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背影读后感(大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背影读后感篇一

故事描写的是作者回徐州为祖母办丧事。办完丧事，父亲去
南京谋事，作者返京念书，父亲去车站送行的情景。

文章构思巧妙、布局精炼、详略得当。作者把描写的焦点凝
聚在一个极其普通而又典型的细节——父亲的“背影”上，
表达的感情却极为真挚深沉。一开始，作品开门见山地写道：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而后由远及近地描述了祖母的丧事、父亲的亏空及对我的
慈爱，为下文重点描写父子离别作了铺垫；第二次是为给儿
子买橘子，父亲艰难过铁道。作为重点，作者饱含深情，具
体细腻地勾画了父亲的背影，体现出浓浓的父爱；第三次是
父亲离开车站时一刹那的背影。虽只是轻轻带过，这淡淡的
一笔却极妙地刻画了父亲不忍分离的悲酸惆怅；结尾是引用
父亲来信说明其晚年心境的凄凉，仿佛又一次见到父亲的背
影，首尾呼应，并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文章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以简洁质朴的语言，透过背影描
写，由表及里地展示了父亲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作者的心理变
化。作者先是层次分明地描摹父亲的形态：身体肥胖、穿着
臃肿、步履蹒跚…写出了父亲的老态、憨厚；接着详尽地描
写了父亲的一系列动作：“探身下去”、“穿过铁
道”、“爬上月台”、“两手攀着”、“两脚向上
缩”、“身子向左倾”…字里行间充溢着父亲对儿子的慈爱，
也自然而然地使作者从不理解到自责，到情不自禁地多次热



泪盈眶。

文章语言精简朴素，表现的情感却极为真实、淋漓尽致。从
不放心茶房而要自己去送；从捡定座位、千万叮嘱；从亲自
去买橘子…一切看似极其平常、琐碎，却弥足珍贵，让我们
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父爱总是那么无微不至，总是那么牵肠挂
肚！作者惜墨如金，文中父亲虽寥寥数语，却意味深长，有
力地表达了主题。

读完全文，我被那真挚的父子情深深打动了，同时对亲情有
了更深的领悟。是啊，一个父亲的爱，就是这样，只是默默
付出，不求回报，甚至不一定需要懂得。在现实生活中，我
的父母何尝不是如此？从咿呀学语，蹒跚迈步，到走进校
门……我成长的点点滴滴和每一点进步中，不都蕴涵着父母
的哺育之恩吗？我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长大，而父母却日渐
衰老。是他们，用无私的爱托起了我们光明的前程！让我们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吧！

背影读后感篇二

从古至今，描写母爱的诗篇屡见不鲜，如《游子吟》中千古
流芳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然而，描写父爱的诗
句却少之又少。也许是因为父爱的含蓄让人无法用言语勾画
出来吧。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是我们在八年级学到的难得的关
于“父爱”的文章。先生仅用朴素而细腻的文字便铸就了这
一篇令世人赞不绝口的文章，无非是因为这篇文章中带有炙
热的情感以及对父亲的挚爱之情。

文章构思巧妙，以父亲一个常见却易被忽略的小细节承
载“父爱”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从小的出口喷薄出的滚烫情
感总是能让人心神激荡。朱自清先生将浓浓的父爱之情通过
买橘子这一小事展现出来。父亲对儿子关心怜爱，却不知道



如何表达，只是执意要为儿子买些橘子在路上解渴。儿子对
父亲的爱惜与心疼体现在看着父亲臃肿的身体穿越月台时的
艰难而掩面抹泪。有时爱会让语言变得苍白无力，变得无力
承载爱的重量。文中父亲的背影，或许不少人在生活中都曾
目送过，可那样的情感，只有经过无数岁月的洗礼后、懂得
人世艰辛的人才更能体会。

