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耽小说读后感(优质9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
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一

在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
文学经典，而在其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的，就是在《中华
经典美文》中的五本文学巨著：《第子规》、《三字经》、
《千字文》、《大学》和《中庸》。

《第子规》是清朝的李疏秀著写的；《三字经》为宋朝王应
麟所写；后梁时期的周兴嗣写出了传世经典《千字文》；而
《大学》、《中庸》则和《论语》、《孟子》并称古代
的“四书”。

面对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本应该抽出时间
来品味书中所说的勤学之道，但这些道理却被一些同学视为
浪费时间和精力，宁愿去滑滑板、玩电脑，也不愿去诵读这
些见证历史文明的著作。

其实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也是荒唐的。滑滑板、玩电
脑给你带来的快乐只不过是短暂的，它们很快就会消逝在你
的记忆中。而阅读这些书籍后，那些勤学之道便如同刻在石
头上的字，如同一座不朽的座右铭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记在
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看第子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
何成人！”古人仅仅用这十二个字，便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深
刻的学习道理：如果只知道死啃书本，而不按其中的道理去
做，只会让自己华而不实，不会有什么出息。就是这一句话，
便把勤奋学习的奥秘说地明明白白！足可见阅读它们对学习



乃至生活的重要性。

在中华民族的'崛起之时，我们有必要去诵读和研究这些经历
过风雨沧桑的经典文献。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二

暑假里面，我读了不少书，其中最喜欢的是《美文阅读》这
本书。

这本书一共有11个单元，有的讲小孩，有的讲父母，有的讲
景色，还有的讲动物……

在第一单元“我们这些‘坏小子’”中，我最喜欢的文章是
《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么孤单》，作者是陈军吉。人们不敢
接近艾滋病人是因为对艾滋病的认识还不够，只知道是非常
严重的传染病。现实中，由于人们缺乏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
艾滋病人往往受到歧视和孤立。文章中，红丝带小学想和聋
哑儿童学校搞活动，遭到反对;给小学学生迟迟不肯做手术;
小学学生们找明星签名，被对方经纪人拒绝;红丝带全体学生
去旅游，导游让他们赶快下山去……这些事件，原因都是因
为孩子们患了艾滋病。

在第五单元“开心一笑”中。我最喜欢的的笑话的《安徒生
的脑袋》。安徒生是个聪明的人，面对别人恶意的嘲讽，最
厉害的回击不是破口大骂，也不是沉默不语。而是机智的反
讽。下面看看安徒生是怎样反讽的：安徒生生活很简朴，常
戴一顶破帽子在街上散步。有个过路人嘲笑他：“你脑袋上
边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能算一顶帽子吗?”安徒生马上回敬
道：“你帽子下边的那个是什么玩意儿?能算是个脑袋吗?”

看，很精彩吧!相信大家也喜欢这本书了吧？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三

《百年美文》是由季羡林老先生主编的系列作品，包括哲思
卷、读书卷、地域卷、生活卷和女性情感卷。书中内容独立
成篇，文章均由著名作家撰写，思想聚焦，百家争鸣。我更
喜欢这本《百年美文·哲思卷》，因为品读这本书更是读自
己，读人生。

好人也坏？是的，好人也坏。我以前从没听过这种说法，好
人就是好人，是与恶人相对立的一种人，他们善良、乐于助
人。而我也自诩自己是个好人，为人和善，从不与别人红脸，
也乐于帮助别人。那么好人坏在哪里？作者李敖说，好人有
三坏：不敢与坏人争，以为“独善其身”就是好人，以
为“心存善念”就是好人。

其实，好人的这三坏可以串成一条线。我们姑且把李敖笔下的
“好人”定义为我们生活中所谓的“老好人”。这种人通常
有几个特点：

一、为人和善。

二、性格温和。

举个例子，假设老张就是这类老好人，在单位里热情帮助别
人，有求必应，工作也勤勤恳恳。在家也算好老公，跟邻居
相处很好。这样的人，在同事、邻居、朋友眼里都算的上是
一个好人。如果有一天，他发现某个同事贪污了单位里某笔
款项，同事哀求他千万不要说出去。老张看其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老婆卧病在床，一时不忍心，就答应下来。问：老张这
种做法是好还是坏？可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老张
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这会给单位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
别忘了，老张是“老好人”，他会想：一来我并没有参与这
件事情，即所谓“独善其身”，二来人家家庭困难需要钱，
即所谓“心存善念”，三来万一把这件事情捅出去，同事报



