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戏的读后感 家读后感读后感(大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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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戏的读后感篇一

元旦三天假，女儿带回席慕蓉的散文集《槭树下的家》。

我曾在青春少年时代读过席慕蓉的诗集，说不出的感动，说
不出的感伤，淡淡的，轻轻的拂过我的心头。而读她的散文
集还是第一次，并且是在步入人生的三重角色（为人女，为
人妻，为人母）后，那些她生活的点点滴滴，看似平凡却很
感动，读来朴素但却深刻。一个故事，一次思索，一种顿悟，
更让人体会到一种平凡却不会贫乏的生活。

也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已经很
少，而能品读散文的人就更少了。 读散文，能陶冶性情，不
仅是一次文学的畅游，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将书捧在手中，心灵随着文字的跃入而怦然跳动，这些浪漫
凄美的文字在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多温
暖 而珍贵的回忆在心间一点点地晕染开来，像一湖回忆的水
面，常因几颗不经意的石子，荡开美丽的涟漪。晚上枕着书
儿入睡，更感觉是一次心灵的自由翱翔。

也曾想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净化为淡淡的文字，把深藏在心
中的感觉牵引出来，把生命中极为珍惜的这一部分保存下来。
在落寞的时候可以回到对自己是那样熟悉和那样亲切的环境
里，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停留下来，细细品味，珍槭



树下的家读后感藏。然后安心地去生活，安心地去爱与被爱。

恍若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在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自己的心
情、自己的经历也一直在变。那些留有少年青春痕迹以及成
年后的记忆、喜欢单纯、喜欢简单、喜欢花草树木、喜欢自
然界里的一切风花雪月……也随着一次次变动而渐少渐失。

而在这二十年后，随着《槭树下的家》，我才发现，所有的
都清晰地跃入脑海中，以前的那些痕迹，其实一直都存在，
从来不曾消失。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是一直都存在的，不会因时光的流动而
改变。原来，这种喜欢简单美好的心情，一直都在，从不曾
改变。即使现实生活是多么琐碎繁杂，也一直喜欢从自然的
美好中寻求心灵的安静，单纯的喜悦！

戏的读后感篇二

近几年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
大的冲击，无数人们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的行动中。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许多人透过阅读书籍来寻求精神上的宽
慰和灵感。我也不例外，通过大量阅读了与抗疫相关的书籍，
积累了许多读后感和心得体会。下面，我将通过对这些书籍
的回顾和思考，为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深深感受到团结与协作的重要性。在抗疫过程中，
人们需要团结一心，共同面对困境和挑战。无论是国与国之
间、床位不足的医院内部还是邻里之间，只有大家紧密合作，
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地战胜疫情。在《人间失格》这本书中，
作者太宰治通过描述主人公的抑郁症和生活困境，反映出一
个人的孤独与疏离感，同时也借此告诫我们在这个疫情时期，
需要关怀他人，相互帮助与支持，共同渡过难关。

其次，我深刻体会到了自救的重要性。在面临巨大的灾难时，



我们需要先保护好自己，然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人。在《白
夜行》这本书中，作者东野圭吾通过描写主人公秋叶原的切
身遭遇，反映出每个人都需要在疫情中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去帮助他人，去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也提醒着我们在抗疫过程中要注意自身的防护，做好个人
卫生，力求减少感染风险，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此外，我发现了坚持与信任的力量。在这个漫长而艰难的抗
疫过程中，人们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在《生活在别处》
这本书中，作者东野圭吾以一个困扰着主人公的难题展示了
中国疫情下的防控措施。通过描写主人公的坚持和信任，作
者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对正义的信念，相信科学家们的努力，
才能战胜疫情的困难。

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生命的宝贵。疫情使我们不得不面
对生死和离别，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和朋友。这让我们开始重
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活着》这本书中，余华用朴
素而动人的文字，描述了主人公的一生，展示了人生在面对
种种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持与执着。通过朴实的叙述，余
华呼吁我们珍惜生命，充分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并为了生命
的存在而努力奋斗。

综上所述，通过阅读与抗疫相关的书籍，我受益匪浅，从中
获得了很多启示和心灵的抚慰。我深深感受到了团结与协作
的重要性，了解到了自救的必要性，体会到了坚持与信任的
力量，更加珍惜生命的宝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阅读
抗疫相关的书籍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更能够给我们带来
思考和启发。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力量，也能够
积极应对困境，为实现人间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戏的读后感篇三

第一次接触山下英子老师和她的《断舍离》，是在抖音好书
分享会上，演员陈数关于《断舍离》的分享。



陈数老师认为《断舍离》强调立足当下，通过整理、疏通人
与物品之间的关系，脱离对物品的执念，从根源上达到对物
品的断舍离。人待物如此，人生更应如是。所以生活中，陈
数老师多次让自己停下来，去感受生活，去给生活做物质的
减法，精神的加法。

