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山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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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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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山读后感篇一

我第一次听说《山海经》是在读过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
海经〉》，处于好奇，我翻阅了这本对鲁迅先生有着不同意
义的古书。《山海经》内容广博，风貌奇特，被后世誉为中
国文学的“宝矿”，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的一朵“奇葩”。

《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其中保存了大量最原始，
情节比较完整的神话故事。很多流传的上古神话都源自此书，
而且还保存了很多遗失的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夸父追日、
后羿射日等。书中保存的神话故事，为我国后世神话研究提
供了重要的资料，同时也为后世艺术创作提供了最原始的参
考。所以对我国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后世的文学创
作取材都源自《山海经》，如《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庄
子》中的“倏忽为混沌凿七窍”出自《山海经》中所载的混
沌无面的天神神灵，还有我之前提到的鲁迅先生的《阿长与
〈山海经〉》等等，多不胜数。所以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甚
远。但是这本书不全是瞎编乱造的，有很多史料价值。比如
《山海经》所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
蛇”，可据此研究原始时期的宗教信仰，而蛇则很可能就是
上古巫咸国的图腾。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看，《山海经》对
宗教的追根溯源有着很好的研究价值。同时，《山海经》还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理文献，它记载了我国古代的地形山貌、
动植物和矿产分布。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广，《水经注》中就
有很多资料都源自《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小说的本源，是历史上的一部奇
特的著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无法完成这部伟大作品的，
这也代表着古人集体的智慧。

读山读后感篇二

《山中访友》是李汉荣写的一篇文章，初读题目，我还以为
是写作者去深山访问多年好友。直到读了第三段才明白作者
访问的朋友不是人，而是山中的动物、植物、景物，大作家
写得文章可真独特。

他首先拜访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古桥，我从“在
这涧水上站了几百年了吧。你把多少人马度过对岸，滚滚河
水流向远方”这句话中体会到作者不仅写出了老桥的古老，
还重点突出老桥默默无闻、服务大众的品质。

接着，他踏进树林，把见到的鸟儿、露珠拟人化，小鸟能叫
我的名字，露珠能和我交换眼神，写出了他们很有灵性。连
树木也望着我，成了我的知己，我靠着树，却觉得自己也成
了一棵树，身上的一切，都成了树的一部分。

在文章中，作者处处流露出对山中一切的喜爱之情。

把一种种物体给予生命，令人回味无穷。

山中访友读后感(二)：500字

读山读后感篇三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在《山海经》
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里面关于奇珍异兽的记载，如上古十大



神兽：“白泽、夔、凤凰、麒麟、梼杌、獬豸、犼、重明鸟、
毕方、饕餮、腓腓”等。

这些动物若是放在现代，我们定要将其称为四不像，但是他
们在神话故事书里却有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色彩，他们亦正亦
邪，威风凛凛。

更让我觉得神奇的是，《山海经》里记载的人也是奇形怪状
的，他们有的长着三个脑袋，有的长着长长的手臂，还有的
胸前漏了一个洞居然能不死，这真是太神奇了。

《山海经》这本书看似奇异鬼怪，但实则是我们与古人思想
沟通的桥梁。我们透过这本书，可以发现古人的想象力是多
么的丰富，也可以发现古人的观察力是多么的细致入微。

看了《山海经》，也就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难以写出神话故
事。古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切都只靠猜，所以想象力丰富
异常。而如今这个世界被我们探究的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了，
山川大泽遍布人类的足迹，在现实主义充斥的现代，浪漫主
义的土壤早已不够肥沃。

每读一遍《山海经》都发现自己的想象力能更上一层楼。在
惊叹之余，也慢慢地会吸收里面的内容，在写作时会不自觉
地用上了浪漫主义的手法。想象与夸张兼具的写作让文章具
有趣味性，这对于创造力的发掘有着很大的作用。每读一遍
《山海经》，我都能有所收获，我觉得自己的见识丰富了许
多。

这《山海经》中的动物都是幻想出来的，古人的想象力可真
丰富!



读山读后感篇四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祖宗告诉我：中国人是有骨
气的！

读过《山羊不吃天堂草》这本书后我对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刻
的理解。

这本书是作家曹文轩写的一篇长篇少年小说，内容是：一个
叫三和尚的木匠师傅，带着黑罐和明子这两个徒弟，从他们
贫穷的乡村——“小豆村”，到大城市谋生的一系列生活故
事。

小豆村很穷，明子家也饱受贫穷的折磨，为了改变现状，明
子父亲借钱买了一百只羊，从此这一百只羊变成了家人致富
的所有希望。明子更是卖力，把羊放的肥肥壮壮的。然而好
景不长，村子里有几户人家，看到明子家如白云一样的羊群，
心生嫉妒。也陆陆续续的买了几百只羊。很快，这些羊就把
小豆村周围的草吃光了。万般无奈，明子和父亲用船载羊，
找到一片新的草地。这个地方的草鲜美茂盛，叶子和枝干绿
得透明，高贵极了，漂亮极了，当地人唤“天堂草”。但是，
羊群到来后，却一口不吃，最后，一只只饿得倒毙在地。

