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钱的读后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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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金钱的读后感篇一

短文讲了“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但却因穿着寒酸被衣店的
伙计托德认为是流浪汉，盖了一套最蹩脚的给“我”。
当“我”把百万英镑给他看时，他笑得见牙不见眼，连老板
也语无伦次的说要给我量身并做几套衣服，还像护送总统一
样把我送出了店门。

再说近一点，我们的家长贿赂老师，让老师关照关照自己小
孩，这样就在社会上构成了一种不好的作风。说白了，人的
一生就是在相尽办法赚各种钱，这些被金钱骗的晕头转向的
人，这些在金钱的面前分不请东南西北的人，他们就是没有
骨气的人，他们就是现实版的“托德”和“老板”!

继续看看我们班里，许多同学因为懒惰，便给那么5角、1块的
“小利小惠”，要另一个同学去帮他买，这种报酬还被我们
戏称为“跑腿费”，还别说，我也有这样的经历。还有，我
们班的男生酷爱玩电脑游戏，有些同学叫另一个同学帮自己
升级，然后给他多少多少“冒险币”，这种交换法在他们中
间还颇为流行。也许，这就是金钱的奴隶的幼儿期但我们必
须要有骨气，绝对不要做未来的“托德”。

来吧，让我们做一个有骨气的人，拒绝任何歪门邪道，拒绝
任何贪x受赂，把心态放平和要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让我们
一齐争做未来祖国发展的引航人!



金钱的读后感篇二

《金钱的魔力》告诫我们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下面是本站
小编给大家准备的《金钱的魔力》读后感，仅供参考!

近几天，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名字叫做《金钱的魔力》，
《金钱的魔力》读后感。我刚刚接触到这篇课文，十分的疑
惑，嘿嘿，难道金钱还会变魔术不成吗?这个疑问让我全身心
地投入到了研究这篇课文当中。

通读了一遍，我读懂了课文讲了这样一个事情：作者到裁缝
铺买衣服时，先遭到冷遇，而后由于拿出了一张百万英镑的
大钞而备受关照的故事。我觉得文中的托德和裁缝铺的老板，
实在是太坏了，真是一个势利眼!

可是，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托德一见到作者
就会摆出衣服刻薄的嘴脸，而老板却不一样呢?我仔细的品读
课文，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朋友，你对一个陌生人可别单
凭他的穿着来判断他的身份吧!”我觉得，作者是因为穿着寒
酸令人看不起的。老板热情的招待作者，是看到了作者手里
的百元大钞和谈吐不凡而兴奋不已，热情招待的。

文中还有一段，令我一直难忘：“您说得对，先生，您说的
很对。您稍等一会儿——我送您出去，先生。好吧—-再见，
先生，再见!”从这一段，我读懂了：由于此时站在老板面前
的是一位百万富翁，见钱眼开的老板已经语无伦次了，极尽
奉承之能事。反反复复，啰啰嗦嗦，透过这语言不难看出老
板那副奴才相。从冷落到热情这其中变化引人深思。

昨天，我跟随着老师，学习了一篇课文——《金钱的魔力》。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主人公去一家裁缝店买衣服，店员见他穿
得不华贵，看样子是个穷光蛋，于是就从一堆被顾客拒绝的
衣服里挑出了一件最蹩脚的衣服给他穿，只想让他快点走人。
后来主人公拿出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店员的态度瞬间360
大转变，和老板一起殷勤讨好，竭力为主人公服务，并热情
地把主人公送了出去。

这篇文章摘自美国着名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极
大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那些见钱眼开，爱财如命的家伙。我
们不应该像老板和托德那样做，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以钱
的多少来决定对人的态度。不管对方是穷人还是一个大富翁，
都要热情的对待和尊重他们。

我们有时很懒惰，要买点东西但不想出去，便给别的同学五
角、一元钱的“小恩小惠”，让他们去帮我们买，这种钱被
我们戏称“跑腿费”。我们班的同学还很喜欢玩电脑游戏，
某个同学要升级，但又没时间，就让另一个同学帮他玩，帮
他升级，然后给多少多少钱，这种交易方式在我们班颇为流
行。

