中成长话题的论述,分别考察了20世纪70、80、
90年代和21世纪初涉及成长话题的《红楼梦》研究.70年代英
语世界的一些学者将贾宝玉作为西方文学中人生意义的探求
者形象与哈姆雷特等西方小说人物进行比较,还有学者从西方
文学中一种描述个人成长的叙事结构即帕西法尔寻找圣杯来
分析宝玉的红尘历劫的意义.80年代涉及成长话题的论文主要
从西方文学中常见的两种文学类型——智慧文学和成长小说
模式来分析《红楼梦》.90年代有学者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探讨
《红楼梦》的文学和社会价值,还有学者对小说中表现出
的“不愿成长”情绪进行分析.21世纪初涉及成长话题的研究
有对宝玉的红尘心路的意象解读,也有佛教启悟角度对该小说
的分析,还有从空间叙事理论来讨论宝玉童年生活的不同空间
对其言行的影响.通过对这些著述的分析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
至今,英语世界的学者对《红楼梦》成长话题的研究呈现出理
解逐步深入、研究方法和视角越来越丰富的趋势.

第二章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迄今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
关于大观园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的大观园研究基本
上沿袭了传统的叙事研究和考证方法.从70年代开始,英语世
界的汉学家积极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新批评、叙



事学、新马克思主义等应用于《红楼梦》研究,在这种思路的
关照下,大观园的文学意蕴越来越丰富.后,建筑美学、空间叙
事理论、性别研究等理论的应用使得大观园研究呈现出更加
明显的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特点.

第三章考察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涉及女性话题的著
述.20世纪60、70年代关于女性话题的研究成果较少,60年代
的两位华裔学者夏志清和荣之颖在讨论红楼女性人物时都借
用了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70年代浦安迪和那美惬的论著
则直接表示应用了结构主义和比较文学的方法.从80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使用女性主义理论来讨论《红楼梦》中
的女性人物.应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红楼梦》的一些论述能
够明显地体现海外汉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此外,也有学者从
清代绘画艺术、清代妇女史研究等角度来讨论该小说中女性
话题.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的特点、优势和
不足,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英语世界的《红楼梦》
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汉学、西方文学理论、中外关系、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西方学术传统和规范等因素的影响.英语
世界《红楼梦》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比较文学的视野和跨
学科特征,反思性和批判性.其不足主要体现在套用理论、过
度阐释、对中国文化和《红楼梦》文本的误读、翻译欠缺.鉴
于以上问题和不足,中国国内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待于更多地翻
译成英文.此外,带有详细注释的《红楼梦》资料索引也会对
英语世界的学者的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本论文所使用的材料大多为国内学者尚未在著述中提及过的
新材料,笔者翻译了文中所引英文资料,这些资料多为首次翻
译成中文.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创新性和合理性.笔者选取了
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中的三个较有特色且成果丰富的话
题,并按照年代进行梳理.此外,本文将英语世界的《红楼梦》
研究放入海外汉学和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语境中,并结合了国
际政治和外交形势以及英语世界的学术研究传统等影响因素,



发现了英语世界《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鲜明的特点及成因,并
对其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语世界《红楼梦》研究对这三个话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且积
极应用西方文学理论和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呈现
出越来越明显的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的特点.

朝花夕拾一章读后感篇三

《中庸》是一篇重要的儒家哲学经典文献，它从本体论、主
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四个向度展开了儒家哲学思想体
系，经道德本体作为始基，以道德主体作为核心，阐述了秉
具天命之性的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立身原则和行为规范，最
终将天人、内外之道归结为一“诚”。

《中庸》接续孔子、曾子思路，继承并改造三代天道观，将
超越而外在的、神圣的、具有德性并依据德性主宰人事
的“天”进一步转化为超越内在的、作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
万物之终极本原的道德本体。

中庸之道如今已走向略带贬义的色彩，但如今人世间，成功
之人，成名之人，大凡都是深谙此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
及之名。

