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春季远足活动方案及反思(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散文读后感篇一

这个月的读物是《毕淑敏散文》。

由于受之前《张晓风散文》的影响，我先入为主的按照张晓
风的方式去看毕淑敏的散文，却发现她们有很大的不一样。

张晓风的散文有许多空灵的东西，就像飘浮在空中的云，它
的文章华丽而深奥，与读者间仿佛隔着层纱、而毕淑敏则可
爱得多，她的散文是澄清的、充满活力的，直白的。她的素
材全部取于平常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也没有
新颖的题材，可她的散文却带着种平凡的美丽。她总能发现
普通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洞穿人的内心，写出人心有、笔下
无的画面。她把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事物化成一篇篇美丽
的散文，这种朴实无华的文风，实在令我敬佩。

令我印象最深的文章是《我很重要》。当我们总在看贬自我、
认为自我不重要时，毕淑敏却说：“我很重要”。谦虚故然
是一种美德，但过度谦虚就会变成自卑。重要不一样于伟大，
不一样于无人替代，重要只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是生命，
有自信的权力。

这是对我们生命的尊重，对我们父母、子女、朋友以及所有
关怀我们的人的尊重!

倘若不曾读到这篇文章，我也许永远不会想过，我们每一个
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世界万物的精华、是万物之灵，我们没



有理由不重要!

就如毕淑敏在《我很重要》一文末尾说的那样，“让我们昂
起头来，对着我们这个美丽星球上的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
布——我很重要!”

毕淑敏的散文拥有一种超然气质，就如自然一般，无声无息
地包容万物，净化着我们这些读者的思想和心灵。

散文读后感篇二

《琐记》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是《朝花夕拾》一书中第
八篇文章。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
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
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
响。第九段中说城中唯一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
的”。这也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
想的不了解、不认同。

我也很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
久文化的曲解。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当然，那些
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应该去抵制
的。

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两条所谓的“经
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也由此可见中
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

后面的几段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和老一辈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持。

《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



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的回忆性散文。

散文读后感篇三

看到并记住毕淑敏这个名字，是由一篇《孝心无价》开始，
文章用确切而真实的语句告诫天下的儿女：抓紧时间尽孝，
趁父母健在的光阴，因为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
永无弥补。

因此深深的感谢这么一位女性，能用美妙的文字、真实的事
例为众生敲响亲情的警钟，使世间少了几位一定要去寻
找“后悔药”的凡夫俗子，这才是文字工作者对社会实实在
在的贡献。

再读毕淑敏源于她的《提醒幸福》，文章如题目一样，无一
个赘字、一句废话，犹如一针清醒剂，使读者由眼睛吸收，
而渗透至心灵。它反映了一种人生态度，是对“知足常乐”
的另一种诠释，直达现代人浮躁、郁闷这个心理病灶，因而
被选入初中语文教科书，。

《不宜重逢》写出了许多人用事实验证过的真理，谁都经历
过初恋或暗恋的时光，几年过后，几十年过后，还是不要刻
意相逢为好，正所谓：相见不如怀念。事过境非，想追忆的
往事放在心里，真诚的祝福也放在心里，曾经的暗恋尽管很
苦、很涩，当年未表达是缺乏勇气，如今不提起是不忍，不
忍惊扰了心底那一潭清泉，不要说，不要说，一说就错!

教育孩子是个永恒的话题，她用自己作为心理学博士的专业
知识，在《我的成长我做主》一书中告诉青少年一系列心理
问题的答案，帮助他们摆脱孤独、狭隘、悲观，从而健康快
乐的成长。

我最喜爱毕淑敏的《提醒幸福》了，它阐述了在生活上喜或
者悲的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正确看待事情，尤其要记得关



于幸福的提醒，它给了我很大的感触。

现实生活上，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会一帆风顺，或许是遭到意
外，或许是碰到绑匪，或许是破产的危机，这些都会给你造
成灾难或者损失，甚至使你一无所有。这时，有的人悲痛欲
绝，怨天尤人，有的人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我们
应该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中的一些灾难。“当我们一无所
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
身体。”钱没了可以重新赚过，至少，我们还拥有健康的身
体，这也是一种幸福呵。“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
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
一颗健康的心。”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应该说上帝对你有多重视，它
就可能让你的人生有多磨难。记得有作家说过：每个人都是
上帝咬过的苹果，它特别青睐你的话，缺陷也就大些。我们
一出生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那我们就唯有勇敢地去面对，
努力地去奋斗，经过了这些挫折之后，就会有好日子等着你。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人生就
是这样，先苦后甜，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人，从呱呱坠地起就要对每一件事情认真负责，尽自己最大
力量去完成每一件事，因为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意外，
这些意外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人不可能知道自己
的生命有多长，如果每件事情都马虎了事，就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自己存活下来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做到，认真活好每
一天，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就算是某天遇到点什么意外，也
对得起自己，不枉活了一次。

