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名著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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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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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名著读后感篇一

孟子，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跟孔子，是儒家学
派的鼻祖。

在了解孟子以前，我都觉得孟子跟孔子是同一朝代的，可是，
这本书刚开始看，就打破了我原先的想法。其实孟子是在孔
子去世后很久，才出生的。小时候，孟子就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他很崇拜孔圣人，十几岁的时候，他还去到鲁国，想找
孔圣人的门第来教自己，可是，孔子的徒弟差不多都已经逝
世了，于是，孟子找到了司徒牛，这时，司徒牛也已经是个
驼背老人了。司徒牛原是子思老师(孔子的'学生)最重视的学
生，不过，一场疾病导致了他不敢见人，因为他的背上莫名
其妙地长出了一个"小山丘"，于是他隐居与树林里，谁也没
见过他，但是孟子找到了他，司徒牛听了孟子的讲述，决定
收他为徒，三年后，司徒牛让孟子离开了那里，劝他去更加
开阔的地方展示才华。

孟子泪别老师后，回家兴学育才，凭借着他的本领，孟子成
了有名的老师。

公元前347年秋，孟子带着几个门徒去了齐国。起先，他受到
了齐威王的欢迎，齐威王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但孟子齐国不
被重用，因为他坚持的是仁政思想，而齐威王却行霸道，他
想要把整个天下拒为己有，这下，孟子又拿出了最令我佩服



的"武器"——口才，他说话滔滔不绝，又因为他学士渊博，
知道的东西很多，随口就能说出大道理来，就是利用他的口
才，孟子成功说服齐威王行仁政，他给齐威王讲了很多道理，
搬出了他脑海里积蓄的知识，要是我是齐威王，都会听得晕
头转向呢!

78岁时，孟子决定辞了官衔，回家安享晚年，他知道自己时
间不多了，他觉得再怎么，也得绿叶归根，于是，在众人的
挽留下，孟子热泪盈眶地回了家，在齐国，他整整呆了35年。

85岁，古稀之年，孟子带着邹国百姓的叹息声，徒弟的哭声，
去世了。

出殡这天，雪更大，风更狂，连天地山川都为一颗巨星的滑
落而哭泣，各地百姓都赶到孟子的家乡，披麻戴孝，在风雪
的呼啸下把孟子送向天堂。

其实，就算是圣人，我也觉得他会有错的地方，孟子也不例
外，因为，孟子总是说，孔子说的都是对的，然而，孟子的
功勋远大与他犯下的错误，他谦虚，他好学，他还有一副好
口才。

看了我这篇读后感，你应该对孟子不只是孟母三迁的印象了
吧!

初一名著读后感篇二

我实在是被主人公冉·阿让的那份善良给打动了。在阅读时，
我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一个情节上：冉·阿让是一个因为偷了
一块面包被关押了19年做劳役犯的一个人。主角冉·阿让在
做市长的时候，救了一位仇视他的老人的命，还给了他一些
钱，给他找了份稳定的好工作。虽然他这个举动使一个一直
在抓他的警察，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当他的真正劳役犯的



身份暴露时，他当时长的时会整个城市做了那么多贡献，人
们就全都忘了，就记得他是个犯人，可见人们的狼心狗肺。

多少年后，冉·阿让被那个警察追到一个死胡同里，许多警
察都来搜查这个胡同，他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不管躲到哪
儿，警察迟早会发现他。

这时他翻越了一堵墙。墙内是一个修女院，院子中唯一的男
人就是那样那个老人。那个老人认出他来了。老人帮助了他，
而且一直尊敬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市长。从此以后然而
让就成功的在这个修女院里面的隐藏，与世隔绝，不被警察
追捕。

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了好人有好报。你帮别人别人就会帮你。
其实你帮他的时候并不是为了以后他来帮你，但你可以让一
个人活的更好，让你在他的心目中更加伟大。只要这样，某
一天，你再遇到他，他绝对会感激你。除非他是一个真的坏
人。如果是坏人就尽量不要帮他了。

