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的感受(优秀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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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
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后感的感受篇一

今天,我读《快乐作文与阅读》里的“窗边的兰花”。

有一位叫兰儿的人转到了某一学校，她是一位乡下人。有一
次，老师让她作自我介绍：“俺……俺叫兰儿，今年10岁了。
”虽然她尽力的把普通话说标准，可是乡土话还是蹦了出来。
引的全班大笑，还有一些人叫她乡巴佬。老师生气的.走出教
室，并让兰儿下课去她办公室。下了课，兰儿来到办公室。
老师笑问：“你说这兰花好看吗？”她点点头。老师又
说：“你看它们要经过多少风雨才会变成这样？”兰儿顿时
好像明白了什么道理，便兴冲冲的跑出了办公室。

从那以后，兰儿就天天练普通话。有一次，老师让她读课文。
兰儿害怕同学们笑她，便小心翼翼地读完了课文。当她看见
同学们都在鼓掌时，事实证明，她成功了。

读后感：我们要学习兰儿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读后感的感受篇二

《默读》这本书是我在不久之前看的，是一本小说，虽然不
是名家作品，但是文笔很细致入微，在这位作者笔下的每一
个字，总是能戳到一个人的心窝上。作者将人性描写的淋漓
尽致，也将亲情描写的不堪一击，但是也有温馨的一面，两
个人之间的互相扶持，互相安慰。人性的正面有多善良，背



面就有多邪恶，再罪恶的人也有善良的那一面。有些人表面
上衣冠楚楚，背地里就极有可能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往往
人群中最不起眼的人，最老实的人，越有可能是凶手。

《默读》里有许多的金句，“你可以教孩子防备陌生人，提
高警惕，但是不能让她怕穿碎花裙子，”我们该如何教育我
们的孩子。这世界上的种种不堪，要不要放在心上。而《默
读》的主角是一个刑警骆闻舟与一个初来乍到警局的男孩费
渡，携手打破一个个成年旧案。费渡的童年也不是快乐的，
因为爸爸的控制欲太强，每次爸爸伤害妈妈时，费渡都亲眼
看着，她的妈妈为了反抗他的爸爸，于是就自杀了，只留下
费渡一个人，从此以后费渡世界里唯一一束光也消失
了。“你们相信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吗？我们必须得相信，
因为我们是刑警，在追查凶犯时，我们就是天理。如果这句
话不能成立，就因为我们是废物，因为我们洗不清沉冤！”
在他们办案时，心里一直会想着这句话。再一次费渡重伤之
后，两人敞开心扉，将所有的话都说通了，骆闻舟心里的疑
问也随之消失了。在费渡爸爸变成植物人之后，警局正好调
查到关于费渡家族的家族恩怨，费渡也很自觉的远离骆闻舟，
怕牵连到骆闻舟，但是清者自清。在一件件案件中，两人的
配合越来越默契，在一次次案件的碰壁中，总会撞出一个口
子，带案件走向光明。

这本书的人物关系十分复杂，案件也十分烧脑，凶手的作案
手法也令人发指，是一部刑侦小说，人性有多险恶，甚至会
为了一件小事冲动杀人，这本书也教会了我很多，不要以貌
取人，也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冲动，而毁了自己一生。看完心
里有些酸酸的，很多无辜的人被牵扯了进来。“人之初，性
本善，”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下长大
的，没有被别人伤害过，他会愿意去伤害别人吗？他又怎么
会去做一个人人指责的杀人犯？相反，一个人从一个恶劣的
家庭环境下长大，他会报复社会，他对于伤害别人这件事毫
无感觉，也愿意去做一人杀人犯，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可以不择手段。或许可以用《默读》里的一句话来说“归



根结底，命运才是那个行凶的恶人啊！”

读后感的感受篇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题记

《默读》是我在假期中看的一本小说。一开始只是抱着“推
理迷”的心态去看的，但是一口气读完，作者priest的文笔和
整体的小说布局，让我惊叹――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本打发时
间的网络小说了。

何为默读？字面意思为“不出声地读”，引申义为不声张，
不反击；与之相对的，则是朗诵――这也正是书中大boss取
名为“朗诵者”的原因。

书中有一个主题，是批判转变为施暴者的受害者。“朗诵”
是个意象，有大声诵读，有宣告的意思。这个意象指的是将
自己读到的“文本内容”（受到的伤害），“朗诵”给世界。
在这个比喻里，隐含的、可以“读”到的“文本内容”，是
犯罪受到的暴力和伤害。章节名字中提到的名著对应的犯罪，
其实暗喻犯罪的重复上演，暗喻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迭代过程
中，暴力本身并没有被遏止。“默读”则是相对的。隐含
的“文本内容”――伤害仍然存在，但默读者却消化了这份
伤害，不再将“文本内容”传递下去。

