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大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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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一

《鸭的喜剧》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上海《妇女杂志》第八
卷第十二号。《鸭的喜剧》是一篇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作
者就是大文豪鲁迅先生。

鲁迅以自己和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柯的一段友情说起，讲述爱
罗先珂君养蝌蚪，养鸭子而引发的一个弱肉强食的小故事。

蝌蚪本安逸的生活在爱罗先柯家的小池里，不料当蝌蚪快变
成青蛙时，爱罗先珂君却买来了一群可爱的小鸭子。小鸭子
在先珂君看来是可爱调皮的，但对蝌蚪来说他是一个可怕的
掠食者。一次，小鸭子在池中戏水把池子里的水淌成了浑水，
过了半天水清了，却再找不出蝌蚪来。

鸭子和蝌蚪如同强者与弱者。鸭子吃蝌蚪是鸭子的喜剧，蝌
蚪的悲剧。文章温婉的表达了同情弱者，想反抗强暴的思想
感情。

在生活中，弱肉强食的事件很多。人们认为是自己是强者，
而随意的去剥夺动物的生存权利。致使很多动物濒临灭绝：
大白鲨全球仅剩3500只，中国豚鹿于1960年灭绝，中国白臀
叶猴于1882年灭亡使动物视人类为仇敌。

有时强者应适当处理与弱者的关系就像人类要和动物和平相
处一样。



今天，我读了鲁迅先生写得《呐喊》里的一篇文章，叫《鸭
的喜剧》。

文章讲述的是俄国盲诗人埃罗先珂居住在北京。他觉得十分
无聊寂寞，别托人买了些蝌蚪，他想：待他们长大后就可以
听到交响曲般的“蛙鸣声”了。然而，他又买了四只“诚然
是可爱，遍身松花黄”的小鸭。小鸭在游泳时，吃掉了刚长
出脚的蝌蚪。使他“梦寐以求”的“蛙鸣交响曲”破灭了。
事后，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沙漠”般的北京。

后来我查过资料，这位埃罗先珂先生是位童话作家，鲁迅先
生曾经翻译过他的童话《桃色的云》。所以，这位富有童心
的先生就很希望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些小动物的生气。我们生
活在城市里的人，离大自然已经很远了，仿佛丧失了回归自
然的能力。所以希望我们的身边多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鲁迅先生的文章确实难懂。文章虽然不长，可是我读了好多
遍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想，等我长大一点再来读就会明白
了吧!

坚持下去，不要留下遗憾!!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二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美国的马克.吐温写的。故事在十九世
纪美国密西西比河的圣披得堡。

故事的'主人公是汤姆.索亚，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美国男孩。
他和野孩子夏克，干出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有一次，姨妈要
汤姆去刷墙。汤姆一开始觉得很好玩，可是过了一会儿汤姆
就觉得无聊了。这时，汤姆的好朋友贝恩来了，汤姆看见贝
恩来了，马上就装出一副很好玩的样子，汤姆拿起刷子，在
墙上，上刷刷，下刷刷，左刷刷，右刷刷。贝恩看见了，他
想着:这个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哎！于是贝恩就和汤姆谈了下，



刚开始汤姆不愿意，贝恩用玩具跟汤姆交换，汤姆才同意，
他心想着：这个贝恩太傻了吧！哈哈哈哈······被我
骗了还不知道！汤姆非常讨厌学校生活，我可以理解的，因
为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觉得好高兴，可是现在我五年级了，
每天就有好多作业要做。汤姆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死读书。
我觉得我们要向汤姆学习，我们不能死读书，要学会动脑子，
遇到难题，要自已动脑经，要克服困难。看完这本书，我很
羡慕汤姆能有这么精彩的经历。《汤姆索亚历险记》真的很
好看，你们快去看看这本书吧！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三

读了《海底两万里》我明白了海底两万里是一本科幻小说，
作者儒勒-凡尔纳在写这本小说时，电灯还没有发明出来，他
却能写出海底探险故事。而且描绘的栩栩如生，让读者沉浸
于书中。

他们回到了陆地，只有尼摩航长和鹦鹉螺号没有死，其他人
都死了，而他们两也被抓走了，那时，他们才明白原先传言中
“海怪”就是鹦鹉螺号的一次报复我想，就算是此刻这个发
大的年代，也很少能找出想书中所写的“鹦鹉螺”号一样的
潜艇来。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四

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在中国已经流传了许多年，是
一部十分经典的名著。

我看过之后，做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他进退行兵神莫测，
陈仓道口斩王双。他还料事如神，一天浓雾满长江，远近难
分水渺茫。骤雨飞箭来草人，孔明今日胜周郎。

诸葛亮乃一代英才，他鞠躬尽瘁，可惜最后回天无力，直至
蜀国的消亡。



《三国演义》写的十分精彩，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五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在朗朗的诵读声
中，我静静地闭上眼睛，接受这圣贤智慧的洗礼。心儿像过
滤般明净，没有了尘世喧嚣，没有纷尘杂扰，留下来的，只
有一份安宁和坦荡。

《弟子规》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纂而成，向我们讲述为
人子弟在家在外，待人接物和求学等时应有的礼仪规范。其
中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有余力，则学文”。一个人的知识如
果一直停滞不前，那么他将被社会所淘汰。一个没有知识的
民族，将会成为精神的侏儒，以鼠目寸光看世界。“惟德学，
惟才艺，不如人，当自励”。孔子苦读《易经》，把穿竹简
的牛皮绳磨断了三尺，而后成为中国传统圣贤教育的一代宗
师，与之对知识永不知足的探索是分不开的。