人活在世上，如何对待金钱，应该持有怎样的金钱观?如果一
个人像托德和他的老板一样，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就会沦
为金钱的奴隶，失去自己应有的尊严。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去
奋斗，用智慧和汗水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足见这句话的力量。我原本
不信，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一件小事之后，使我不得不信。

有一次，我到一个商店里去买卷笔刀。我等候着，一直等老
板把手头的事忙完。老板见我是个丫头片子，爱理不理地问
道：“小姑娘，你要买点什么小玩意儿?”我回答说：“我要
买一把上好的卷笔刀。”老板冷笑了一下，取出一些二手卷
笔刀。我问道：“难道只有这些了吗?”他回答道：“我看你
也没多少钱，这些可能你都买不起。”我不服气地说：“你



怎么知道我没钱?”老板不以为然地说道：“你这个小屁孩，
瞧你那穷酸样儿，能有多少钱。”

听了老板的话，我很生气。我随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张50元钱，
在老板面前晃了晃，说：“你觉得你这里有50元钱一把的卷
笔刀吗?”老板马上改变了态度，满脸堆笑地说：“小姑娘，
你长得可真漂亮，像你这么漂亮就应该配一把好的卷笔刀。
说着，从另外一个柜台拿出一些高档卷笔刀。可是我并不喜
欢，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的卷笔刀。

正当我转身准备走的时候，老板又从柜台里拿出了一些铅笔，
说：“小姑娘，别忙着走嘛，有了卷笔刀，是不是再买些铅
笔去呀!你买十枝，我送你一枝，怎么样，够划算的
吧?”“不用了，我有笔。”我说。老板见我不买笔，狠狠地
瞪了我一眼。

看来，金钱的力量可真够大，尤其是对做生意的商人，真可
以用魔力来形容。

金钱的读后感篇三

这本书讲的是亨利亚当斯流落到了伦敦，两位富翁兄弟打赌，
让他变得富有起来。我认为这能够用一句诗来说“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

我觉得亨利.亚当斯是个积极进取的人，他拥有百万大钞后，
并没有就此满足，安于享乐。当他明白这张大钞有“附加价
值”后利用人们的心理去投资，最终成为了最终的百万富翁。
而我们在生活中却不是这梓的，例如，我考了98分的成绩，
就很自满了，到处炫耀，而亨利却是好了还要更好，他明白
进取。所以我应当向他学习!

我们还应当学习亨利的诚实，当他打开富翁兄弟给他信封的



时侯，看到有一张百万大钞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出了什么差
错，想把它还回去，何况这还是别人送他的`，而在我们的实
际生活中，我们一看到别人的东西比我们的好，我们就想把
东西偷过来，变为已有。有一次，我看到同学笔袋里有一个
我从未见过的东西，我就想把它占为已有，我从早上一向观
察到晚上，想把它拿过来，可是我控制住了自我。我们应当
学习主人公这种诚实，不是自我东西决不拿的品质!

这就是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金钱的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是美国著名讽刺性小说家——马克·吐温写的。书中
写的是：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美国人——亨利·亚当斯在伦敦
和两位富翁兄弟打赌，让他无意中得到了百万英镑。

自从他有了那一张百万英镑时，当时社会的丑陋都变现出来
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讨好他，拉拢他，为了金钱不择任何
手段，甚至降低自己的人格。

很快亨利·亚当斯自己变成了大名人，他将百万英镑还给了
两位富翁兄弟，还成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我知道了，金钱可以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买不上。
比如身体的健康、知识、快乐、容貌、友情、亲情、爱
情……金钱只能买表面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一百万买你的
健康，你同意吗？一定不同意。

我们不能被金钱所迷惑。要珍惜自己眼前的东西！

金钱的读后感篇五

短文讲了“我”是一个百万富翁，但却因穿着寒酸被衣店的
伙计托德认为是流浪汉，盖了一套最蹩脚的给“我”。



当“我”把百万英镑给他看时，他笑得见牙不见眼，连老板
也语无伦次的说要给我量身并做几套衣服，还像护送总统一
样把我送出了店门。

就是在相尽办法赚各种钱（包括污和黑钱），这些被金钱骗
的晕头转向的人，这些在金钱的面前分不请东南西北的人，
他们就是没有骨气的人，他们就是现实版的“托德”和“老
板”！

