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看见读后感(通用8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看见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通篇都在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也可以认为是对
原生家庭的再定义。下面我主要谈谈对依恋关系、同伴群体
和自我意识的个人理解。

依恋关系是一切社交关系运转的基础。本书中的依恋关系应
该是特指子女对父母的依恋，从呱呱坠地时的生理需要和安
全需要，到后来的归属与爱的需要，都可以认为是一种依恋。
而对于这种关系父母需要格外警惕，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父母
是孩子的驾驶员，想让孩子去哪就把车开到哪，这样操控孩
子的生活只能适得其反。作为父母，做好副驾驶即可，必要
时给予引导和帮助，不要让他们偏离方向就好。

仔细看来，书中的依恋关系其实还是在强调原生家庭的意义。
如果孩子在家里最起码的生理和安全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
就不用提更高层次的需要了。就如序言中那个女士的经历一
样，她在婴儿期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内心得不到回应，她
渐渐绝望了，不再哭闹，变成了一个很乖的孩子。长大后，
她变成了一个看上去很好的人，处处把别人的感受放在首位，
这让她拥有了很好的人缘。她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可
是当她做了妈妈后，问题终于爆发出来，她发现自己非常恐
惧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所以在家庭的依恋关系中，放纵型和权威型都不太合适，它
们都容易把孩子从这种依恋关系中推出去，推到另一边所谓
的同伴群体中，这样的后果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同伴群体存
在很大的偶然性，同伴群体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特
定条件下凑在一起的松散群体，没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容易
让孩子迷失在群体中。同伴群体不等同于朋友，真正的朋友
清楚彼此的界限在哪，尊重对方的想法，不会去试图主导对
方的思想;同伴群体则不然，群体中没有太多的约束，容易使
个体失去个性，放弃自我主见来迎合他人，这样的群体导向
就非常危险。

然而令我们担心的是，校园里边绝大多数的同伴群体不是积
极向上的，而是以娱乐、游戏、交际圈子为主。有一次，我
吃完饭在校园走着，听到几个同学在激烈的讨论着什么，我
以为他们在讨论数学题，凑近一听，“放大招”“闪
现”“平a”这些词汇让我愕然，我心想，他们要是把这一半
的热情分给学习该多好啊。还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听
到几个同学在相互炫耀，他的羽绒服多少钱，他的裤子又多
少钱，他的那一身值多少钱。这都是啥价值观啊，让我不忍
直视。这些种种，不由得让人对绝大多数同伴群体担心忧虑。

恰恰在这个时期，孩子还没有完全的自我意识，很少有自己
的主观思想，更容易被群体极化。如果没有好的家庭关系与
父母引导，很容易让孩子在没有自我意识的情况下走上一条
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总而言之，把依恋关系这个基础夯实，才有可能万丈高楼平
地起，站到更高的层次，看到更远的远方。

看见读后感篇二

看《看见》之前，我先看了本书的简介，当看到“自传性作
品”时，我在内心已经把它定性为一个优秀记者的成长之路。
等真正看完之后，才发现和我想象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这本



书以柴静的采访作为线索，在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的同
时，自己也在一步步成长，从青涩走向成熟的，从对新闻一
无所知的新人到真正成熟的记者的转化，在她每次的自省当
中，又一次次的升华自己。

“看见”，从镜头中看，从每一个人的眼里去看。当我们看
到一些事件，往往已经定义上了善恶，往往都是站在道德制
高点去谴责。而柴静却能够通过镜头，告诉我事实真相并不
是想象中的非黑即白，当事人为什么会做出这些决定，在作
出决定的背后又经历过什么，抽丝剥茧般的把真相展露出来。

当我看到非典那一章的时候，对我的震撼不亚于一场心灵地
震，我从未想过非典是那么的严重。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对
非典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每天例行公事一样的探测体温，
从来没有想过非典是这么的可怕，可以轻轻松松剥夺无数人
的生命。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无数白衣天使站了出来，为
抗击非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阻止了非典的蔓延。

在汶川地震时，远在河北上初中的我都能感觉到震感，更不
必说位于震源地区的汶川了，那是我根本想象不出来的灾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在当时，无
数人民子弟兵和志愿者赶赴灾区，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灾
区。地震灾民就算亲人在灾难中丧生，也没有放弃生活的希
望，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在每次的灾难面前，并不仅仅只有黑暗，在黑暗中，有那么
一丝丝的希望像阳光一样照射进来，慢慢地扩大。在我们生
活的这片土地上，发生了这些与我们休戚相关的事，也让我
们知道了我们肩上的责任和担当。

在社会阴暗面的揭露上，我并没有对当今社会失望，相反，
只有把这些阴暗面揭露出来，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我始终相
信，什么东西都会慢慢变好的。