复怎么办，即“不敢与坏人争”。对比以上所说的三点，我
们不得不承认，善良过分就会变成糊涂和愚昧。

好和坏也许并没有一个划分的标准，好人会做坏事，坏人也
会做好事。所以，如果自己是这样的好人，那我们是不是也
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坏”处呢？人非圣贤，有过能改，
善莫大焉。

毕淑敏说：我们需要为自己的精神修建三座小屋，一间盛放
着我们的爱与恨，一间盛放着我们的事业，一间用来安放我
们自身。我无法把这三间小屋里装的内容量化，就姑且把他
们归结在一起称作我们的精神世界。

人生在世，有爱有恨。对朋友的关爱，对恋人的情爱，对父
母、老师的尊爱，对孩子的疼爱……林林总总的爱围绕在我
们周围，它们就像春日里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精神
世界，正是因为有这些爱的存在，我们会有的幸福笑容漾在
脸上、会有感恩的心跃动在胸腔。我们也会恨，会仇视丑恶、
会憎恶虚伪，会蔑视卑劣。当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小情
绪而斤斤计较，就比如对某人某事而一直耿耿于怀，郁郁于
心。恨就像是乌云，笼罩在我们精神世界里。如果爱比恨多，
我们的世界依旧阳光明媚，如果恨比爱多，我们的世界必然
悲戚压抑。

事业是贯穿我们一生的核心。保尔·柯察金说：“人的一生
应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
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如果我们能善待我们的事业，并且把
它当成生命力的一部分，那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精彩无比。当
然，也许有时候我们辛勤播种了，但收获却无几。我很喜欢
张洁在《我的四季》里的一句话：只要我认真地活过，无悔
的付出过，人们将无权耻笑我是入不敷出的傻瓜，也不必用
他的尺度来衡量我值得或是不值得。

最后一间小屋留给自己。尘世喧嚣，物欲横流，诱惑满天飞。



我们也许会在这灯红酒绿的社会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我们可
能会听信小人言，我们可能会经受不住物质的诱惑。所以，
我们需要建立一座精神的小屋，不时的反省自己，思考人生，
在这澄净的精神世界里，找一片栖息之地，让灵魂诗意地栖
居。

人生在世，我们在奋斗，时光在流走。

时光一定是个偏爱白色的机灵鬼，不然，他为何在父母的鬓
角染上白霜。很感动于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一句话：
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单是处处有我的车辙，
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有时候，我们对于
父母习以为常的爱显的漫不经心，等到哪一天父母不在了，
便才追悔不已。

读这本书，我从名家的字里行间读到了生命的真谛。

那掩藏在灌木丛中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墓，朴素而崇高。我明
白真正的伟人，无一不是真诚的、自私的、谦逊的。就算没
有宏伟的陵墓，也依旧会凭借其伟大的精神，在人世间永垂
不朽。

那像瀑布一样的紫藤萝，在阳光下灿烂地挑逗，尽管这绚烂
的绽放终会凋零。人和花一样，总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
而生命的长河总会无止境的流传下去。

那掩藏在石缝里的生命，不因环境而凄凄艾艾，它们在最艰
苦的环境中毅然成长，而生命正是在最困顿的境遇中凸显出
生命的意义。所以，对于困难、挫折，无需灰心，那只是成
长过程中的一次次阵痛，坚强过后会有收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谜题，也包含伟大，让人惊奇，更
令人深思。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四

暑假里，我读了《感动小学生的500个故事》，这本书让我懂
得了理——人生其实是精彩的。

比如《一生受用不尽的经验》这一篇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个
名叫妹婿的故事。他们家的经济环境许可，可是，妹婿的父
母并不把钱给他用。而他从高中后就出去打工了。后来发生
了一件小事情影响了他一生。

