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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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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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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汤姆叔叔叔的小屋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拜读了美国作家比切•斯托夫人的作品《汤姆叔叔的
小屋》，此书语言简洁，情感细腻，文中的一字一句都在我
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禁，我提笔写下了所想所感。 书中为
人正直、心地善良、笃信宗教的汤姆叔叔;有勇有谋、聪明好
学的混血奴隶乔治;唯利是图、冷酷无情的奴隶贩子黑利;人
性泯灭、天良丧尽的雷格里;有正义感、但随波逐流的圣克莱
尔等栩栩如生的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主要讲述
了美国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没有人生自由的生活又算些什
么呢?!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汤姆叔叔凭借他的正直、勇
敢、善良……一次又一次的帮助落难的人们，一次又一次的
解救落入狼口的不幸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掩护她们逃走……
最后却被活活打死!我不禁为汤姆叔叔悲惨的命运感到伤心，
这样无私的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幸呢?同时也感到愤怒，为什么
白人就能过着不愁吃穿、雍容华贵的生活?而黑人就要过颠沛
流离的悲惨生活?因为势利!她们蛮横不讲理，残暴丝毫没有
人性!可是，哪怕是这样也无法感染那样正直的人!他是人民
的榜样!

汤姆叔叔最后不幸丧命，我不禁自问：“为什么?他应该被善



待啊!”正是这样，令我更加怜悯那个无私的人，同时我认为
他应该是不会后悔的!因为他是为了人民而牺牲的!他就是这
样的善良! 回看现在，这样的生活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没有压
迫，没有势利，舒适的令人不敢想象。所以，我们应该珍惜
现在的生活啊!点评：文章真情流露，文思敏捷，意愿纷呈。
字里行间流露出思想感情的细腻让老师感到惊讶。希望你再
接再厉，在今后的写作中形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线!

汤姆叔叔叔的小屋读后感篇二

读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使我不能不憎恨不平等的奴隶制
度。

这部书通过对黑奴汤姆和乔治夫妇两种截然不同性格的描述，
告诉我们：听从奴隶主摆布，心地善良的汤姆摆脱不了死亡
的厄运。而敢于放抗，追求自由的乔治夫妇则得到了新生。
汤姆简直可以用“心善如佛”来形容他，谢贝尔一家在欠下
巨款时想要卖出汤姆时，汤姆毫不反抗，默默承受，还真诚
的为谢贝尔先生祈祷。

在这部书中有善良的人，也有残暴的人。我恨满口仁义道德，
内心却残忍奸诈的黑奴贩海利，他把黑奴当做货物来买卖；
我恨恶毒，怕强欺弱的莱格瑞，他欺负善良的汤姆，把汤姆
活活打死；我爱伊万吉琳这样充满爱，天使般的小女孩；我
爱意识先进的奥古斯丁，他能意识到了奴隶制度的罪恶，决
定给汤姆自由。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主人公汤姆叔叔原本有一个好东家，
因老东家欠下巨款，迫不得已把诚实稳重的黑奴汤姆卖给黑
奴贩海利。在乘船就要到新奥尔良时，因一场溺水事件让另
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新东家买走了，正当他准备给予汤姆自由
时，一场意外夺走了他的生命。同时，汤姆的自由也化为泡
影。之后，汤姆又被一个狠毒的奴隶主买走，最终死在这个



人的棍棒之下！！！临死前，善良忠厚的汤姆说：“他是个
可怜虫！其实他并没有伤害我，只是为我打开了天国的大门
罢了……”

掩住书卷，心潮澎湃的我感动汤姆叔叔坚忍，能干，忠诚，
乐于助人的珍贵品质，但他逆来顺受，不知反抗的性格也让
我怜惜！

掩住书卷，义愤填膺（ying）的我愤恨奴隶制度的不平等，没
有人权的冷酷！我若有权利，就判那些暴戾（li）恣（zi）睢
（sui），唯利是图的奴隶主、奴隶贩在监牢里尝尝苦头！

汤姆叔叔叔的小屋读后感篇三

我计算了一下，小说中的汤姆一共被卖了四次，他的四个主
人中，有两个是好人，另两个雇主则对汤姆痛下毒手、又打
又骂，这两个坏人分别是海利和雷格里。雷格里更可恶，他
残暴地殴打汤姆，使汤姆悲惨死去。我要诅咒那黑暗的奴隶
制。它不把黑人当人看，只把黑人看作是会说话的牲口。在
像烈格雷这样的庄园主眼里，黑人的生命是一文不值的，打
死他们就像拈死一只蚂蚁。

我小小的心灵不禁发出强烈呼吁：这个世界要公平，公平!!
黑人和白人不该有区别!!要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民主!!

我想起《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他从小四处流浪，没人疼，
没人爱。四处遭白眼，善良的他好心帮助别人，却好心没好
报，书上的插图中，三毛站在窗外，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衣
服，而此时正是寒风呼啸的冬天，窗内金碧辉煌，胖胖的大
人刚吃过饭，挺着将军肚，小孩穿的都是名牌，一边吃着零
食，一边让佣人捶腿捏肩，而三毛连个苹果都吃不起，就别
说是捶腿捏肩了。窗内的大人还用歧视的目光冷冷地看着三
毛，吆五喝六。



三毛和汤姆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都被人欺负，但他们在黑
暗的社会里依然保持着真、善、美的心灵。可这种善心，依
然使他们与黑暗的社会格格不入，让他们受尽折磨，最终，
汤姆还凄凉地死去。

读完《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我明白了文明的资本主义
背后，是对黑奴无情的敲骨吸髓的剥削;美国今天的繁荣，是
紧紧地和黑奴制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但至今，仍还有一些
美国人歧视黑人。多么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保护弱小，
让人们没有饥饿寒冷，没有欺凌压迫，多么希望世界上每个
角落都能人人平等，没有等级观念，但愿这样的罪恶和歧视
永远在这美丽的地球消失!

