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金钱的读后感 金钱的魔力读后
感(大全9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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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金钱的读后感篇一

有人说书是一扇门，可以把人带入另一个世界，推开一扇门，
就是一个惊喜，踏进一扇门，就是一个奇迹。

当我推开《金钱的魔力》这扇门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以
钱取人、金钱至上的错误理念，描写托德面部表情更是让这
种理念暴露得异常明显，那种无法形容的魔力，完完全全将
旧社会的人们见钱眼开的丑恶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严格按
照贫富社会地位让人发疯，就连某些所谓受过上等教育的绅
士和淑女都有这种错误理念，这个社会真可悲！

当我踏进这扇门时，金钱的魔力显得魅力十足，让文中
的“我”瞬间身价百倍。

托德虽然没有多大态度的改变，但老板却异常兴奋，对文
中“我”的吹棒更是吹到肉麻的程度——这个小裁缝店根本
不可能接到外国亲王的订单，更不可能做了，又那里来做好
的成品呢？——由此可见金钱的魅力在这个吹棒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也让钱的现存地位更上了一级。

《金钱的.魔力》这篇课文不仅揭露了人性的弱点，也展现了
金钱的魔力的魅力。



金钱的读后感篇二

学习了《金钱的魔力》这篇课文，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儿。

文章主要讲述了突然收到百万大钞的亚当到服装店买衣服，
伙计托德看到衣衫褴褛的亚当，很是瞧不起。但当亚当拿出
百万大钞的那刻，托德和老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对亚当
的态度360°大转弯，从原来的没好气变成了现在的阿谀奉承。
可见当时的拜金主义思想。

不，当然不是。钱既不是爹又不是娘，而且许多的事情都与
钱丝毫无关……

不光是在20世纪，现在21世纪的人们同样也是认为钱是人的
养命之源。下面的一个例子，就可以清楚的反映出来：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商店买东西。那天上午还是晴空万里，
但下午就开始电闪雷鸣，这可给我和妈妈来了个措手不及。
商店的售货员看着我和妈妈那落魄的样子，对我们白眼相待。
但当妈妈将湿了的大衣脱下，华丽的衣服又显露出来的时候，
售货员的态度就也来了一个大转弯——不仅热情的招待我们，
还向我们讲解哪个牌子的东西质量好，哪个牌子的东西质量
差。我不禁想说一句：“真是以钱看人的小人！”

钱对于当今世界的人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是万能的。

钱对于当今世界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

钱对于当今世界的人们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但是希望大家不
要被钱蒙蔽了心灵，冲昏了头脑！

金钱的读后感篇三

近几天，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名字叫做《金钱的魔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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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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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主人公去一家店里面买衣服时，老板见它
特别平常，普普通通，想以个穷光蛋，于是老板和服务员对
他不理不睬，给他随意拿了一件别人不想要的衣服，对他的
态度不好，从内心瞧不起这个“没钱的顾客”，只想让他快
快走了算了。总之表现出来对他的看不起。作者写到：他拿
出的钱怕他们找不开，他说：我没有零钱。但是那的人却笑
话他说：“向你这样的人，也只能带些大票子了，不会带一
些零钱。”这个时候，主人公已经是特别地生气，于是他拿
出了一百万英镑。这个时候，店老板看见他手里面拿的这张
百万英镑地时候，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在了脸上……他的他
的态度马上180度大转弯，他马上告诉店员停止对别人的服务，
快快给这位绅士拿最好的衣服，这时候一套王子的衣服已经
送了上来，这件衣服是店里面最好的衣服。

我想：我们不应该像店老板和托德那样做，见钱眼开唯利是
图，以钱的多少决定对人的态度。这篇文章是摘自美国著名
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一书，极大地讽刺了当时社
会那些见钱眼开，爱财如命的家伙。我们不要贪心，而且我
们的行为也不应该像托德和他的老板那样。不管对方是穷人
还是一个大幅翁，都给于热情德对待和尊重。

前几天我们学了一篇课文《金钱的魔力》。这篇文章主要写
了主人公去一家店里面买衣服时，老板见它特别平常，普普
通通，想以个穷光蛋，于是老板和服务员对他不理不睬，给
他随意拿了一件别人不想要的衣服，对他的态度不好，从内



