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格式及 写读后感的格式(通用6
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读后感格式及篇一

读后感也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归纳综合、评价
等等，离不开“感”――本身的感触、看法、见解，“读”与
“感”之间，还要有“感点”前后勾联。因此，读后感的一
样通常布局模式可以如下图所示：

述读(条件)

发感(论证)

感点(桥梁)

结感(升华)

在这个布局模式中，“感点”是要害，没有了感点，读后感
也就失去了魂魄，也就无所谓“读后感”。在整篇文章中，
感点在“述读”与“发感”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布局全
文的纽带。“感点”承接“述读”。读后感的写作，必须是先
“读”尔后“感”，不“读”则无“感”，“读”是“感”
的条件和底子，“感”是“读”的延伸或效果。“感点”也
领起“发感”，它是发感的依据。发感必须围绕感点睁开叙
述，对感点颁发本身的见解、感觉，以议论为主，突出一
个“感”字。“结感”收束全篇，升华感点，是“感”的归



宿。

三、读后感的写作步调

这种布局模式，与一样通常议论文“引――议――联――
结”的作文模式的一脉相承的。

以是，读后感的写作可以分为下面连贯的四个步调：

第一步：述读――引

在通常环境下，读后感的第一部门一样通常会是围绕感点，
引述质料。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
是“感”的泉源，“感”是“引”的目标。所谓“引”便是
指围绕感点，对症下药地简述原文相干内容。写这部门内容
便是为了交接感触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在述读这一部门，引述原文要精简，不克不及大段大段地叙
述所读册本、文章的详细内容，如果要写一篇关于《红楼梦》
的读后感，开头就用三五万字来叙述《红楼梦》的故事背叛，
那么又应该用几多的篇幅来论证感点呢?以是，对付原文的述
读，质料精短的，可以全文引述，篇幅较长的，只可以大概
是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干系的部门，而与感点无关紧急的.部门
只能是忍痛割爱了。“述读”质料要精简、准确、有针对性，
这是读后感写作的一个规矩。

第二步：感点――议

紧承“述读”所引述的质料，针对质料举行评析，既可办事
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征象到素质，由
个体到一样通常的作一番发掘;对寓意深的质料更要深入分析，
然后迎刃而解地“亮”出本身的感点，也便是中央论点。

感点的提出，要有与之相干的所读质料。要是没有述读的这



部门质料，感点便是无源之水，流而不远;感点也只能是空发
议论，平常而谈。以是，不管述读在感点之前，照旧在感点
之后，起首要有述读的存在，厥后才气有感点的建立。许多
门生每每纰漏了这一点，读完文章后，没有述读，只捉住感
点举行说理论证。如许的文章，并不行以大概算是完备意义
上的“读后感”。

第三步：发感――联

“发感”便是对“感点”――中央论点――举行论证。这一
部门是读后感的主体部门，是对感点的论述，通过摆究竟、
讲原理证明感点的准确性，或正面论、反面证证明感点的公
道性。必要夸大的是，所摆的究竟、所讲的原理都要围绕感
点来睁开，而不克不及游离于感点之外。不然，就会不知所
云，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发感还要接洽现实，深入论证。接洽现实，既可以由此及彼
地接洽现实生存中相雷同的征象，也可以由古及今接洽现实
生存中的相反的种种题目，偶然间还可以是小我私家的头脑、
言行、履历。接洽现实，要有针对性，必须紧扣感点，而不
克不及平常而谈，不克不及离开感点随意遐想，天南地北。

第四步：结感――结

结感是收束全文，既可以回应前文，夸大感点;也可以提出盼
望，发出招呼。但不管如许末端，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门组
成一个有机团体，不克不及是横空出世;也要结得天然，瓜熟
蒂落收束全篇。

读后感格式及篇二

我读了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我对里边的很多地方
有很多的话要说。



下面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可以不说就不说，莫言的.奇怪印证了他的名字——莫言，不
想说，不愿说，无声的世界是最美的，很多话，莫言愿意让
自然和动物来代言。

