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怀念母亲的经典文章 怀念母亲
读后感(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写怀念母亲的经典文章篇一

每个人都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养自己的母亲，一个是祖国
母亲，这就是《怀念母亲》这篇文章告诉我的。

刚读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我还以为讲的是作者对自己目前的
思念。他的母亲怎么了?是去世了?还是作者离家在外地?一连
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打转。

我开始读正文了。第一段讲的是他对生母和祖国的敬意。我
很奇怪，他怎么提起祖国了呢?

我继续读第二段，这一段写了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样让
我的第一个问题得到了解答。我顿时觉得作者的命运很悲惨。
接着，我往下看第三段，这一段说作者来到了欧洲留学，所
以想念祖国母亲。我想：“这个作者是谁?怎么回去欧洲留学
呢?”所以，我看了一下作者标明。令我不可思议的是，这篇
文章的作者是季羡林老先生。我已经久仰他的大名，今天终
于看到他的文章。

四到六段式分写作者怀念生母和祖国母亲的。这让我对季老
先生多了一份敬意。因为这表明他对生母和祖国母亲的感情
很深。



第七段写的是作者在欧洲待了十一年。十一年啊!换做是我，
会想年祖国疯掉的，更不要说像季老先生这样热爱祖国的人
了。

这篇文章让我对爱国、爱母亲有了新的认识。我受益匪浅。

今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读了一篇感人的文章，叫《怀念
母亲》。这篇文章让我知道：母爱是伟大的。

这篇文章写了作者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
的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
下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从此，他失去了母亲，一
想到母亲，他就会泪流不止，感到十分凄楚。他到德国之后，
经常梦到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35 年11 月写的四篇
感人日记中，我读出了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
远在祖国的朋友。在那以后，他写了一篇名为《寻梦》的散
文，表达了他热爱祖国母亲和生身母亲的情感。

本以为他从小失去母亲，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学习会一蹶不
振，没想到他却没有爱受到任何一点影响，反而更加热爱母
亲，思念母亲，更加勤奋学习，考取了博士学位，并去德国
留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母亲。在《永久的悔》
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悔，就是没能孝敬母亲。
”这样一位大学者，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最终后悔的却是没
能孝敬母亲。真值得敬佩呀!

现在，我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父母，帮助父母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他(她)泡一杯热茶，拿
一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那个只会在母亲怀里
撒娇的小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力量去孝敬父
母，长大了去建设祖国母亲，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今天，我们学习了第六课《怀念母亲》。当我读完这篇文章
的时候，我就会禁不住掉下眼泪，文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



会使我感动不已。每次读到那些写思念生母和祖国母亲的段
落，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每读完一篇，那种感觉就会
更加强烈。

季羡林老爷爷六岁时就离开了生母，到城里学习，而且很少
回来看望母亲。在他上学的时候，曾经说过，等他大学毕业
一招，一找到工作就回家迎养母亲。然而他的母亲却没有等
到这一天的来临，提前去世了，于是，这给季羡林老爷爷留
下了终身的遗憾，使他成为了没有母亲的孤儿，因此，季羡
林老爷爷写道：“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
人。”

我读了季羡林爷爷的《怀念母亲》，我深有感触。

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两位母亲——1位是亲生母
亲，1位是祖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亲生母亲、对祖国母亲不变的，深深地爱
意。和季羡林相比，我爱妈妈的情就等于一盆水，季羡林对
母亲就像广阔无边的大海。我爱祖国的情怀就好比一棵“小
树”，而季羡林对祖国可以说是怀着深情厚谊，好比一
棵“苍天巨树”一般高大。

比起季羡林我比他幸福多了，我从来没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
更加没有和妈妈远在千里之外，我在老师和父母的教育和呵
护下慢慢长大，还有同学真心的帮助，这都是祖国给予的，
没有祖国，我也不会拥有这些。

在文章中有一段话我深有感触：“我六岁离开我的生母，到
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待
了几天，仍然回到城里。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
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
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从此我就成了没有
母亲的孤儿。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
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



十年如一日。 ”是啊，俗话说的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变得灵魂不
全。“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可见，季羡林是多么悲痛
啊!“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
止，数十年如一日”。季老失去了妈妈，生活发生了改变，
对母亲怀着深深的爱。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时光，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以后把
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写怀念母亲的经典文章篇二