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灾难降临时，要提醒自己坦然
乐观地去对待;志得意满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提醒自己，灾难
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要加倍地珍惜幸福，享受
幸福。要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幸福都会存在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乐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生活，我



们的生活会更多彩，世界会变得更加美丽。

散文读后感篇四

鲁迅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终生都在追求理想的完美、人格的
完美、道德的完美。他论敌的议论，总是锋芒毕露，直入对
手骨髓。

在《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中，鲁迅复仇的矛头
却直指百姓——那些他一心想唤醒、想拯救的人。鲁迅的这种
“复仇”精神，是对愚昧百姓“怒其不争”的体现，也是为了
“引起疗救的注意”。

《复仇》鲁迅在《野草》的英文译本的译序中说：“因为憎
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所谓的“旁观者”及
那种看客心态，在他的几个小说中屡有描摹，但这文章里面
的被看者，倒是有些特别。

“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
上。”“裸着全身”，是指向爱，指向全身心的偎倚、接吻、
拥抱;“捏着利刃”，当然是指向杀戮，是恨的体现。他们复
仇的方式非常奇特：既不拥抱也不杀戮，即实现了复仇。看
客们由失望到绝望，终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这时，
干枯而立于旷野的男女则反过来赏鉴路人的干枯与死亡，而
且因为生命的飞扬而大喜。

《复仇其二》这首散文诗所写的故事情节和细节，均取材于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但鲁迅竭力把神之子手足被钉的痛
楚，同玩味着神之子被钉杀的可悲悯可诅咒的人们的欢喜，
作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这就使宗教神话故事获得了新的意
蕴。

在散文诗的主体部分，一共八次出现了“神之子”的字样，
反复渲染耶酥是“神之子”，到散文诗的结尾，突然来了一



个大转弯，说出了他是“人之子”。人们钉杀的是“人之
子”，而“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身上，比钉杀了‘神之
子’的尤其血污，血腥”，这是文章真正的意蕴所在。

《复仇》表现了他对庸众的几乎没有复仇的复仇，是鲁迅式
的黑色幽默，《复仇其二》则借用宗教神话故事，表现先觉
者在被他希望拯救的庸众迫-害的大痛楚中，以对庸众的悲悯
和诅咒来作为复仇，他痛得“柔和”和“舒服”，都因为这
玩味——复仇之故。这种复仇当然更没有复仇意味，只是牺
牲自己以期庸众将来的醒悟。

《复仇》与《复仇其二》在思想上是统一的，但在艺术上却
呈现出迥异的风采。《复仇》是一幅几乎静止，几乎无声的
艺术画面。《复仇其二》却充满动感和声响，就连复仇的大
悲悯和大诅咒，也是通过“他腹部波动了”的肢体形象和喊出
“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声音形象来表现的。

鲁迅希望用自己的笔去唤醒民众，他坚信自己的笔总有一天
能划开那厚重的乌云。

散文读后感篇五

一个蓝色的橡皮泥萝卜，摆在桌前，预示着自我未满足的童
年。你也许会说：“萝卜不是红色的吗?怎样变成蓝色萝卜
呢?”如果你想明白答案，就来读一读毕淑敏的《蓝色萝卜》
吧!

萝卜和童年，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却在作家的神来之
笔下，显得密切相关，人的一生有几个童年呢?答案永远只会
有一个——1个童年。这篇文章中的一位母亲，只因为自我的
虚荣与粗暴，夺去了自我孩子的仅有童年，请家长扪心自问，
自我的童年是否过的愉快、无忧无虑呢?对于我来说，一个初
中生来说，童年是遥远的、是梦寐以求的，在我心中它是比
金钱贵万倍，可是它已离我而去。



毕淑敏是一位感性与多情的心理学者，在文章中，她通常将
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使我对她的作品爱不释手，这篇
便是我的最爱。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文章中孩子被拿走橡皮泥时的情景，但他
那时的心境我完全能够感受，仅仅因为一个“孝”字，他就
能忍痛割爱把自我的最爱抛弃了，但他的母亲没有想到，正
是因为此，孩子的童年被剥夺。

我相信，上亿孩子中，有60%~80%的孩子的童年被家长所剥夺，
我从小就被父亲所学习我毫无兴趣的东西，等我在一次比赛
中失利了，父亲从不安抚我，反而责骂我，试问，对一样毫
无兴趣的事物，你怎能打起精神去学习，更谈不上去比赛得
名次了，从小我便喜爱画画，妈妈极力赞成，可是因为“学
了没用”的理由将我去培养毫无兴趣的滑冰!就在今日，我下
楼去锻炼身体，看到一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孩童和父亲无忧无
虑地玩耍，家长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孩子的脸上绽放着欢乐，
这场面让我羡慕不已，竟在一旁发起了呆。再次读了一遍毕
淑敏散文，我仿佛沉浸在母爱的怀抱中舒适不已。

散文的大门为你开着，所有的感动与温柔，尽在你翻开的一
瞬间。愿你把握今日，展望完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