一天，他帮助了一只非常凶狠的受伤的母狼。一开始母狼并
不信任他。通过他的努力终于赢得了母狼的信任，以至于后
来成为好朋友。但是，就因为他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使我对
他敬佩不已，让我感动。帮助他人，是一种美德。我们曾经
学过，“人多力量大”，一个人的能力并不大，但是，只要
你拥有乐于助人的精神，你就会受到广泛者的欢迎和尊敬。

又比如《人生的试金石》，事情是这样：一位穷学生捡到了
一本没有学术价值，内容也枯燥无味的书。但是，他仍然是
那么认真的看着，他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试金石是
能把任何金属变成纯金的一种小鹅卵石，它与别的鹅卵石没
有什么两样，静静地躺在沙滩上。只是，一般的鹅卵石比较
冷，然而，试金石摸起来却是温暖的。

穷学生很开心，跑到海边，所有摸起来凉凉的鹅卵石都被他
扔到大海里，日子一久，他的手就习惯了这个动作。可是，
有一次，一块摸起来温暖的鹅卵石竟被他扔进了大海，他潜
到大海底，没有发现那块鹅卵石。

穷学生回到了首都。国内正在举行庆典，国王一时开心——
寻找全国力气最大的人，结果穷学生得了冠军。得到了国王
的赏赐。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五

这一年的暑假，我读了《哲理美文》这本书，有了很多收获，
也告诉了我很多道理，我读的每本书都有很大的收获。

这本书有很多名人写的故事，都在这本书里面，我就说一下
里面的其中一篇故事吧，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道理。这是一
名作者写的，一篇文章，告诉了我，错过就会永远失去，就
是说，你错过了一样东西或一件事情，你就会永远的失去。
一次失足，将导致一生走不出创伤的阴影；一次坠落，将写
下黄河水洗不清的履历；一次抉择的不当，既能造成终生懊
悔的遗憾；一次关键时刻的错判，将形成永远不能弥补的过
失。

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失去了，竟然就从
此永远无法找寻，无处可觅了。

一样东西，值得你去买的，值得你去用的，你就不会错过，
一件事情，值得你去做的，你就不会失去。

我觉得，自己以前老是老是看中了一样东西，可是又嫌太贵，
还以为别处有的卖，结果是没有的，当我又想回去买的时候，
那东西不见了，这令我十分后悔。我明白了，做事情要果断，
不要断断续续的。

错过就是永远的失去，这一点不容置疑。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六

鲁迅的文章我读得不多，也就是在语文课本里接触过。读他
的文章会让我有种很真实的感觉，虽然他的感情我无法真真
切切的感受，但是我能够想象的出来，有一副这样的画面。读
《阿长与山海经》也是一样，我能够在脑子里一点一点地描
绘出长妈妈的样子——随着我的细细咀嚼。



鲁迅眼中的长妈妈一点都不“长”，她黄胖而矮，脖子上还
有许多灸疮疤，但是她很可爱，睡觉摆成一个“大”字型，
叫小时的鲁迅无奈。令我佩服的是长妈妈她懂得许多规矩，
这也是小小的迅哥儿最烦的，正月初一早上起床等；接着写
她懂得的许多“我听不耐烦”的规矩。比如元旦、除夕吃福
橘、人死了要说“老掉了”等；最后写了长妈妈“我”买
《山海经》的事，而且叙述得很详细。

文章着重写了我幼年时与长妈妈的一段经历。长妈妈是一位
保姆，而我对她

的印象能如此深刻，可见我对她的感情至深。文章也进一步
介绍了她的名字、体形等。文章主体在于围绕《山海经》，
写我对长妈妈的感情变化。由最初的我不大佩服她，最后我
对她又有新的敬意，是因为她给我买了《山海经》。

长妈妈是一位经历沧桑的人，这里不仅写她迷信，有麻烦的
礼节，而且突出了她的伟大，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她却
成功了。很好地概述了一个人物形象。而我对长妈妈的感情
也是文章的关键，文章的主体把握及最后对她的缅怀、祝福，
都能说明感情很深。语言上或叙或议，前后呼应，如3次
写“大字形”睡式及谋害隐鼠的怨恨，朴实中带有点韵味，
让读者细细体会其中。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七