在看这本书时，经常能找到共鸣，许多观点直击内心。对人
性也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做出的选择，都是符合自身的利益的。人并不是只有一面，
也不可能只有一面，世界上并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
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在做事上，无论做什么，都要坚
持下去，行百里路半九十，想要成功，就只有坚持这一条路。

看见读后感篇三

用时18个多小时读完了《看见》这本书。只因柴静两个字！

这本书中柴静写了发生在我国一些城市不同地方的很多事件，
有些我听说过，有些不知道。

通过《看见》的人和事，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
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
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的一部分，还是那句话：“只是生
活本身矛盾密布。”

这本书里，看到了我生活范围之外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让我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上，了解和理解着现在我生活
的这个社会大家庭。并让我更清楚的明白每一件事的发生，
不仅仅是你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是
一个个体，你不是他（她），就无权去猜测和臆想别人，更
无权去批判和指责别人！只因你不是他（她）。

“这世上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做好事的人和做坏事的
人！”“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
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
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
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
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希望我们的国
家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
福！谢谢！



看见读后感篇四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这才是最困难的
地方，因为蒙昧就是自我，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
坝。”——柴静。

同性恋、吸毒、非典患者、家暴、孩子……当这些人进入我
的视角，由新闻世界的大到这部分人的小，被否认、被隔离、
以至受辱，人性的难测。柴静，她就像一股清流，没有刻意
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一些边缘的题目，
大多数人不会碰到的问题，以这来剖析人性，看清无知和偏
见。

就像书中所说，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无知和偏见遮蔽，
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
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己也熟视无睹。
人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就像叶子从痛
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

这世上原本没有条条规规，也没有谁生来就是对，生来就是
错。正如此，条规并非完全的正确，倒像是大多数人达成的
共识。这有点类似于投票，票数多者为胜，只是在投票中其
余的投票人，无论在投票前还是投票后，他们都可以有自由
不同的观点。

柴静曾问：“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有人曾这么回答：“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作目的，
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所以说，当人们以这种原则来判断世事的是非对错，何来公
平正确可言。

臧克家说，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



着。这里强调前者，人既然活着，就要做一棵有思想的芦苇，
从蒙昧中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的全部，看清这个世界的全
部，捅破必然和可能之间薄薄的一层纸，世上应有敢于逆流
而上的人。

记得书第一页写到，想象另一种可能。

最后一页写到，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的。

看见读后感篇五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
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
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患忧。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
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
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世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
自成江河湖海。

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
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
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
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
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



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
世界。”

看见读后感篇六

有人说读书就是在跟作者对话，《看见》里，柴静最初认为
新闻可以有温度，到后来觉得新闻应立足于准确不应有记者
自身的态度，再到融合与解脱。不论是看到作者本身的变化
还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
的确是在一件一件慢慢告诉我，所以想回复它。

非典那年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对于生死或灾难没有多
少概念。儿时的童话会告诉小朋友，人死后会变成除了人之
外的另一种形式在世上循环。那时只知道大家突然都带起了
口罩，然后学校天天谣传着要放假在家隔离的消息，但也仅
限于谣传而已。有一次，下午放学，自己独自走在回家的路
上，路过一个医院的时候，在医院门口看到了一个好大好大
的蝴蝶，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蝴蝶，心里就在想这会是谁？那
时，阳光穿过梧桐树叶，洒在地上一片斑斑驳驳，人声很少，
空气寂静，像无数个反反复复的日常。确不知道，在某处的
其他地方躺着面无表情的人，不知他在想着些什么。

初中语文老师点评作文，有讲过一句“要做一支会思考的芦
苇”。大意指即使随风摇倒，也要守住自己的认知吧。但有
时候，会觉得很难接受或理解超脱于自己生活经验总结的事
情，所以很难将心比心，也很难直接吸收别人的经验转化为
自己的前车之鉴，以至于周边朋友会说“我都经历过，也告
诉你了应该怎样，为什么你非不听，果真，该走的路一步不
能少”。经历之前也确实不解，经历之后才有那么或多或少
的感同身受。所以渐渐理解了那句“我不一定认同你说话的



内容，但是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时候觉得不要人
云亦云，不要绝对化任何事也是一种极大的善。

地点本身是不涉及情感的，因为一个地方有了一些人或一些
事，便被人赋予的情感。每次走在以往有生活足迹的地方，
便总会不自觉的想“我以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了哪
些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时充斥的是怎样的心情”。

一次和朋友谈论电影，她说她最喜欢的电影是《泰坦尼克
号》，于是重看了一遍，年纪小一些的时候，在电影里看到
的更多的是超脱世俗与生命的感情。再大一些之后，触动更
深的是船沉时，知道自己命运结局的小人物，坦然面对结局
时人生最后几帧极其温暖感人的镜头。人是这个社会单元最
小的集合，很喜欢柴静采访里体现出的即使是个很宏大的主
题，也可以捕捉到细微。

