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十大读后感 二十岁读后感(大
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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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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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读后感篇一

祝你脸蛋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魔鬼，女人味越来越浓烈，
笑容越来越迷人，气质越来越优雅，20岁生日快乐!

糟糠之妻，情深意重；患难之交，念及一生；滴水之恩，涌
泉还情；人助我俺时，心知肚明；我助人时，云飞烟轻。20
岁到了，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在你二十岁生日来临之即，祝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
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快乐莫
你属!生日快乐!

我从明天晚起，预订了明天的第一缕阳光给你，生日快乐!预
订了第一缕晨光，永远幸福!!预定第一声鸟鸣，永远爱你!

孩子，二十岁的天空飞满青春、阳光和欢笑；愿你用辛勤的
汗水为二十岁增添亮色，用成功的歌声为二十岁的生活喝彩；
以奋进的姿态使青春不留下太多的遗憾，用最热烈的色彩做
为青春绚丽的底色，让生命更加光彩!

二十岁的天空，飞满五彩斑斓的精灵，绚丽而又多彩；二十
岁的天空，蓝天衬托着白云，白云衬托着梦想。点燃青春，
点燃星星，点燃月亮，一起在二十岁的天空下收获灿烂与辉
煌!



二十岁的生活，浪漫的长发牵着火红太阳，幻想裹在风里巡
回青春的每一个梦想。沉思溶入雀跃染红的脸颊，拼搏驱散
青春的寂寞，昂扬奋进的旋律，驿动青春的风铃，敲响二十
岁生活中最初的一个音符激昂。虽然我们会面对坎坷，但我
们却可以选择不屈的性格；虽然我们会屡次失败，但我们却
可以选择执着；虽然二十岁的歌也许并不流畅，但我们却可
以婉转悠扬，因为我们必须以奋进的姿态使青春不留下一丝
遗憾，因为我们要用成功的歌声为二十岁的生活喝彩!

二十岁青春，涨潮的心情变得一派葱茂，一派生机勃勃。在
流金的岁月中，飘逸的我们拥有激情，拥有豪迈。身披一袭
灿烂，心系一份执着，穿越人生的荒漠，穿越生命的懦弱，
让流浪的足迹走出青春的气魄。走出二十岁的洒脱，因为我
们要用辛勤的汗水为二十岁增添一点亮色，因为我们要用最
热烈的色彩做为青春的绚丽的底色。让生命更加光彩!

二十大读后感篇二

汉文帝是司马迁眼中儒家仁政的典范。他认为，汉文帝时期
是汉朝统治者道德品行达到的最高峰。

在汉武帝遗诏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不像秦始皇、埃及法老
那样一心只想着自己，死了恨不得日月星辰都带走。甚至还
想着劝慰子民，不要过于伤心，不要因为繁复的丧葬礼节而
伤了身体，该吃吃、该乐乐，该婚丧嫁娶的该办办。就连山
川陵墓，都不要破坏了原来的样子。自己都要死了，想的都
是别人，读来让人感动得想流泪。

文中几乎没有处罚的记载，对下属多以赏赐为主，帮助文帝
登上王位的有功之臣，无论是正确进言的、陪同前往的、夺
下吕党兵权的，一一论功行赏。封太子、皇后的时候，恩泽
天下，对天下普通百姓都有细心考虑的赏赐。让读者不禁向
往生活在汉武帝时的生活。



汉武帝动辄诛人九族，大搞巫蛊案。汉文帝反对一人犯法就
牵连家人，废除残忍的肉刑，还专门用一段阐述了对巫蛊的
态度，说巫蛊只是小民的愚昧，以后再犯这样罪的，就不要
追究了吧。

汉文帝的这些做法，即使按照今天的法治理念，都是非常先
进的。

总而言之，汉文帝即是倡行仁政的杰出统治者，也是道德极
高的一个人，他谦虚、节俭、先人后己，有大智慧。

管理中仁德和威慑的平衡，值得每个管理者思考。

二十大读后感篇三

写了这个题目，觉得不是很妥，因为我感觉汉文帝这个人在
历代的皇帝里确实非常好，再加上司马迁的不厌其烦地描写，
一个仁义慈悲以民为本的皇帝形象让人无法质疑。说他扮猪
有点大逆不道，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

扮猪吃老虎是说老虎样的英雄人物，为求达到一种企图，故
意诈呆扮傻使人家上当。看完《孝文本纪》，感觉这个人除
了德行好，别的手段没有什么。其实，我想，这只是司马迁
自己的一厢情愿吧？为了指责汉武帝，不惜在汉文帝上浓墨
重彩，把“以德治国”的战略思想写的无以复加，其实，一
个老好人，如果没有手段，只会人善被人欺。

