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写读后感(汇总9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写写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小蜜瓜的九月的第三篇日志“要守规矩”。文
中主要讲了，小蜜瓜进入小学的第一天开始心兰老师训练大
家要守规矩。主要有，不准在走廊里跑跳，不准在教室打闹，
不准大声讲话，不准乱丢废纸、如果表现好的同学可以得到
奖品。

但是，班里有一个最不守规矩的是花伦同学，他老是腿放在
桌子上，还不停的摇晃。老师让他放下来他都不理会，所以
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训练坐姿。小蜜瓜不和花伦同学一样，
他想得到老师的表扬就可以得到奖品了。所以小蜜瓜上课做
的端正、举手回答问题、下课也站成一排，格本要插队进来，
她也很谦让。

小布把他的脚踩的痛到骨头里，痛的他眼泪都下来了！他还
是原谅了小布。下午，心兰老师去开会，他还是很听话的'自
己管自己，不聊天、不吃同学给他的零食，很守规矩。他想
让心兰老师表扬他，可以奖励他红五星的奖品。但是，老师
赶放学铃声响了才回来，没有表扬小蜜瓜。小蜜瓜心里很难
过，多想让老师表扬他几句。

写写读后感篇二

读后感要怎样写呢？关于这个问题，本站请来了unjs为各位
讲解下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

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
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
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
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
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

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
首。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
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
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
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

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
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
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
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
节。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
不变的。

(5)简要地说明原文有关内容，重写有感，不要重点介绍，偏
离主题。



写写读后感篇三

好的开头是文章成功的基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是关
于读后感的基本写作方法，欢迎阅读!

1、读后感的概念

读后感的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真实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读
后感，二是一种作文的体裁，考试时要接受各种条件的约束。
下面这篇读后感，就接近于第一种读后 感。写这种读后感，
主要是给自己看的，一定要真实，有什么感想(当然感想应当
有意义，值得一写)就写什么感想，与心得笔记不同，它要展
开来写，尽量像一篇 文章，尽量写得生动、实在、深刻。一
般应当写清楚读了什么，有什么感想，联想到了什么，对自
己有什么作用等。它不追求文体、格式框框，写起来也可长
可短。

2、读后感的写法

写读后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读出所读书籍或者文章的“眼
睛”，它是你展开来写的基础、中心和出发点，这个问题我
们已经在上一讲里说过了，这里就不多讲 了。其次，写读后
感，有它一定的规矩，有的书上把它归纳为“引、议、联、
结”，四个字，想公式一样。对于这些规矩我们不可以不学，
考试时只要内容有创意， 套用这种公式未尝不可;但我们也
不要受其所限，写成千篇一律的“八股文”，也可尝试在结
构上有自己的创意，有自己的个性。但不管怎样，读后感也
离不开 “读”——对原文的引述、概括、评价等等，离不
开“感”——自己的感想。只要把这两个字表达好了，就是
好的读后感。

3、写读后感的基本技巧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



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

读后感的基本思路如下：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
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 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
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
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
关的东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
表述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 “观点句”在文中的位
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
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
分，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
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
点，为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
有真情实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
际”可以是个人的思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
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
而不能盲目联系、前后脱节。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
点”前，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
三个步骤摆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
历，就不必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4、写读后感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是要重视“读”

在“读”与“感”的关系中，“读”是“感”的前提、基
础;“感”是“读”的延伸或者说结果。必须先“读”而
后“感”，不“读”则无“感”。因此，要写 读后感首先要
读懂原文，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原文的中
心思想和关键语句的含义，深入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中
表达的思想感情。

第二是要准确选择感受点

读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会有许多感想和体会;对同样一本书
或一篇文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更是会产生
不同的看法、受到不同的启迪。以大家 熟知的“滥竽充数”
成语故事为例，从讽刺南郭先生的角度去思考，可以领悟到
没有真本领蒙混过日子的人早晚要“露馅”，认识到掌握真
才实学的重要性;若是考 虑在齐宣王时南郭先生能混下去的
原因，就可以想到领导者要有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不能搞
华而不实，否则会给混水摸鱼的人留下空子可钻;再要从管理
体制的角 度去思考，就可进一步认识到齐宣王的“大锅饭”
缺少必要的考评机制，为南郭先生一类的人提供了饱食终日
混日子的客观条件，从而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打破 “铁饭
碗”，废除大锅饭的必要性。

一篇读后感，不能写出诸多的感想或体会，这就要加以选择。
作为初学者，就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又觉得有话可说的一点
来写。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角度，注意联系自己的实际情
况，从众多的头绪中选择最恰当的感受点，作为全文议论的
中心。