除了童年视角，他还喜欢从动物的角度来叙事，“从胡同里，
鸭子们望见一个高个子老头儿挑着一卷铺盖和几件沉甸甸的
铁器，沿着河边往西走去了。”讲的就是老铁匠被小铁匠挤
兑出走一事。

“老头子走了，又来了一个光背赤脚的黑孩子。

那只公鸭子跟它身边那只母鸭子交换了一个眼神，意思是说：
记得吧?那次就是他，水桶撞翻柳树滚下河，人在堤上做狗趴，
最后也下了河拖着桶残水，那只水桶差点没把麻鸭那个臊包
砸死……这个在前面也有叙述，”不知道用什么姿势他趴下
了，水象瀑布一样把他浇湿了。

他的脸碰破了路，鼻子尖成了一个平面，一根草梗在平面上
印了一个小沟沟。

几滴鼻血流到嘴里，他吐了一口，咽了一口。

铁桶一路欢唱着滚到河里去了。

他呼呼隆隆淌着水追上去，抓住水桶，逆着水往回走。

“我们关心的一直是人的世界，殊不知，动物也在用他们的
眼光品评人，这就是莫言叙述视角的独特之处。

有一部小说，风靡全球，历久不衰;有一部小说，雅俗共赏，
引人入胜。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就是英国作家笛福
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

这本书技术了一个故事：爱冒险的主人公鲁滨孙在一次贩奴
航海中遭遇海难，独活下来，流落到荒岛上。

但他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在岛上寻求生存机会。

搬运物资，驯养山羊，制作陶器，种植作物……他还从野人
手里就下个险些被开膛破肚的野人俘虏，取名“星期五”，
并教他说话。

不久，有条英国船停泊在岛附近，船上的水手们发生了叛乱。

鲁滨孙帮助船长制服水手们，夺回了船只，并把水手们留在
岛上，自己则与船长和“星期五”回到英国。

多年后，鲁滨孙途径小岛，送去移民，分以土地，给以用品，
最后满意地离开了小岛。

鲁滨孙智勇双全、胆大心细、不畏艰险、敢于正视现实、乐
观向上而充满希望。

这样的精神品质，是我们这辈人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

这部小说贯穿了积极乐观的风格，虽是遇险后的事记，可语
言却不乏诙谐活泼。

情节扣人心弦，让我不由得被吸引，仿佛自己变成了主人公，
身处荒岛，构筑住所，同野人搏斗……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于
故事，也在于人。

鲁滨孙的乐观、勇气、智慧与毅力，让他得以在孤立无援的
境地下生存下来。



鲁滨孙身上的闪光点，我们不应摒弃!

读后感格式及篇三

有一本书，很多人给他的定义都是适合男性的读物，这本书
讲的是狼，有关狼的一切，它的生活习性，秉性，生存之道，
成王之道。

这本书说是讲狼，其实也是以狼来带入人类，民间有一句成语
“狼心狗肺”说的是人不懂得回报，做事不讲人情。但是事
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狼这种生物
是在动物这个领域里面最有感情的一种生物，狼的一生只有
一个配偶，为了家庭，为了家族，他们在危险时刻可以毫不
迟疑的选择牺牲自我，来保全整个家族。

我记得这本书里有写到一件事，是这样说的，“狼十一中不
会向困难低头，字典里没有失败的动物。”在狼群中，每一
位成员都会无条件的支持，协助领袖，在每年都会出现的王
者争霸赛上，失败的一方不会气馁，大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
发展了人另一个家族，不管怎么样，即使这头狼当初是一个
失败者，是一个loser，那他现在都是王者，王者的道路上崎
岖转折一定会比普通人的要多，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长且遥
远，目标高远，弱者之所以被称之为弱者，那是因为他在失
败一次后，被称为loser，就因此一蹶不振，这辈子都扣上失
败者的帽子，自己不思进取，也就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并
且永远都是。

古人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王者，那么，
在前进的道路上，就一定不必免不了挫折，磨难，坚持的过
去，就能见到你想见到的，做你想做的事，当你成为王者的



