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说读后感 月3日小说的读后感(汇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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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师说读后感篇一

――黄奕程

我忽然发现，生活当中，只有拥有童心的大人，才是真正长
大的大人

――题记

5月35日？一看题目就让人发笑，5月哪来的35日？哪个月
有35的。

这个寒假，我读了《5月35日》这部书，里面主要写了5月35
日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星期四，可在5月35日，
康拉德和他的叔叔林格尔胡特却可以碰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遇到了大黑马，然后因为康拉德要写关于南太平
洋的作文，他们在大黑马的带领下，从一个15世纪的衣柜出
发去了南太平洋。去南太平洋的路上，他们经过了懒人国，
住着大将军的古堡城，小孩和大人互换身份的颠倒世界，自
动化的自控城……他们遭遇了现实世界中一切不可能发生的
古怪事情后，他们到达了太平洋。

《颠倒世界》作者在这里大力讽刺了对于这个现实世界对于
孩子不好的大人，终将都会在颠倒世界受到惩罚。而只有拥
有童心和对孩子好的大人才是真正长大了的大人。



《5月35日》中，作者用了一条十分新颖的思路，我也在惊奇
作者的想象力，他完全想象出来我完全不可能想到的场景。
他让我体会到了一个十分有爱并十分童心的场景，他让我体
会到了一种天真可贵的精神，他让我重新拾起了童年时的天
真想法。是的，有一颗童心的大人才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儿童的心依然像雪花一样纯洁，不变的初心依然像烈日一样
灼热，无论我走到哪，都希望自己的童心以及自己的初心不
变。谢谢你，《5月35日》，是你让我重新拾起童年时天真的
想法，让我知道天真的想法也会有实现的那一天。哪怕不能
实现，忆起时，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师说读后感篇二

放暑假了，我把《5月35日》又拿出来读了一遍。虽然以前已
经看过了，可是这次看了又有了不同的感受。

看着书的标题，我心里就有了疑问：5月份只有31天，怎么会
有35日呢？希望书里面会有答案。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神奇，我想要是我也能从我家的
衣柜出发，去体验一下这种旅行，那该多好啊！

这真是一本好看的书！有时间的话还想再看一次！

师说读后感篇三

从初中起开始迷上了看小说，直到现在依然爱看中外文学小
说。尤其是女性写的，情感丰富细腻，女性善于观察，更能
抓住读者内心。有时候阅读到一些能表达自己心情的句子或
段落，感觉找到了久违的老友，道出了自己无法表达的心声，
欣喜若狂到泪流满面；有时候读到一个故事，常常想这是在
说我吗，如此雷同，着急代入，读完小说也仿佛过完了自己
的一生；有时候读着别人的故事，想象着自己也过着别人的



人生，也是一种乐趣……小说便有这种种的功能让我欢喜让
我忧。还有一些文学作品是很难理解的，这时候就需要一本
这样的书来帮助我们消化了，比如刘剑梅的《小说的越界》。

01、何为小说的“越界”想象和虚构超越现实

何为“越界”，一直被这个书名所困惑，直到读完前两章，
作者对书中前四位女性作家和赫尔伯斯、舒尔茨、托卡尔丘
克的作品进行深度且角度新颖的解读，似乎有点豁然开朗的
感觉。通过用“越界”这个角度对他们的作品以及文学价值
进行了深刻分析，能够用同一个主题把众多文学大豪串联起
来进行深度融合和解剖，让我深感震惊和钦佩。

书中谈到的作品有的没有读过，有的读不懂，有的是自己很
喜欢的作家，通过这本书，看到了作品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
深度了解一位文学作家及其作品风格和内涵。原来读不懂的
书现在忽然茅塞顿开，有种原来如此的收获；读过的作品发
现自己理解原来是那么肤浅，而作者解析的有理有据读来也
惊叹不已。

作者在谈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太古
和其他的时间》时，这本书买来读的时候，就不太理解，因
为太散而无法去理解到书中蕴含的意义。然而作者给的解读
就很有意思，也非常清晰，她说那是自由、灵动、轻盈的散
文体小说，还提到了“地域书写”这一说法。

