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怀念母亲的读后感 怀念母亲读书心得
(优秀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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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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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一

自从学了季老先生的《怀念母亲》这篇文章之后，对我的感
触异常大。

季老先生这一位孝子，本想等自我事业成功之之后报答母亲，
不料，在先生读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
从此，季老先生天天自责自我，怀念已逝的母亲，天天食不
下咽，寝不安席。在先生第一次出国留学时，他不仅仅对生
身母亲更加思念，对祖国母亲的思念油然而生。对这两位母
亲的怀念，一向伴随季老先生在欧洲的十一年。

从字里行间中我都能感受到季老先生对母亲的愧疚和那份送
不出去的思念。

当课文学完，我不禁开始检讨自我，我有没有季老先生那份
孝心呢?小时候的我并不明白母爱是什么，只是认为那是理所
应当的，认为为了儿女理所应当付出的。长大后，渐渐懂得
了什么是爱，然而，长大了，自尊心也强了，有种“翅膀长
硬了想飞”的感觉，对母亲所付出的哎显得有些尴尬。可是
自从读了季老先生的《怀念母亲》后，就觉得人的一生实在
太短暂了，如果在失去一秒钟尽孝的机会，那将会与季老先
生一样——报终天之恨。



季老先生对母亲的怀念是刻骨铭心的，对祖国母亲的怀念也
不例外。

身在异乡的季老先生身边没有一位朋友，在无尽的孤寂中，
他想到了自我的祖国母亲，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她!

季老先生那份孝心和赤子之心深深让我感动!怀着对季老先生
的崇高敬意，和对自我母亲与祖国母亲真挚的爱慕，我决定
要好好读书，发奋图强，报答父母，报效祖国!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二

前几天，老师教了一篇新课文——《怀念母亲》。这篇课文
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爷爷写的，课文讲述的是季羡林爷
爷六岁离开生母，到城里去住，在母亲身边待了几天，又回
到城里，后来，母亲只活了四十多岁，季爷爷痛苦了几天，
食不下咽，寝不安席，从此季爷爷成了一个孤儿，一想到母
亲，季爷爷就泪流不止。

从季爷爷的日记中的“甜蜜”和“凄凉”这两个词可以看出
季爷爷身在异国感觉与自己的祖国，与自己的母亲距离远了，
与亲人的接触少了，心中有忧愁，所以感觉凄凉。但是又能
够对常怀念起祖国的亲朋好友，感到他们的关爱无处不在，
所以心里又是甜蜜。

亲生母亲是伟大的，祖国母亲也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
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不求回报的。有首诗写得好，“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
心，报得三春晖。”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三

《灰姑娘》虽不是我从小时候开始接触的第一篇故事，但是



我却对它爱之弥深，可是我只认为这篇故事开头开得好，可
结局却太老套了。

这篇故事是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说起。这个在中国被称
为“小姐”的姑娘从小就受到她那温柔的妈妈的影响下，从
小就举止文雅，和家人生活得十分快乐。可是，有一年，小
女孩的妈妈因病去世了，小女孩的爸爸怕她孤独就为她找了
一位同样美丽的后妈，这位后妈还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儿，可
这两个女孩和她们的妈妈一样阴险，她们来了以后就把小姑
娘赶进了烧火房里，让她穿上脏衣裳，人们便叫她灰姑娘。
经过了重重困难，灰姑娘的善良终于得到回报，成了王妃，
在皇宫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书叫做《小故事，大道
理》了，看来这句话说的可真对呀!从《灰姑娘》这篇故事我
明白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阶级都不能太骄傲，
也不能太悲观了，要用微笑来面对生活，对什么事情都要用
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做，只会让你更有信心去
面对生活，而不会去逃避生活。

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汉有做坏事，也不能向困难低头呀!