这次养羊，不但没有让明子家发财致富，反而债台高筑，明
子的父亲也一病不起，无奈，年仅16岁的明子只得跟随木匠
师傅学手艺，走江湖，一个幼小的孩子，成了一家人的希望
和生活支柱！

明子师徒三人一直摩擦不断，矛盾时起时落。冬天时没有任
何生意可做时，三和尚让两个徒弟到工地上偷木料做家具。
木讷的黑罐照做了，但明子宁可被师傅罚到街上拉生意，忍
饥受寒，也不去做这种行为，最终以他的倔强恪守了他做人
的准则。



明子站街拉生意时，认识了一个更小的孩子叫“鸭子”，明
子同情这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却不苟同他用欺骗的手段谋生，
当鸭子用骗来的钱买来两个鸡腿分给明子时，明子宁可啃干
馒头，也绝不吃鸡腿，明子希望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挣钱养活
自己，而在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似乎没有这个孩子的立足之
地，小说的结尾，明子学成出师找到鸭子，做了他的师傅，
这个结尾令人欣慰，我似乎看到了这个都市少了一个弃儿，
鸭子在明子的影响下，定会成长为一个吃苦能干的棒小
伙。“发光的人”总能照亮身边更多的人！

当紫薇像一只洁白如雪的白鸽，落在他眼前时，他充满汗臭
味的生活似乎多了一丝清新的味道，女孩的信任和关心让名
字的内心温暖了很多。他非常珍视在这个大都市里收获的友
谊。他真心的希望紫薇能从轮椅上站起来，并亲手做了双拐
送给了她。直到徐达这个阳光男孩的出现，让明子陷入了极
其尴尬的处境。当紫薇拿出200元钱对明子表示感谢时，这成
了压垮明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所珍视的友谊在别人眼中是
那么的可笑，他们好比一捧花生，那是有壳有仁的，现
在“壳”和“仁”分开了，壳被丢在了地上，扫走了，仁留
了下来。就是那200元钱，将“壳”和“仁”分开的，明子像
扔掉那只给他带来尴尬的破鞋一样，告别了他与紫薇曾经相
处的日子，开始埋头苦干。他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时候人都
应该活得有尊严！

“因为他们过于卑微与无足轻重，尽管他们每天辛勤劳作，
甚至比那些充分受用这个世界的一些人们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和力气”。这句话让人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在这个大都市里
他们像所有的木匠一样，住窝棚、吃冷饭，饱受凄风苦雨，
饱尝世态炎凉。有人可以不劳而获；有人可以横行霸道。可
卑微如草芥的明子却付出很多，收之甚少。他也曾动过私吞
定金逃跑的念头，但在误入歧途之时，他却想到了自家的羊，
“不该自己吃的，就一口不吃”最终饿死在“草地”上，他
耳边又回响起了卖羊的商贩说的那一句：“种不一样”！



生活中即使布满荆棘，我们也应披荆斩棘，破浪前行，成功
没有捷径，做人更不能突破底线，明子一念向恶，终因恪守
原则而一念向善，一撇一捺写就一个大写的人，为了不让生
活把脊背压弯，我们就应该恪守做人的尊严！做一个堂堂正
正、昂首挺胸的大写的人！

读山读后感篇五

过了一个暑假,终于开学了，我背起书包,投向校园的怀抱。

刚走出门,我就与秋风撞了个满怀。风中含着泥土和花朵的芬
芳,早晨,好清爽。

不乘车,不请伙伴,也不带礼物,就带着满怀的好心情,踏着熟
悉的小路,我去母校访问我的朋友。

那棵雪松,是我要拜访的第一个老朋友。啊,雪松,你如一位德
高望重的老人,在校园里站了二十多年了吧?每天,你默默地看
着同学们上学,放学,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不管春夏秋冬,
你都傲然地耸立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波光明灭,泡沫
聚散,唯有你,依然如旧。

走进香气四溢的小花园,丁香花呼唤我的名字,百合花与我交
换眼神,每一朵花都是我的朋友。看着一朵朵花,仿佛我自己
也变成了一朵玫瑰花,脚下长出的根,深深扎进泥土里,头发变
成花瓣,五官变成花蕊,身体变成花茎,胳膊变成绿叶,努力把
香气带给大家。

你好,亲爱的主席台,你宽阔敞亮,记录了多少我们的故事。

捡起一枚树叶,捧在手中,我看到了它对生命崇高的敬意;捡起
一颗石子,握在手中,我理解了奉献的含义;捡起一瓣落红,托
在掌心,我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放学铃声响起,我该回家了。我轻轻地挥手,告别校园的朋友,
带回了满怀的好心情,好记忆,还带回一路月色。

山中访友读后感(五)：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