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他了读后感 他的国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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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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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了读后感篇一

主人公左小龙在书中如此忐忑，除了狂奔的皇后号摩托车与
心中一腔的梦想，左小龙似乎患得患失[注：患：忧患，担心。
担心得不到，得到了又担心失掉。形容对个人得失看得很重。
]地失去所有他本该有的。随着情节发展，后来，一开始对自
己死心塌地[注：原指死了心，不作别的打算。后常形容打定
了主意，决不改变。]的泥巴因为生计无奈地离开自己，自己
心中的向往黄莹也远去他乡，亭林镇也不再那么温暖，大帅
依旧守着自己的园子。而左小龙在经历了生死徘徊的一幕后，
终于放弃了一开始想要带着演唱团进军音乐界的梦想，也不
再怀恋冲出318 国道的梦想。

正在主人公左小龙万念俱灰[注：所有的想法和打算都破灭了。
形容极端灰心失望的心情。]的时候，复得的引领下将主人公
引入下一个希望旅程。在书的最后，左小龙与变异的萤火虫
一起飞驰，在大雾连天的318 国道里飞奔，在他下定决心要
找回泥巴，帮萤火虫找回龙猫时，韩寒用一句话结束并令全
书本已陷入绝望的局面突然回转，反而闪现此全书任何一章
节都要闪光之处。韩寒安排给左小龙的最后一句台词
是：“你能发光，你应该飞到我的前面。”画龙点睛[注：原
形容梁代画家张僧繇作画的神妙。后多比喻写文章或讲话时，
在关键处用几句话点明实质，使内容生动有力。]地为全书画
上句点。



因为这本书，我改变了对韩寒颓废主义的想法，虽说依旧厌
恶郭敬明笔底的怪癖，但是，却可以别样地接受韩寒的励志。

韩寒揭露了我们的迷惘，更多的则是激励，只是，我们谁看
到了?就像我的偶像雪小禅曾经说过的一样：“我曾想过放弃，
想过遗忘，却从未想过离去。因为放弃是为了更好地向前;遗
忘是为了减缓所有的无奈;而离去却意味着放弃一整片天
空!”

梦想，会有无数次的断点，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刻骨铭
心[注：铭刻在心灵深处。形容记忆深刻，永远不忘。]地记
录下我们曾跌倒过多少次。但，只有这样拾起残留的坚持继
续脚下的路，海阔天空[注：象大海一样辽阔，象天空一样无
边无际。形容大自然的广阔。比喻言谈议论等漫无边际，没
有中心。]，一路是蓝，才会彼岸花开。

我想，我要像左小龙一样，驾着皇后号冲出318 国道!

他了读后感篇二

《他的国》是韩寒的让我记忆和触动最深的小说之一。

先从泥巴说起。

泥巴是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姑娘：喜欢你，只需要一个理由;就
想坐在你的摩托车后座，给你37度的体温;发动机坏了，没钱，
她给你出钱修;想你了，给你写信;在二楼阳台痴痴地等着你
骑着“皇后号”过来，帅气的发动气缸，一声轰鸣，她就蹦
蹦跳跳的出来了;你高兴时她陪在身边，你不高兴时她离去;
她还盼着你带她走，随便去哪儿，只要在你身边。

而这一切，只需要你把头盔先给她，她就是你的女人，一辈
子的女人。



左小龙到底珍惜了吗?他对泥巴的感觉就好像是需要时拿出来
使使，不需要时扔一边的工具一样。左小龙喜欢两个人，一
个泥巴，一个黄莹。黄莹日夜思念，泥巴自动出现。黄莹最
终泡汤了，跟了厂长路金波;泥巴搬了家，但还是希望左小龙
去找她。

难道又是一个爱情悲剧?