那一刻，你之前的失败，之前的种种磨难，都会是你光辉的
一页，人生中的光彩的一页，不可缺少，这段时间的回忆，
将会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读了沈石溪写的《睡蟒边的雪兔》，我受益匪浅。

羊怕狼，狼怕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这是大自然的规
律，雪兔也不例外——它们惧怕蟒蛇。在动物园里，被放进
装有蟒蛇笼子里的雪兔，大都吓得浑身瘫软，直接成为蟒蛇
的美食。可偏偏有那么一只大耳朵雪兔，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当它被扔进蟒舍后，很快从惊慌失措中镇定下来，并开始积
极地挖洞。

可它的洞还没挖好，蟒蛇就从睡梦中醒来了，看来大耳朵也
难逃和其它雪兔一样的下场。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黑尾
蟒游向它时，大耳朵雪兔轻轻一跃，黑尾蟒扑了个空。

就这样，它利用自己善于跳跃的特长与黑尾蟒周旋，并在每
次躲过黑尾蟒的袭击后，快速地啃上几口青草来补充体力。
这真是一只聪明的雪兔。在蟒蛇面前，雪兔的力量是微弱的，
这分明是以卵击石!正当我感到绝望时，黑尾蟒却败下阵来，
它已没有多余的精力与雪兔纠缠，大耳朵胜利啦!这真是一个
奇迹!

原来，这是一只临近分娩的母兔，为了让自己的后代平安出
世，它战胜了懦弱的天性，拼死一搏。多么伟大、无私的母
爱呀，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呀!这种母爱令我感动，更令我震撼。
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们的力量同样渺小，可我们要像书中
说的那样：鼓起勇气与命运抗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会赢得
转机，闯开一条生路!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书叫《睡蟒边的雪兔》是沈石溪写的，
这本书的故事有很多，我就给你们讲两个听听。



先讲一个“北极熊飘哲的母爱”这个故事讲得是一位名
叫“珍宝”的母熊，产下第二个小熊仔“亮晶晶”工作人员
为了不在让珍宝以血代乳，所以郭大嫂就用人工喂奶来喂养
亮晶晶。导致珍宝不认它这个孩子了，最后亮晶晶掉进水里
珍宝也不去救，亮晶晶被淹死了。这件事告诉我们母爱是伟
大的，但是如果刚出生的小动物被那去人工饲养都会被母亲
抛弃的，就算在生死关头也不去救它的。

最后讲一个“犀牛和犀牛鸟”，这个故事讲的是圆通动物园
有一对黑犀牛整天闷闷不乐每天只有吃完饭才有点精神我们
问了专家，专家说：“只要有犀牛鸟便可”我们买了三十多
只犀牛鸟，我们怕它们飞走了，特意请教专家，专家又
说：“只要那一对犀牛还活着那犀牛鸟就不会跑”犀牛看见
了犀牛鸟就特别的高兴，因为犀牛鸟能帮犀牛赶走犀牛身上
的害虫，所以犀牛和犀牛鸟是分不开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生物是分不开的，列入：犀牛和犀牛
鸟······它们就是分不开的.，任何一样生物失去了，
整个自然界都会不行的，请大家爱护大自然吧!

这段时间里我读了《淘气包埃米尔》这本书，故事的主人公
住在伦纳贝亚小镇里，他有着圆圆的蓝眼睛，红扑扑的圆脸
蛋，卷曲的浅色头发，这一切都让人觉得他很听话，可是，
现实中，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淘气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淘气包埃米尔。

要说埃米尔做的淘气事那是数不胜数，他在妹妹脸上涂颜色，
把妹妹当国旗升到天上，把自己的爸爸关进茅厕，把猪血扣
在他爸爸头上……等等很多的淘气事，可是埃米尔也很善良，
有一次他捡到只没有父母就要死去的小猪，他就像母亲一样
照顾那只小猪，而且埃米尔还很正义，他帮助长胡子的女士
捉住了横行乡里的盗贼”麻雀“。正因为他有这么多优点，
所以最后他当上了社区委员会主席。



