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收获应该 故乡的读后感个人
收获(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后收获应该篇一

听!在狂风暴雨中，是谁在呼喊?看!在浊浪排空时，是谁在翱
翔?是海燕!在企鹅慌乱地到处躲藏时，只有海燕迎风而上;当
海鸭惊恐地相拥发抖时，只有海燕乘风破浪，发出“让暴风
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号角。

我一口气读完了令人荡气回肠的《海燕》，海燕那种迎难而
上，不怕困难，坦然面对挑战的精神令我折服。面对可怕的
暴雨疾风，不像企鹅、海鸭那样懦弱，而是勇敢接受挑战，
毫不服输，实在是可歌可泣。

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人选择了海燕。从古至今，并不缺
乏海燕一般的英雄人物。人皆熟悉的司马迁，惨遭酷刑，依
然在狱中完成了“史家之绝唱”。面对如此不幸，依然能够
如此坚强刚毅。

好一只伟大的海燕。

“感动中国”的丁小兵，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失去了右臂，他
没有因为完成任务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为失去右臂而放松
自己，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英雄。在他失去右臂后，依然严格
要求自己，叠被子一样又快又好。他的身上不是有一种海燕
的精神吗?羽毛被雨水打湿了不要紧，抖一抖就干了;翅膀被
暴风雨打折了不要紧，伤口好了就要继续飞翔。



好一只坚强的海燕。

好一只坚持不懈的海燕。

记得以前有人朗诵《海燕》，竟用《童年的回忆》来做配乐，
我对此一直不满。我想海燕自己也不愿意在如此柔弱的音乐
中飞翔，因为海燕会唱出自己的歌，在暴风雨中怒号：“让
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读后收获应该篇二

看完剧《西厢记》，很震撼，也很欣赏，因为之前有兴趣听
老师讲这个有价值的剧，特别想进一步了解，对它的剧情有
个大概的了解。

整部剧的情节跌宕起伏，曲折跌宕，却极其丰富生动。王实
甫一丝不苟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使女主人公盈盈的性格脱颖而出。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古代女
性的羞耻和矜持，充满了女性的另一种美。

全剧共分四个高潮，崔与张的爱情是贯穿全剧始终的情节发
展线索。第二种矛盾是指以崔、张、洪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与
以老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崔、张、洪
之间的误解矛盾。这两种矛盾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戏剧冲突，
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从而使情节生动曲折。三个人物是指
崔、张和洪，他们处于整个戏剧结构的中心。全剧围绕这三
个人物展开，通过情节发展展现他们的性格，通过人物展开
冲突。《西厢记》戏剧节的发展有六个高潮，分别是“庙
警”“爱婚”“爱简”“抄红”“爱婚”。全剧既有统一的
线索，又有六大转折，使得剧情曲折，感染力强。

克服了长期封建礼教对他的影响，她不得不避开老太太的耳
目，不得不表现出自己的尊严和矜持，所以充满了体贴和尴
尬，这些客观因素都困扰着她。在这个过程中，每个角色的



心理和性格特征都特别鲜明。

这种语言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如张生的钢琴谚语：

有漂亮的人看到了也不会忘记

一天不见你真是疯了

凤凰飞来飞去，到处寻找燃烧

这个美丽的女人很无助，她渴望抱怨自己的悲伤

你什么时候去见徐希安慰我

我愿意言行一致，携手共进

我不得不飞着死去

它表达了张生对盈盈的迷恋和真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张生和盈盈的短帖同样惊艳：

张生：相思恨加，慢慢得七叶树

快乐又在春天，心在动

这种情况是高不可攀的，而方必须在他遇到的时候服务这个
方向

不要对华明消极，流花影

盈盈：等到月亮西翼下迎风门半开

是玉男吹墙而动



它生动地描绘了崔和张的深厚感情，但也包含着这种压抑和
无奈

崔章对爱情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是通过简单的帖子传递来
表达的

对张生“愚蠢中见愚蠢，愚蠢中见真理”形象的描述，

盈盈不仅外表漂亮，而且感情炽热深厚

在这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

顾言道：“父母之命，媒人之言”，“门是对的。”

虽然张生的剑落了，他的名声却失败了，他是一个谦虚的学
者，他对爱情的追求大胆而勇敢。

而且帅气，充满才华和勇气。

最后，整部剧都是快乐的

张生英雄的名字和盈盈的名字一样。

结局，但谁能看到它过程中的波澜和波折，包括其中的艰辛
和坎坷？也许，只有真相

只有认真经历过，才能体会到酸甜苦辣，爱与恨，相聚与分
离，换取来之不易的幸福团圆！

读后收获应该篇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暑假转眼间过去了，这个暑假对于我来说，
特别有意义，因为我读了许多的书有《海底两万里》、《一
千零一夜》、《西游记》、《夏洛的网》。其中，我最喜欢
《西游记》。



