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考完试后的读后感(实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
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一

在语文书中有许许多的课文，总能找到使我感悟深刻的那篇
文章，那就是《最后的姿势》。

《最后的姿势》主要讲的是一位叫谭千秋的普通老师，在一
次地震中为了保护被困在教室没有逃出去的学生——把他们
压在课桌底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他们撑起一面希望的墙。

读完了这篇文章，我也十分感动。谭老师为了救自己的学生，
不惜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就这几个学生，他失去了不到
五岁的女儿，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永远离我们而去。

当地震开始时，他离门口最近，但他并没有逃走，而是忙着
疏散学生。时间匆匆流去，最后几个学生出不去了，谭老师
巍然扑在课桌上，把他们挡在课桌下，等到救援人员赶到，
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最后，我想对谭老师说：“您的无私奉献感动了我。虽然您
离开了人世，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您让我明白了比生命
更有意义的东西，您也是我的老师，谢谢您！”。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二

男孩乔治过得不怎么开心：好朋友不理他，在学校被人欺负，
爸爸失业，全家搬到了狭窄的旧公寓，烦恼接踵而至。一张
陈旧的侦探俱乐部告示，让乔治意外地认识了和他差不多大



的男孩赛弗。这个常常站在窗边往外看的.男孩，为乔治推开
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在赛弗家讨论神秘人x先生的侦探
线索，成了乔治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光。然而，乔治渐渐发现
自己的新朋友赛弗有点古怪。因为，他的朋友在撒谎!赛弗的
不诚实，使乔治很伤心，最终离开了他。

曾子杀猪、韩信报恩、晏殊信誉的树立......古人诚实守信
的故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也让我想起了那件事。

那天妈妈让我小鬼当家，于是我和妈妈就去市场买菜，妈妈
就带我去水产区，看见那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虾们，就想到油
焖大虾，那滋味害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们开始挑选虾了，
也称好分量了，一共贰拾贰元，这时候我没有零钱就给卖虾
的阿姨伍拾元，阿姨把钱找给我了，我就一把放在袋子里，
回家后，妈妈让我记账，才发现卖虾的阿姨多找伍拾元，我
拿起钱立刻拔腿就跑，气喘吁吁的跑到卖虾阿姨那里，说阿
姨您多找我钱了，我就把多找的钱还给阿姨，旁边买菜的人
说，这个孩子很诚实，现在这样的人少了，我很自豪的说，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要诚实守信，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我妈妈去买菜，买完菜付钱以后可菜忘记拿走
了，回家后妈妈才发现，爸爸说那我去看看还在那里不，妈
妈说可能没有了，让人家拿走了，算了吧，第二天我跟妈妈
买菜路过那里，买虾的阿姨叫住我们说：小朋友，昨天你妈
妈买菜把菜落下了，我追出来找你们没有找到，今天你们来
了，要不我把昨天买菜的钱退给你们吧，我和妈妈赶紧说，
阿姨，谢谢您!妈妈告诉我，你看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吧!如果
上次你不诚实，那今天的虾钱是不是没有啦，所以我们要诚
实，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回家的路上，一道彩虹挂在天边，我望着彩虹，觉得一切
都是那么的美好，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讲诚信，世界将变成
美好的人间，人与人之间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以
诚待人，言而有信，为自已的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祖国
的明天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活中的一件事，都会使我们领悟到人生的真谛。诚实是人
生品德的最高品质。正如《论语》里所说的：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是啊，诚信可以弥补智慧的空缺，可知识却弥补不
了道德的缺陷!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三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
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最后的安息》读后感，欢迎大家
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冰心奶奶在《最后的.安息》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暑假时，惠姑到乡下别墅消夏，结识了一个叫翠儿的女孩。
她是一个童养媳，妈妈对她非常不好。惠姑对翠儿的境遇十
分同情。从此以后，她俩成了好朋友。第二天，翠儿做早饭
时，因劝阻两个弟弟打闹，结果，不但脸被抓破了，而且饭
也烧干了。妈妈气得用开水往她脸上泼，烫得她满脸满身都
是泡。转眼，夏天过去了，惠姑就要回去上学了。她想把翠
儿带走。但令人的痛心的是，翠儿却因此遭到妈妈的一顿暴
打。惠姑听说后去看她。看到惠姑的到来，翠儿临死前憔悴
鳞伤的脸庞上挂满了微笑。

