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实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篇一

《沁园春雪》这首诗想必大家都读过吧，甚至背得滚瓜烂熟。
没错，这首诗就是我们国家伟大的伟人-毛主席的一首红遍大
江南北的诗。这首诗就是为了从后方攻击正在保卫祖国的蒋
介石，削弱国军主力，红军在1936年2月，渡河东征进入山西，
取得了多次胜利，并准备开赴河北前线。《沁园春雪》即作
于此时。

这首诗给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一首雄壮的写景抒怀之作，
并且这首是在抗日时期写的，我爸爸也是一个“毛泽东迷”。
我爸爸叫我背这首诗，当时我还很不愿意，但我背完这诗，
我就深深地被这首是吸引。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与抒情为一炉，水乳交融，主题鲜明，
体现出了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上阕写景，意境优美，气
势恢宏，洋溢着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豪放。下阕议论，由景
生情即由祖国山河的壮丽引出对历代英雄的评价，抒发诗人
的抱负。这首是现在已成为中学生必学的诗词，你想想对现
代文学影响有多大?你可以想想现在的诗词有多少有这种的情
感和美句。

想想60年前，70年前的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奥运梦圆
北京，五洲健儿齐聚，各国政要云集，我们无比自豪。重读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加被毛泽东词作雄浑的气魄，开
阔的意境，壮丽的画面，博大的情怀所打动，更加感到这首
词字字千钧，句句写实，毫无夸饰，绝无虚言，它的预言，



一一成为现实。今天的中国，“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正
迎接五洲宾客;今天的中国，更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竟折腰”，中华儿女正在为振兴中华，实现强国梦而努力
拼搏;历史将继续证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篇二

整篇词上阕写了作者重回橘子洲头，在橘子洲看到的的湘江
之景，下阕作者回忆了青年与同学们游玩橘子洲，抒发了自
己的抱负与感慨，表现了作者的豪迈之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这一句表明作者独自
来到橘子洲观看到这漫妙之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句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了秋天的山上，枫叶
红透漫山。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八个字，动静结合，既写出了在
红山映衬下的湘江美景，有表现湘江边的生机勃勃，欣欣向
荣之态。而在柳永的《雨霖铃》中，同样是写江面景色，柳
永却用“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毛词写得
气势如此之恢弘、强硬，而柳词却显得婉转、伤感。毛词与
柳词风格之软硬、深浅立现。

“鱼翔浅底”虽在写鱼。却又更衬托出了湘江水之清澈。与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有异曲同工
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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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雪的读后感篇三

毛主席，现代的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著名的诗人，书
法家。这篇《沁园春·雪》是他于1936年2月，当时,民族正
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适时抗日民话族一战线的方针，
并决定渡过黄河东征，到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当东征军途径
陕北清涧沟时适逢大雪，雪花纷飞的北方山河。毛主席胸中
豪情激荡，他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这首气吞山
河的壮丽词章。

沁园春·雪是长调，以咏雪起兴，磅薄。写景，纵横千万里；
论史，几千年。

这首诗写出毛主席对的自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今朝的，：抗日会胜利，唐代鼎盛，但与我双来“稍略
风骚”，武器装备先进，但“只识弯弓射大雕”。自信难能
可贵呀！我想：在今后生道路上，要充满自信，只要别人永
远，奋勇前进，才会夺得的桂冠。

这首词又包含了诗人的豪放。“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
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
娆。”“舞”、“驰”化为静，把山作银蛇，高原比作蜡象，
生动。后虚写，寓情于景，洋溢着热爱祖国山河的豪情，更
是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要学习诗人巧妙的构思，奇特
的写作手法，更要学习诗人的豪放。这首词以“北国风光”
句，再先“望...”后“看”，继而由“引...”至“惜...”，
最后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一气呵成。
词中又多短句，并以四字句为，节奏鲜明。这就使全词在韵



律上也颇显豪放。

我消极时，便会主席的这首词，它使我振奋。这振奋化为前
进的，使我前进，前进。读到这首词，便会激起我心底的涟
漪，激起爱国，鞭策我，使我为之崛起而读书。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学习了《沁园春·雪》这篇诗词。它是毛主席第
一次才智的充分表现，使人读后对毛主席气壮山河的豪迈之
情佩服不已。

诗的上文，毛主席用优美的辞藻来描绘了江山的千姿百态，
描绘出了江山多娇，使人读后不由得赞叹：多美的江山呀！
多么博大的空间呀！

下文则是毛主席雄视千古，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成吉
思汗这五位封建帝王加以评说；举大端而论，与上面的空间
相照应，写出了浩瀚的时间，用一个“惜”字，把表面看似
无联系的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幅壮丽的历史长卷。

我读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才真正对这位使中华人民
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伟大领袖真正了解了，才真正知道
了这位救世主的胸怀。他的胸怀，可以和博大的空间等量齐
观，这才是一代伟人超越常人的地方。

整个词是描写和议论结合，情感与景物相生，气魄极大，感
人极深，每读一遍，便觉得有一股浩然之气使人眼界开阔，
心胸旷阔。这是一首雪的赞歌；这是一幅祖国壮丽山河的画
卷；这是一首历史人物的诗品；这是一首革命英雄为人民幸
福而奋斗的高歌！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篇五

沁园春·雪是一首长调，以咏雪起兴，大气磅薄。

写景，纵横千万里；论史，上下几千年。这首诗写出毛泽东
对自己的`自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中今朝
代表自己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心想：抗日一样会胜利，因
为唐代如此鼎盛，但与我双来“稍略风骚”，虽然他们武器
装备先进，但他们“只识弯弓射大雕”。这种自信多么难能
可贵呀！我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定要充满自信，只
要相信别人永远不如自己，奋勇前进，才会夺得成功的桂冠。
这首词又包含了诗人的豪放。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
素裹，分外妖娆。”其中“舞”、“驰”化动力为静，把山
作银蛇，高原比作蜡象，生动准确。后一句虚写，寓情于景，
洋溢着热爱祖国山河的豪情，更是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想：
我们不仅要学习诗人巧妙的构思，奇特的写作手法，更要学
习诗人的豪放。这首词以“北国风光”句，再先“望……”后
“看”，继而由“引……”至“惜……”，最后以“俱往
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一气呵成。词中又多短
句，并以四字句为，因此节奏鲜明。这就使全词在韵律上也
颇显豪放。

每当我消极时，便会想到毛主席的这首词，它使我振奋。这
振奋化为前进的动力，使我不断前进，前进。每当读到这首
词，便会激起我心底的涟漪，激起我的爱国情怀，鞭策我，
使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