在小说中，这个“默读者”指的就是主人公费渡。

费渡是被朗诵的受害者。他和他的团队，与朗诵者相对而生，
都是没有从受害者转变为施暴者的人。而另一位主角骆闻
舟――作为人民警察的他，坚守着心中的正义――“你相信
天理昭昭，而报应不爽吗？”――”我必须得信，因为我是



刑警。在追查凶嫌的时候，我就是天理。这句话如果不能成
立，就因为我们是废物，因为我们洗不清沉冤！”

逝者已逝，他们接过父辈的意志，继续前行。“他们像是一
群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或出于私心，或出于公义，机缘
巧合地踏上了这条寻找深渊的路，跌跌撞撞、闭眼前行了这
么远，只此一刻，所有起点与终点都不同的路径终于交接在
了同一个点上，在苍茫一片中闪烁起细碎的火光，隐约露出
了深渊的形迹。”

“公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是《默读》里面所表
达的一种隐性的传承。

现在社会的空气中充斥着这样的气息――越心虚的人便越是
要喊得大声，以期从回声中汲取力量，以期欺骗一些不知情
人的好心。这种情况下的坚定是很困难的，尤其对那些既善
良又单纯的人来说，看着那些犯错之人哭泣皱眉的脸，听着
他们那些身不由己的理由，总会不自觉的心软，甚至想
着“他可能也没有这么坏”，“是不是我过分了”。

的确，宽容是需要的，毕竟王尔德说过“每个圣人都有过去，
每个罪人都有未来”，可这宽容需要和黑白不分彻底分清界
限。善良的农村少年何忠义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他一直无比
尊敬的丰年大哥亲手把他推进了深渊；莲花山的小姑娘郭菲
从来没有想过，她善良的举措和身上的碎花裙会被同学嫉妒；
张东来又哪里会知道自己的父亲和大伯会是这样藐视他人生
命的人......他们宽恕了罪犯，可是罪犯却没有宽恕他
们。“我真的没有杀人啊。”“我也是迫不得已的
啊。”“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她还只是个孩
子。”“人都死了。”皮囊往往把真相藏得滴水不漏，说到
底，命运才是那个行凶的人啊。罪犯分子似乎从来都不是故
意犯法，都是被逼无奈。但是，如果一切的`罪行都可以被理
由掩盖，被谎言原谅，那么法律又是为何而生的呢？房门院
锁防君子不防小人，种种法律和规则，似乎也都只能钳制老



实本分的良民。这样看来，“老实”、“本分”、“文明”、
“讲理”……这些品质，俨然都是错处，远不如当一条到处
咬人的疯狗来得痛快。

有时似乎的确是这样，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总容易让人们同仇
敌忾，群起而攻击施害者，喊口号――全凭主观意愿而罔顾
法律。法律是不可能完美的，即使在将来也绝不可能，不可
能涵盖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利益，总有它覆盖不到的地
方，就算哪一天真的覆盖了，也很难符合每一个人的道德评
判。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维护呢？因为“这已经是经过不断磨
合，最能兼顾大多数人利益的框架了，没有它会造成更大的
不公平。所以有时候，咱们明知道可能会伤害一些人，还是
要i卫这个框架。”

每每曝出某些新闻，总能看到有人评论类似于“对中国失望
透顶”“司法机关没有一点公信力”这样的话。或许有一定
的道理吧，喊出来也挺爽的，但我总觉得这是些刺耳的丧气
话。退一万步，从比较理想的方面讲，我总相信这世界上一
定有像骆闻舟这样的人，从不向黑暗妥协、向深渊宣战，不
管是哪一行哪一业，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听到这样的话，
一定不太开心。

人们当然有愤怒和不满的权力，但不该停留于在嘴上叫嚣，
甚至化身“义务警察”去“除恶扬善”。不满，那就努力用
自己的手去改变，但并不是类似“youcanyouup”的道德绑架，
而是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只要是带着一颗理性真心去思考
的都欢迎，只是要拒绝一颗颗因为燃烧而无差别攻击的心。
骆闻舟作为刑侦队长在书中教训下属时这样说道：“没有万
一，要你是干什么吃的？你还是那个连瓶饮料也拧不开的小
学生吗？你在市局里，有穿制服的资格，可以申请配枪，可
以随身携带手铐和警棍，所以你想要知道什么，就自己去查，
觉得谁是冤枉的，就去抓一个不冤枉的出来――我看你在男
厕所削魏展鸿的时候挺利索的，怎么现在又越长越回去
了？”