我觉的埃米尔做的许多淘气事，都是出于无意的，他让我明
白了那些该做，那些事不该做，不要太淘气了，要善良，有
一颗温暖的心。

我看过好多书，有《森林报》、《霹雳贝贝》、《淘气包埃
米尔》……不过，最让我爱不释手的还是《淘气包埃米尔》
这本书了。

伦纳贝亚的埃米尔有着一双圆圆的蓝眼睛、红扑扑的小脸蛋，
一头卷曲的浅色头发。当他不调皮地时候显得伶俐乖巧，但
有时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淘气包。

当读到埃米尔淘气得把猪血叩在爸爸的头上，把妹妹当国旗
升到旗杆顶，当女佣丽娜牙疼时，埃米尔把她的牙齿绑在马
尾上拔牙时……我笑的前仰后合，太有趣了!

埃米尔不但淘气，而且很勇敢。那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他的好朋友阿尔弗雷德生了重病，埃米尔居然一个人把阿尔
弗雷德放在马拉爬犁上，自己趴上大马，深一脚浅一脚地驾
着马把他拖向了医院。读到这里，我既感动又担心，要是换
成了我，我肯定没这个胆量，不过最后埃米尔终于成功了。

这就是埃米尔，一个可爱、淘气、机灵、勇敢的男孩。他身
上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去思考和学习。

今天我看了《淘气包埃米尔》，他在巴克胡瓦拍卖会上发生
的故事。

巴克胡瓦拍卖会非常有意思，在这个拍卖会上，人们用最少
的钱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埃米尔也想参加拍卖会，
可口袋里没有钱，他也想要一些。所以在去巴克胡瓦特拍卖
会的必经之路上，设了一道大门，通过那里就得交两厄尔，
或更多。在一小时里埃米尔就挣了五克朗七十四厄尔。



他用这些钱给伊达买了一个天鹅绒盒子，又买了一个面包铲，
还买了一只瘸腿母鸡，又挣了二十五厄尔。还免费得到了一
头牛。你们一定想这二十五厄尔和一头牛哪来的?牛是在爸爸
那里赢来的。二十五厄尔是他买了一个旧的灭火器，在大会
上起了作用，别人用更高的价格买了过去。

看了这个故事，我想：埃米尔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商人
的。因为他有头脑，会想赚钱的好方法。还因为他爱动脑筋，
所以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商人的。

读后感格式及篇四

读后感的主体在一个“感”字上，因此写读后感要灌输进自
己的真情实感，表现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一味的叙述。在读
了原着之后，我们要有自己的感想，对原着中的某一个人或
者是某一件事有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不人云亦云。写的时候
要有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下几个方法：

（1）中心立意法。根据材料的中心（主旨、主题、寓意、），
来确定读后感的论点即感点，这是传统的写法，也是较为稳
妥的写法。

（2）多维立意法。一则材料放在读者的跟前，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看法。就某一材料，多角度、多层次的拟出中心论点
（感点）的方法，叫多维立意法。多维立意法的运用，常能
独辟蹊径，推陈出新，作出颇有新意的文章来。

（3）反中心立意法。就是从材料本身的主旨或寓意相反方向
提炼出观点（感点）的方法。妙用此法，常能使自己的文章
标新立异，卓尔不群。如，读《东施效颦》的故事后，即可
反向立意（亦即从材料的寓意的反面立论）：向敢于拿来
的“东施”学习。



反中心立意法，不具有普遍性，不是什么事物都可从反面看，
应注意实事求是，不可一味的标新立异。

读后感在写感想的时候，要防止离开原文；“读”与“感”
互相脱离。还是以水浒传读后感为例：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
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
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
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这篇读后感采用了议论文的写作方式，先概括出文中几个人
物的特点。将他们的特点组成一个个分论点，对他们的“忠
进行了赞扬。写其余名着的读后感也是如此，或褒或贬，写
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对他们的行为评价，对自己应用
的内容或情节做一番分析。这里要注意的是，很多同学因为
没什么可写，就开始泛泛而谈，没有将事例进行从现象到本
质的剖析和挖掘。