想想当时的现状，并非天下太平，由代王到皇帝的路可不是
那么好走的。其母薄氏很低调，估计也是不得不低调，因为
从文章里也看不出刘邦对她有什么宠爱，而且她也不像吕后
那样是结发夫妻，连刘肥的母亲都不如，所以没什么资本可
以高调的，那就低调吧，母亲是这样，儿子自然也不敢太嚣
张了，所以刘恒在偏远的代国安分守己吧，但是，并没有傻
呆着，据其他史书记载，吕后曾经让他回去，刘恒怎么也不



回去，估计他早已经看清了吕后的为人，所以在吕后的时期
就静静地做他的美男子了。

没想到，这样的淡定却是他从代王到文帝的最佳路径。众人
诛杀了吕家的势力后，分析来分析去，性格好，他妈脾气还
差不多的，那就只有刘恒了。当上天的的馅饼砸到刘恒的头
上时，刘恒却没有慌乱。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周勃，刘章，
陈平真的都是与他一心吗？只不过是觉得他好控制而已。他
就是最好的牵线木偶。

刘恒是怎么做的呢？先看他怎么对待周勃的。

周勃，一介武夫，难道他就那么忠心耿耿？如果他忠心耿耿
的话，他在吕后封吕姓王的时候怎么不反对呢？反而阿谀奉
承。后来看人家要诛杀吕氏势力了，他投机地选在了倒吕的
一边，选刘恒，无非就是人家听话罢了。在他眼里我就是功
臣。

所以，第一次群臣称臣拜谒代王的.时候，他就大摇大摆地说：
“愿请间言”。胆大包天啊！这么多人在场，你想偷偷地与
刚即位的皇帝说话，这也太嚣张了吧，没有政治交易，你说
什么呢？还是代王的心腹宋昌聪明，当面说到：“所言公，
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看人家刘恒选的宋昌真真
的厉害！一下子，就给众臣一个下马威，亮明了态度：我不
是傀儡！

只说可不行，诛杀吕氏势力的这些大臣，可不是软蛋，你要
想摆威风，看你怎么下刀？这里面最难对付的估计就是周勃
了吧？我估计着大家都在等着看戏呢。

该怎么处理周勃呢？

其他的史书上，有文帝故意让周勃出丑的段子，这里就不说
了，反正我们用脚丫子想，也知道周勃在右丞相的位置上肯



定很尴尬，果不其然，等汉文帝把自己的势力不显山不露水
地安排妥当之后，后丞相周勃谢病免罢。

后来陈平死后，又让周勃当丞相，但是汉文帝让你们诸侯各
自去各自的国家，后来罢免了周勃的丞相而让他去他的封地，
后来周勃差一点死在汉文帝手里。

周勃这样一个高祖老臣，竟然让看似软弱的汉文帝玩弄于股
掌之间，其他的大臣难道傻吗？就冲汉文帝对待周勃的手段
来说，绝对可以撑得上高段位的皇帝。

窥一斑而见全豹，由于司马迁对汉文帝的过分偏爱，我们看
不到汉文帝的手段，但是从他对周勃的驾驭来看，他应该是
一个扮猪吃老虎的主儿。

善良是个好品质，但是如果没有智商匹配的话，就只能是个
好人，孔子说了，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所以，各位善良
的人，不要把仅把善良当做资本，在江湖上行走，你当学点
智慧，这样，你的善良才能让更多的人受益。没事就多唱
唱“学习刘恒好榜样”吧！

二十大读后感篇四

鲁迅先生曾经说：“我请人讲过二十四孝之后，才知道孝有
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
了。”我看了之后很是不解，为什么历来大家学习的榜样，
在先生看来是如此之难，甚至于绝望呢？读过了二十四孝的
故事之后，对于先生的说法我也略能体会一二了。

短短的二十四个故事，幸运的，悲伤的，让人感动的，令人
气愤的，读完之后着实令人深思。读完孝感动天，我钦佩与
舜的忍耐与大度；读完戏彩娱亲，我诧异于老莱子的童心与
智慧；读完啮指痛心，我惊奇于母子间神圣的联系；读完亲
尝汤药，我感动于文帝的坚持与恒心……()



但是，当我读到卖儿葬母，读到刻木奉亲，读到闻雷泣墓，
读到哭竹生笋，读到卧冰求鲤，我有的只是满腔的怀疑和愤
怒！虽说中国上下五千年有历史，可教育我们行孝的故事就
要一味遵从古人的做法吗？时代进步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然而文化进步的脚步总是容易被忽视。孝作为社会发展不可
缺少的精神文明，应该被继承和发扬是不容质疑的，可是正
如鲁迅先生所言，古代人的孝对于我们来说太难太不可能！

我想谁也不会说不想做一个孝子，只是我们是否真的要像他
们那样去赢得孝子的称号，有待争议。我个人认为，孝是一
种精神，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古
代孝子们心存孝念的精神，要做的是用适合当今时代现状的
行动去践行孝之道，孝之义。

二十大读后感篇五

孝读后感

1.