心瞧不起这个“没钱的顾客”，只想让他快快走了算了。总
之表现出来对他的看不起。作者写到：他拿出的钱怕他们找
不开，他说：我没有零钱。但是那的人却笑话他说：“向你
这样的人，也只能带些大票子了，不会带一些零钱。”这个
时候，主人公已经是特别地生气，于是他拿出了一百万英镑。
这个时候，店老板看见他手里面拿的这张百万英镑地时候，
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在了脸上……他的他的态度马上180度大
转弯，他马上告诉店员停止对别人的服务，快快给这位绅士
拿最好的衣服，这时候一套王子的衣服已经送了上来，这件
衣服是店里面最好的衣服。

我想：我们不应该像店老板和托德那样做，见钱眼开唯利是
图，以钱的多少决定对人的态度。这篇文章是摘自美国著名
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一书，极大地讽刺了当时社
会那些见钱眼开，爱财如命的家伙。我们不要贪心，而且我
们的行为也不应该像托德和他的老板那样。不管对方是穷人
还是一个大幅翁，都给于热情德对待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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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我不是借此贬低老师)，这样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
不好的作风。说白了，人的一生就是在相尽办法赚各种钱(包
括贪污和黑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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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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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贪污受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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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叫做《马克·吐温与威尼斯的小艇》的
书，让我深受感动的是《金钱的魔力》这篇文章，它让我知
道了有许多人是金钱的奴隶。

看到第6自然段时，我不禁为马克·吐温拍手，太精彩了，瞧！
“当他向那张钞票瞟了一眼的时候，这个笑容马上就牢牢的
凝结起来了，变得毫无光彩，就像你所看到的维苏威火山边
上那些小块平地上凝固起来的波状似的一片一片的熔岩一
般” 多么精彩的比喻，我一定要向马克·吐温学习。

托德，他是一个刻薄刁钻的势利小人，让我觉得可气，可是
从傲慢不屑到尴尬，让我觉得可笑。老板也不好，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见钱眼开、见风使舵的人。“轻快的口哨”、“兴
奋的说话”都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激动。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这东西，只要那么一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
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这就是金钱的魔力，这就是当时
社会的世态图。

我为那些金钱的奴隶感到耻辱。



金钱的读后感篇七

金钱，似乎是一件有魔力的东西。

金钱的外表金光闪闪、颇具光芒，折射出了许许多多人贪婪
的目光。它能够使一个人一夜之间腰缠万贯、金玉满堂、富
可敌国；也会让一个人瞬间一贫如洗、无人可依、流落街头。
金钱帮忙了很多人，也迫害了很多人，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
相关，又让很多人遥不可及。《百万英镑》的作者马克.吐温
就围绕金钱这一主题，展开了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

一个27岁平凡的美国人，读到之后我才明白他的名字——亨
利.亚当斯，他照常用游艇消磨时光，却意外地把船开到了大
海里，就是这次偶然，使他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

他幸运地搭乘了开往伦敦的船，可他身无分文。就当他准备
放弃自我尊严的时候，一位先生把他叫进了屋子，给了他一
张百万英镑，并让他用这百万英镑生活一个月，之后回来见
他，他会给亚当斯一份不错的工作。

亚当斯自然十分想得到那份工作，之后，他过上了上流社会
的生活。他迅速成名，成为了杂志的头条，是世界上响当当
的人物，大家都明白有一个口袋里装着百万英镑的大富翁。
那期间，他经历了很多，看透了人性的贪婪，领略了金钱的
魔力，也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波霞。

一个月后，他完成了任务。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波霞竟然就
是那位给他百万英镑富翁的女儿。富翁十分满意，给他了一
份好工作，并将自我的女儿波霞许配给了他。就这样，一个
原本别无依靠的平凡人，在金钱的魔力下，成为了鼎鼎有名
的成功人士。

读到那里，我不禁羡慕起亚当斯来，他一个月之间就事业感
情双丰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我在羡慕的同时也产生了