读后感格式及篇五

论文其实就是一种文章，就一种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
题的文章。它有自己独有的论文格式。

1、论文格式的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
新颖。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
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
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
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
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
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
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
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
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
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问题-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

d.结论。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
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
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着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

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着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
出版物信息。

读后感从文体上属于散文，没什么格式要求，只要求行散而
神不散

读后感的写法很简单，要求我们先“读”，然后写出你的感
想。因此，你读一篇文章是否有你的独到感受是读后感的灵
魂，具体的写作格式我们不要拘泥于形式，可以写你今天读
了什么书，直接写出你的感想，这些感想可以是文章内容上
的也可是文章写作方法上的。

读后感的一般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段写我看了一本什么书
或文章，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相当于议论文的提出观点
(可以是文章内容上的，也可是文章写法上的，或文字语言上
的等)。然后就围绕你的这个观点来论述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
写出你的见解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写。最后，可写一些对
你的启示，做个总结。

读后感，是指看了某篇文章或某部作品后，根据自己的感想
所写的'文章(如果是看了某部影片或戏剧后所写的感想，
叫“观后感”，与“读后感”的性质性同)

读后感属于议论文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

一般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典型，论证严密;而读后感
最突出的特点是“读”和“感”的紧密结合。“读”，指读
了何人、何文，文中有何事、何观点;“感”，是指读后有何
感受。 “读”是“感”的基础，“感”是“读”的升华。就
所读作品而言，“读”是“即”—对所读内容和感发点作必
要的交代;“感”是“离”—根据感发点进行联想，谈感受。
“感”是“读”互相作用，不可脱节。



“读”和“感”的结合，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是边述读(交
代所读内容)边发感;二是先述读后发感。原则上讲，先述读
后发感的形式比较好把握，适合初学写读后感的同学选用。

要写好读后感，除掌握以上基本的文体知识外，还必须把握
以下几个写作步骤：

一、研读原文。只有研读好原文，才能对原文的内容和主旨
有深刻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才能从中有所感悟，这是写好读
后感的基础。

二、确立感发点。感发点是读后感的中心论点，又是文章
的“入手处”。

一篇文，一本书，一部影视片，一出戏剧，内容有简有繁，
线索有多有少，人物有主有次，观点有深有浅，写读后感不
可能面面俱到。那么，怎样确立感发点呢?方法很简单。我们
研读某篇作品后，必然会受到启发，有所感悟，而我们受启
发最大、感悟最深的那一点(或几点)，就可以确立为“感发
点”。例如：写人为主的记叙文，感发点往往是人物最突出
的精神、思想、品格等特点或最有价值的言论、行动。写事
为主的记叙文，感发点往往是事件中所包含的意义、所反映
的某种问题或普遍性的规律。议论文的感发点，一般是所读
议论文的中心论点或分论点。其他文体感发点的确立的与此
大同小异，不一一赘述。

述读，指对所读文章的出处、篇名、作者、感发点等方面的
交代，目的是使读者明白这篇读后感的由来，要发什么感。
这些交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会让读者不明白你
的“感”由何而发。发感，是在述读和感发点的基础上，展
开联想与引申，联系实际进行发挥，这是文章的主体部分。

联想与引申的原则是，要围绕感发点，要与原文材料有密切
的联系。对联系的内容和实际还要进行必要的分析、议论或



抒情，这样“感”才会深刻。这也是展开读后感主体部分最
主要的方法。

另外，在论证感发点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两种论据紧密结合
起来，一是所读原文的材料，二是联想和引申的材料。

结尾可概括中心，总结全文，或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发人
深思。“文无定则”，内容决定形式，采用什么形式结尾，
要根据读后感的类型而定。