当然不是写爱情的，要不然就不是《他的国》了，大可以叫
《他的女人》、《他的爱情》、《他的泥巴》等等。本书要
表达的其实是对环境污染的担忧以及韩寒一贯的主题：官场
讽刺。

小说对印刷厂的揭幕典礼和合唱比赛进行了大幅渲染，书记
和镇长极尽形式主义，一套套废话、谎话、胡话、梦话脱口
而出，无需思考。领导和厂长路金波互送了同一件礼物，最
后书记给了个自圆其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份
礼物，同一种期盼”多么悦耳!后来的合唱比赛就更精彩了，
黄花戏“刘大虎抗拆记”，妇联选送合唱《我们要结
扎》，“唱出了广大妇女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的思想解
放和力求上进的迫切愿望”，最后的亭林镇大合唱《亭林颂》
将比赛的气氛推到最高潮。当之无愧地，压轴戏《亭林颂》
夺得第一，黄花戏和《我们要结扎》分获二三等，黄莹的演
唱曲目不属于一二三名，所以主持人另设了一个奖项，
叫“路金波最喜欢奖”，颁给了黄莹。后来小镇靠变异生物
出了名，请来了《走进科学》栏目组，经过一顿胡思乱想，
最后瞎掰出了是村民老王和他媳妇儿的粪便混合后的农家肥
作怪，接着镇长书记好酒好肉招待一番，节目送至上级，此
事便不了了之。因为变异生物，亭林镇发了迹，家家都开餐
馆，专门供应体型庞大的青蛙和龙虾，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
而来。书记好不欢喜，和下属们在湖里尽情戏水，结果青光
一闪，一届领导阶层被电鱼的黑商给电死了。村民也没落个
好下场，凡是吃了变异生物的都瞎了眼睛。



任何看似安定的环境下都潜伏着一头猛兽。

中国力求的和谐局面，同样隐藏着危险。

可终究只是“他的国”，我们的国相比复杂多了。韩寒在
《他的国》中说了真话，还有多少个韩寒在我们的国说真话?
真性情是什么?良知是什么?在我看来，真性情就是用“草泥
马”精神说出你的真心话，良知就是坚决不去“舔屁沟”。

他了读后感篇三

我有一本我喜爱的书——《会跳舞的向日葵》。书中的主人
公是香草，她活泼、可爱、善良、胆大，同学对对说她是个
假小子，可她也不在乎，这便让我联想到了现在的我们，胆
小、骄傲，爱撒娇，更让我觉得失去了孩子的本性，变成
了“小大人”。

这书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比如：用汤洗澡、乌龟
蛋**、荣誉、作文的肚子和尾巴、红衣阿麦……最有趣的还
是名叫“报礼”的礼物。说香草给小牛一份礼物，小牛说，
不能轻，也不能重。香草点头答应了，第二天，香草如约捧
着纸箱上学，小牛高兴极了，忙打开箱子，一看，不由大叫：
“蚂蚁”。瞬间，蚂蚁倾巢而出，一会儿工夫便浩浩荡荡地
爬满了小牛的课桌、书本和文具，连他手臂上、身上也爬着
成串的蚂蚁。老师看不下去了，就让香草回了家，香草伤心
极了。

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香草聪明又顽皮，给同桌礼物也
别出心裁，大人会给香草“差生”、”淘气包“、”后进
生“等一些形容不上进的词语，当我没看这本书时，我对淘
气包的理解也是这样，但我看了《会跳舞的向日葵》这本书
后，对”淘气包“这个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觉得书中的香草虽然是个淘气包，但她机智。只不过时常



受人冤枉，在老师眼里才逐渐变成了淘气包。别看她淘气，
故事中，这”假小子“也不赖。上三年级时，老师换了，以
前的老师对香草不搭理，可在颜色老师眼里，香草是个爱思
考的好孩子。正因为凡事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被以前的
陈老师讨厌，而在颜色老师的呵护下，淘气、学习差的小香
草成了尖子生……总之，有香草的地方，每个人都会不寻常，
每天都不一样。我十分佩服秦文君阿姨的笔墨，她在讲述每
一个故事时，总能那样诙谐、幽默，把孩子的天性毫无保留
地展现出来。

其实，在我们身边，像香草这样古怪的孩子有很多，有时，
我甚至觉得他们非常可爱。其实他们(她们)更需要朋友，更
需要同学、老师的帮助和鼓励，让家长更多地去了解孩子的
内心世界。我想，本书的作者也是想表达这种想法吧!