险币”，这种交换法在他们中间还颇为流行。也许，这就是
金钱的奴隶的幼儿期但我们一定要有骨气，绝对不要做未来的
“托德”。

来吧，让我们做一个有骨气的人，拒绝任何歪门邪道，拒绝
任何污受赂，把心态放平和要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让我们
一起争做未来祖国发展的引航人！

金钱的读后感篇六

读了金钱的魔力这篇文章，我小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文中的托德首先对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冷嘲热讽，当这个人掏
出一张百万英镑时，马上就点头哈腰，给他订做礼服，由此
可以看出托德以貌取人，藐视穷人，见钱眼开阿谀奉承的本
性。

生活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如盗贼，他们就是打开了自已
心中的一把锁，而去四处偷窃，导致家庭破坏，最终还得进
监狱，制作假冒伪劣产品的人一直欺骗消息者的眼睛为了钱
财不顾他人的利益，最后还是损人又害已，许多坏人为了生
活得富裕，自己不去努力赚钱，逼迫有些人交出钱财，还把
别人的孩子绑架起来，甚至为了金钱杀死一个个无辜的人，
最终他们还是难逃法网，真是害人害已啊！

金钱能使鬼推磨，金钱虽然重要，但不要为了金钱迷失自我，



渴求而不知满足，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来骗取别人的钱，
那你就是大错特错了，不仅没有一举二得，反而害人害已，
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财富之道，你要想赚更多的钱，就必定要
凭借自己的努力把握住机会，不要为了金钱昧了良心，不要
让金钱毁了自已的一生，让我们把握住金钱的方向盘吧！

金钱的读后感篇七

在这一学期的学习中，我们学到了一篇题目为《金钱的魔力》
这篇文章，我深有感悟。

这篇作文主要讲述了作者想要买一套衣服，因为自己穿着打
扮成一个普通人家，而遭到老板和服务员的冷淡态度。而当
作者选好衣服，拿出一张百元大钞时，他们的冷淡马上转变
成笑容，老板和托德还为作者挑选衣服，试穿衣服。他们边
选，边和作者套近乎，一幅很亲热的样子。这个故事写出了
日常生活中一些人见钱眼开，刻薄，势力的性格。

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常见这种现象。

一日，我和妈妈去商场买衣服，导购一见到穿着时尚的人，
就忙前去打招呼，介绍各种新潮服饰，但见到穿着普通或者
老土的人就换了一个样子---他们说话变得尖酸刻薄，态度冷
淡。金钱在小市民眼里变得如此重要，在法院，很多案例都
是财产纠纷，为了金钱，有些人竟不顾一切手段获取。注水
肉、毒豆芽……就连每日吃的食物也出现了问题。这些伪造
商们那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影响别人的健康。有时，对
于金钱的分割，也会导致一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兄弟反目成
仇，友情、亲情，在一小部分人的眼里看起来微不足道。他
们却把金钱看得至高无上。在大部分人眼中，金钱只是个交
易工具，而在另一小部分人眼中，金钱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
力。

《金钱的'魔力》也是在告诫一些人:不要把利益看得太重，



再大的利益比不上亲情，在多的金钱赛不过人情！

金钱的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是美国著名讽刺性小说家——马克·吐温写的。书中
写的是：讲述了一个贫穷的美国人——亨利·亚当斯在伦敦
和两位富翁兄弟打赌，让他无意中得到了百万英镑。

自从他有了那一张百万英镑时，当时社会的丑陋都变现出来
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讨好他，拉拢他，为了金钱不择任何
手段，甚至降低自我的人格。

很快亨利·亚当斯自我变成了大名人，他将百万英镑还给了
两位富翁兄弟，还成功找到了自我的另一半。

我明白了，金钱能够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买不上。
比如身体的.健康、知识、欢乐、容貌、友情、亲情、感
情……金钱只能买表面的东西，如果有人想拿一百万买你的
健康，你同意吗?必须不一样意。

我们不能被金钱所迷惑。要珍惜自我眼前的东西!