思考：是什么让亚当斯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变成了富翁？
是巧合？是幸运？我想，这些都是因素。没有巧合他就不会
在茫茫大海中登上开往伦敦的船，并刚好出此刻富翁的家门
口，引起富翁的注意；没有幸运他就不会得到那百万英镑、
梦想的工作和美丽的妻子。

可是我认为，使亚当斯成功的最大因素源于他自我的朴实、
善良、诚实和聪明。正是这些优点，让富翁认定亚当斯就是
他要找的那个人；正是这些优点，让他拿到百万英镑后没有
大肆炫耀，而是低调处事；正是这些优点，让他成功用百万
英镑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得到了一份好工作；正是这些优
点，让波霞爱上了他，并喜结良缘。亚当斯的成功是偶然，
更是必然。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富翁把百万英镑交付给了一个不负职
责、无所事事、骄傲自大的人，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或许
他会拿着钱显摆，或许他会坐牢，或许他会成为人们嘲笑的
对象。这些我都不得而知，但能够肯定的是，他不会像亚当
斯那样，完美地完成任务，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百万英镑》讽刺了当时社会上许多爱慕虚荣、见钱眼开、
见利忘义的人。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现代社会。如今，有些
人以乞讨为生，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有些人金玉满堂，钱
多得花不完。我觉得，那些贫穷的人要靠自我的努力赚钱，
脚踏实地，不断奋斗，就算没钱，也要活得简单欢乐，活得
简便；奋斗中的人们更应遵守社会规则和法律，不赚不义之
财。而那些富有的人，不应做金钱的奴隶，不要处处炫耀，
而要尽可能多地去帮忙穷人，进取行善，让更多的人过上幸
福的生活。

金钱的读后感篇八

前几天我们学了一篇课文《金钱的魔力》。这篇文章主要写
了主人公去一家店里面买衣服时，老板见它特别平常，普普



通通，想以个穷光蛋，于是老板和服务员对他不理不睬，给
他随意拿了一件别人不想要的衣服，对他的态度不好，从内
心瞧不起这个“没钱的顾客”，只想让他快快走了算了。总
之表现出来对他的看不起。作者写到：他拿出的钱怕他们找
不开，他说：我没有零钱。但是那的人却笑话他说：“向你
这样的人，也只能带些大票子了，不会带一些零钱。”这个
时候，主人公已经是特别地生气，于是他拿出了一百万英镑。
这个时候，店老板看见他手里面拿的这张百万英镑地时候，
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在了脸上……他的他的态度马上180度大
转弯，他马上告诉店员停止对别人的服务，快快给这位绅士
拿最好的衣服，这时候一套王子的衣服已经送了上来，这件
衣服是店里面最好的衣服。

我想：我们不应该像店老板和托德那样做，见钱眼开唯利是
图，以钱的多少决定对人的态度。这篇文章是摘自美国著名
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一书，极大地讽刺了当时社
会那些见钱眼开，爱财如命的家伙。我们不要贪心，而且我
们的行为也不应该像托德和他的老板那样，读后感《金钱的
魔力》读后感600字》。不管对方是穷人还是一个大幅翁，都
给于热情德对待和尊重。

“当作者拿出这张百万英镑的时候，老板的笑容就定在了脸
上……”读了,这篇文章，里面的对人物的描写使我久久不能
忘怀，他们处处表现出来的败坏品质让我感到难受。这时我
有想起了前一篇学习的临死不忘把蜡烛熄灭的主人公严监生
的行为，其实，作者就是相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人活
在世上，如何对待金钱，应该持有怎样的一个金钱观。如果
人们都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就都享受
不到尊严，人生的价值就会完全失去标准，也就是说，有钱
有价值，没钱没有价值，这太荒唐了。

金钱的读后感篇九

《金钱的魔力》选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的短篇小说



《百万英镑》此文也在人教版小学五下24课出现过。题目中的
“金钱”指货币；钱。“魔力”指使人的爱好、沉迷的吸引
力。这篇文章讲述了“我”到裁缝店买衣服时，先遭到冷落，
而后由于拿出大钞又备受关注的故事。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
了小市民以钱取人、金钱至上的丑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