读《新二十四孝》有感(暑假读后感)

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是
传统的中国文化;孝是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从古至今，
五千年的中国长史上，留下了多少孝子的身影，他们感天动
地的故事流传后代，万古长青!

在柏林交响乐团的访华告别演出上，有这样一位中国姑娘，
名叫张姗姗。她已是这个著名大乐团的小提琴副首席。每当
她谈起今天的成就时，总忘不了一个人，那就是她的母亲。
从6岁开始，在母亲的督促下，姗姗唯一的游戏就是拉小提
琴;每逢周日，不管刮风下雨，妈妈总带着小姗姗从郊区到几
十里远的市区辅导老师家学练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
张妈妈将女儿培养成才时，自己却突然被病魔击倒了。但作



为女儿的姗姗始终没有放弃，时时陪伴在母亲身边，与母亲
一起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张姗姗，一个孝顺的姑娘。她不正是我们当代学生尊敬长辈、
孝敬父母的楷模吗?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养育了我们，更教会
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启蒙老师。他
们像一棵参天大树，无私的为我们奉献着他们的光辉!明朝大
学问家陶宗仪说：“孝为百姓宗。”唯有懂得孝敬父母的人，
才会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是个富有责任心的人，一个有望成
为道德高尚的人。

当前的社会上，有多少人是故事中的那个女儿，她们过惯了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却从未想过父母的劳累与辛苦;
从未帮父母做过一件小事;从未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去孝顺父母。
真希望他们能看看《新二十四孝》这本书，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改过自新，做一个常怀一颗感恩之心的好孩子。

孝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自古“以孝治天
下。”孝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孝很简单。在父母劳累时为他们锤锤背，倒杯茶;在父
母忙碌时，帮他们做几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在学习工作上，有
一些成就，让父母欣慰……这些就是父母最想看到的!

父母对我们的付出从来不求回报，不要求我们长大后报答他
们，只希望我们能健康茁壮地成长，长大后做一个正直的人，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同学们，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德能世代传承，为了构建和-
谐美好的文明社会，让我们一起呼吁吧：

让我们一起弘扬民族孝道精神，做一个有孝心，懂孝道的人，
让中华孝道精神世代传承!



2.

《爱的教育》读后感dd爱的人生

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本厚厚的《爱的教育》读
完了。读完后给我的第一感触，那就是dd爱。

这本书是以一个小男孩dd安利柯的日记，来透视日常生活中
的学校和家庭关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以及父母，兄弟姐妹
间的.天伦之爱。

“爱”是我们每个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字，可是，有时候，
我们也常会忽略周围的爱：如父母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爱、老
师对学生循循善诱、朋友间互相安慰……这些`往往都被我们
视为理所当然，而没有细细地加以体会。而如果你加以体会，
你会感觉到，人生，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东西啊!

有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时，常常会怨天尤人，就好像全世
界都在跟我们作对一样，甚至抱怨这世上没有人爱自已，有
的想更悲观，则会自杀，表示他的抗-议，这多可悲呀!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我们周围的一切，
一定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人疼我、爱我、
帮助我、我多幸福呀!

朋友们、请你带着一颗圣洁的爱心，投入到全世界中。你会
发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请
乘上“爱”的小舟，走完属于你自己的爱的人生。

二十大读后感篇六

《孝在我心中》这本书里，我又学到了，孝，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这是民族历史上的佳话。要做
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就要做到孝。



失去了孝，就好比人已失去了心脏，只有一具躯壳立于世上，
已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更何谈顶天立地、闯出一番天地。读
完后，我不禁感慨：是啊，常言道：“慈鸦尚还哺，羔羊犹
跪足”。若人不孝其亲，还不如禽与兽。

就像书中有一则故事，说的是闵子骞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后来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后母，因子骞从小素性讲孝，对待
后母甚好。但当后母生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后，便偏心于他们，
还常常在子骞父亲面前挑拨离间。冬天时不让闵子骞穿侯棉
衣，而两个亲儿子的棉衣却是十分暖和。可是纸是包不住火
的，父亲明白了一切事情，要休了后母，最终，闵子骞一句：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瓦解了过去一切的纷争。而
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所为之动容，就是闵子骞的后母也被感
动后悔不已，从此待闵子骞如亲子，这就是孝行的感化和伟
大所在。