之前也有人给我说过，现在很难见到有工匠精神的人，德国
汽车之所买的好是因为其质量，而其质量好是因为其零件质
量好。其实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与答案只差了再多问一个为
什么？所以有时候答案浮出水面之前，渐渐的喜欢逼自己再
进一步，再一步。若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可能会说争取从
现在开始吧。就像他人所说，律师与律师的差别在于，准备
案件时需要设想对方会怎么反击，想到对方如何反击后还要
思索怎么回击，循环往复，直到见底。

曾经有人问我“你想要什么？”我说“成功”他问：“那你
认为成功是什么？”我说：“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吧，我想
要世俗的成功”后来觉得成功其实是比较级，没有尽头。

瑞士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健全，所以教育和人们思想也很开明，
义务教育后，孩子一般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继续就
读还是选择职业技术类培训并在后期直接就业。职业之间并
无高低贵贱之分，选择的依据完全是看自身兴趣。



有人说虽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肯定会急速发展，
跻身发达国家，因为中国人太勤奋了。但不知为什么，我脑
海里浮现了一个词“内卷”。不过想来也是，如果没有相应
的保障体系，兴趣在生存面前可能就显得弱小了。所以就像
柴静所述，卢安克带来的不是感动，他的那种自由带来的是
一种内心很安静的思考，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对话。

历史的作用不只是让人记住发生了什么，他也想让人们思考
当时为什么发生了这些事。想到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医可
牵一发，文可动全身；想到陶行知先生舍弃优渥的生活投身
农村教育，万世师表。

这段故事是一个叫郝劲松的法律专业的人讲的，他因为北京
地铁公司厕所收费5毛却不开发票起诉了对方，最终其赢得了
诉讼。很多人质疑这种小事是否值得如此干戈，他说“今天
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
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
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
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
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
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不在于
标的是什么，标的的价值是什么，而在于事情本身，一旦抛
却了一点，下次可能就是线，再下次可能就是面，深以为然。

看见读后感篇七

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1988年，到长沙铁道
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1995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
节目，1998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
播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

20xx年11月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20xx年
担任《新闻调查》记者，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
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20xx年起担任《看见》主



持人。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
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
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
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
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
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
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

读《看见》，第一感觉，这是一部揭开生活雾霾的书，也是
一部打开心灵窗口不懈追问的书，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
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我在阅读的时候深切地感到了心理的起伏，它引领我不由自
主地展开对人生与命运、性格与成长、理想与现实、社会与
家庭、思维与方法的思考。

书里有穿隔离服、戴眼罩和手套的医生、护士，有青春烦恼
的问题少年，有沉沦的吸毒者，有不堪家暴的杀夫女，有丑
陋的商人和蝇苟的官员，有江湖耍猴人，有被灾难夺去家园
和孩子的夫妻，有人造的老虎，有洋志愿者，等等。

她把骨子里的文艺气息，在一件件添堵的事件和端坐的当事
人面前，一层层剥下来，留给了犀利的追问和宽容的探讨，
然后落成了书中雨点一样敲打的文字。

她刻意回避着“我”，没有把自己成长的背景、亲人的关爱
和她对他们的追念，集成一个段落，而是把所有这些富有温
情的色彩，泼洒在了似乎完全不相关的场景中。

正如她把与领导与同事的交往也不断拆散开来一样，让每一



章节的主体事件不那么孤立，不那么生硬，不那么缺少人情
和人性，确保自己所拿出的每一块布料都有粗糙或细滑的真
切质感。

柴静带给人的力量，不是来自这些故事本身，而是来自于柴
静认识人，了解人，感受人，理解人，她在认识人的过程中
认识自己，也让我们跟随着她去认识我们自己。我想这才是
真正地看见。

看见读后感篇八

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大海是那样壮阔，那样广阔，是那样令
人向往。它就像是人间仙境，有时波浪不惊。

海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是无边无际的、浩瀚，而又充满憧憬
的一个印象。并且每一个人都想去‘会见’一下海，而我也
不例外。海在我心目中还有一个和王家新作者一样的意义，
那就是信念和理想，成功的喜悦！

这事情，还要从我小学的深涯里说起。

在小学中，因为我的体育成绩还算可以，所以我被选做了体
尖。在小学6年级中，因为要去参加第23届学生锦标赛，所以
我们就天天去跑北山。那是大足的北山，老师要求我们上去
必须跑梯子，而下来就全是下坡就必须全速冲，最重要的是
在15分钟内必须跑完全程。先开始，我们基本上都是
在17、18分钟跑下来的。老师就要求我们重新跑，而且是重
新跑了几次。就是去了这天，我们大家就累得像一个落汤鸡
似的。就是去了这一次我们大家都不想去了，但不得不去。
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