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狼图腾感悟 读狼图腾有感心得初中
(大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心得感悟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狼图腾感悟篇一

我不想讲述这一本书的内容，因为这本书中有无数个狼的故
事，每一个故事都寓意深刻。不得不说，在中国儒家思想推
崇的华夏农耕文明之下，被厌恶、被唾弃的狼在这本书中是
成功的。是狼的狡黠和智慧，狼的军事才能及顽强不屈的性
格，才让狼在这个冰天雪地，危机四伏的额仑草原上走下来。

狼是草原民族的兽祖、宗师、战神及楷模;蒙古人是富有狼性
的人。当年成吉思汗冲进京城时凭得是什么?是那小小的几千
战士?不，凭得就是那一种桀骜不驯的狼性，凭得是在冷酷无
情的草原上历练出的毅力!而狼就是蒙古人最好的导师，正是
这种精神和毅力，才带来了武则天，大清王朝。

中国人是农耕主义的民族，文章最后很客观的描述了这一点。
认为炎黄子孙来到华夏定居时，可能狼性尚存，但是当他们
后来面对肥沃的土地和儒家大力推崇的“安居乐业”的农耕
主义下，人们确实变得软弱了。后来，蒙古人大举侵犯，占
领国都这就等于给炎黄子孙输血。输入狼血，才就造就了一
个大元朝。但是，面对华夏大片土地和强大的儒家农耕精神，
蒙古民族也被软化了。

所以元朝也是败得最快的。到了清朝，被满族人统领江山，
为什么小小的满族可以统领汉族?是因为满族人懂得将狼性和



农耕文化结合起来，一边与蒙古族通婚，以增加狼性血统，
而且保持骑射搏击之术。一边大力推举农耕，增加国家的财
产和粮食。所以才可以统领江山三百年。

最近，有人发现了一条原始的龙，用贝壳拼成的，但我发现
其本身并非是现在的龙身，而像一只捕猎的巨狼神化的样子。
而1971年在内蒙古三星他拉也出土了一条玉龙。我一瞧，这
根本不是龙啊!尤其是头部，完全是狼头，长吻，翘起的嘴角，
特别是眼睛，圆眼吊睛，完全是狼独有的特征，还有后面
的“龙角”，其实是高耸的狼鬃。这些都是蒙古狼的特征。

也只有把狼视为图腾的蒙古人，才可能雕出如此精美的作品。
这就说明，龙图腾极有可能是狼图腾演化过来的。而且龙图
腾是上下拱动的飞行，而狼飞奔时身体也是上下拱动。这就
表示龙并不是由水中的鱼、蛇、蟒、鳄这等低级卵生动物演
变过来的。因为鱼、蛇、蟒、鳄行进时是靠左右摆动身体前
进，这是本质的区别。

狼和龙之间，还有一只叫“饕餮”的神兽，饕餮是传说中的
龙的第五子。从正面看，它也十分像狼，圆眼吊睛，而且非
常贪食。但是青铜器时代的人们很崇拜“饕餮”，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初人们也爱贪食吗?可饕餮的吃相毫无神圣可言。然
而与狼联系起来就明白了，贪食是狼的一个特征，一种代表，
真正的狼是威武不屈，桀骜不驯的精神，这才是人们崇拜的
理由。然而，后来农耕文化和儒家之人十分不解，为什么那
个时代的人们要崇拜饕餮。于是他们将它改造，名为龙，让
饕餮退位给龙!

龙和狼同为图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现在呢?草原消失
了，狼群没了，难道狼也要成为神话了吗?那有谁还会向往那
草原上美丽神圣的腾格里呢?那些永不磨灭的狼性又飞去哪里
了呢?当主人公陈阵看到小狼飞奔时，飞去那千万年来蒙古狼
灵魂的聚集处-——腾格里时，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自己心中的
狼图腾，看到了人们千百年来向往的额仑草原，看到了永远



神秘的腾格里。那狼图腾和蒙古人豪放的性格会永远烙印在
我们的心中。

《狼图腾》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对草原、对狼痴迷的、让
人悲伤的哭诉，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的礼物。虽仅仅一连
串的故事，却体现了作者发自肺腑的感受。

如果我们没有这本书，只有那些恶毒的谩骂和唾弃，那么狼，
尤其是蒙古狼——这个中国古代最神秘的图腾，就会像宇宙
中那些神秘的、黑暗的物质一样，远离我们，漂浮在腾格里。
漠视着我们对他的无知和愚昧，渐渐地变成一个遥不可及而
又神秘的，一个曾经出现过的高贵图腾。但是它会在我心中
留下了那神秘的烙印，让我去细细品味。

