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大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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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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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一

这几天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这是前苏联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作品，主要是讲的他自己的故事，作
者在书中化名为保尔·柯察金，他出身穷苦，但是他却有顽
强的精神，比如：自强不息，信念坚定，意志坚强，虽然身
受残疾折磨，但他却百折不饶，一直战斗从不放弃，他用自
己的经历深刻的诠释了超越自我，超越生命的内涵。

我很佩服保尔的这一品质，他的确是个顽强的人，当他负伤
不得不退出战场时，他仍然在后方不停地为社会的发展做贡
献。当他被诊断出神经中枢有毛病时，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想
方设法的工作，争取多为社会做事。最后，他两腿瘫痪，双
目失明，不得不放弃工作。但他仍然坚决的拿起笔，再次顽
强的同命运做着斗争。正如贝多芬所说的：“人应该扼住命
运的`咽喉！”这是很有道理的，革命书籍读书笔记人不应该
屈服于命运，应该奋斗拼搏，顽强终生。在小说中，我最欣
赏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涩。

读了这本书，我才领悟到：一个人的毅力是对他的一生是有
很大影响的。就拿这本书的主人公来说吧，他一生的命运非
常坎坷，然而他凭着什么让自己活下去呢？是毅力，是毅力
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像他这样，十几岁就立足沙场，奋勇杀
敌，在沙场上，他被砍了好几刀，仍然大难不死，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毅力，年轻的他后来疾病缠身，但他依然忘我的工
作着，有休假的机会仍然工作着，毅力真是一种锲而不舍的
精神啊！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二

学习国学可以提高自己的素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欲修其身，先要获得完善的知识，
只有用知识武装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德行，才能再
谈家国天下。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远大的理想，再
美好的打算，在没有实现之前一定要先把眼前的做好。知识
能够让你更懂得怎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缺乏之处从而去
完善。比方：在工作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发怒不是指责，要
从自身找缺乏，或是制定一个短期和目标，放在一个最显眼
的位置，能够时时的看到，这样你就能比拟容易的实现目标。

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孩子从
小就被教育要讲礼貌，尊敬长辈等。它在教我们如何做一个
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可以
说，国学知识里面对人生道理仿佛是指明人生方向的一个指
南针，在你看不清前方时，为你拨开眼前的迷雾，为你指出
正确的方向。

《国学》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多年
的文化内涵。今后，我要多加学习，让“国学经典”中的智
慧之光，引悟自己走出迷茫，使自己的人生轻松而洒脱。作
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以此为傲，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并发扬中
国传统国学文化，使其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永不衰竭！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三

相信自我，便能成功。如果世界上真有什么普通人的冒险经
历值得公诸于世，并在发表后会受到公众欢迎的话，那么，
我认为，《鲁滨孙漂流记》便是这样的一部历险记。



作者笛福先生所写的这本书形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处在上升
时期的精神面貌，塑造了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人物。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鲁滨孙一方面是封建社会诸形态下
的产物；另一方面他又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发展的生产力的产
物。”不同时代的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解读《鲁滨孙漂流
记》，这部小说之所以风靡世界而又历久不衰，并不是因为
历代评论家的种种褒扬，而是因为在世界各地它拥有一代又
一代的读者。据说，除了《圣经》之外，《鲁滨孙漂流记》
是再版最多的一本书。今天，该书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第
一部长篇小说，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名著。

此书介绍主人公鲁滨孙在生活安逸的情况下，出海探险，在
已经遇过一次海难之后，还继续航行，当他遇险漂流到一个
荒岛上时，他也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靠顽强意志和自
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在岛上生活了28年，终于遇救返回了故
乡。

此书精彩的部分有很多，但我认为不外乎两点：一是作者叙
事语言通俗易懂，在书的前段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篇幅来
介绍鲁滨孙在航海前对于是否要出海、是否不听父母的劝戒，
而是听从心灵的指引，这些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作者描述
得淋漓尽致。二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将主人公近三十年的
生活生动地展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让我们眼前好似真的浮
现出一个青年的生命历程。《鲁滨孙漂流记》是让人看了之
后都认为最原始、最本我的书籍，不只因为它的剧情精彩，
还有它给我们这些现代人给予的启示。