二、《晏殊应试不欺君》读后感

“人无信不立”、“轻诺必寡信“这些名言想必大家从小就
会读会背了,但我去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今天,我读了《晏殊
应试不欺君》这篇引人思索、耐人寻味的文章后,我心中的结
才渐渐打开了。原来,这些名言的含义就是:要我们做人诚实
守信。

《晏殊应试不欺君》这篇文章主要写晏殊自小聪颖过人,作文
章可以说是给横捭阖,斐然成章,也以他那诚实的品质流芳百
世,宋真宗皇帝也对他钦佩万分。读了这篇文章,我的感触很
深。诚实守信,这四个字意思是忠诚老实,表里如一,做事恪守
信约,履行诺言。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公德
对人们待人处事的要求,也是我们应该遵行的道德标准。晏殊
也正是拥有了诚实这种好品质才受到了宋真宗皇帝的信任、
钦佩、好评。信用,人的第二生命。一个国家言而有信,才能
得到人民的拥护;一个集体言而有信,才会增强它的凝聚力;一
个人言而有信,才可以猁真正的朋友。相反,一个人如言而无
信,不守信用,轻则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等,重则被人们所唾



弃,甚至会遗臭万年。当我读到晏殊对皇帝说“自己在十天前
作过文章,希望皇帝能重改试题”时,我的心微微颤抖了一下,
多么令人敬佩的品质啊!想想自己,与晏殊可真是天壤之别,平
时不管别人向我提出要求,总是满口答应,到头来却没有履行。
想想晏殊,真伟大,而我却是那么渺小。其实,我们应该从小就
养成诚实守信的好品质,长大才能在社会立足,才能从事业上
取得成功。守信,也是我们要具备的,凡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
放在心上,别说一套做一套。如果尽了努力还无法兑现,就应
该向对方说明原因,这是尊重他人的表现。这样做,同学欢迎,
朋友信任,友谊的天空必然广阔,相反,如果你轻诺寡信,到头
来只会自食其言。诚实守信,它是做人之本,社会之基。

如果没有它,世界将变得多么虚伪,多么丑恶!啊,诚实守信,我
赞美你!我更赞美诚实守信的人!

三、《呐喊》读后感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
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
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
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
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
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
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
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任一
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
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
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
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
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科举制度,八股取士,
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
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



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
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建礼教和
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
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
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
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
多么讽刺!《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
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
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
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
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
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
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
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
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
的奴隶生活中去。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
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
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

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
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
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
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他了读后感篇四

暑假中，我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作者海
伦·凯勒十六个月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听觉和视
觉。八岁时她迎来了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安妮·莎利文，她
耐心地教海伦用手去摸世界，用心去看世界。经过不懈的努
力，她们终于成功了，海伦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说话。这不



仅让我想起今年春天去南部山区踏青的所见所闻。

车子刚刚开到山脚下，一幅画面就闯进我的眼帘：一棵松树
长在悬崖上，像个卫兵一样守卫着山区，不用谁来施肥，也
不用谁来浇灌。石缝中，一棵小草正仰着头，准备接受阳光
和春风的洗礼，为了只能持续几天的生命，可以掀翻比自己
重几倍的石块，这种对生命的渴望使我敬佩。

海伦凯勒也是这样，一生中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希望，她虽然
看不见，但我相信在她心中一定有一片属于她自己的缤纷世
界，只要拥有爱和希望，任何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缤纷世界。每当我想起这些片段，我就会想她失去了听觉和
视觉也没有关系，因为她已经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来看--那
就是用心，用心来观察这个世界。

生命如歌，无论你有没有健全的体魄，也无论你是谁，在哪
里，都有拥有生命的权力，都可以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
的价值。

树，砍断了还可以再生;草，烧毁了还可以再长;人，做错了，
也可以浴火重生。演艺生命的绝唱，创造爱的奇迹!

他了读后感篇五

《爸妈不是我的佣人》这本书讲诉了一个名叫“胡小闹”的
男孩每天都像王子殿下一样被父母伺候着，过着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的日子。在胡小闹班里，转来了一位个性很特别的老
师――高歌，这是一位允许学生直呼自己大名的老师，也是
一位很会教导学生的老师。高歌老师是胡小闹的班主任，他
经常教学生一些道理：比如要学会独立，不要事事都依靠爸
妈......