往前走，往前看，哪怕前途一片迷惘，哪怕只是凭着惯性继
续往前走――总有一天，会在自己漫长的脚印中找到方向。

只是大概需要一点耐心。

读后感的感受篇四

我读了《石头汤》这个绘本故事，我很喜欢，反反复复读了
好几遍，我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分享使人更加富足”。
三个和尚来到一个饱经苦难的村庄，村民们互相不愿意帮助，
也不来往，心肠变得坚硬。和尚们用煮石头汤的方法，让村
民们在不知不觉中付出了很多，也明白了付出越多回报越多
的'道理，最后他们终于成了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的一个大家
庭。他们都很感激和尚们。

读后感的感受篇五

"教书是门技术活，管理学生有方法。"这是我读了魏书生的
《我这样做老师》之后的最大感受。其中"做一名快乐的老
师"和"教书与育人并重"两章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我。

魏书生老师说，多改变自己，少埋怨生活；选择积极的角色
进入生活；善于坚守快乐的阵地——不快乐多因自寻烦恼；
立足长处，培养自信等都在思想上给了我深深的触动。魏书
生对教师职业的'迷恋，源于教师是最有利于培养真诚、善良、
美好的职业，带着这份朴素的情感，他放弃许多机会、经过
多次申请，终于成为一名教师，甚至在担任众多的行政及兼
职工作时都不曾离开三尺讲台。这一切，成就了他作为一代
教育家独有的魅力和风范。我想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大事做
不了，我们就从小事做起，选择积极角色进入生活，多享受，
少批判，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那么
生活和工作给我们的便是无尽的快乐。



读后感的感受篇六

我读完《阳光阅读》这本书后，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书上美文
天地部分的一篇文章《对手》。

世界上仅存有17只美洲虎，其中有一只生活在秘鲁国家动物
园。人们为它修虎园、送食物、找伴侣，百般呵护它，可它
仍旧没精打采。管理员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一天，一位来
参观的市民说，它怎么能不懒洋洋？虎是林中之王，放一群
吃草的小动物，能提起它的`兴趣吗？这么大的虎园，不弄几
只狼，也得放几条豺狗。虎园领导听他说得有理，就捉了三
只豹子投进虎园。这一招果然很灵验。

动物需要对手，人和动物一样也需要对手。人有了对手就会
有了更高的目标，我们就会更加努力，最终才能打败对手。

读后感的感受篇七

初读《晨读》这本书，感受颇深，把这一本书坚持读下来，
这个过程就已经给孩子做了很好的榜样。

由于小时候对孩子的陪伴缺席，没有给孩子养成好的阅读习
惯。孩子上二年级时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
都在读书，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这本书上说人生中
只有20%的经历来自亲身体验，剩下的80%则来自阅读。当看
到别家孩子读书有声有色时，我便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经常带着有色眼镜去打击孩子：“你怎么那么笨，老也读不
好！”急于想让孩子快点快点进步，快点快点成长。通过读
书我知道了孩子需要的是陪伴，慢慢地和孩子一起成长更重
要！现在的我们对孩子要求太高了，一有不满意，就是打击
讽刺批评。想想，如果我们是孩子，会喜欢哪样的方式对待
我们？鼓励、允许、接纳！鼓励孩子；允许孩子做他们自己；
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从读书这件事情上我感悟到：能坚持做好一件事情，便能做
好更多的事情。当遇到问题时重要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
我们面对问题的心态，孩子也会有情绪、心态不稳定的时候，
更需要我们教孩子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遇到的问题。

当孙老师说让我们一起读书时，我内心满怀欣喜，心想一定
坚持下来，给自己一个肯定，也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读书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地让孩子一起读，等到孙老师说，让
孩子们也一起读起来时，孩子拿起书就读，并且读得声情并
茂，这是我原来从来没有听到的声音，也是我一直想听到的
读书声音！我对孩子说：“原来你读的比妈妈还好！”其实
在我每天读书时，早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真是无声胜
有声啊。这是身体力行的力量，教育真的不需要去教育，而
是尽管去做就好了。

感谢老师对我们家长和孩子们的大爱，这种教育模式一定会
受益很多家庭。让家长学习成长便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受
益的不光是孩子，更是一个大家庭，改变从我做起！

让我们跟随老师的步伐和小小少年们一起努力成长吧！一起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