写写读后感篇四

跌《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是一
部文字优美，情节荡起伏、扣人心弦，值得再三品味的好书。
对于斯佳丽这个人物，我的感觉是矛盾的，是讨厌却又不得
不敬佩她。我佩服她的坚强，佩服她对土地的执着，佩服她
能在那中环境下放下以前所受的教育下田干活，佩服她能不
顾社会上的言论而开创自己的事业。她美丽而任性，并不是
一个被大家欢迎的人。她会耍手段，但很坚强，很热情，是
个活泼可爱的女人。她喜欢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她一直在追
求自己的理想的爱。但命运不那么简单。她是个非常有个性
的人物，她一生中爱了两个男人，而她却没一个是了解的。
如果她了解阿希礼，那她就不会爱他;如果她了解瑞特，那她
就不会失去他。她一直以来是辜负瑞特的，她只是不停追寻
着自己梦中的王子——阿希礼。她只是把自己爱的特点认为
阿希礼有，她只是做了一件华丽的衣服，让阿希礼穿上，而
后爱上他。而事实是，她爱的只是那件衣服。

斯佳丽生命有几个灵魂，一个是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是一位
非常能干、温柔的典型贵夫人，是她最敬佩的人。可是，母
亲为了救人而被传染伤寒，去世了。另一个，是她十几年来
最爱的人——阿希礼。她能在逆境中站起来，有很大一部分
原因就是阿希礼。她对阿希礼是异常执着的。还有一个，就
是玫兰妮。在一起奋斗的十几年里，玫兰妮已经成为她生命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赫思嘉在整个故事中，都是个充满生气、充满斗志的人。我
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
的幸福。希望会成为我们的一种动力。这种希望会促成文化、
技术的发展，在失望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明天是新的一
天，明天一切都会好了，我最欣赏的，便是她的这句
“tomorrow is another day.”。永远充满了希望，充满斗志，
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不会绝望。这份精神，是最值得我学习
的。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心情不佳时，我会想起这句话。



虽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纠纷，但我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欲
望和追求。正像赫思嘉所说的：“今天我累了，不能想了。
明天再想吧!”我们可以休息，但我们决不能放弃。

读后感栏目精心推荐 ：

读后感范文

读后感大全

中外名著读后感

四大名著读后感

写写读后感篇五

我们要清楚什么是读后感，那就是读完一本书之后，我们的
感受、体会、启示写出来，重点需要放在感受上。那很多同
学说，老师我读完一本书就没有什么感受，我也挖掘不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这种情况很多见，是因为没有找对思路
的原因，读到任何一本书都会产生所思所想，只是你在想问
题的时候，这个角度出现了一点问题。

读好之后，就开始正式写作了。写作是由五个步骤组成，掌
握好这五个步骤，读后感非常轻松就可以搞定。首先第一步
叫做你对读后感的拟题，这又有两种写法，那第一种，也是
很多老师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叫做正副标题的形式，比较
容易得分，也能够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

正副标题是怎么去写？首先，我们在第一行去写上，你读了
这篇文章，读了这一本书，你的整体感受可以把它当作题目
去写，那之后第二行在旁边，标上一个破折号，后边写上读
什么有感或者是什么读后感，分为正标题和副标题。另外一
种情况，就是较为简洁的，直接去写读什么什么有感或者是



什么读后感都可以。那这两种拟题的方法，都各有千秋，第
一种简明，简洁明了。第二种更富有这个文学的韵味，那两
种都是可以的，因人而异，不可以强求，怎么写都是可以得
分的。

第二步是正文的书写，分为五步，点解议联结。那第一个点，
点什么？点名篇名，抒发感情，点就是简述原文的相关内容
和我们的总的感受，大概字数，50个字左右，不要太多，写
清楚作者篇名，和你对整篇文章的总体感受就可以了。第二
是解，紧扣原文概括。我们在去写读后感的时候，不要花大
量的笔墨去写你读到的内容，只需要把你读书感受的相关内
容概括出来就可以啦，其他的一概不要，不要超过100个字，
因为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下文。

第三个是议，议论的议，寻找赶点，叙议结合。紧扣原文所
表达的内容，做一番评论，做一番分析，亮出你的观点吧，
你读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有什么
感受，有哪些印象深刻的，100字左右。那我们如何去寻找我
们的观点？第一，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那第二，抓住文
中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个情节去写，那第三，是抓住令你感动
的一个人物去写，那第四，是抓住一句或者几句闪光的语言
去写。

第四步联，联系实际，发表感想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联就
是联系实际，围绕基本的观点去摆事实，讲道理，也是我们
读后感的主体部分，大概，要在200字左右。那我们到底该怎
么去联合实际？首先可以收集资料，从古到今的评价，或者
是联系自己的思想言行，还有你的一些例子，结合自身的例
子去写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联系一些名人名家的评价，或者
是联系一下我们当今的社会现象都可以，只要是符合你所表
达的观点去举出例子去。联系实际都是没问题的。第五步结
总结全文提升中心已经结束，已经到了结尾了，归纳结论性
的意见之后，再强调一下你所想抒发的感受，所抒发的这个
情感在发出一些号召，大概，50个字左右就可以了。