母亲是崇高的，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是培养了千千万万个
花儿的母亲。

我打开课文书，翻在第六课的页面上“怀念母亲”这四个醒
目的大字首先映入我的眼帘。

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不仅介绍了作者季羡林老爷爷对亲生母
亲和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慕，还充分表达了作者
对亲生母亲永久的忏悔和对祖国母亲永久不变的敬意。

本位主要讲述的是季羡林老爷爷6岁离开母亲，去城里住。虽
然曾回故乡两次。可都是奔丧。在他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母亲就弃养了，他痛苦不堪：痛苦了几天，这几天不仅食不
下咽，还寝不安席。到了德国哥廷根留学时，亲生母亲和祖
国母亲频来如梦，想念祖国的念头不断的涌上心头，他在这
段时间写了几篇感人肺腑的日记，在那之后，还写了一篇名叫
《寻梦》的散文，表达了他对两位母亲的思念之情。

这篇感人至深的违章，写出了季羡林为没有尽上孝道而痛恨
自己。这是我想起了另一篇短文《一小口的差距》。这篇文
章写了和季羡林爷爷相反的举动，说明季羡林老爷爷对亲生



母亲和祖国母亲的敬意和爱慕。

这时我想到了自己，有一次妈妈正在看电视剧，我看了看时
间，静悄悄地把遥控器拿走，把电视调到了动画片，津津有
味吃着面包，看着电视，根本不顾妈妈的感受。

和季羡林爷爷相比，我爱妈妈的请就如同一杯水，季羡林对
母亲就像广阔无边的大海。我爱祖国就等于一颗刚发芽
的“嫩苗”，而季羡林老爷爷怀着深情厚意，好比一棵百年的
“参天大树”一样高大。我是多么幸福啊！长这么大，从来
不知道离开母亲，离开祖国是什么滋味，什么感受。我在学
校受到老师的爱护，教育，在家里受到爸爸妈妈的呵护，爱
抚。

毛主席有一句话说的好：“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
信心的源泉。”我想，季羡林老爷爷就是这样爱国，敬国的
人，他这种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令我终生难忘。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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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怀念母亲的经典文章篇三

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然而每人却只有一位母亲、
享有一份母爱，而我今天学习的这篇课文——《怀念母亲》，
作者却有着两位母亲。一位是生身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作者六岁便离开了生母，在读大学二年级
的时候，母亲弃养这给作者留下了终天之恨，后来作者到德
国留学，祖国母亲又成了作者梦中的牵挂，这种感情异常强
烈，对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作者度过了他在欧洲的
十一年时光，这篇课文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生身母亲永久的思



念与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和崇敬。

读完这篇课文，我的感触很深，我生活在和平年代、建设年
代、生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今天。早上，刚起床，床头早已放好了母亲为我准备的衣
服，桌上早已摆满了母亲为我准备的我爱吃的饭菜，与作者
相比，我比作者好一百倍，我真是太幸福了，就这样，我还
应不应该对母亲发脾气，惹母亲生气?我真为我的过错感到愧
疚！

从那时开始，我努力的当一个孝顺长辈，尊敬父母的好孩子。
转载请注明

写怀念母亲的经典文章篇四

母亲不在了，83岁的时候因心力衰竭走了。

母亲的一生充满了灾荒、贫困、战乱、疾病等痛苦忧虑。她
把人世间母亲的所有苦难都经历了，都承担了，从不诉苦，
从不抱怨。

母亲生前我没有献过花，她不允许，怕花钱，更怕招摇。她
说田野上一年四季尽是花，下地干活就能看到，鲜活得很，
比买的还好。

五月的鲜花又开满了原野，母亲在天堂俯瞰人间。

母亲节前夕，小城金融广场北角花店的门口立有一块木板广
告牌，上面写着：明天——母亲节。

晌午的花店里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望着门前的木板，又望
望满店的鲜花，若有所思。

“请问，有忘忧草吗?”我问她。



“没有，含羞草不是这个季节卖的。”她没有听真切，向我
推荐了康乃馨。在我同意后，她帮助我选择了红色的粉色的
白色的黄色的好几种。

“把所有的祝福都带给你的母亲!你是孝顺的儿子。”她欢喜
地说，并不知道我的母亲已经在天堂。

“花店就你一个人吗?”我问。

“不是，这是我女儿开的店，她回去吃饭了，我来换她
的。”