汤姆叔叔叔的小屋读后感篇四

撒谎是每个人都干过的事，但主要是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
在，并去改正它。我希望伊娃不再撒谎，真实地表达，即使
你犯错很多，如果你用一个个大谎隐盖一个小错，事情反倒
会更加难以使人原谅。所以，真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努
力改正缺点吧!

我真心希望世间每个人，都像伊娃小姐一样诚实、纯真，这
样人与人之间便会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每个人都像汤姆叔叔
一样忠厚能干、精打细算，这样一来，社会就会变得更和谐!

这本书写的是汤姆叔叔是个奴隶，他的主人破产了，把汤姆
叔叔和哈利卖给奴隶贩子用来抵债。哈利和他的妈妈逃走了。
但是汤姆没有逃，他一次又一次的被贩卖，最后死在一个种
植场主的皮鞭下。

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汤姆叔叔是一个诚实能干、正直勇敢、
热心善良的人。



《汤姆叔叔的小屋》讲的是诚实、勇敢、善良和乐于助人的
黑人奴隶汤姆叔叔，他能干、忠厚并信仰基督教，有一颗纯
洁的爱心可是被一次次贩卖， 最终悲惨死去的悲惨故事。

汤姆叔叔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很可怜，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很快乐，我要好好学习。这本书也表达了黑奴对平等生活的
渴望，歌颂了汤姆叔叔无比高尚的美德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这本书主要写了一个黑奴汤姆叔叔。汤姆叔叔最早在希尔比
先生家，但因主人破产，他被卖到了一个奴隶贩子手里。幸
运的是，他被好心的伊娃一家买下了，但不久，伊娃和她的
父亲圣克莱尔先生先后去世，汤姆叔叔又被卖到了列格雷手
里，最后他为了救一个女奴被列格雷用鞭子打死了。

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汤姆叔叔的善良、能干，还有乐于助
人的品质很值得我们小朋友学习。

星期一，老师给我们第四大组每人发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
屋》。它里面讲的是：黑人汤姆一次又一次的被卖，有一次，
他被卖到坏人的手里，然后那个坏人把汤姆给抽的满脸是血。

他躺在破旧的房子里，房间里是满屋的蚊虫，叮的他的伤口
更加疼痛起来。之后他变的的健康起来，他利用自己的智慧
逃跑了。

汤姆叔叔叔的小屋读后感篇五

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名著书籍，一直都是大家在学习和参考
的典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必修课。读后感与其看做是种
作业还不如看做是一次对于原著作者的思想交流、碰撞。本
栏目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名著读后感资料，希望大家在这里
能找到相同的火花，多交流。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斯托夫
人)于1852年发表的一部反奴隶制小说。由于影响巨大，并被
认为是刺激1850年代废奴主义兴起的一大原因。由于成书时
间较早，书中没有明确提出废奴的问题，但是书中描写了大
量南方奴隶主的暴行，令人敬佩的是书中还有大量关于人性、
信仰、世界等问题的深刻思考，正是这个原因，使这本书区
别于别的同类题材作品。

一开始的第一幕中，看到了小主人和汤姆叔叔一家人聊天聊
的非常愉快，不禁令我想起了「天伦乐」三个字，但是暴风
雨前的宁静总是不长久，当他被主人叫去时，主人宣布了一
件事，那就是——要将汤姆叔叔和一位黑人小孩卖了!顿时觉
得晴天霹雳，但之后又为他们感到可怜。而当天晚上，那位
小孩的母亲为了救她的小孩，竟然带著小孩连夜逃跑，汤姆
叔叔为了帮他们，也真是不顾危险啊，这令我觉得他真的好
有同情心;而汤姆叔叔其实那时也可以逃走的，但为了对他有
恩的主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逃跑，这真是一位忠心不二
的好汉子啊!

当他再往奴隶市场的船上时，遇见了一对父女，但这位女孩
忽然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水里，这时汤姆叔叔便奋不顾身的跳
进水里抢救她，这一幕还真令人动魄心惊，而这位绅士(父)
看到这一幕，便将他买回家作管家，从此汤姆叔叔便成为他
们的一分子了。一段时间过后，汤姆叔叔和小主人的感情浓
的像父女一样，他们常一起谈心事，而心事的内容不仅十分
的令人感动，而且有许多的涵义。而天意弄人、好景不常，
可怜的小女孩因天生体质差而去世了，而主人也因为劝架不
成而意外身亡，之后汤姆叔叔便被夫人卖到牧场去做粗活，
过著「人间地狱」的生活，让人看了都十分替他可怜，不过
当他因为别人而惹上主人，被每天毒打时，他的心中却一点
怨恨都没有，一直到死时，还替牧场主人祈祷，希望能减轻
他的罪孽。

永保一颗善良正直的心不向命运低头是我看完本书后得到最



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