【导语】本站的会员“newsoxi”为你整理了“美文读后感”范
文，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寒假我读了冰心散文集一书，其中包括了《寄小读者》。
《寄小读者》，是冰心女士在1923年——1926年间写给小读
者的通讯，共二十九篇，其中有二十一篇是她赴美留学期间
写成的，主要记述了海外的风光和奇闻异事，同时也抒发了



她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寄小读者》可以说
是中国近现代较早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女士也因此成为中
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主题自然、童真。这样的主题恰好显
现了冰心女士创作的思想内核：爱的哲学。这也正是我最大
的感悟。冰心在这本书中对于爱的描写，非常让人感动，回
味无穷。

首先就是对于孩子的爱，是寄小读者的主题。在寄小读者的
自序中，冰心写道“小朋友，冰心应许你在这一春中，再报
告你们幼稚的快乐，天真的眼睛，虽然她也怕在生命花刺渐
渐握满之后，欢笑不成，眼泪不落……”她教导小朋友爱惜
生命，做个好孩子。冰心要求孩子监督她的行为，这也是从
另外的一面教育孩子要像她所说的那样做人。其中也有很多
话语是冰心把自己融入小朋友中，成为小朋友而说出来的，
其中不乏可爱的言语，像我的话完了，小朋友拍双手赞成等，
显得更加亲切。当然也介绍了很多的海外景色和穿插可很多
小诗。

其次是对于兄弟姐妹的爱，文中也有涉及，在冰心的妈妈逝
去前后，她始终没告诉海外的弟弟们这消息，怕他们在海外
伤心，没人照顾。再者是和丈夫的爱，简朴的爱，在举手投
足之间表现了近代的爱情。

最后是对母亲的爱，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在这本书中描写
的最深刻。在往事一中冰心就自比是红莲，母亲是荷叶，表
现出了母亲对冰心的呵护和冰心对母亲的爱。她喜欢常常挨
着母亲，要求母亲讲冰心孩时的故事。在冰心离开故园出国
时，母亲和冰心都是非常的伤心。最后在南归中写了母亲病
逝前后的故事，这也是他写给在国外的弟弟的。母亲病逝之
前依然很关心家人，而冰心也每时每刻守在母亲身旁，这里
是我看得最感动的地方，这里我就没法表达给大家听了，大
家想要感受的话看就借书或上网看看吧。

母亲为我们付出太多，而我们要学会回报，这里就和我们寒



假的作业相呼应了。读完这本书我得到最深刻的就是要理解
父母的爱，关心父母，回报父母，有空没空也要多给父母打
打电话，不要等他们给你打，因为父母为我们付出的实在太
多太多，我们看到的已是很多，看不到的就更多。

美文读后感

美文读后感300字

美文读后感300字

经典美文的读后感

美文加读后感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八

友谊的味道是怎样的?有酸、甜、苦、辣，这你是否也经历过
呢?而《友谊的味道》的小作者就像一位掌勺的大厨，将四种
不同的味道烹于一炉，最后端上了一道名为“友谊”的珍馐
佳肴!

《友谊的味道》总共分为四大篇章。其中有酸、甜、苦、辣
各章。主要内容讲的还是作者“婷”，与她的两位好
友“琳”与“欣”。围绕着她们三个发生的故事去编写。虽
说这四个故事都不错。各有千秋，让人看得津津有味!不过啊，
我还是比较欣赏一，辣。因为……想知道为什么吗?哈哈，快
快随我去看看吧!

辣，写的生动有趣，让我不得不喜欢上这一段。这一章主要
讲述了三为好友琳、欣、婷在一个火辣辣的夏日发生的事。
虽说是炎炎夏日，可三位死党还是抵不住自己的情绪，不禁
跑了出去玩耍。正是这个话题，琳也对欣与婷开起了玩笑。



可是却在不在意中，琳激怒了其他两位好友。糟了，琳一看
大事不妙，便箭步如飞地向公园跑去。“总算捉到你了”。
在一声呼喊下，琳落网了。话音刚落，琳马上对欣、婷
说“你们刚才说的话可真火辣”。那是因为琳对她俩开玩笑
时，欣和婷异口同声说要教训她哦，那指数“五颗星”。不
知是谁提起了“要开学了这句话”，当然，大家脸上都失望
透了，也更见火辣了。