“您坐在这康乃馨的花海里，这不是一般母亲能享受到
的。”

她开心地笑了，告诉我：“把花插在盛水的瓶子里，能活好
长时间。”

骄阳似火，绿叶卷曲。这花儿到了公墓肯定会遭烈日炙烤而
死。这样想着，我就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矿泉水。

母亲墓前的寿碗还在，我将矿泉水注入其中。清明扫墓燃放
打的大鞭炮的纸筒也还在，我瓣开一根，抖落里面的填充物，
把花束插进纸筒，然后整个放在水碗里，靠在墓碑的阴凉里。
康乃馨立刻鲜艳起来。

母亲唯一一次打我是炎热的夏天。12岁的我晚上带着弟弟偷
偷溜出去捉秧田里的泥鳅，想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并给大
人一个惊喜。结果暴雨突至，电闪雷鸣。母亲来给我们关窗
户时，看到空空的床铺，尔后看到满身泥水惊慌失措的我们。
她第一次在我的后背上打了两巴掌：“你们不要命了?不听话，
这多危险……你还带着弟弟。”轻轻的两巴掌打得她自己泪
流满面。这是母亲对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罚。



“就几块钱的花，田野上没有的。您老别心疼。”水泥墓地
的气温很高，汗水与泪水一同流下来。“您走了快一年了，
这大半年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是妈妈的呼唤。
我没有照顾好您，至今无比愧疚。您放心，我们都很听话，
都很好……”

清明才显青的棒槌草，现在已经长得没膝深，在阳光下透着
无限的绿意。本是想献给母亲忘忧草的，可惜小城花店那位
妈妈说没有。我的母亲是极其操心的人，活着时不曾有过片
刻的闲适。在她80岁以后，还过问着全家几十口人的大事小
事，大到我们的工作，小到重孙辈的学习。如果真有忘忧草，
她是否会真的再无烦恼忧愁?母亲生前经常说：“我就是好虑
的命，其实，你们谁也不要我瞎操心了。”

萱草花，忘忧草。天堂的母亲花一定长得无限茂密。妈妈现
在一定已经远离烦恼焦虑的牵绊。

犹太人说：上帝不能无处不在，因此他创造了母亲。赫伯特
说过：一位好母亲抵得上一百个教师。高尔基也说过：世界
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常常想起这些话，它们
因精辟而经典，让人刻骨铭心。

回头，看见，献给母亲的康乃馨，在瓷白的寿碗里生机勃勃。

“妈妈，明年此时，儿会带来真正的忘忧草给您。我们全家
都好，您放心。我知道，儿孙们的快乐安康，是献给您最好
的礼物。”

热汗流到我的眼里，和着热泪流过年逾半百的面颊，滴在母
亲的墓前，落在故乡的泥土里。

公众号：天府散文



写怀念母亲的经典文章篇五

这几天，我们学习了一篇名叫《怀念母亲》的文章。我感受
到作者季羡林对母亲永久的悔恨和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季羡林六岁就离开他的亲生母亲，到了城
里去住。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亲生母亲就去世了。
季羡林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后来，他到了德
国的一座叫哥廷根的小城。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既对祖国母
亲无限思念。在欧洲的二十一年里，这两个母亲的身份虽然
不同，但是季羡林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却是永远不变的。

季羡林他对母亲的孝顺使我感动。当季羡林失去母亲时，他
感到内心无比空虚、寂寞。当他开始暗暗下决定：一旦大学
毕业，找到工作，就立即接母亲到城里住，以弥补长久离开
母亲的遗憾。然而，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就去世了。我感
受到季羡林对亲生母亲的愧疚。而当季羡林到了异国他乡时，
他自己竟格外对这两位母亲无限的思念。我感受到季羡林身
在异国他乡，感到自己与母亲的距离远了，与祖国的距离远
了，与亲人的接触少了，心中有忧愁，有思念，但是在远离
家乡的日子里，能时常怀念起在故国的生活情景，不断回想
起在故国的亲朋好友，感到他们无处不在。

我觉得，在生活中，我们得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哪怕是帮父母倒杯茶，帮父母打扫房间。我得学会感恩，学
会怎样孝敬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