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技法：写好读后感的五点秘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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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6_8A_80_E6_c64_97747.htm 写好读后感的秘诀 读

后感，就是读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或读了一段话，或读了

几句名言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所谓“

感”，可以是从书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

受书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读书而激

发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

恶现象的抨击。读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

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

础上发感想。要写好有体验、有见解、有感情、有新意的读

后感，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读好原文。“读后感”

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的基础。走

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

”?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

，并感得深刻。如果要读的是议论文，要弄清它的论点(见解

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受到哪些启发

，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就要弄清它

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故事

发生在哪年哪月。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弄清楚作品通

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物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什么样

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感情，作品的哪些章节使

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其次，排好感点。只要认

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可以写成读后感的方面很多。如对原

文中心感受得深可以写成读后感，对原作其他内容感受得深



也可以写成读后感，对个别句子有感受也可以写成读后感。

总之，只要是原作品的内容，只要你对它有感受，都可以写

成读后感。 第三，选准感点。一篇文章，可以排出许多感点

，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

所以紧接着便是对这些众多的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

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自己写来又觉得顺

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 第

四，叙述要简。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

要叙述引起“感”的那些事实，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

一些事例。一句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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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写读后感引述原文，一般

毛病是叙述不简要，实际上变成复述了。这主要是因为作者

还不能把握所要引述部分的精神、要点，所以才简明不了。

简明，不是文字越少越好，简还要明。来源

：www.examda.com 第五，联想要注意形式。联想的形式有相

同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同性)、相反联想(联想的事物

之间具有相反性)、相关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关性)、

相承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承性)、相似联想(联想的事

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等多种。写读后感尤其要注意相同联想与

相似联想这两种联想形式的运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