而这一点很多初次尝试断舍离的大众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之
前没有断舍离的意识和概念，所以并没有深刻理解山下英子
老师所著书的真实目的，只是简单地实践断舍离，比如他们
认为断舍离的实质就是“扔东西”，于是最直接的行为，就
是拿生活中的书籍和衣物类品开刀，认为扔了就好，扔了就
不乱了，没有从根源上认识断舍离的含义，长期以往无法做
到坚持，最后不了了之，鲜有成就。

其实断舍离最核心的概念并不是单纯地处理杂物，抛掉废物，
而是进则出，出则进的循环反复，二者缺一不可，在实践过
程中尽可能地做压缩生活的减法运算，比如“断绝不需要的
东西，舍去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为不需要
的“杂物”减肥；在考虑物品是否应该被留下时，思考的主
语是我，而不是物品。如果从这个层面出发，你就获得了断
舍离过程中的初步成功。

实施断舍离，实则是帮助我们剔除泛而无用的“物品价值
观”，积极甩掉惰性，采取行动，促进生命中物质和精神的
新陈代谢，迎来崭新的轻盈人生。而执行断舍离过程的每一
步都是加分运算，尽管在实践中，每一个步骤的得分点都很
低，但我相信，只要身心合一，全力集中，从细微之处着手，
不断从小事上积累小成功，增加成就感，就有足够的勇气和
信心去完成“断舍离”和面对人生路上的大困难。

就如《断舍离》一书中所讲的，断舍离的不是物品，而是你
自己，因为你每天都在用的东西，非常容易作用于潜意识，
如果你在择物交人的每一步，都做到了断舍离，相信你的人
生一定简单而快乐，人生一定轻盈而丰富。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很应景：当你的潜意识没有进入到你的意识的时候，那就是
你的命运。

戏的读后感篇四

“格萨尔”是藏族文化中的一部史诗，近年来逐渐被国内外
读者所熟悉。我最近也读了一本格萨尔的中文版，并且着实
被其内容所感动，让我深深地领悟到了藏族文化的深邃，下
面我将分享我的读后感心得体会。

第一段：史诗精神的凝聚

当我翻开《格萨尔》这本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这部史
诗所传达的精神内核。在读完之后，我对格萨尔文化充满了
敬意，因为其不仅承载了藏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更
有一种信念和精神在其中。这种信念和精神体现为坚守自我，
乐观进取，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这样的精神粘合着藏族人
民，并不断推进着藏族文化的发展。

第二段：格萨尔传承的难题

格萨尔文化可谓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传承至今也成为
了一个重大的难题，因为它们需要在传承过程中不断的适应，
改进，并且在现代的社会中继续传承下去。这需要文化保护
人员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更需要传承人的精神力量和文
化自觉。在现代社会，藏族文化不仅面临电子信息时代的挑
战，还要面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欺压，传承道路更加坎坷，但
格萨尔精神不断在这种环境中磨砺、壮大，它在苦难中更加
坚定，进一步得到了证明。

第三段：格萨尔文化的教育价值

相比于现代社会，格萨尔文化的价值体现得更为深刻。我相



信，格萨尔文化在现代教育中也有着很大的应用价值。我从
中加深了自己的文化认知，从中了解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人文价值和重要地位，还从中感受到了无畏的勇气和坚韧的
品貌。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勇气和信仰，在逆境
之中不断前行，永不放弃，一直奋斗下去。

第四段：对藏民族文化的尊重

阅读格萨尔，让我更多地了解并且尊重藏族文化。我相信，
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包容，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所必
须具备的知识和智慧。藏族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中，需要更多人去
了解、尊重和传承藏族文化。并且，每个人也应该具备跨文
化认知的敏感度，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和谐、包容、互助
的社会关系。

第五段：反思与展望

最后，我认为，格萨尔故事的阅读所带来的受益远不仅仅是
仅仅局限于文化认知上。通过格萨尔文化，我们可以反思自
己的精神世界，观察这个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从而更好地
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关注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学习和尊重多元文化，在传承中寻找心灵共鸣，
让藏族文化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承和发展。

戏的读后感篇五

海蒂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要说起她的身世,那可是太不幸了。
她的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时不幸丧命,她的母亲得知此事后,便
一直高烧不退,生下海蒂后,也去世了。后来,海蒂就被寄养在
了爷爷家里面。爷爷的家住在高山的牧场上,一切新奇的事物
都让海蒂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后来……等待你的是你的眼睛亲自去发现。



小海蒂后来又经历了很多的事,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讲解。重要
的是,故事最终也有了完美的结局。这部作品出自瑞士大作家
斯比丽之手,是不是写得很好呢?里面有许多好词佳句,很适合
我们小学生呢!

好,等你买好了这本书,学习了好词佳句,再开一个作文竞赛,
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