这本书中有许多的故事：“大闹天宫”、“三打白骨
精”、“赴蟠桃会”、“火眼金睛”。其中，我最喜欢“悟
空窃宝”了。

唐僧师徒离开了黄花观，走了一段平安路。突然，本来险山
峻岭就很多，眼前又有一条山挡住的路，唐僧马上说：“徒
弟们，前方有高山，恐怕有妖怪阻挡。”悟空听后说：“师
父莫怕，有我老孙在，准保你平安无事，叫八戒去巡山，准
是没事”。八戒听后，心里有些不舒服，但还是去了，话说
唐僧经过的山叫平顶山，山中有两个魔头，一个叫金角大王，
一个叫银角大王，金角大王说：“老弟，你去巡山，听说唐
僧要经过这座山”。银角大王听后，转身就走，路中和猪八
戒斗了几回合，由于不慎，八戒被捆，放入洞中，应找不到
唐僧，心中急，突然见了唐很是喜悦，和师徒打了起来，沙
和尚、唐僧被捆，悟空见不妙，驾起筋斗云就跑，悟空驾云
来到妖怪的洞府，与两个魔头拼杀，结果被捆，孙悟空拔了
棵猴毛，变成了假悟空，真身逃了出去，喊声：“老魔头，
我行者孙来了”。银角大王听后，拿起玉瓶说：“我叫你，
你敢答应吗?”“敢”银角大王说：“行者孙”，“在”。孙
悟空说“嗖”的一声吸在了瓶子里，老魔头等了一会，打开
瓶子一看说：“老弟，行者孙快没命了”。孙悟空急忙飞出
去。

把一件偷了过来，把银角大王和金角大王吸了进去，把小妖
全部打死，救出了师徒三人。看到这里，我真佩服。

这本书真不愧是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勇敢、猪无能、沙和
尚和白龙马的忠实、老实而且师徒四人又历经了九九八一难，
想想自己历经一难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多读
书，把好词好句打败书中的“拦路虎”，你就是棒的。

读后收获应该篇四

看完牛虻，泪眼婆娑，心绪久久不定。现实和小说已经混为



一谈，仿佛自己已经化身为小说中的路人甲亲眼目睹了牛虻
这一生的种种遭遇，心痛却无能为力，崇敬却内心沉重。

只是一个旁观者，内心都备受煎熬，何况是当局者的牛虻。
心中的信仰在得知教士是自己父亲的时候轰然崩塌，对琼炽
热的爱再被心爱的女人冤枉一巴掌打碎，自小养尊处优觉得
世界是粉红色的却在离家出走后经历了非人的磨难，侮辱，
艰辛，不管是人格精神肉体还是灵魂，全部被拷打折磨。那
个眉毛浓郁，有这纯净蓝眼睛的亚瑟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却变成了一个浑身伤痛，腿部残疾，皮肤黝黑，枯瘦体弱的
中年人。可是就算这样，就算他经历了非人的折磨，经历了
惊心动魄苦不堪言的岁月，尽管他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他
也没有忘记他所肩负的革命使命，义无反顾，不畏艰险去追
求去奋斗;没有被仇恨淹没他对琼，对教父的爱，矢志不渝，
感人肺腑。在看到他与教父在监狱的那部分，看到他的头埋
在教父的臂弯，看到他炽烈的渴望得到父亲的爱而嘶吼，看
到他灵魂不堪重负的咆哮以及小说最后琼看牛虻写给他的信
的那部分，爱恨纠结的缠绕，这些所带给我的冲击让我泪水
涟涟，情不能已。小说最后，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
是一只牛虻，快乐的飞来飞去。至此，我想说这部小说对心
灵的冲击太大。

当然作者写这部小说肯定不会简简单单只是为了故事情节而
写，小说所宣扬的宗教态度，当时社会所处的背景，人们的
麻木与无知，少部分人的觉悟与成长，以及革命人的信念与
决心等等，都是值得人玩味探索的。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了
解一下小说所写时期的历史背景然后再重读一遍。

读后收获应该篇五

自有了人，便有了传说，一代一代的人都在思考同样问题：
我从哪里来？在中国传说中，有了女娲造人的故事，在西方
的圣经记载中，说到人是由上帝造的。直到19世纪中叶，英
国的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最终得出科



学结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明代作
家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当中的变化那些事。