那其实读后感并不难，重点感受写清楚，用心思考很关键，
爱上读书有兴趣，点燃对语文的爱吧。那还有一点，是关于
读书心得，很多同学，就觉得这个读后感，读书心得到底有
什么区别，傻傻分不清楚，那老师来告诉大家，读书心得更
多的是倾向于从书本当中去获取感受，读后感的重点是在于
读完之后的整体感受，两个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到底读书心得要到底写哪些内容？第一，我们要去写
一写这本书讲什么样的故事，那第二是你怎么样的去评价主
人公，你对哪个人物的印象最深，为什么？第三点就是有没
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很困惑，或者是感到很奇怪的地方，有
没有完全出乎意料的令你感到不可思议的情节等等。第四点
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想到了哪些相似的书，或者是想到
了生活当中跟这本书里的某个人物很接近的人？第五点就是
我们的故事的结局，你喜欢吗？如果你来写这个故事，你会
觉得怎么怎么怎么收尾，所以围绕这些方面去写，就能够很
轻松地搞定读书心得了。所以读书心得它更多的是侧重这一
篇文章本身的内容。

写写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一年级的小蜜瓜里的《要守规矩》这一篇文章
《要守规矩》这一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要
专心要听讲，不捣乱。

老师提问的时候，要积极举手发言，下了课，不在教室里打
闹跑跳、不讲脏话、做作业的时候要认真整齐、做完作业要
仔细检查、早上见了老师敬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要做一
个有礼貌、讲文明、懂规矩的小学生。

写写读后感篇七

由于最近需要读的书有一大堆，所以也慢慢养成了写读后感
的习惯，最初写读后感只是为了记住某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且



能为日后所用，到现在下笔写读后感却不再只是为了完成计
划，而是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时不时会参
加一些读书分享会或者交流会，所以会遇见各种有趣的并且
知识渊博的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会有写读后感的习惯，
并且还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所写的内容。

我选择写读后感的时间一般是在午后或者夜晚，一个人坐在
书桌旁，静静地想静静地回忆，我并不会看完一本书马上就
把所感所想记录下来，基本上是隔一天或者两天再写，因为
我觉得我们所看所读的东西是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的。在写
读后感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记录行为其实就是在努力还原事
物的过程，如写前两天我看过的一部电影，一般都会大概地
把内容描述一下，如果有记忆比较深刻的台词，我会单独写
出来，然后会回忆当时看完电影的想法，以及由此联想的事。
对比之前写过的读后感，我能够感觉到我提炼故事情节的能
力变强了，我开始用更客观的词去描述而不是一味地只注重
个人感情的宣泄。在习惯写读后感的这几个月里，总觉得自
己所学的.知识变得踏实了，因为他们不再只是我头脑里的某
一段可能随时会被遗忘的回忆，而是变成了文字安静地躺在
本子里。

写写读后感篇八

题目：格式一般为《读xxx有感》（xxx为书名），或者直接写"
读后感"也可以，前者更佳。下面拿一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做范文。

第一段：简述这本书的书名，作者等基本情况，再讲一下读
了这本书的感受，比如说感觉受益匪浅啊，对我很有启示啊
等等。

第二段：简述（概括）书中主要内容，注意是简述，越精炼
越好，因为这个不是文章主要内容，只是为下文的感想作铺
垫。不少人会觉得这很难，所以在概括前可以先阅读一下前



记和后记。虽然这很难读懂，但时间久了，不仅能在当中找
到自己想要的内容，还能大大地提高阅读的能力。

第三段：读了这本书的感想，这是全文最重要的部分，要抒
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这里开头最好先讲一两句自己的观点或
者感想，接下来的部分就围绕这句话展开议论，这种写法很
容易就是读者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第四段：想让自己的观点更有真情实感，富有时代气息，就
可以联系自身，联系生活，联系社会现象。这样写出的文章
更真实，有说服力，也更打动读者。

结尾：说一下这本书带给你的启示和对它的喜爱之情（后者
可不写）。

写写读后感篇九

此外，人作为个体总是生活在团队当中，无论个人的能力再
如何突出，没有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助和配合，即使个人
的任务完成了，团队的努力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收获。因此，
如果要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效员工，除了个人能力的培养，还
必需积极融入团队当中，充分依赖、借用团队成员的力量，
充分的在团队内进行沟通协同，以确保大家向着目标共同努
力，共同进步。

最后，所有的工作成果都要经得起双效检验，也就是我们解
决问题的过程既要有效率，又要有效果。我们的工作通常都
会有时效性要求。无论问题的成果再怎么美好，没有在规定
的时间之前完成，往往就会丧失它最宝贵的意义。从效果的
要求看，做好一件工作就必须要求所有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
的解决，假如最终的成果不是老板所需要的结果，那么最初
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将变得没有意义。这既是把握细节这种
基本职业素养的要求，也是衡量工作成绩的关键标准。



总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个人价值的实现，需要在
实际工作当中，以最终结果为导向，在个人的努力和团队协
作的基础之上，通过一个个问题的解决来实现。成功没有速
成公式，只有加倍的付出和努力，通过工作当中的点滴积累，
才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收获辛勤劳动的果实。以上是读
书的一点心得，望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