“太古”是一个地名，是属于“地域书写”，它是一个现实
中的地名，但作者认为“太古的边界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
的；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既是实有的，也是虚无的”。
这里就体现了小说地域性的“越界”，通过把现实中的地域
进行虚幻化描述形成虚实结合；另外，还把地域书写时间化，
太古既是空间概念，同时又是时间概念，再次形成“越界”。

作者并没有带任何评论的色彩解读它，而是从不同方面和感



受表达出作品的含义让人有种豁然开朗的意味，读起来也非
常有亲和感。

02、自带书单的小说评论集内含上百个作家和上百部书

不仅如此，作者还用纵向比较的方式，在作品解读时，引用
很多相似的作品以及作者进行类比，可见功底之深厚，贯穿
中外。

作者为了更具象化解释什么是“地域书写”，列举了很多中
国当代作家。她认为“太古”的书写模式与中国很多当代作
家的“地域性写作”非常相似，有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
高邮、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周、阎连科的耙耧山脉、苏
童的“香椿树街”、迟子建的北国极地、王安忆的上海、西
西的香港等。

作者在运用时如数家珍似的把这些作家倒出来，上到古典文
学的《庄子》《山海经》，再到上面提到的近代文学家，还
有很多西方文学家也是信手拈来。这本书更像是一本自带书
单的书，看完这本书，让人还想看里面提到的很多书。

03、“文二代”女性视角观点的形成平等对话摆脱父亲的阴
影

很少读刘剑梅教授的书，因为很少看文学理论的书籍，觉得
那是中国古代女人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而这本除外，这是一
本读来让人非常舒服、亲切的文学评论集。让人惊叹文学力
量的同时，也想去了解刘剑梅教授。

刘剑梅出生于书香门第，是一个十足的“文二代”，父亲刘
再复在文坛上如雷贯耳，是当代著名文学家、红学家以及人
文学者。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学校常常被人另眼看待，在
谈及影响焦虑时，她说，她常常想反抗父辈，想摆脱活在父
亲的阴影之下。父亲是一位很民主开明的人，他经常和我平



等对话，共同讨论，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模式。我常
常以女性视角，受西方学院派的影响看待事物谈论其本质，
而父亲则是男性视角，宏观思维，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后
来逐渐明白，不应该为了反抗而反抗，而是应该先继承，然
后超越。

这本《小说的越界》就是刘剑梅教授以女性视角的解读，蕴
含了女性柔和的美、敏锐的观察，充满梦幻、想象与自由，
是一本可以抵达读者内心的书籍。

师说读后感篇四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没有劲，感觉很无聊，也觉得活着就是
为了受罪，但也不能死，因此还是活下去。。。

也很多时候，边工作边郁闷，工作几乎成了赚钱的手段，工
作是为了拿工资，感觉自己跟奴隶没什么区别。。。

活着，痛苦太多，有太多不顺，眼看成功了，结果还是又失
败。。。

有的时候，取得了小成就（包括上大学、找到“好”工作，
应该算是小成就），很高兴很兴奋，但不久面临很多困境。。
。

加缪，通过一篇散文给我们诠释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西
西弗的神话》，这就是加缪的`伟大之处。

这种简短的散文，比那些长篇哲学论著更具力量，因它简洁。
直入心脏。

加缪写到，“对于这则神话，人们只看到了绷紧了身体来几
百次地举起巨石，滚动并把它推上斜坡的整个体力部分；人
们看到贴着石头皱起的脸庞和脸颊，沾满泥土碎屑的肩膀，



插入的脚，双臂张开有力的开始，还有沾满泥土的双手带来
的全部人身保障。”。

我们每个人，何尝不像西西弗？

每天劳碌着，参加工作的，日复一日地重复几乎相同的工作
内容，而生活是如此的艰巨。。。

但我们又不是西西弗。

师说读后感篇五

“不管怎么样，我越读越谦卑，越知道自己的局限。”