一、天地变化过程

老子曰：有生于无。在《西游记》第一回开篇中，首先用一
首诗和一大段天地之数的文字给我们介绍了天地人三才的由
来。诗是这样的：“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
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
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这里
的混沌未分时刻应当是宇宙最早的样子，显然那时也没有天，
也没有地，也没有人和万物。而到了盘古开天地时，慢慢地
这股分不清之气才慢慢有了分别，清气与浊气逐渐分离，清
气上升变成了天，浊气下降变成了地。正像历书上说：“天
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在寅会的时候，
有了人，有了兽，有了飞禽。自此天地人，三才定位。按照
《西游记》第一段里说的，宇宙其实是在有规律的循环变化
着。这其中变化的规律就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一元
分为十二会，这十二会分别是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每会一万八百岁。可能十二会
之间的变化我们常人看不出有什么规律，但每天十二支的变
化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作为十二会循环变化的规律就和一天
里十二支的变化一样。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
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西
磋；申时晡而日落酉；戌黄昏而人定亥。每一天自始至终的
轮回，每一年春夏秋冬的轮回，而天地之大数，也是过了十
二万九千六百岁就又开始新的轮回。

二、石猴的变化过程

在《西游记》第一回中写道：在东胜神洲的傲来国附近的海
中，有一座名山叫做花果山，在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因为
受了日月精华的原因，内育仙胎。一天崩裂，产了一个石卵，
像圆球那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健



全。从这里对石猴的产生我们能看到什么信息呢？一、石猴
没有父母，是天生的；二、石猴是卵生的，不是胎生的。对
于生命的起源，从天地人三才的出现和这个石猴的诞生，我
们是不是应该放弃那个永远讨论也没有结果的先有鸡还是先
有蛋的问题，而且一般人感觉猴子应该是胎生的，但人家石
猴就偏偏是卵生的。在石猴第一个发现水帘洞后，众猴拜石
猴为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遂称美
猴王。这是石猴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职位方面的变化；第二是名字的变化。
或者说是因为职位的变化引起了名字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
有的人，当他升为局长、部长，大家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叫他
的名字，而是以职位来称呼了。当美猴王在访道求仙的路上，
经过南赡部洲时，持篙试水，偶得浅水，弃了筏子，弄个把
戏，剥了打渔人的衣服，也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
过府，学人礼，学人话，朝餐夜宿，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
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猴王参访仙道，无缘得遇，在南赡
养部洲，串长城，游小县，不觉八九年余。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猴王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变化，那就是从动物向人的变化，
像先前就是作为美猴王，说到底也不是人。直到拜见菩提祖
师后，给他起个孙悟空这个名字后，自此从猴变人的进化过
程就算完成，这次也算有了人名了。在菩提祖师处学本事，
会驾筋斗云和七十二般变化，这是第三次变化：从人到道仙；
后来被太白金星招安，先后官封弼马温和齐天大圣，这是第
四次变化；我们从这儿前四次变化，可以看到，孙悟空一直
在进步，这进步的背后就是因为他好学和聪明。老子曰：福
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这句话，放在孙悟空这里，
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因大闹天宫，搅闹蟠桃盛会的罪名被
如来佛祖收伏，成了一名罪犯，被压在了五行山下5，饥饿时
吃铁丸子；渴时喝铜汁饮，这是孙悟空的第五次变化；也就
是这一次开始，孙悟空的命运开始出现低谷。当他拜唐僧为
师父时，就表明他弃道从佛，开始了苦难的西游修行之路，
这是他第六次变化。等到保护唐僧取经完成之后，他被封为
斗战胜佛，这是他第七次变化，也是最终的圆满。石猴的经
历，告诉我们，得意时应少一点张狂，多一点知足才能常乐；



不如意时应潜心修行。最终也会成佛悟道。

三、法术的变化

在看《西游记》这本书时，其实看得最多的就要算各种法术
的变化了，会不会变化，也是区别普通人和神仙或者妖怪的
地方。我们每每想到某一个神仙或妖怪时，通常先想的就是
他有多少个变化本领，他有什么宝物。比如孙悟空就有七十
二变，二郎神有七十三变。谁的变化多，也是体现本领大小
的一个方面。

最后，想说的就是天地的变化中有不变的轮回；石猴的变化
中有生活的起伏；法术的变化中有本领高低的较量。作为一
个人或一个公司，要不断学习，让自己在变化中求更好的生
存发展，同时也应坚守那些不应改变的原则，这样我们就不
会迷失自己前行的路。每一个人都是在走一个变形的路，走
对了才能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