父母为我们做的太多太多，也许能与天上的繁星相互比较。
他们的爱是无私的，是无边的，比山高，比海深。所以，我
们现在要好好孝顺父母，哪怕帮妈妈做做家务，给他们沏杯
热茶，把好吃的留给父母吃等等。而且现在要好好学习，不
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期望，长大以后好好报答父母的恩情。

想到这里，积淀在心中如波涛般涌动的情感终于再也抑制不
住了，我走到爸爸妈妈的面前，紧紧的抱住他们：“爸爸妈
妈，我爱你们！”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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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读后感篇七

世上历史是何其之多，中国的历史就很多，中国史上有很多
个王朝，也有很多个描写这些王朝的史书，他们加起来就能
拼接出中国的历史。

这里面有关于每个朝代的最精华的一本书的内容，加起来一
共有24部书，又称之为24史。《快读二十四史》是取24史里
面最精华的东西编成的，所以叫做《快读二十四史》。里面
每个传纪第一个是这个人物的生平概括，然后是原文，之后
是译文。

但是受有些时候时代的影响，记载有可能不太全。比如说司
马迁的《史记》吧，当时史记要记载汉武帝几位皇子的生平，
但是因为一场太子谋反案，而有三个加入进来的皇子就不能
写他们的生平了。

当我们在读这些前人所写的历史时，也不免要想一想他们写
史时所要面对的那些困难了。这些困难会对他们写历史造成
多么大的影响啊！但这些，就只能留着去让后人中的有心人
去填补了！要不然，就一直遗憾下去。

可惜的是，今天在读这本书的，有几个能体会到当年写史时
史学家的痛苦之处和艰难还有付出的心血结晶呀！他们干什
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来忍受着失去青春耗费心血的痛苦来写
史呢？尤其是司马迁，都受了刑了，还要坚持写史。

这些写史之人有一部分不是自己的意思，有的是做官，有那



种官，专门写历史的，还有是继承父愿，比如说司马迁。今
天的我们读他们的智慧结晶，也读他们写史的故事。

二十大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捧起《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兴致勃勃地翻阅了起
来。突然，目录中一个有趣的题目吸引了我——《二十年
后》。我开始产生怀疑：“二十年以后？这是科幻小说
吗？”抱着疑问我翻到了那一页，开始看了起来。

文章开头便是这么一句：“一位警察威风凛凛地沿着大路巡
逻过去。”我好奇怪，这个警察与二十年后有什么关系呢？
继续往下看，是时间和天气描写。时间是晚上十点不到，而
天气更恶劣，风大，马上要下雨了。念想到老师课堂上所介
绍的，欧·亨利，小说大师，他的创作中大都是有一种意外
的结局，于是我继续看了下去。

“这一带收市早，你偶尔看见还亮着灯的店，或者是烟店，
或者是通宵餐馆，大多数店门却早早关了门。”看到这儿，
天马行空的思想又有些管不住自己了：莫非，要写什么见义
勇为？我的好奇心越来越重。

到这时，我已经完全被故事吸引了。从一开始的毫不在意，
到现在恨不得一秒之间把书翻完。故事里的悬念促使着我一
页接一页地往下看。我还看到了一个正在等人的男人。

最后，这故事的.整个情节令人十分震惊。原来那男人是一个
通缉犯，他站在那儿是在等一个二十年前约好的在这碰头的
老朋友，他在实践一个约定。而他等的那个老朋友，就是那
名巡警，二十年，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那巡警认出了
眼前的朋友正是逃犯，于是找了一个便衣警察去实施了逮捕。
他的老朋友，也就是那个男人，知道了一切事实真相后，手
不禁抖动起来了。



看完全文，我不得不佩服欧·亨利的创造力。这篇小说不长，
但是悬念迭出，叫我欲罢不能。故事的结局既令人惊讶，又
觉得合情合理。惊讶的是原来那个警察就是逃犯要等的人，
觉得合情合理是因为，全文其实从一开始就在为后面的文章
作铺垫，不论是那早早收市的马路两边，还是那夜的风那夜
的雨。仔细再推敲，字里行间，全都预示着故事的结局。
欧·亨利的写作真是巧妙啊！

当然，在佩服欧·亨利高超的写作技巧的同时，我也有点崇
拜小说的主人公吉米了。他是一个警察，抓捕逃犯是他的职
责所在，同时他又是个人，是一个有朋友，珍惜友情的人。
当他发现自己的老朋友是逃犯时，一定很伤心。但他并没有
因为他是老朋友而放过他，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警察就出手逮
捕。他采用了委婉的办法——让便衣去抓住逃犯朋友。这样
既维护了朋友之间的情义，又没有犯失职的罪。如果我是他，
我也会这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