中，不偏不倚;接着说庸，庸不是无能，而是平常。

平常就是不易，即鲜有改变，年少轻狂之时，日日思变，整
日里做着相同的工作，重复着相同的生活被深恶痛绝，因而
时时思变，跳槽等等所为，均有一定因素是因不庸而起。

不说此行为之好坏，年少轻狂时的不庸在长者眼中是为胡闹、
是为冒险，是为激进。

暮年之人常念叶落归根，常念平淡生活，有一大俗话云：平



平淡淡才是真。

其意为庸也，年长者好庸，年少者恶庸，且不论庸者好坏，
此一对立还是颇引人深思，庸者有好之者，有恶之者，既然
中庸合用，我认为中是好的，则合用，庸必然也应是好的，
平常之为，淡然处之能培养良好心态，庸并非鼓励不求上进，
而是在激进中寻求平衡，此又回到中，不可过也不可不及，
是以中庸合用。

联系自己的教师生活，我感觉教师确实应以平和的心态来面
对学生的错误。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因为个体的差异，所犯的错误也是各种
各样的，教师面对这些错误时，如果心态过急，难免会采取
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伤
害学生的学习创造性;而如果教师能一种平和的心态，冷静地
分析一下学生出错的原因，帮助学生找到出错的根源，教师
也就不难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认为教师保持平和的心态是正确对待学生犯错误，
帮助学生有效改正所犯错误的关键所在。

近来读《中庸》，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很赞同，如“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知耻近乎勇”“行
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看看原文，再看看现代专家的译
文，感觉我们古人真不简单。

原来我的印象中，古文经典无非是“之、乎、者、也”充斥
其间，通篇是古代的一些迂腐文人的酸臭文章，经过世事的
浸润，阅览人事的沧桑，再细细品味古文经典，感觉自己先
前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和粗陋，多么的不合时宜。



系统地阅读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对古文经典有了粗浅的认识，仿佛脱胎换骨似的，对古文经
典有了全新的认识，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们文章
中的观点仍不过时，因为古人、今人及将来的人，心性是一
样的，对事物的看法，做人做事的原则都有相通之处，不管
时事如何变迁，作为生命主体的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时
代都有共性。

朝花夕拾一章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是作者追怀青年时代的往事而作的，既描写了
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对石油的真挚怀念，又真实地书写了戊
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种种。在《五猖会》
中，鲁迅为了能看到迎神赛会被父亲强迫背书。鲁迅小时候
对迎神赛会非常感兴趣，而正因为好奇，却在父亲突如其来
安排一个任务后，有晴转阴。这些心理描写，表现了鲁迅的
感情变化，还反映了封建教育对儿童的压制和摧残。那时的
儿童无可奈何。相比之下，我们多么的幸福，我们天天被6父
母宠着，呵护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摔着。几乎被
当成菩萨一样被供着。这样惬意的生活和童年我们还有什么
不满足？父母带我们去世界各地开阔视野，让我们的童年变
得丰富多彩。而从背书的另一方面看，则写出了鲁迅的孝顺
和听话。我们却在这方面是调皮大王，能躲得过的就躲，躲
不过的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推脱掉。背
书其实不难，难的是我们没有那份骨子里的孝顺和听话。而
细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字行中透出来的天真
烂漫的感情也写出了鲁迅小时候对乐土的`热爱，写出了自己
的童年生活。长大后的我们可不可以也用这种浪漫而深刻的
方式写下自己独一无二的童年。

看了这篇回忆性的散文，我仿佛看到了鲁迅小时候。在百草



园，以昆虫为伴，与闰土父亲捕鸟，听长妈妈讲故事。在书
屋，偷偷地跑到后院里去玩而整篇文章所表现住来的儿童的
天真，好玩，热爱大自然，这正是儿童所拥有的。在《朝花
夕拾》中。鲁迅笔墨用得最多的就是长妈妈。小时候，鲁迅
总还是唠叨着要看《山海经》，长妈妈好奇的去问那是什么
东西，鲁迅虽然告诉了长妈妈，但是绝不会想到长妈妈会给
他买。这不正是有点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吗？平时不管我们提
出多门苛刻的要求，爸爸妈妈总是尽量的满足我们。在商店
赖着皮要买的爸爸妈妈却没有买给我们东西，却在心情低落
回到家的那一刻又重新出现在自己手里。那是世界上最真实
最毫无保留的爱。

抬头向窗外望去，窗外依然飘洒着小雨，而我也在细细回想
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一个给自己肩膀的爸爸，一个无限温
柔的妈妈，还7有几个一辈子都想在一起的伙伴。亲爱的朋友
啊，路永有平缓曲折，但，幸福一直都在。