无论何时，都要用微笑来面对生活才行!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四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
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季羡林梦里出现的母亲是生
身母亲也是祖国母亲。季羡林在读大学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那时母亲年仅四十几岁，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对季羡林来说
是个极大的打击。后来季羡林出国留学期间，他觉得自己好
孤独，一遍遍怀念祖国母亲，同时埋头学术研究，从不敢懈
怠。



季羡林对母亲充满深深的愧疚，他对生身母亲和祖国母亲怀
有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热爱，使我真的很感动。我
记得文中有一段话：他的房东激动地说今晚我儿子要回来。
应该会在最后那趟车赶回来。我猜季羡林一定会想：母亲在
世时也一定这么期待我回家吧？然后又把最好吃的留给我，
那时候的我应该只顾着吃东西，连一眼都没有看母亲，都不
管母亲有没有吃过。看着房东阿姨在门口张望等待儿子，季
羡林肯定很羡慕房东的儿子，因为他说那一刻很想哭。季羡
林感觉自己已经辜负了生身母亲，再不能辜负祖国母亲了，
所以他穷尽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对母亲的爱就是两个字怀念，它使我
想起了另一篇文章《一小口的差距》，一道美味的食品，有
人只尝过一小口就给另一个人吃；有人吃到只剩下一小口才
给另一个人吃，这是谁和谁？孝与不孝的区别，其实就差这
一小口。

季羡林让我懂得了要珍惜母亲对我们的爱，也教会了我如何
去热爱祖国母亲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五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又培养了千千万
万个花朵，今日我学了一篇，叫做《怀念母亲》的感人的文
章。

这篇文章中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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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梦到自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35年11月写的四篇感
人的日记中，我读出他不但爱自我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远
在祖国的朋友。在那之后，他写了一篇名叫《寻梦》的文章，
表达了他热爱两个母亲的情感。



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我必须要向季羡林学习。我有时对母
亲发脾气;有时还不肯做家务，没有更努力地学习。而他从小
失去了母亲，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点影响，
反而更加热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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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我以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当从小孝敬母亲，帮忙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我的
力，孝敬母亲。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中，作者对母亲的爱使我久久不能忘
怀。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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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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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不是得
对母亲发脾气，惹母亲生气，我真为我的过错感到愧疚！所
以，我更珍惜母爱了！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七

假期期间，我在家读了一本好书——《童年》。

我读了《童年》这一本书之后，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
遇，才深知，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被父母宠着，惯着，千依百顺，唯
我独尊，没有受一点委屈和痛苦，还整天怨天尤人，做一点
事情就叫苦叫累。无论父母如何用心良苦，我们都不明白，
不懂得尊重父母，理解父母。

《童年》是马克西姆。高尔基以自我童年为基础写的一部自
传体小说。它讲述的是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从三岁到十岁
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小说从"我"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
祖父叫"我"去"人间"混饭吃结束。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
暗、残暴和非人生活。而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受尽折磨与欺辱，无论是在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
大的痛苦。但是高尔基却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
走了过来。

四岁的主人公阿廖沙因为父亲去世，和母亲回到外祖父家，
之后随母亲改嫁，和继父一齐生活。在外祖父家，与其说是
家，不如说是人间地狱，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外祖父
掌管着家里的一切，脾气十分暴躁、视财如命，主人公阿廖
沙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两个
舅舅为了分家不顾一切，常为了分家而争吵、大打出手;家中
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泄。

这一切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但在这个黑暗的家



庭，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
好听的神话故事。外祖母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
现象屈膝的人。每次在外祖父打阿廖沙的时候，朴实、深爱
着阿廖沙的"小茨冈"(伊凡)每次都用胳膊挡外祖父打在阿廖
沙身上的鞭子，尽管会被抽得红肿。

阿廖沙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阿廖沙也还认识很多其他
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好事情"
等等。之后，阿廖沙不堪外祖父对母亲的打骂，离家出走了。
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但是，阿廖沙没有屈服，他在这些困
难中懂得，活下去就是期望，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
许多地方打过架，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
过来。因为他被自我坚强、不屈服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向支
撑着。

让我们向高尔基看齐，一齐做一个坚强的人;刻苦学习的人;
学会生存的人;不管身处怎样的环境，应对怎样的挫折，都要
执着求知、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持之以恒，用心的态度对
待学习和生活!