读狼图腾感悟篇二

狼，是凶残的动物，这是以前的的印象，读完《狼图腾》此
书，对狼的印象发生了转变。

这是一部写狼的故事，作者身临其境，与狼生活在一起，通
过狼的点滴，描绘了一幅鲜为人知、具有很强感染力的生活
画卷。

辽阔的大草原，狼成为一种图腾，予以精神化了，与狼的周
旋过程中：赶狼，杀狼，崇拜狼的精神无处不在故事中的毕
利格老人一生都在摸索狼性，懂狼，护狼，不赶尽杀绝收放
有余的灭狼，和狼斗智斗勇。在作者的平铺直抒中，穿过历
史的迷雾，仿佛经历了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在这场较
量中，参于战斗的战士有：人、狼、狗、马、黄羊……一切、
一切似乎被赋予了人性化;动物和人都是具有智慧、骁勇善战
的战士、感情丰富、团结奋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场战役，我似乎不是在看动物界的残噬，
而是一场指挥若定的军事战役，长期草原生活使狼群能预知



天气，熟知地形，善布战局。

第一场战役是狼与马之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事先埋
伏好的狼一次又一次把高大的马群围追堵截至南水洼，先是
有计划地把马往设想的方向驱赶，然后扑、咬、耗，井然有
序、镇定自若、临危不乱。高大威猛的马在狼的强大攻势下
溃不成军。在这里，与其说狼为生存而拼命，不如说它是一
场军事才能的比拼。“擒贼先擒王”这个战术被运用得得心
应手。非常惨烈，其结果因为狼的必胜之心而宣告狼的大获
全胜。

第二场战役是：狼与黄羊之战。这场战役似乎打得很轻松，
因为黄羊在狼面前有点弱智，狼仅仅用智慧和耐心不费吹灰
之力消灭了黄羊。对天气熟知的狼利用一个大雪天，潜伏在
黄羊出没的草场，耐心等待。等待那些破坏草原的黄羊吃饱
了、腆着圆滚的肚子举步维坚，便一哄而上，形成半圆形弧
线，留出一个缺口，黄羊拼命地往缺口逃命，好多中途因为
吃太饱而毙命，逃到缺口的也立即倾泻而下，因为缺口也是
死路一条，是一个天然大雪坑。狼依然胸有成竹地驱赶羊群。
由于这些没能逃掉的羊群足以让人和狼过冬了，因此，聪明
的狼并没有赶尽杀绝。为明年留下了食粮，黄羊的繁衍能力
极强。狼尚且懂得不赶尽杀绝，人类却喜欢把狼赶尽杀绝。

第三场战役是人与狼的战役。自然狼在征服者的面前不堪一
击!

军事才能：布阵、侦察、伏击、善变、狡黠……据说元朝的
许多战术和狼的某些战术不谋而合;元朝我国疆土扩展至欧洲
大陆，疆域广阔，使周围邻国闻风丧胆，马背上的民族曾经
一度辉煌。

读狼图腾感悟篇三

这是一个豪迈的生命，在人类追求的世界里，它毫不起眼。



它在渐渐向人类证明自我的存在。

它顽强的斗志力远远的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能形容它的，仅
有两个词语：豪迈，不羁。它就是姜戎笔下的狼。

在姜戎笔下，我才深知草原上的狼，有多么的不易，是这本
《狼图腾》让我了解草原，让我了解所谓的狼性。狼性，并
不是简简单单字面上的意思，它代表着这个顽强生命的勇敢，
智慧，团结。这本书让我完全脱离了教科书上大灰狼、狼外
婆的愚昧认知，让我明白了狼的精神。之所以，人类驯服得
了马，猪，狗，牛等生物，可是，人类永远也驯服不了狼，
狼是永远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因为它们有狼性。狼性使它们
变得如此具有王者风范。

以前的我以为狼只是愚昧无知的野兽，凭借着自我的一点点
优势扑捉一些小动物，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生物而已。在我
心目中狼的地位是很狡猾的，愚蠢的，而又邪恶的。没有狮
子凶狠，也没有狐狸狡猾。它的存在也只是为了衬托虎豹们
的勇猛。就像一部电影，它永远只能做配角，读了《狼图腾》
之后，我觉得自我以前对狼的看法几乎是十分的愚昧。它不
是苟活的生命，它是靠自我努力顽强存活的生命!

。狼是处在草原生物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狼，
草原也就不复存在。生活在草原的牧民是十分了解这一点的。
所以他们恨狼，同时也爱狼，杀狼同时也崇拜狼。人和狼就
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生活了数千年。狼也成为了那里礼貌的
起点，那里人们的歌声，舞蹈，以及人性的豪放，无不和狼
有着密切的关系。毫无夸张的说，那里的生机勃勃，那里悠
久的历史都是拜狼所赐!