在多次阅读之后，我深深地被此书吸引，我发现它不单单是
一本描写历险的书，而是一个生命、一个人生抉择。在我们
人生中，会遇到许多人生的交叉口，是通向光明还是黑暗，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做出抉择的。鲁滨孙选择的是航海，一条
让他有家不能回，无人陪伴的'生活，但在其中他也有收获，
学会了生存，得到了友谊，可是代价是浪费近三十年的生活，
或许有些人认为他不值得，但又有谁能说他这样不幸福呢？



人生是一道永远没有答案的难题，所以就要我们在选择人生
道路时大胆但不失慎重，做出真正的抉择。

我感谢作者笛福先生，因为他所写的这本书为我们今后在人
生的抉择上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正如《圣经》上所说的“等
候上帝，要刚强勇敢，坚定你的意志，等候上帝！”我的人
生也会随着这本书而起航，在人生的航海中，勇敢前进，永
不放弃！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四

道德只是个简单的问题，实践起来却很难，当你面对一个道
德抉择时，你会选择什么：金钱？地位？还是道德？今天，
我读了一篇可以教会你面对道德如何抉择，选择正确方向的
文章，它就是《钓鱼的启示》。这篇课文讲了这样的一个故
事：

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去河边钓鱼，“我”不经意之间钓
到了一条超级大的鲈鱼，那时离可以捕捞鲈鱼的时间还有两
个小时，正当“我”得意地欣赏着这条大鲈鱼时，爸爸坚定
地命令“我”遵守规定，把大鲈鱼放回到湖中。这件事的启
示让“我”终身受益，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我觉得这个爸爸做得很对，因为如果这位爸爸不让“我”把
鲈鱼放回到湖中，而是带回家，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可能会
教育出来一个小偷。一而再，再而三，无止境地满足我，就
是一个贪婪的`我，相反，爸爸克制了自己的欲望，让我明白
今后面对道德，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作者的成就来自于他爸爸的教导。想想我自己，在人生的旅
途中，有没有也遇到诱惑人的“大鱼”呢？噢！想起来了。
那天我去商店里买一种饮料，我拿着老爸给我的十元钱，感
觉得到了宝物，我欣喜若狂地走到了小店，要了一杯我喜欢
喝的奶茶，经常买的我自然知道是多少钱，却发现叔叔多找



了我五元钱，竟然把原来的两个五元钱又换给我了。我立即
装进口袋。第二天，我们又要去那附近吃饭，当我想去时，
看到了桌子上叔叔给我的钱，愣住了。我想起了《钓鱼的启
示》这一篇课文，我拿起钱，没有告诉别人，悄无声息地还
给了叔叔，也没有告诉老爸老妈。

《钓鱼的启示》让我在生活中做出了许多正确的选择，我要
把这篇课文永远记在心中。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五

小说《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灵武帝中平元年到晋武帝司
马炎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从黄巾之乱开始，到刘关
张桃园三结义，再到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三分天下，直至三国
统一归晋的故事。故事中英雄云集：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赵
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力拒当阳桥，勇马超兴兵复仇，黄
汉升力劈夏侯渊……这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豪情万丈！
几百个人物形象，在罗贯中的笔下，都是那么个性鲜明，栩
栩如生。

在《三国演义》的人物中，我最欣赏的要数诸葛亮了。他通
天文，知地理，不管别人有什么阴谋诡计都瞒不了他，他还
能利用自然环境的变化来完成用兵之计，简直聪明赛神仙啊！
当然，在书中机智聪明不止诸葛亮一个，比方吴国的大都督
周瑜也是很有计策的`。可是读完《草船借箭》，我才知道，
聪明才智固然重要，但更需要你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由于
诸葛亮才华横溢，料事如神，使周瑜非常嫉恨，他把诸葛亮
看作是东吴一患，要找个借口害死他。于是周瑜便让诸葛亮
在三天之内造出十万支箭，要完不成，就按军法处死诸葛亮。
读到这里，我真替诸葛亮捏了一把汗。但诸葛亮却胸有成竹，
凭着他的智慧和机智，在三天之内向曹操“借”了十万多支
箭，完成了他的任务，把周瑜气得哑口无言。不过最让我佩
服的，并非是诸葛亮凭着神机妙算，“借”来了十万支箭，
而是诸葛亮看穿了周瑜想害他，却没有生气。他反而以大局