冰心奶奶的文字非常平实，但却充满了魔力，令我忍不住一
口气读完，被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仿佛有一种身临其境的
感觉。读过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方面，我十分
惋惜，为翠儿的悲惨经历而惋惜；一方面，又十分气愤，为
翠儿妈对翠儿的鞭笞冻饿与虐待而异常气愤；但同时，又十
分感动，为翠儿和惠姑之间的友情而感动。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儿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对他人
友爱，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四

怀着深深的感动，我一次又一次地阅读了《最后的阳光》一
文，每次的阅读都让我思潮翻滚。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也有许多像卡夫卡这样感人的事
例。

再回忆我们2008年的5·12大地震，有多少抢险救灾人员为受
灾群众而不分昼夜救援;有多少中华儿女从为救援受灾群众而
从各个地方来到震区。他们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他们甚至连
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无私地救助每一个受灾
的群众，每一位受灾群众的生命都是他们用每时每刻的救援
赢来的啊!他们的心灵同样也是伟大的啊!

最后的阳光，就像一颗种子，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永远
温存!愿阳光永远普照每个善良的心田;愿卡夫卡的事例，能
感染更多的人民;愿无私关爱人们的风气，能在我们的社会里
蔚然成风!

我读过许多文章，文章中主人公或喜或悲的生活让我欣喜与
感动。可今天我读的这篇《最后的阳光》，却让我明白了人
世最伟大的莫过于大爱与无私!

文中的情节再次在我脑中闪现：患有肺结核的他，看到一位
丢失了洋娃娃而号啕大哭的小女孩，哭得那么伤心，不免起
了怜悯之心。于是，他为逗她开心，故意哄她说："洋娃娃一
定会给你写信的!"小女孩马上停止了哭泣，半信半疑地看着
他。过了几天，小女孩果真收到了洋娃娃的来信，她是那么
的开心。在小女孩心中她天真的认为那封信是洋娃娃写给她
的，她殊不知写信逗她开心的那个人，已经悄然离开了人世。
读到这儿，我早已热泪盈眶了。同学们，你们知道信中的他



是谁吗?他就是大作家卡夫卡，我被卡夫卡那种"欺骗"后面的
大爱和无私所感动!他是一位身患绝症的垂危病人，在他有限
的日子里仍不忘用自己博大、无私的爱去关心他人，温暖他
人，这需要何等的胸怀与气魄。卡夫卡，你让我肃然起敬!

我认为人生最幸福快乐的事情就是用自己有限的能力给别人
送去无限的关怀和快乐!卡夫卡做到了，因此，卡夫卡是幸福
的、是快乐的。虽然他离开了人世，但他用智慧帮助小女孩
驱赶了悲伤，把幸福快乐留在了人间。联想到我自己，感到
羞愧万分。生活中，我只知道需要爸爸妈妈的关心，一味地
索取爱，从没想过长大的我也应该去关心爸爸妈妈，用自己
的方式去回报爸爸妈妈的爱，用善良去关爱身边每一个人。
我跟卡夫卡比，相差甚远，我没有卡夫卡的大爱，没有卡夫
卡的无私，没有卡夫卡的伟大。

卡夫卡的大爱与无私，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指示灯，将使我受
用一辈子!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五

暑假中，我读了《眼睛的话》这篇文章，当我一看到文章的
标题时就想：眼睛怎么能说话呢?我带着问号仔细地看了这篇
文章。看完，我找到了答案，原来，这篇文章是作者以拟人
的手法写的，我归纳了一下，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小朋友看到了一些好书，就什么都忘记了，连
走路都看，”这样做，使眼睛疲劳过度，晶状体的调节功能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己经
常看到一本好的书就忘我。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真
实的事情，有个人，边吃饭边看电视，渐渐地眼睛就发痛、
发痒，眼睛充满了血丝，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与自己看电
视的方式不对造成的，听取医生的建议后他改变用眼的方式，
眼睛才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第二：有些同学一看到好书，躺在床上也看，这种坏习惯对
眼睛的伤害是极大的。