《小说的越界》是评论家刘剑梅教授的文学评论集，也可以
说成是作家私人的阅读史。刚开始拿到书的时候还有点担心
会不会是文学理论，太枯燥了读不下去，当读完第一篇《家
的忧伤——女性的写作》之后，简直太激动了，真不就是我
一直找到吗？书中收录了上百个作家和书籍，分门别类纵论
横比。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更像是图书安利指南，或者名著
解析。看过《小说越界》里提到的书，再来对比阅读，会有
更多新奇的发现。

《小说的越界》的作者刘剑梅教授，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
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终身教授。曾出版中文专著《狂
欢的女神》，《共悟红楼》（与刘再复合著）《金庸现象：
中国武侠小说与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何素楠annhuss合
编）。在文学批评领域有极大的影响。

看完全书，不能不佩服作者的阅读量真的是太惊人了。近300
页的书本，涵盖了上百本书几十个作家。从她的文字可以感
受作者对于文学的热爱与认真，对语言的智慧和敏锐。

“最好的作家，也是最厉害的阅读者。”



阅读是项技能，不是翻翻书就算了，量子阅读都是哄小孩的。
我自认不是很会读书，有点时候看书只是为了知道主角的结
局到底是什么，好像只要看到最后一页，一切就算圆满，现
在看来还真是肤浅。

《小说的越界》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小说，文学的作品，不
仅仅是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娱乐，更重要是打破现实的局限，
创造新的生命。女性评论女性作家会是什么样子？《小说的
越界》开头就介绍了三部女性作家的作品美国女作家玛丽莲.
罗宾逊的《管家》，印度女作家阿兰达。罗伊的《微物之
神》，以及韩国女作家的《素食主义者》，三位女性跨越三
个国家，不同的叙述手段跨越不同的家。

“每个行走的灵魂，都渴望有个有行的家。”

表面上是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实在上就是懒，写不出来，
从头到尾也离不开，“女人的成功要靠男人”。相反这三本
女性的小说，都在挑战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和限制，直面
女性的困境和不平等待遇。

最后一篇《关于书的挽歌》中，提到了我小时候看过的一本
小书，《过于喧嚣的孤独》，说他小是因为就薄薄的一本，
初中的时候上课偷偷地看完了。认为这个一个很震撼的故事，
汉嘉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回收站工作整理废弃图书，对书充满
执着。以前看着晕晕的，觉得好，也不知道好在哪。看了刘
剑梅教授的评论才知道，书里还涉及了道教，古希腊哲学等
等，包含历史车轮和个人生命的对抗……之后再看《过于喧
嚣的孤独》，就更能理解汉嘉的心情。

“不管怎么样，我越读越谦卑，越知道自己的局限。”

作者自谦这是她的阅读笔记，补课记录。何尝不是我的学习
笔记，原来有那么多书我没看懂，一起加油吧！



师说读后感篇六

大家好，你们一定很喜欢看书吧!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一
个小书迷。如果你们不信就跟我来吧!

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觉得很郁闷，忽然看见了
一本书--《中外神话传说》。我看到《中外神话传说》,就绽
开了灿烂的笑容。我拿起《中外神话传说》走到家门口，搬
了一个小凳子，我随手翻开《中外神话传说》,看到《神农尝
百草》这个神话故事，便津津有味地在家门口看起书来。古
时候，人民因为乱吃东西而遭受生病、中毒之苦甚至丧命。
于是，神农氏就开始教人们播种五谷，并根据土地的干燥与
潮湿、肥沃与贫脊、高处与低处的不同种植相应的庄稼。他
为了给百姓治病，亲自品尝百草、水泉的特性，以防止生病、
中毒。其中有一天，神农在尝一种“断肠草”时，由于这种
毒草太厉害了，他还来不及取药解就被毒死了。

我读了这个神话故事，觉得神农很伟大，他为了人类尝百草，
最终还为了人类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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