学文需室“香”。“列典籍，有定处，读完毕，还原处。”
一个整洁有序的学习环境总会让我们赏心悦目，并很快投入
到学习中。相反，一个杂乱肮脏的学习环境只会让人嗤之以
鼻，让自己身处其中烦躁不安。刘禹锡虽身处陋室，但“惟
吾德馨”，在这样宁静祥和的环境里，还“可以调素琴，阅
金经”，于是陋室不陋。归有光的项脊轩中，虽然“室仅方
丈”，但“借书满架，偃仰啸歌”，仍有一番别致情趣。陋
室因书香而不陋，学文因书香而充实。

成学贵在专。“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如果
在学习过程中心不在焉，墨就会磨偏，字就会歪歪斜斜，就
难以收到显著的成效。伯乐学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
于是后来便有了“世有伯乐，然后又千里马”之说。于濂在
致东阳马生信中说：“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
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这都说明一个人
的成才，往往是扎根于对某一知识的专注。只有在学习过程



中心无旁骛，全力以赴，才能收到显著的成效，才能直抵成
功的丰碑。

学文需室“香”，成学贵在专，学文且力行。如果我们一开
始就端正学习态度，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总结有效的学习
经验，那么“少年成天性，习惯成自然”，在漫漫的学习过
程中，我们便能苦中作乐，收获人生道路是一笔巨大的精神
财富，让人生彰显光彩。

“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训致……”在朗朗的诵读声
中，我赶走朦胧的睡意，翻开书的扉页。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六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并称
四大名著。

这个学期，我读完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这本书写了一百零八
位英雄好汉，有宋江、武松、林冲等等。

在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当中，我最喜欢林冲。

《林冲棒打洪教头》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也学过，这个
故事讲的是：一天，在柴进的府上，柴进热心招待林冲，突
然，洪教头进来了，看见柴进正在热心招待林冲，就要和林
冲比武。比武开始，只见林冲几招就打败洪教头。柴进府上
的人看了，都哈哈大笑，洪教头只好不甘心地走开了。

《林冲棒打洪教头》里的林冲和《武松打虎》里的武松一样，
都有勇气。

读了《水浒传》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要有



足够的勇气，就可以战胜世界上所有的困难。

而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缺乏勇气的人。当我背书背不出来的.
时候，我总是不高兴背，妈妈让我努力背，结果我背书也背
出来了。当我遇到难题时，我总是害怕，最后就解决不了难
题，以致我现在的学习不太理想。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的作者和主人公都是她___海伦·凯勒。在他刚出生时
有一双但眼睛和一对可爱的耳朵，但在他刚刚十九个月时不
幸发生了。她高烧不退，家里人都十分着急，但奇迹发生了，
忽然有一天，他的烧退了，不过，他失去了听力和视力。这
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何况是一个刚刚十九个的小婴儿。从
此，她总是无理取闹，喜欢搞恶作剧，令人讨厌。但有一天，
一个叫莎莉文的老师来了，他很有耐心，教海伦学会服从，
学会拼单词。莎莉文老师越教越多，海伦学会的单词也越来
越多，最后，竟然能写出一篇文章了!从此海伦喜欢上了写文
章，经过不懈努力，她成为了美国著名的作家，以优异的`成
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科利夫女子学院，她一生写了14部著
作，其中，《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最为著名。

其实，像他这样拥有坚定的信念的人还有很多，例如贝多芬，
他是著名的音乐家，可谁知道，他与海伦·凯勒有着同样的
命运。在他26岁时，出现了耳鸣症状，30岁时耳朵就聋了，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之路，坚持创作曲子。终于在一
次演奏会上，他亲自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第七交响曲》，
博得观众一致好评。

而我，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困难，只会退缩或找被别帮忙，
不会自己去克服，读了他们的故事后，我决定以后遇到困难
不退缩，勇往直前。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八

其实我倒认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情小说，贾宝玉与林黛
玉的情悲剧也不是中心故事，但这一败涂地的悲剧确实是整
部书的主要线索，无论我们也都曾经为这两人的结局深深地
感到遗憾。悲就悲在我们看尽了这种荒唐的阶级观念产生的
爱情悲剧，还是无法避免在现实的社会中仍有被-迫门当户对
的才能成婚的想法，让婚姻远离了爱情，直至枯萎，永远不
断延续着悲剧。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九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作者施耐
庵，作于元末明初，而至晚于明朝中晚期成书，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节小说的
先河，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
征的作品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水浒
传》及相关文化的研究被称为水浒学，简称水学。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锋利剧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
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
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
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
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疑心店
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
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
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
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
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
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
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水
浒英雄们的对抗精神和封建社会的腐败的一面，是一本耐人
寻味的书。



给学生读的名著读后感篇十

老舍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我们经常接触
到他的作品。这个暑假，我品味了老舍先生的作品。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
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
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
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
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
人的本质。

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
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
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

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
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
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
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
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
乎者也的封建傀儡。

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
功名尽折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评击封
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
文化所骨化，他穷因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
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
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
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



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
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
点。

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
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
表现出某种自发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
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
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
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

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
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
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
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

他的作品尖锐有力评击地评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
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
样直刺敌人的心脏。

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
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都来反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