然而，这一切被一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人破坏了。他们
开着大马力的吉普车，抗着射程极远的步枪肆意捕杀那里的
草原狼，并乐此不疲。当我看到一匹大狼被一辆吉普车狂追
了20公里，费尽了最终一点力气，带着不屈的眼神轰然倒地



的那一刻。我再也读不下去了。这时的狼是英雄，而人，成
了最卑劣的动物。

同样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时刻不能忘记，草原的生存法则：
“优胜劣汰”。狼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它能基于每
个人生的期望，处于泥金的时候，我们只要想起它们，就会
鼓起勇气，向前方驰骋。

我们生活在团体社会中，是否也能学习狼一样的团队精神呢?

狼图腾的精神，在其深层意义上来讲，也从侧面表达了中华
儿女的心声，中国人若是向狼一样做事，必须能够成为世界
的佼佼者。

狼这一充满生气的生命，这一充满奥妙的生命，一经揣摩，
发现狼是那么伟大的，神奇的生命!

狼图腾精神，会在我的心中扎根，逐渐成长，让我也变成充满
“狼性‘’的中华人!

读狼图腾感悟篇四

在没有看《狼图腾》以前，我对于狼的印象和大家一样，认
为狼是凶暴、残忍的代表。

几乎没有人喜欢狼。有人喜欢可爱温顺的兔子、绵羊;有人喜
欢威风凛凛的狮子老虎，但很少有人喜欢坚强、团结的狼。
在童话故事中，狼是大坏蛋，兔子和小羊都是打败敌人的机
智英雄。在最近热播的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灰太
狼扮演了一个傻傻的、邪恶的侵略者，而喜羊羊却成了羊族
的保护神。“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等
许多成语也都在骂狼，却没有几个人能看到狼的优点。

《狼图腾》这本书彻底_狼在我心目中的坏形象。在书中，狼



是腾格里派下的草原保护神。它们的策略、勇敢、团结都让
人们吃惊、敬佩。草原人从狼身上学到不少打仗的本领，没
有狼就没有成吉思汗，也就没有现在的内蒙。在鼠灾来临时，
是狼消灭老鼠保护了草原;在黄羊群发疯地啃食草场时，是狼
把它们驱逐出境;在草原人死后，又是狼把他们送上腾格里。

除了狼的本领外，最让我感动的还有人狼之情。

小狼死了，黄黄、二郎也死了。狼群都被人打光了。老鼠、
黄羊、旱獭成灾，把草原啃得只剩土皮。我伤心、愤怒，却
流不出眼泪。因为我知道，那些像小狼一样的狗、狼们会在
天上找到自由，而那些破坏大自然的人会受到惩罚。

这本书改变了我心中关于羊与狼的位置。我也终于知道为什
么草原上的人们要把狼作为图腾了。如果再有人问起我最喜
欢的动物，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狼，是自由聪明的狼。
”

读狼图腾感悟篇五

信仰如灯，永耀我心。

一卷《狼图腾》绘尽了美景，写尽了人情，诉尽了澎湃，谱
尽了哀情。看到了吗?那千里万里绵延不尽的草场，嘶啸不止
的牛羊，那顽劣可爱、温暖心间的人与小狼，可你看到了吗?
阿爸眼中流下的泪珠。合上书本，不及回味壮阔的美景，可
爱的小狼，一股哀愁便旋绕眼旁，经久不去。最难忘怀的，
竟是不起眼的阿爸—一个垂暮的老人。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人也一样，没有信
仰，生活便失去了方向。信仰就是目标，信仰就是道德底线，
信仰就是我们兜兜转转，用生命寻找并为之坚守一辈子的东
西。



为什么会有“小悦悦”事件?为什么老人摔倒在地无人敢扶?
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不禁想问，你们的信仰在哪里?是什
么让你们失去自我?你们心中那盏信仰的灯，熄灭了吗?可同
样，因为信仰的呼唤，那个“最美的公交司机”永远活在人
们的心中，是什么让巨痛来临之际，他毅然决然的忍耐、刹
车?是信仰!不曾泯灭的信仰!即使“最美的公交司机”离去了，
可他的信仰之灯照亮大地，映照了每一个人的脸庞，仿佛是
一场接力赛，不能停止，亦不曾停止，最初的本性被唤起，
那是信仰的力量。感受到了吗?这个世界是暖的，它充满了鸟
语花香，渐冻的心被唤起，信仰之光照亮了每一个人的世界!
它是爱、是暖、是漆黑大地上的点点星光。

每个人都有信仰，找出它，让它照亮我们人生前进的方向!

信仰如灯，青灯不灭，永耀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