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格式(优秀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读后感格式篇一

………(题目)

—— 《 》读后感

我这几天看了几本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开头应该都会写)

(“概括你要写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约占全文1/3)

(写出读后的感受 约占全文2/3)

(结尾)

可以变通,

套话也要适量,以提高你这篇文章的思想觉悟和境界

不能只概括没有感受,变成缩写

更不能只感受没概括,让人不知所云

给点分吧,追加的50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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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基本内容证明观点。这一部分要注意结合文章具
体内容，不能空洞，要有具体的例子。这就要求在写读后感
之前，你就要对内容非常地熟悉，知道那些材料能为你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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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西游记》有感

儿时的经典读物——《西游记》是我读的第一本书。它那扣
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的人物刻画，无不吸引着我。
孙悟空勇敢、忠诚、威力无穷，也使我对他充满了仰慕之情，
他也成为了我儿时的偶像。

不过如今，随着知识阅历的增长，当我重新诵读这部经典时，
又有了些新的想法与疑问。

我想，一方面是体现了佛家道义，佛家的法力无边、大慈大
悲。另一方面，也正是讽刺了当时政府的风气!讽刺了当时的



官僚制度。唐僧好似皇帝，孙悟空是掌政大臣，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只能就是这个样子了，没有
“升职”的空间。而那些作恶的`坐骑们好似社会的恶霸，因
为身后有强大的后台，所以就可以无恶不作，即使是被发现
了其所作所为，照样可以活得很舒坦。我想作者正是借助这
样的比喻，表现了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再谈谈悟空的成长史吧，一开始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享天
地之精华，后来又被高人收为弟子，学习法术，再到后来王
母娘娘的一路扶持，护送唐僧是观音的教诲、众仙家的帮
助……这一切好像都是机缘巧合，促使悟空成为一名英勇、
法理高强的神猴。我想，假如其中这任意一环出了差错，孙
悟空也必然不会像今天这样神气。

这也正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吧我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如果没有“高人”扶持，即使再有才，天赋再高,到最后也只
不过是归隐山林，过上山水田园般的生活，为后人留下一些
经典诗作罢了，显出自己的豁达。

另外，基本每次打败敌人，很少靠孙悟空的单打独斗，更多
的是请求仙家们、观音前来相助。难道这只是想说明佛家的
伟大么?只是想说明团结就是力量?显然不是的。我想，作者
更想表达的是当时社会的状态，要想办大事，就必须得有上
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否则门都没有!

《西游记》这部经典，看似只是对故事、人物的描写，却隐
含了如此深刻的社会意义，或许我的理解有所偏差，但我相
信，这部经典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所挖掘、学习的东西。

读后感格式篇二

我读了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我对里边的很多地方



有很多的话要说。

下面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可以不说就不说，莫言的.奇怪印证了他的名字——莫言，不
想说，不愿说，无声的世界是最美的，很多话，莫言愿意让
自然和动物来代言。

除了童年视角，他还喜欢从动物的角度来叙事，“从胡同里，
鸭子们望见一个高个子老头儿挑着一卷铺盖和几件沉甸甸的
铁器，沿着河边往西走去了。”讲的就是老铁匠被小铁匠挤
兑出走一事。

“老头子走了，又来了一个光背赤脚的黑孩子。

那只公鸭子跟它身边那只母鸭子交换了一个眼神，意思是说：
记得吧?那次就是他，水桶撞翻柳树滚下河，人在堤上做狗趴，
最后也下了河拖着桶残水，那只水桶差点没把麻鸭那个臊包
砸死……这个在前面也有叙述，”不知道用什么姿势他趴下
了，水象瀑布一样把他浇湿了。

他的脸碰破了路，鼻子尖成了一个平面，一根草梗在平面上
印了一个小沟沟。

几滴鼻血流到嘴里，他吐了一口，咽了一口。

铁桶一路欢唱着滚到河里去了。

他呼呼隆隆淌着水追上去，抓住水桶，逆着水往回走。

“我们关心的一直是人的世界，殊不知，动物也在用他们的
眼光品评人，这就是莫言叙述视角的独特之处。

有一部小说，风靡全球，历久不衰;有一部小说，雅俗共赏，



引人入胜。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就是英国作家笛福
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