为重，继续与吴国合作，最后才打败了实力强大的曹操，赢
得了赤壁之战。试想，如果诸葛亮也心生怨气，与周瑜缠斗，
那战役的结果，怕是要改写了呢。

《三国演义》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蕴藏了许多做人的智慧
与道理，值得一读再读。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成
为一个能像诸葛亮一样博学多才，聪明能干，又心胸宽广的
人。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六

利用一整个寒假的时间，我终于读完了四大名著之一的《西
游记》，里面的故事十分精彩，我被书中的.世界深深地吸引
了。

在唐僧、猪八戒、孙悟空和沙和尚四人当中，我最喜欢的是
孙悟空，他真不愧是当年大闹天庭的齐天大圣，既能腾云驾
雾，上天入地，又会72般变化，火眼金睛，看透妖魔鬼怪变
化等等。他聪明，机智又嫉恶如仇，一心一意保唐僧去西天
取经，一路上降妖除怪，积德行善，为民除害。孙悟空是一
个荡魔除邪、匡危扶倾的英雄豪杰。他以叱吒风云的战斗姿
态，救民於水火，除霸於当道，表现了极大的救世热忱。套
用神灵启示乌鸡国众僧的话语，他「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
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他还具有顽强执著、
不屈不挠的英雄品质。在打白骨精、降平顶山和狮驼岭妖魔、
借芭蕉扇等过程中，他都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战斗。

实际上，挫折、失败对孙悟空是常有的事，多少次濒临绝境、
孤立无援，甚至被妖魔缴去金箍棒，他都从不气馁，往往吸
取教训，计上心来，重新抖擞精神，继续作战，终於绝处逢
生，赢得胜利。用孙悟空自己的话说：「老孙的买卖，原是
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这生动地体现了英雄人物不畏艰
险、前仆后继的顽强精神。



我也要学习他这种乐观向上，不怕困难，千方百计解决困难
的精神。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七

真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算有，可能也是虚伪的；但
有的人的真实却是真的！在《读点经典》这本书中，我便想
起了上面的一篇文章——《真实的'高贵》，它是由美国著名
作家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写的，他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啊！

同学们，听了我这段话，你没是否明白了些什么呢？你们是
不是也想把这本书先睹为快呢？没关系，一起去买这本书吧！
记住，这本书的名字叫《读点经典》哟！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八

如果中国没有解放，在一个个充满枪声、炮声的日子里，百
姓是多么痛苦啊！我想你们都在繁华的城市生活，我们今天
的幸福，谁又想过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这些都是谁得来的
呢？这都是工农红军得来的。

这几天我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这本书用讲故事的
形式，详细介绍了工农红军如何用智慧和斗志战胜蒋介石。

这本书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令我记忆深刻：夏明翰在1921年
成为共产党员，192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
在监狱中夏明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起义诗：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从这两个故事中让我知道了红军战士们从生命和鲜血中谱写



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为中国人民事业立下了不朽功绩。红
军的精神，是一笔精神财富，激励着后来人。是怎么样的党，
多么伟大的党！纵有千万文字的追捧也捧不"红"这样的党，
文字是多么苍白无力，但有林道静、保尔以及本书的作者埃
德加。斯诺这样血淋淋的'人物存在，他们愿意为党的胜利倾
注一切，就连出身在美国在生活背景、语言、习俗各方面有
差异的埃德加。斯诺都从中国革命和它的领导人身上，感染
了火一样的热情，在艰苦斗争时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只为
了他开始"信仰"的一切——党。