朝花夕拾一章读后感篇五

个人认为，《四世同堂》最成功之处在于对人物的刻画。众
生百态，栩栩如生——

大赤包，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到骨子里了。老舍有个比
喻非常形象：苍蝇，那种专叮粪便的苍蝇。她不在乎自己的
所作所为祸害到了整个民族，只要她有荣华，她可以显摆!为
了荣华，她可以出卖邻居;为了富贵，她可以逼良为娼。在她
身上我没有找到一丁点的仁爱之心。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只
是一块踏脚板而已。瑞丰，自私自利，是非不分。他让我理
解了“无聊”这个词的意义。假如生活在太平年月，他应该
很幸福。只要有热闹，有美食，他就满足，可惜不幸他投身
在了兵荒马乱之际。他的另一大不幸，在于他没有是非心、
正义感，甚至于他把标准订在了有没有热闹可看，是不是有
美食可吃。这个叽叽喳喳、絮絮叨叨的人不明白还有亡国之
痛，不明白尊严是什么。又假如他遇到了良师益友，那么他



至多庸庸碌碌，大不该走向罪恶。及至他为了一顿美食不明
不白地丢了性命，一段悲剧就此结束。若是说大赤包之死令
人拍手称快，那么对于瑞丰之死，终究还是有点怅怅然。钱
诗人，嫉恶如仇。也许他最初的转变是仇恨的驱使，那么，
到最后他放过冠晓荷，该是一个认识上的升华。那团狭隘的
报私仇火焰已经熄灭，对侵略者的仇恨却仍然在他胸中熊熊
燃烧。他，爱好和平，爱好生命，善良，与世无争，超凡脱
俗。在侵略者面前，他，正义凛然，不惧生死，意志坚定，
爱憎分明。只有这样的铮铮铁骨才能把中国救出侵略者的虎
口。

瑞宣，是着墨最多的人物，四世同堂的主心骨。满腔爱国情，
奈何四世同堂的枷锁在身。有国才有家，当国家遭难时，又
有几许勇气抛下小家为国奔波呢?旧文化开始受到了新文化的
冲击，却又不甘就此退出舞台。在瑞宣身上能看到这样两种
不同文化的影子。儒雅有余，果断不足。向往自由恋爱，偏
偏娶了那个父母订下的女孩子。明明知道小家庭是必然的趋
势，却帮着祁老人竭力维持着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就这
样一个爱国家，有思想的亡国奴，他的节气操守在现实面前
节节败退，他那软弱的翅膀没能为这个大家庭遮风挡雨。他
痛苦，无奈，无所适从。清末那段受凌辱的历史，民国初那
段龙蛇混杂的经历，教会了北平人如何忍辱负重。祁老人学
那井底之蛙，闭门躲灾;马寡妇甚至畏惧那“大逆不道”的声
音。侵略者一次次地挑战着北平人的忍耐。领良民证;_庆祝
中国国土的陷落;强制使用新币;按户收铁;限制粮食，60岁以
上，8岁以下的没有粮票;到最后，所有人连白米面都见不到
了，只能吃“共和面”。没有人揭竿而起，没有人振臂高呼。
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最初的耻辱、无奈竟然也变成了漠然。
所有的委屈都随着共和面吞进了肚子里。为了一口饭，陈野
求可以屈节;反过来同样为一口饭，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奋
勇反抗的陈野求呢?跪下比顶天立地地站着容易多啦。数千年
的儒家文化没有教会我们站着需要的勇气。“不在沉默中爆
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沉默中，小崔被无缘无故地砍了
头，祁天佑投河自杀啦，孙师傅被活埋——邻居、亲人的死



难没有激起他们的愤怒。小文夫妇的壮举也没在小羊圈激起
一丝一毫的涟漪。连鲜血都不能激发北平人战斗，这样的北
平城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老舍终究还是不舍得他所钟爱的北平
死去，瑞全回来了。当初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了有
勇有谋的战士，开始对叛徒进行清算。在他的引导下，瑞宣
找到了他的方向，也有更多的平凡的北平人加入了战斗。他
就像那星星之火，拯救北平于苦海。虽说《四世同堂》是小
说，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部断代史。当年那段肮
脏罪恶的侵略历史历历在目，较之教科书上那生硬死板的语
言更能激发大家的爱国之情，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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