这本书技术了一个故事：爱冒险的主人公鲁滨孙在一次贩奴
航海中遭遇海难，独活下来，流落到荒岛上。

但他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在岛上寻求生存机会。

搬运物资，驯养山羊，制作陶器，种植作物……他还从野人
手里就下个险些被开膛破肚的野人俘虏，取名“星期五”，
并教他说话。

不久，有条英国船停泊在岛附近，船上的水手们发生了叛乱。

鲁滨孙帮助船长制服水手们，夺回了船只，并把水手们留在
岛上，自己则与船长和“星期五”回到英国。

多年后，鲁滨孙途径小岛，送去移民，分以土地，给以用品，
最后满意地离开了小岛。

鲁滨孙智勇双全、胆大心细、不畏艰险、敢于正视现实、乐
观向上而充满希望。

这样的精神品质，是我们这辈人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需要
学习的。

这部小说贯穿了积极乐观的风格，虽是遇险后的事记，可语
言却不乏诙谐活泼。

情节扣人心弦，让我不由得被吸引，仿佛自己变成了主人公，
身处荒岛，构筑住所，同野人搏斗……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于
故事，也在于人。



鲁滨孙的乐观、勇气、智慧与毅力，让他得以在孤立无援的
境地下生存下来。

鲁滨孙身上的闪光点，我们不应摒弃!

读后感格式篇三

读后感怎么写?－读后感！

一、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
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
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
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
去写。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
感受最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
好是突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
受越深，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二、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我们所说的联系实
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以联系社会实际，
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以是童年生活，也
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论怎样联系都要突
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三、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
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
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
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
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
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四、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个“简”字。

如果要写关于学习的读后感应该读什么有感呢?

(1)引--围绕感点，引述材料。简述原文有关内容。读后感重在
“感”，而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
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的
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摘
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点。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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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分析材料，提练感点。亮明基本观点。在引出“读”
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
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
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然
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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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
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
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
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
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
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
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断
而“丝”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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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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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
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
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不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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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读后感应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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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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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读后感格式篇四

很多人问读后感怎么写，说自己并非不会写读到的东西，而
是不会写所思所感。读后感”中“读”在“感”的前面，说明
“读”的作用毋庸置疑，写一篇读后感最起码先要读一遍，
能够抓住原着的中心思想，这样才会有深刻的“感”。把原
着进行概括，将原本冗长的原着概括成几句话或几段。下面
以如何写水浒传读后感开头为例，举例进行分析：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着之一，这本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
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
四处征战的故事。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
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
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

短短几句话便概括了水浒传的全篇，语言简洁，使没有看过
水浒传的读者也能对这本名着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不少同学
开始写读后感，往往将读的内容写得很长，总爱把故事情节
从头到尾加以介绍，生怕读者不知其内容，而发表“感”的
文字却很少。

读后感中少不了“叙”，但是它不同于记叙文中“叙”的要
求。记叙文中的“叙”讲究具体、形象、生动，而读后感中的
“叙”却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求“感人”，只要求能引出
事理。



或者也可以对原文的作者，时代背景作介绍，为下文将文章
和写作环境联系起来作个铺垫。

读后感格式篇五

读后感是议论文中最常见的文体之一，也是初高中学生必须
掌握的一种文体。但从以往读后感训练的情况来看，效果并
不尽人意。其实，写好读后感也有章可循。若掌握了以下4大
方法，则更容易生效。

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
“引”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是围绕感点，有的
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述；材料长的，或
摘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发“感”的要
点。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有针
对性。

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
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
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
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

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
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
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
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
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
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
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引”“藕”断
而“丝”连。

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
召。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
读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



不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当回扣“读”的内容
不放松。

读后感格式篇六

我是一个小书虫，看过很多书。现在我给你们讲一讲我读过
的一本书：《叶圣陶童话集》。这本书最有特色的就是，一
个小故事却隐藏着一个大道理。现在，我就带着你们走进童
话的世界里吧！

我最喜欢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火车头的经历》。火车
头是一个大人的名字，作者发挥了丰富的想像力，让火车头
把煤块当力量，火车头还被别人控制着，人家叫他跑，他就
得跑，人家叫他停，他必须停。作者把送学生去什么地方当
题材，使我很感兴趣，途中不太顺利，经过了重重难关，终
于把学生送过去了。让我感受到火车头是那么善良，那么关
心他人。