这更加坚定我们共青团员的入党决心！更加坚定了我们好好
学习的信念。这种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激励着我们这一代
青少年。放眼世界，开拓进取，学习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
前进！前进！前进！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九

四下里一片漆黑，手边一本《文化苦旅》，青绿的书皮很沉
稳，幽深如碧玉一般。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这段话出现在《黄
州突围》里，是感叹苏东坡被贬黄州得到的升华。我特地用
彩笔划下，反复玩味，一遍遍地感叹余秋雨的哲思与文气，
也赞叹苏东坡人生转折后的一篇篇力作，字里行间，苏东坡
的苦难使我也为他喊冤，然而对他来说，那段经历却不仅是
苦涩，更是磨砺。

读完全书，再细细斟酌这段文字，突然发现这何尝不是《文
化苦旅》的苦难辉煌？《新版小叙》里余秋雨也吐露它"一路
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文章憎命达"，作者用旅程修饰笔
下的文字，用时间磨砺人生的沧桑，用回忆勾勒华美的篇章。
千里跋涉，日日耕耘，终于将文化的精华浓缩在这本书里。
旅行的苦被一笑置之，而文化的苦却渗进读者心灵深处，更



有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
的'微笑"。真的，《文化苦旅》也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
之后，成熟于灭寂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

所以，磨难有时不是命运的恶作剧，而是上苍的厚爱。是福
是祸，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逃避、退缩就是在浪费升华自
己的机会，为了更好的自己，有什么理由畏惧？如此看来，
一次考试的失误，一次竞赛的落选，都不应该使自己对学习
升出哪怕一点点厌倦。感谢《文化苦旅》！

马列经典书籍读后感篇十

20世纪，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塔斯喀姆比亚一个独特的生命诞
生了，她就是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
来光明的女性，在她88年的人生中，尝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
辣，整天生活在黑暗和静寂中。就在她无助的时候，沙利文
老师出现了，她教海伦看书、写字、用手指说话。沙利文老
师的出现，改变了海伦的命运。海伦凯勒竟然凭着自己的努
力，竟然考上了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她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
为残疾人造福。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
大英雄偶像。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
凯勒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
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获得了成功，找到了光明。她又把
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她还说：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
我的心是自由的。她说：“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
我不敢说从没有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因为我更明白这样
根本于事无补，所以我总是极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脑子不
去钻这种牛角尖。”“忘我就是快乐。”因而我要把别人眼
睛所看见的光明当做我的太阳，别人耳朵所听见的音乐当做
我听到的乐曲，别人嘴角的微笑当做我的快乐。人类精神的
美一旦被发现，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凯勒小姐给我们这些
没有那么多困难需要克服的人们上了永远不能遗忘的.一课。
我们都希望这部书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让她的精神在越来越



广的范围内传播。

第一天：我要透过“灵魂之窗”看到那些鼓励我生活下去的
善良、温厚与心怀感动的人们。第二天：我要在黎明起身，
去看黑夜变成白昼的动人奇迹。我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壮
丽的曙光全景，与此同时，太阳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第三
天，我将在当前的日常世界是中度过，到为生活而奔忙的人
们经常去的地方，去体验的他们的快乐、忧伤、感动与善良。

我非常敬佩海伦凯勒这种不屈不挠、乐观、积极、健康向上
的精神。一个人生来就带有残疾，一辈子没有机会看看世界，
没有机会听听鸟鸣，不能和别人正常地交流……这对一个人
来说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任何人都会因此失去活下去得勇
气和信心。但海伦凯勒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而是鼓起勇
气勇敢地面对，以难以想象意志力坚持下来。在沙利文老师
循循善诱地领导下，她刻苦学习，孜孜不倦的学习着。他付
出了令正常人难以体会的汗水和心血，终于学会了看书识字。
我对她的意志力十分感动，一个身体残疾的人通过自己的努
力都能考上哈佛大学，而我作为一个健全的人，又有何理由
不努力学习呢？除学习之外，感恩也尤为重要，海伦对自己
的老师沙利文就心怀感激。只有时时刻刻的心怀感恩，才算
是尽到了一个人应尽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