第三：有的小朋友在黄昏时看书、写字从不开灯。日子久了，
视力就减退了，变成了“近视眼”。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知道眼睛对我们的用处真大呀！所
以我们要保护它，认真地做“眼保健操。”只有这样，眼睛
才能更好地为我们工作。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六

文/张晓兰

读“魔鬼”的夏天结束了。

我素来胆小，对鬼怪乱力的惊悚恐怖影视书从不涉猎，入手
三册《魔鬼在你身后》，是因为一篇言辞恳切的《二十周年
纪念版的序言》，阅读推荐语也让我坚信――这或许是心理
学题材，魔鬼不过是意念的故弄玄虚，结尾肯定抖个大包袱。
当然，我还是做了一点心理建设，同时放缓了阅读进度，以
备不适之缓冲。

美/丹・西蒙斯

附上序言的部分文字：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德古拉和吸血鬼都是无稽之谈。但精
神吸血鬼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精神吸血鬼“进食”过不
止一次。这些恶魔连孩子都不放过。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工作中几乎都遭遇过精神吸血鬼的攻



击――心胸狭窄、崇尚权力的经理让我们工作不顺，生活悲
惨；管理者或监督者武断地指使我们，他们对权力甘之如饴，
就像精神吸血鬼吮吸温血一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遇到
精神吸血鬼――在高速公路上，在公共场所，在政治生活中。
可悲的是，我们许多人在私人关系中也遇得到精神吸血鬼。

没有人的脖子上留有真正吸血鬼的咬痕，但精神吸血鬼却在
我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一个夏天过去了，在多角度的叙事方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
系、一波多折的故事情节和悦读汇读书打卡制的交替作用下，
总算善始善终。

意外的是，这部斩获恐怖小说界三大重量级奖项的`经典之作
并没有让我体会到精神极度可怖之感受。

现在看来，故事情节当然有刺激性的，尤其是对着某些段落
的细节描写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惊悚效果。

故事背景设定在1981年，甚至隐晦的关联了约翰列侬遇刺、
里根总统遇刺等重大事件。寻找尼娜的梅勒妮在1988年的冬
天来临时觉得很饿很饿，而这部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89
年……估计当时的读者现实代入感太强了，所以才会出现全
美为之尖叫的盛况，就像我们小时候一度流传的“毛孩儿吃
穿红色衣服的小朋友”这种谣言，当时无比恐惧，现在看来
不值一哂。

抛开部分行文的拖沓，经典也算实至名归。即便以现在的认
知通读，()也仍有不逊于看好莱坞大片的酣畅淋漓感。查尔
斯顿、费城、多尔马恩岛的三场集中战斗把故事分为三段，
每一段都让人叹服作者想象力之波澜壮阔，唯一的遗憾是我
不太懂国际象棋，否则品味多尔马恩岛对战的精妙感大概要
倍增。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历时八年写就的80余万字巨著，最初竟
源自丹・西蒙斯的一个短小的梦境。书中很多语焉不详的一
笔带过，如威利、尼娜、梅勒妮等的出身、梅勒妮听到的童
声低语等，也隐约印证了梦境迷幻之处。我本人并不害怕现
实的恐怖，但是对无法解释的现象却容易害怕，在读到梅勒
妮和迷瞳部分时，是有做过噩梦的，彼时惊醒之余心悸犹存，
被类似梅勒妮的傀儡双手扼颈的感觉仍特别真实，大约是这
个情节印证了我潜意识里的一点心魔。

有人吐槽中文译名，觉得不如直译的《腐尸为飨》或者《腐
肉解饥》之类的切题，但我却认为这个意译很棒。

魔鬼到底是什么？可以套入很多指代含义。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读此书，大可以把它看成一部拟人
的故事――精神吸血鬼不过是我们意念的心魔，要杀死魔鬼，
就要先杀死心中的恐惧。没有什么比独立不屈的意志更强大。