这个故事情节真是催人泪下。给人无尽的感慨。虽然这只是
一个细节性的东西，在整个故事当中也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但是它衬托了冉·阿让善良的心灵。让我们相信好人有好报。

像冉·阿让这样的好人，估计是不会相信好人有好报的。他
干了多少好事啊!但是他怎么还是最后被人当做一个苦役犯
呢?命运不断地折磨他，说不定他早已失去信念。但是并没有，
他是好人，是好人，命运就不会对他特别不公。一件事的结
局一定是好的，如果现在不好，就说明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不能失去信念，一定要相信好人有好报，去做一个好人。

好人有好报是真的，但千万不要为了回报而去帮助别人。让
别人来报答自己只是一个推动你做好事的理由，但是并不能
成为根本的原因。做好事要不图回报，是否回报是别人的事，
但只要他回报，就证明了你做的好事有价值。只要能让帮助



的人更加快乐，就证明了你的行为有价值。

冉·阿让造福了那么多人，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因为他的大
恩大德而感激他，但是他使这整个的城市富强起来，这就是
好人有好报。别人过得更好就是对你的回报。

初一名著读后感篇三

早自习上，老师让我们阅读课外书籍，我便飞速拿出自己喜
爱的《名人传》，翻到音乐家—贝多芬。

贝多芬，在铿锵的《命运交响曲》中，他改写着命运。他家
境平寒，自幼矮小丑陋。几次相亲失败，他选择放弃，唯有
心爱的音乐可以支撑起他人生的信念。然而，命运却又安排
了一次劫难给他—作为音乐家，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竟遭
遇了毁灭性的终身性耳聋!苦难就像一根绳子紧紧地套在了他
的脖子上，一只勒着他的命运。但也就是这样他在自己黑白
的世界里纤细的手指演奏了铿锵般的《命运交响曲》，并发出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绝不能使我屈服”的誓言，于是，
音乐坛里就有了一个不朽的名字—贝多芬，他用音乐谱写出
坚韧的旋律。

但是，昨天的，就让他过去吧，因为我下定决心变成一个时
时鞭策自己，甚至可以寻找竞争对手的人了。因为我明白，
要想出人头地，必须先懂得珍惜时间，不虚度年华，坚强奋
斗!

初一名著读后感篇四

周末，我读完了《稻草人》这本书，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傻子》这篇文章。



傻子出生在育婴堂墙上的大抽屉里，傻子六岁就做了木匠的
徒弟，在哪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傻子别人都说他笨，但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傻子乐
于助人，从来都不贪小便宜，遇到有困难的人去帮助别人，
处处为别人着想。可是人人都喊他傻子，我不知道那些人是
怎么想的。

傻子虽然在人们心中很“傻”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乐于助人
善良的人。在生活中我没要学傻子这种好品质，去帮助更多
的人。

稻草人个人读后感

初一名著读后感篇五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孟子》这本书，这是一本能教
育我们怎样做人的书，同时也是一位良师益友，所谓闻名不
如见面，今天，我就有幸读到了这本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书。

关于教我们怎样做人的书我读的不多，但也涉猎过一些，比如
《三字经》、《弟子规》等。但这本书对我影响比较大。这
本书主要写了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身边
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读后受益匪浅。

在这本书里有几个故事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有一个
故事叫做《师友之道》。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交友要做到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孟子说过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
别，长幼有序，朋友有心，这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为政治应率先垂范，身先士
卒，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通过这个故事让我知道，交友不能看这个人的财产和地位，
重要的是看这个人是否有才能，值不值得让你学习，这样才



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成熟自己》。在这个故事里讲的是仁义，这个经常听到的
词，在孟子看来，就好像良好的种子一样，种下去以后生根
发芽，耐心呵护，最终使之成熟收获。如果种下去了，但没
有收获，那和杂草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每个人都要追求人生目标，都要追求
自己理想的人格，如果半途而废，那自己付出的再多努力也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通过读《孟子》这本
书，使我真正的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爱这本书，我不会忘
记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