金钱的读后感篇九

按照教学进度，今天开讲《金钱的魔力》，课堂上和孩子们
一起读书，特别的认真，也特别的细心，用带有儿童特点的
眼光去度《金钱的魔力》，感受到了一种平时所没有的
对“金钱”的别样的认识，感受到了对于每个人来说，面
对“金钱”所产生的变化是难以言说的，是出乎意料的，也
是令人震惊的。

看到《金钱的魔力》这个题目，第一眼看去，会把目光停留在
“魔力”这个词上，什么是“魔力”呢？魔力，应该是一种
神奇的法力，或许是一种无边的神力，亦或是一种十足的魅



力，更准确的说，魔力是一种使人爱好、沉迷的吸引力。这
种力量，作用在人的身上会让人产生意想不到的千变万
化。“金钱”的魔力又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人面对金钱
时，受到金钱的吸引、受到金钱的影响而发出的相应的改变，
产生的各种变化，表现出的样貌，坦露出的心声。

《金钱的魔力》，节选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
《百万英镑》。全文采用了对比的方法，通过对人物动作、
语言，神态的细致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虚伪愚昧的宗教
制度下，暗无天日的种族歧视下，如瘟疫般盛行的狂热
的“拜金思潮”下，生活在“以钱取人”、“认钱为
亲”，“金钱至上”的惨无人道的现实社会中，小市民的丑
陋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能够引起孩子们对金钱
的进一步认识。读了这篇文章，也让自己产生了对十九世纪
末，逐步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美国的当时的社会现状，
有了更多的关注。

生活中，我也有对金钱的个性化的认识和不同于旁人的态度，
它们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不断让自己深省。

最早对金钱有了概念，是上初中那个年纪。那时候家家户户
都没有多少钱，基本上只有可以养活一家人的最少的钱而已。
爸爸妈妈是企业的双职工，至少是有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的，
但，也是不能和现在的富足、富裕的经济状况相提并论的。

那时候，经济改革开放还刚刚起步，但是已经有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了，而且同学的家庭中已经出现了当时的领军人
物“万元户”。人们对当时的能够称为“万元户”的人家，
那时刮目相看的，虽不至于顶礼膜拜，那也是极为崇拜和景
仰的。我的同班同学，我的好朋友琴，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
开饭店起家的“万元户”家的独女。

我和她每天形影不离，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放假时，经常
就和她住在一起在饭店帮忙。时间久了，有时候会产生一种



错觉，好像自己也成了“万元户”人家的什么人了，走起路
来也是趾高气扬，摇头摆尾的，似乎也有些不可一世的感觉。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金钱的魔力使然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推进，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且不说吃穿住行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单是从经济方
面来说，那也是万象更新，日新月异。刚参加工作时，每个
月要养家糊口可以供一个月生活开销的工资，是138元，都不
及如今上菜市场买菜花掉的钱多。

不过，那时大家都没有钱，尤其是我们这些靠上班挣工资的
人，从来都没有过多余的钱，更别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有
钱人”了。可是，没钱有没钱的好处，那时的物价低，金钱
的购买力高，人们的经济压力不大。绵白糖1。75元一斤，猪
肉1。5元一斤，仅相当于现在价格的十分之一。给孩子喝的
一斤500ml的牛奶0。50元，和现在的200ml的袋装、盒装的
牛奶，动辄5元，甚至10元的牛奶价格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
的差距。

如今，我们收入翻番儿了，比起那时算是有钱了。但是，金
钱贬值了，100元拿在手里，在附近的菜市场、便利店转一圈，
还没有买什么东西，也没买到什么东西，瞬间，100元钱就花
没有了。有钱了，但是经济压力却更大了。

近年来，人们口中比较流行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尤其是面对被称作另一种长远投资的
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没有金钱作为基础，是万万不能的，也
是谈不到教育成果和教育质量的。还有，人吃五谷杂粮，人
会生病，得病就得去医院看病，吃药，打针，输液，开刀，
理疗，没有钱是不能的。虽然，人们有不少的社会补贴和社
会保障，但人们还是会说：“千万不能生病，生得起病，治
不起病”！什么原因？看病需要钱，需要太多的钱，就是缺
一点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因此，人们开始崇拜金钱，以至于金钱至上，以至于人们开
始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一门心思地让自己变身为
有钱人：穿有钱人穿的名牌服饰，吃有钱人吃的无公害食品，
开有钱人开的豪华轿车，说有钱人说的金口玉言。