我觉得，在这一段里，小作者写出了三位好朋友在火辣辣的
夏天里一起度过的时光，生动有趣，十分形象。又表达了自
己的真实情感，充分的体现除了生活中的美好友谊。虽然是
开玩笑，让人教训了一顿，还一脸坏笑的面对好友，可谁又
知道，这是更深一层的写出琳、欣、婷的好友关系，显得她
们是多么的友好!这样的朋友，让人情不自禁的羡慕起来，让
我感受到了三位可爱纯真的孩子那种对友谊的看重。啊，我
也想拥有这样的友谊!这就是像四川菜的麻辣友谊。

友谊，不做作，不矫饰，畅快淋漓。小作者把这一道佳肴，
生动有趣的描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友情，写的行云流水。所
以，我总结出来了：友谊并不是一位的占有，而是要有宽阔
的心胸!

眼睛就像是打开每一个知识宝库的钥匙，让我们去觉察到知
识的所在。读了《四库全书》我总结出了这样一句话。

《四库全书》当然讲了四方面内容了。分别字自词库、语库、
文库和资料库。文库中有许多著名的文章如《红楼梦》、
《聊斋志异》(节选)等。语库更是丰富像对联、歇后语、谚
语应有尽有。字词库可称得上是功能强大。在这一部分，最
突出的是近义词和反义词词不仅全，每一组还有注释。再说
资料库，整本书中就这一部分最有意思。连网络流行语都有。

学无止境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要学习，动物要学生存的技巧，
人要学知识。像我们学习一篇课文，我们要知道，课文的中



心思想、文章的主人公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文章怎样分段、
读后有什么感受……这都是学一篇课文的步骤。如果想让句
子更生动、优美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修辞手法例如：比喻、
拟人、排比等。除了修辞手法还可以用一些说明方法如打比
方、作比较、举例子等。

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写的我
都害怕了。妈妈发现了我不爱写日记的心理。就走过来对我
说;“其实周记，就是只这一周你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用
笔写下来。你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听了妈妈的话，半信半
疑的坐到了课桌旁开始写，发现写了200字都有点“刹不住车
了”因此我吃到了甜头，直到今天我都按照妈妈说的做，只
不过是加了自己的想法。写作文就像盖房子，妈妈给了我一
个架子，让我去添瓦、装门，最后一个完整的房子就盖好了。

我从《语文四库全书》里不仅学会了知识，看其中的文章还
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原耽小说读后感篇九

《感动中学生精品美文》系列丛书中，我领悟到很多平时不
在意或根本没发现的人生哲学。在阅读过程中有欢笑，有感
动，有泪水，有深思，但都给我很多启示。其中有几篇美文
我印象深刻。

还有一种最沉重的泪，那就是骆驼的泪，忍受生命的泪。作
者他们骑着骆驼在寂寞的戈壁上走，其中有一人小声唱起歌
来，大家稍稍有些精神，这时骆驼也流下了泪水，没有委屈，
没有怨恨。这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泪，是最高尚的泪。在
动物的泪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理解生命，发现一种最真
诚的感情。

不同于上一篇文章中的眼泪，在另一篇文章中显示的是眼泪
的珍贵。



在清晨，黎明女神为三滴晶莹的水珠当裁判，看哪一颗水珠
更珍贵。雨珠说，自己是大海的女儿，象征着波涛汹涌的海
洋。露珠说，自己是辽阔苍穹的女儿，为奇花异草做美容。
泪珠说，它只是来自于一位姑娘的明眸。雨珠和露珠都看不
起泪珠可黎明女神选择的是泪珠，因为泪珠是人类内心纯真
感情的升华而凝结而成的。在这篇小故事中，有一个很明显
的道理：泪珠包含了丰富的感情，是由人类纯真感情的因子
构成的，当然远比那些冰冷的雨珠和露珠珍贵。

除了这些还有许多许多的精美文章，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但
这些文章都是表现人性的美和精神，都是人生的哲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