随后，胡小闹、小樱桃和闫石为了证明自己是最独立的，展
开一场独立比赛。赛过程中，胡小闹、小樱桃和闫石一起来



到了一个十分贫穷的村庄，在那个村庄里，有一群贫穷但很
勤劳的孩子，胡小闹开始很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贫穷，生
活条件差，所以很不喜欢和他们相处。后来经过高歌老师的
教导，胡小闹明白了：虽然那群农村小孩很贫穷，但是一切
都是由他们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很少依靠爸妈。胡小闹回
到学校，改变了他以往的懒惰生活习惯，变成了一个乐观、
勤奋、好学的胡小闹。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它让我明白了：一切不能都依靠别
人，要学会自己动手创造。有一个公式：独立+自律=了不起
的人，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人，拥
有独立性和自律性，终究会历练成一个了不起的人。没有独
立性和自律性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那么，做为一个小朋
友，如何做到独立和自律呢？应该自己写作业、自己起床、
自己安排时间、自己收拾房间、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总之，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时也能帮助他
人。

他了读后感篇六

前几天在一篇博客里写了这样一段话：随便翻了翻韩寒的小说
《他的国》，看到他在前言里说：squo;就算你在大雾里开着
摩托车找死，总有光芒将你引导到清澈的地方。squo;之后我
直接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看到萤火虫和小说主人公左小龙
在雾中squo;亡命飙车squo;的情节，小说的最后一段是左小
龙对那只萤火虫说的一句话：squo;你能发光，你就应飞在我
的前面。squo;看了这句话，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只看了这部小说的前言以及最后两页，
但它们准确击中了我神出鬼没的泪点。

此刻再看你能发光，你就应飞在我的前面这句话，肯定是不
会哭了，但还是觉得很感动，因为这种情怀在此刻的中国真
的太可贵了。二十多年前，顾城曾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句诗命名为《一代人》，此刻想想，
假如顾城还活着，而这两句诗是他最近写出来的，估计他十
有八九会将其命名为《一个人》。因为对于此刻的年轻人来
说，寻找光明绝对是一种个人行为了，一代人寻找光明的时
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几天断断续续地把《他的国》看完了，看完之后感到很遗
憾，因为我发现从人物塑造、叙事以及结构的角度来看，这
部小说依旧持续了韩寒小说一贯不入流的水准。

当然，和其他所谓的80后作家相比，韩寒虽然一向都在用玩
票的态度写小说，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在用他的真性*情和
良知在玩票，这就应也是他能一向维持其极高人气的最主要
原因。

说回到《他的国》，相信韩寒刚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就应也是
很有野心的，但能看得出来他越写越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如果韩寒是那种视写作如生命的作家，遇见这种状况，他肯
定会呕心沥血地不停修改，写完了估计还会批阅n载，增删n
次。但韩寒显然并不是这样的作家，他的选取是硬着头皮写
下去，然后草草收尾，所以《他的国》就成了我们此刻所看
到的这个样貌，它就像是一部小说的草稿——也就是说，这
只是一部半成品小说。

还好，在这部半成品小说中，能看到一些令人拍案叫绝的黑色
*幽默片断，这是这部小说中最有价值的资料。这其中有些黑色
*幽默片断看上去很解气，有些则让人心生悲凉，那是一种典
型的生是中国的小屁民，死是中国的小精灵式的悲凉(生是中
国的小屁民，死是中国的小精灵这两句话是我根据《他的国》
中的对联生是亭林镇的老百姓，死是亭林镇的小精灵改编而
成的)。

正是因为这些黑色*幽默片断，才让我觉得韩寒是一位用他的
真性*情和良知在写作的小说作者，虽然他的小说写得很蹩



脚(韩寒的真性*情和良知也是我给这部蹩脚的小说打四颗星
的最主要原因)。

在这天的中国，真性*情是什么良知是什么在我看来，真
性*情就是用草泥马的精神说出你的真心话，良知就是坚决不
去舔屁沟。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韩寒曾说人生的说谎是从上小学时写作
文开始的，而说真心话是从上中学时写情书开始的。我回忆
了一下我的学生时代，好像还真就是这样。另外我还发现，
当一个人毕业后走进社会，他说真心话的潜力是会不断退化
的，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他已经完全不明白该如何说出一句
真心话了。在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是挺可悲的
一件事，因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性*魅力以及性*吸
引力都源于他的真性*情，源于他说真心话的潜力。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年轻人丧失了说真心话的潜力，他的性*魅力以及
性*吸引力也会通通丧失殆尽。

最后的最后，期望此刻还很年轻的你，能一向保有你说真心
话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