就像序言中说到的

我们在工作、生活中

很可能已经遇到了一个“精神吸血鬼”

他们用了念控力

扭曲我们的意志，吸食我们的灵魂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杀死心中的恐惧

用独立不屈的意志战胜他们

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都由我们自己来掌控！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七

吃过晚饭，女儿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母亲第二天学校要组织春
游的事情。母亲问去哪里?女儿说，不远，就是学校旁边的一
个河滩地，野炊。

母亲一听，愣了，心也突然地绞痛了一下。母亲没说话，看
着女儿。女儿那张如花的笑脸在母亲的眼前变得生动了起来。
母亲暗暗叹了一口气，微笑着说，去吧!乖孩子，妈妈支持
你!

女儿微笑着上前抱了抱母亲，然后，走回自己的房间，正想
写作业时，父亲的电话打了过来。在电话里，女儿也说了第
二天春游的事情。父母离婚后，女儿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

第二天，天刚放亮，母亲早早地就起了床。母亲帮女儿准备
好春游的一切东西后，把女儿送到了村口。

女儿带着一脸的喜气，慢慢地走远了。母亲站在那里，脸上
说不清是一种什么表情，嘴里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女儿忽
然站住了，转过身，满脸笑容地看着母亲。女儿跑回母亲面
前，在母亲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笑着跑开了。不一会儿，
女儿就跑出了母亲的视线。

不见了女儿，母亲一下就呆了。母亲忙返转身，锁上屋门，
紧跟着追了出去。

转过一个弯道，母亲又看见了女儿。女儿在前面还是那样蹦
蹦跳跳地走着。母亲松了一口气，脚步慢了下来。

母亲就那样若即若离地紧跟在女儿的后面。



女儿先是去的学校。女儿到校的时候，同学们早已等在了门
口。老师清点了人数，讲了讲注意事项，然后带着大家浩浩
荡荡地出发了。

母亲躲在暗处，看着大家往河边走，心里又紧张了起来。

同学们一到河滩地，全都欢呼了起来，丢下手里的东西就往
河边跑。

河边，不远处，一只小船，头朝河心，静静地停靠在那里。

母亲坐在河边的小山坡后，看着女儿，心揪紧了，目不转睛
地望着，生怕女儿跑出自己的视线。

女儿一到河边，身子就像充足了气的气球一样轻盈了起来，
跳跃，嬉戏，玩水。笑声在河堤上无遮无拦地飞来飞去。

母亲在山坡后紧张得忽坐忽蹲，紧盯着。女儿跳一下，母亲
的心就嘎巴一声脆响。女儿再跳一下，母亲的.心就再响一下。
这时，河边的风，突然大了起来，呜呜地吹着，母亲感觉自
己被风吹成了纸人儿，浑身轻飘飘的。母亲忙紧了紧身上的
单衣。

母亲就那样一直紧盯着女儿。

时间晃悠悠地就到了中午，阳光从天空洒下来，透过树叶的
空隙，照在母亲的身上，使母亲的身影显得有些迷离。

忽然，几个同学打闹着冲向河边。一声惊叫从河边传了过来。
母亲猛地站了起来。小船里也突然长出了一个戴斗笠的男人。

女儿看见母亲，呆了片刻，猛醒过来，喊了一声妈，冲到母
亲面前，问，妈，你咋来了?

母亲看着女儿红扑扑的脸蛋，一把抱住女儿。刚才的担心焦



急一下就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笑容。母亲
抱着女儿，亲了又亲。

女儿仰头望着母亲，又问，妈，你来干啥?

母亲看着女儿说，妈还不是担心你，怕你在河边出事。

女儿一脸惊奇，问，出事?出啥事?

母亲沉默了，脸上的笑容没了，好半天才说，孩子，你姐就
是在这河里淹死的。那次，也是怪我。后来，有了你，但你
爸还是不肯原谅我。从此，妈就有了心病，一听说你到河边
就担心，就怕，就想守在你身边，陪着你，看着你，心里才
踏实!说完，母亲叹了一口气，又说，孩子，原谅妈妈，妈妈
不是迷信，但妈妈爱你!