1、述读原文多，无“感”或“感”少，喧宾夺主。有的同学
写读后感，主体部分完全是复述原文的情节，或加进几句不
痛不痒的评述。这些都违反读后的最基本要求。

2、评述原文多，无“感”而发，牵强附会。这类文章混淆了
读后感与文学评论的界限，把无关紧要的内容勉强地扯在一
起。也是有些同学最易犯的一个毛病。

3、空洞抽象，缺乏联想，没有引人入胜的新鲜想法。这类文
章的主体部分往往展不开，主要是没有打有思路。

4、蜻蜓点水，面面俱到，没有重点。这类文章主要症结是没
有把握原文的精神或主旨，没有确立好感发点的要点。

以上只举了最常见的四种毛病，在写作实际中可能不止这些。

读后感是一种重要的作文形式，只要同学们多读，多想，多
练，不断总结写作经验，就一定会把读后感写好的。

读后感格式及篇六

很多人认为现在读后感已经过时了，因为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电视电影越来越受人们欢迎，其实不然，一本好书不管是在
视觉上触觉上还是对人思维的影响上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衡量



的，一本好书如果读过之后就放下了那真是一件憾事，再好
的记性也不如烂笔头，倒不如拿起笔，把自己心理所思所想
所感统统倒出来，一吐为快，这就是读后感，一个爱写读后
感的人必定是对生活有所热爱的人！今天本站小编为大家整
理了读后感的格式和范文，希望您会喜欢！

读后感格式：

从结构上看，读后感有三个部分构成：

一是要介绍原作内容和特点，是说明的部分；

三是读后的感想和体会，是有感而发，重点在“感”字上。

首要的一点是“读”。“读”是感的基础，“感”是
由“读”而生。只有认真的读书，弄懂难点疑点，理清文章
的思路，透彻的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要点，深刻地领会原文精
神所在，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实际，才能
真有所“感”。所以，要写读后感，首先要弄懂原作。

其次要认真思考。读后感的主体是“感”。要写实感，还要
在读懂原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分析和评价是
有所“感”的酝酿、集中和演化的过程，有了这个分析和评
价，才有可能使“感”紧扣原作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观点，避
免脱离原作，东拉西扯，离开中心太远。

所以，写读后感就必须要边读边思考，结合历史的经验，当
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实际展开联想，从书中的人和事联系到自
己和自己所见的人和事，那些与书中相近、相似，那些与书
中相反、相对，自己赞成书中的什么，反对些什么，从而把
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并把它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总
之，想的深入，才能写的深刻感人。

怎样才能抓住重点呢？



我们读完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后，自然会受到感动，产生许
多感想，但这许多感想是零碎的，有些是模糊的，一闪而失。
要写读后感，就要善于抓住这些零碎、甚至是模糊的感想，
反复想，反复作比较，找出两个比较突出的对现实有针对性
的，再集中凝神的想下去，在深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也只
有这样，才能抓住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写出真实、深刻、
用于解决人们在学习上、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问题的有价值
的感想来。

第四，要真实自然。就是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自己是怎样
受到感动和怎样想的，就怎样写。把自己的想法写的越具体、
越真实，文章就会情真意切，生动活泼，使人受到启发。

从表现手法上看，读后感多用夹叙夹议，必要时借助抒情的
方法。叙述是联系实际摆事实。议论是谈感想，讲道理。抒
情是表达读后的激-情。叙述的语言要概括简洁，议论要准确，
抒情要集中。三者要交融一体，切忌空话、大话套话、口号。

从表现形式上看，也有两种：一种是联系实际说明道理的。
这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具体生动的事例，从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上阐明一个道理的正确性，把理论具体化、形象化，使
之有血有肉，有事有理，以事明理，生动活泼。另一种是从
研究理论的角度出发，阐发意义。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理解，
阐明一个较难理解的思想观点，或估价一部作品的思想意义。
它的作用是从理论上帮助读者加深对原文的理解。这一种读
后感的重点仍在“感”字上，但它的理论性较强，一定要注
意关照议论文论点鲜明、论据典型、中心明确突出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