第二个故事是《稻草人》，讲的是稻草人一夜看见了许多()
事件。它的主人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太，一夜之间，好好的稻
穗被毁了，稻草人好心提醒老太太，可老太太并没理会，它
很伤心。它又看到了病孩子，更伤心了。稻草人想救离开水
的鲫鱼，可它不会动，反而被鲫鱼误会它不愿意帮忙。它看
见有人寻死，自己先昏了过去。一夜间，事情变得不可收拾，
一塌糊涂！最后稻草人倒在了田地中间。我相信，稻草人的
心是永远不会被摧毁的！

《叶圣陶童话集》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大家也去读一读吧。

写一篇读后感写一篇读后感600字四年级写一篇读后感

读后感格式篇七



和普通作文没多大区别的,空4格写题目,如果题目写"读 有
感"那下文就空2格直接写正文,分几段,自然结尾就行,如果题
目自己取的话就要在题目的后两个字下行写两隔破折号再写
读 有感.

写出自己看了这些后的感想\感受\想法,又联想到了什么,注
意不能写太多看到东西的内容,要多点自己的.

根据下面的材料，自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谝不少于800
字的议论文。

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气机车，当
时有人驾着一国辆马车和它赛跑。新生的火车丑陋笨重。走
得很慢，漂亮的马车骄傲地跑在彰面。

而且火车由于没装弹簧，把路基都震坏了。然而斯蒂芬逊并
没因比赛失败而灰心，他不断改进机车，坚信火车具有马车
所无法媲美的前途。100多年过去了，马车仍按原来的速度转
动着轮子，而火车却在飞速前进，高速火车每小时可达200公
里，试验性火车的速度更为惊人。

这道题，要求就此写一则读后感，如何才能掌握读后感的写
作方式`呢?下面分析一篇文章，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由世界上第一辆火车跑不过马车谈起

当我看完了世上第一辆炎车和马车赛跑，竟然远远落后于马
车的故事后，再看到现在高速成火车时速已达两百公里，不
由得想起了我国的一句名谚：失败是成功之母。

(引、揭。开篇概引材料，揭示中心：失败是成功之母。文章
抓住所供材料的重点有目的地引材，由材料到论点，简洁恰
当而又鲜明。)



假如火车的发明者因为最初的火车头跑不过马车而灰心丧气，
不去找毛病，不去想办法改进，那么也许直到今天，人们仍
然坐在马车上穿州过府，不知火车头为何物呢!没有第一次的.
失败，又怎会有以后的成功呢!

(析：紧扣原材料，阐明观点。文章充分发挥原材料的论证作
用，通过对材料略作分析，一方面揭示作者由材料到观点的
思维过程，另一方面又阐发了中心，可谓一箭双雕。)

但是有的人一讲到“失败”，便叭恐避之不及，总想自己不
论干什么，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挫折。其实只要我们回顾
一下历史便函会发现，真正有成就的人，都有是在经历了失
败挫折后才取得伟大的成绩的。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落第之后，
愤而著书，才写出《聊斋志异》;著名化学家欧立希经过
了665次的失败，才发明了药物666;有“发明大王”之称的爱
迪生，一生发明了1000多件新产品，但每一个新发明的诞生，
他都有经历过无数次失败。

在一次新发明的试验过程中，共失败了8000多次，但他仍然
乐观地说：“失败也是我所需要的，8000次失败，起码使我
知道了有8000个办法行不通。”由此可见，不经失败，便没
有成功的果实，害怕失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或许今天的失
败，正预示你明天的成功呢!

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失败后都有会取得成功的。能
在经历失败走向成功的人是明智的，但世上有更多的庸人，
在经历过失败之后，不思悔改。其中有的人是碰壁了，却不
懂转变，吸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走着老路，结果是一再碰壁。
有一类人，明明失败了，却又不承认。这种人是最危险的。

我们不但要在学习上、工作上正确对待失败，而且在国家建
设方面，也不应因为一点挫折而悲观。如今，我们国家正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和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像一部不够完美的火车
和一部漂亮的马车一样，而我们每人都是火车的设计师。假
如我们因为这部火车跑不过马车而对它失去信心，那么国家
就没有发展前途了。但如果我们像斯蒂芬逊一样，不灰心，
不气馁。找出我们“车”上不够完善的地方进行改进，终有
一天，我们国家会像高速火车一样，把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
抛在身后。

(联。联系实际，深化主题。此外所说的实际，不仅仅指个人
实际(思想、学习、工作、生活实际)，也指社会实际(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的种种实际)。

二是不承认。第五段进步联系自身和社会国家，详略有致，
联系自身，一句话稍带即过，重点联系国家建设，具有鲜明
针对性和现实性，合使文章的思想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