女儿抱着母亲，眼里的泪水慢慢地涌了出来，说，妈妈，我
也爱你!说完，抬起头，忽然看见了河里戴斗笠的男人，愣了
一下，冲向河边，大喊了一声：爸!

试题：

小题1:母亲对女儿心情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而起伏多变的。请
结合文章内容仿例概括。(3分)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八

暑假里，我读了《眼睛的话》这篇文章，当我看到文章标题
时，我就想：眼睛怎么能说话呢？我带着问号仔细地读了这
篇文章。读完后，我找到了答案，原来，这篇文章的作者以
拟人的方法来写的。我归纳了一下，主要写了三点：

第一点是：“有些小朋友看到一些好书，就什么都忘了，连
走都看书。”这样做，“使我疲劳过度，晶状体的调节功能



就要受到影响。”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前几天，同学
介绍我看了几本有趣的书，我走路看，吃饭看，后来，眼睛
都有些发痛，就合上书，休息了一会儿，使眼睛得到了片刻
休息。

第二点是：有些小朋友不注意看书姿势，“一看到好书，躺
在床上也看。”这个毛病我也有。我喜欢躺在床上看书，特
别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妈妈曾经讲过我好多次，我都没有
改，现在听了“眼睛”的话，我感到很惭愧。

第三点是：“有的小朋友黄昏时看书写字从不开灯。”日子
久了，视力就会减退的。这个坏毛病我没有，每天晚上，我
都会和姐姐在灯下一块学习。

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知道眼睛对我们的用处真大啊，所
以我们要保护它，认真地做“眼保健操”。这样，眼睛才能
更好地为我们工作。

考完试后的读后感篇九

今天是女儿新学期的第一次校本课。晚上写完作业，女儿给
我讲述了她们今天的校本课《绿眼睛》。女儿讲的津津有味，
绘声绘色，很生动，而我听了以后也很感动，有种身临其境
的感觉，不禁想提笔把她的故事复述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分
享。故事的内容如下：

我叫绿眼睛，我是一只全身雪白，长着长胡子，有一双绿眼
睛的猫。我住在一个小盒子里，四周围着高墙，盒子的里面
铺着粉红色的软垫。

春天到了，天气好的时候，农夫会把我搬到院子里晒太阳。
到了外面，天空就是我的屋顶，我尝试着爬出盒子，终于有
一天我爬出了盒子，看到了高高的野草和五颜六色的花朵。
我喜欢围着大树跑。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鸡，有红色的、白



色的、还有灰色的，我还看到了狗、牛和羊，它们就在附近
的农场里。我喜欢看着农夫挤牛奶，等农夫挤完牛奶，卸完
马具，喂完猪，农夫就会给我一碗热乎乎的牛奶。

夏天到了，我喜欢躺在草丛里，不知有谁说，我像一只狮子。

秋天到了，天气渐渐转凉了，树叶有红的、黄的、还有橙色
的。我喜欢把树叶当成老鼠，然后静静的等着，让风把树叶
吹过来，然后扑上去。。。。。。

冬天到了，大地白茫茫一片，我就伸出舌头尝雪花。不一会
儿，我的爪子冰冰的、凉凉的，我的背也冰冰的，凉凉的，
还有我的脸也冰冰的，凉凉的。然后我跑进屋子，钻进暖气
片旁的盒子里。

又到了春天，我一周岁了，我不再是小小猫了，我已经是一
只小猫了。

我还是喜欢在春天围着大树跑，闻花香；夏天我喜欢躲在阴
凉的野草中；秋天住在屋顶上，看着树叶飘落；冬天躺在盒
子里看雪景，而且我有了一个更大的盒子。。。。。。

我的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也许还有不足的地方，但作为妈
妈我觉得女儿讲的很好，值得表扬。我问姑娘你听完故事有
什么感想，姑娘说：我知道了小猫一年四季的生活，从故事
中我感受到了小猫的活泼和可爱，感受到了它成长的点点滴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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