那么，就从此刻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要为
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就应满足自我的幸福生活。为了
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一齐努力吧!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八

文章主要讲了“我”读大二时母亲因病逝世，后来，
当“我”到德国留学时，母亲和祖国母亲频来入梦，这
使“我”更加思念故乡，思念故乡的老朋友，在国内“我”
只怀念一个母亲，到国外后，在我的怀念中又增添了祖国母
亲。



这篇文章使我懂得：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

那一次，我的手被水烫伤了，当时正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妈
妈骑着车子，顶着深蓝的夜空，让星星为她引路，让月亮伴
她身旁，可谓是“披星戴月”！妈妈买药回来之后，细心的
为我把药涂上，伤口顿时感觉无比清凉，看一眼妈妈，额头
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不知是急的，还是累的，在妈妈的细心
照顾下，我很快痊愈了，之后的几天里，妈妈几乎是睡着过
去的，这使我体会到母爱的无私！

母亲是黑夜中引路的启明灯；母亲是帮助我叩响知识大门的
守门人；母亲的臂膀是我们这只小船疲惫时停泊的港湾；母
亲是天底下最无私的人；母亲的爱是天底下最无私的爱；母
亲的爱激励着我向前；母亲的爱，使我们的心底永远温暖！
母亲，我爱您！是您哺育我成长，是您看护我长大，千言万
语最终汇成一句饱含深情的话语：“母亲，我爱您”！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九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只能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来形
容我过完暑假生活的感受了!回头想想，这个暑假真可谓是有
喜有忧啊!!它让我懂得了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对待生活的
方式和克服心理紧张的方法。所以说，这个暑假，一点也不
普通，一点也不空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深刻意义。

一、回老家看我的亲人。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终于盼到了放假。回到了我朝思暮
想的老家，看到了我日夜想念的亲人们。见到他们个个身体
健康(特别是奶奶、外公、外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就落下
了，便安心了许多。他们都很疼我、爱我，我只有用自己的
方式的去报答他们，不会让他们失望，要他们以我为荣。

二、独立一人坐车回家。



在老家玩了个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心里多多少少有一
些不舍，可出人意料的还在后面，原本认为妈妈会来接我，
后来因为她工作的原因，最终决定让我独自一人坐车回家，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小到大，我走哪，都有爸妈在身
旁，而现在，只有自己硬着头皮去坐车了。上车前，我的两
只脚直发抖，心砰砰的跳个不停，紧张得要死。上车后，我
一直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不要紧张，其实自我鼓励还是有
用的，马上就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在不知不觉间，车停了
下来，我也到了磷矿，下车后，油然而生了一种自豪感、成
就感。通过这次独立一人坐车回家，我知道了怎样克服心理
紧张的方法，那就是一定要自我鼓励，相信自己，扬起自信
的风帆!

三、利用假期学画画。

因为受外公的影响，我便爱上了画国画。在考试前我就学了
一个月的国画，后来就因为回老家的原因，耽误了上课，只
好利用假期把耽误的课补回来。老师给我安排了任务，让我
苦练画小鸡，然后再配景――丝瓜，作为考3级的题目。因为
小鸡以前练过，所以老师就让我直接组图。虽然在试笔纸上
练习了好几遍，但手还是哆哆嗦嗦不敢下笔。我想起了老师
的话，画画手腕要稳，下笔利落，还要控制水分。我按照老
师的方法又练了几遍，这下就敢下笔了，可怎么也画不好，
不是位置没画对，就是形态没掌握好，我一急，便把画撕个
粉碎。“不要急，一定要静下心来，不要浮躁。”耳边传来
了老师的话。我来了次深呼吸，重新画了。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

前几天，我们学了一篇由季羡林老先生写的《怀念母亲》的
课文，读了以后，我不禁思潮起伏。

季老先生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生母就离他而去，这
是，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季老先生每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



甚至想随母亲与地下。读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有
妈的孩子像块宝”，是呀，我有妈妈，有一个关心爱护我的
妈妈，我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好好的孝敬她、报答她。
当我读到季老先生在日记中写得“看到她的神情，我想起了
自己长眠于地下的母亲，正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
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我又想到了我很迟回家，妈妈焦虑的神情，
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
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到国内以后，在我的怀念中增添
了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
这是季老先生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话“我爱我的祖国，爱我
的人民，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
作。”是呀，祖国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母亲，离开了她，我们
就会无法生活。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两位让我一生受益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