人们更奉行这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也是具有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的一句具有现实意义又有哲学思想的俗语，同时
也直白的、赤裸的道出了金钱的法力无边啊！金钱，可以把
中国封建社会中讲迷信的人胡编乱造拿来骗人钱财的并不存
在的鬼，从所谓的阴曹地府雇佣到阳间人世为有钱人打工。

更有甚者，把“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句，换了另一种更加
荒诞的说法，“有钱能使磨推鬼”，以此来无限的夸大和突
出金钱在社会现实中的魔力。我想，这样的说法也不是空穴
来风，也是有一定的根源和出处的。近代中国一百年来的风
风雨雨，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百年的痛，而这一百年的社会
发展，导致了我们一直处于贫穷状态，人们真的是穷怕了呀！

就连这些衣食无忧的小学生，也表现出了对于金钱的喜爱之
情。偶然的，今天的语文书里夹了200元现金，准备下课后要
交会费。当时，我正在郭世杰旁边准备疾言厉色地面对他手
中的玩具，想着该如何处理，正在犹豫拿不定主意时，一转
身，钱从书里掉出来了。我当即转身抛开那个讨厌的玩具，
拿着这200元钱，假意惊喜地举起手来，让大家看，嘴里还故
作欣喜的说：“呀！钱啊！怎么自己就掉出来了呢？”孩子
们一看，立刻喜上眉梢，立刻眉开眼笑，有的还乐出了声音
在开心地笑。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笑啊，仿佛那钱是自己的
一样，好像这200元钱是可以由他自己自由支配的钱一样开心。
我立刻就此情景对孩子们说，“快看，你们现在的样子，那
就是——”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见钱眼开——”，或许，
这就是金钱的魔力吧！

钱，人人都喜欢，只是在不同的人眼里，金钱，有不同的价
值和意义。



那些真正拥有财富的福布斯世界排行榜上的富豪们：微软创
始人，身家750亿美元的，连续三年在福布斯榜上排名第一的
比尔盖茨，被称为“金融市场不败的神话”的“股神”巴菲
特，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中国唯一一个进入2017年付富豪排
行榜前十四名的，身家227亿美元的马云，以及我们比较熟知
的全球华人首富身家360亿美元的李嘉诚，他们的金钱观却是
令人震撼，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比尔盖茨说，“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不是在为钱而
工作”。他还说，“花钱如炒菜一样，要恰到好处。盐少了，
菜就会淡而无味；盐多了，苦咸难咽。一个人只要用好了他
的每一分钱，他才能做到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比尔盖茨
这样的金钱观，体现金钱与人最好最恰当的关系。

巴菲特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重要的是“做你喜欢做的
事”，其他的都不重要，金钱更是“连想都别想”。这样的
金钱观，大有老庄“无为”思想的境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
借鉴。

马云的金钱观，更符合中国特有的社会体制。他认为“首
富”的“富”应当是“负责任”的“负”。因为，一个
人“有一两百万很幸福，这是你自己的钱”。但是，也并不
是人们印象中的钱越多越好，因为当你“有一两千万时，就
要考虑人民币贬值，投资的问题”，而当你的钱达到几个亿
几十亿的时候，“你的钱就不单单是你的钱了，就成了社会
委托你进行投资了”。这时候的金钱，便成了一种信任，一
种责任，一种担当。

若不如此，金钱便会失去它原本衡量具体事物的价值的本色；

若不如此，金钱就会染上铜臭味而招来蚊蝇蛆虫；

若不如此，金钱就会沾上血腥味而招来血光之灾；



若不如此，金钱就会堆积如山而招来江洋大盗恶和杀身之祸；

若不如此，金钱会把一个个道德高尚的人变成卑鄙的俗人，
会把一个个身体强健的人变成弱不禁风的病夫，会把一个个
自由独立的人变成贪财不要命的守财奴。

今天，在弘扬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完全可
以正确的看待金钱：让金钱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服务，让金钱
为我们的国富民强服务，让金钱为我们的伟大事业服务，让
金钱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人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散发
出它那灿烂的光芒，体现出它那无限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