透过文章，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父亲眼角的皱纹，额头的额纹
和鬓边的白发。我也无数次看过父亲离家上班的背影、看到
父亲送我回校后离开的背影、看到父亲深夜坐在书桌前熬夜
加班的背影……似乎读过这篇《背影》，我才开始注意到父
亲逐渐弯曲的腰背、有点老花的眼睛、开始衰退的记忆，岁
月不饶人，父亲一点点地变老了。这也让我想到虽然生活艰
辛，但是父亲却似乎永远乐观的姿态;想起我放假回家，父亲
见我时如孩子般的喜悦;想起父亲因为我操心，而慢慢加深的
皱纹和多长的白发……真的，想到此处，我便也忍不住泪眼
濛濛。

当我把《背影》读完时，许多回忆便被勾起来了：回忆父母
养我时是多么的不容易，为我是怎样地忙前忙后。我只有尽
我的努力好好学习，将来让他们过得更好，才能来报答他们。
我知道，父母对我们的爱永远是无私而伟大的。我爱母亲，
也爱我的不善言辞但深爱着我的父亲!

背影读后感篇三

《背影》是朱自清先生早期的一篇极为有名的文章，也是现
代文学史上散文的杰作。全文只有一千五百字，集中描写了
一个片段，却感人至深，脍炙人口。过去，这篇散文曾长期
选作教材，正如吴晗先生说的：“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学国文
教材，在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
不可分的一体了。”记的叶圣陶也讲过类似的话。一篇散文
能够久久传诵，不被忘记，这决不是偶然的，它在艺术上取
得了很高的成就。



读《背影》后，给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作者着力表现了人间
的至情——真挚的父子之情。这会总感情表现的细腻、真实、
深刻。

《背影》写于1927年，写了回忆中的父亲的背影。那是19的
事情：祖母去世，父亲徐州烟酒公卖局长的差事也交卸了。
办完丧事，父子同到南京，父亲送作者上火车北去。这事发
生在作者二十岁的冬天。在那特定的场合下，作为父亲对儿
子的关怀、体贴、爱护，使儿子极为感动，这印象经久不忘，
并且十年之后，想起来，那背影就出现在晶莹的泪光中，使
人不能忘怀。

父子间这种真挚的感情，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不放心茶
房而要自己去送;从捡定座位、千万叮嘱;从亲自去买橘子。
都体现了父亲的爱。各种事情，都是极其平常的，极其琐细
的，但从中表现出的感情，却是极其珍贵的，它使作者经久
不能忘怀，读者读后，也不能不为之感动。

作者写的是一篇抒情散文，通过质朴的叙事来抒情。作者笔
下的事物，都被感情的色彩所笼罩。它很不同于客观的叙述，
而是用叙述做为抒情的工具。行文的字里行间，都流露了父
子间的至情，这正是文章能感动读者的地方。虽是事过十年
后的回忆，却都是按当时的情形叙述，在那种种细事中，处
处透露了父亲爱惜儿子的心。父亲把二十岁的儿子仍然看成
小孩子，而儿子却不太满意，处处认为父亲的行为“不太漂
亮”，当时儿子不能理解父亲的一片深情。作者在如实记叙
之中，加以点拨：“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
那时真是聪明的过分”。回忆之中，带有责备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当时不能体贴父亲心情的过失。这些地方，都增强了
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读《背影》后，给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全篇用白描的手法，
艺术技巧极为高超。



所谓“白描”，照我的理解，就是不借助比喻，堆砌辞藻，
以朴实的文字，把当时的情景再现于读者眼前。用鲁迅先生
的`话说，则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是
从白描的本质特征上说的。

全文集中描写的，是父亲的背影，所以“背影”二字，也是
全文的题目，前后的叙述，都是必须交代的，是中间写背影
的铺垫，如果没有种种不可少的交代，细这个特殊情况、特
殊场合的背影就不清楚了。

要说父亲的背影，那是司空见惯的;但这次要写的，却不是平
时常见的，而是特定场合下使作者极为感动的那一个背影。
作者写了当时父亲的体态、穿着打扮，更主要地写了买橘子
时穿过铁路的情形。“父亲是一个胖子，...... ”作者描绘
父亲的背影，并不借助于什么修饰、陪衬之类，只把当时的
情景再现于读者眼前。这种白描的文字，读起来清淡质朴，
却情真味浓，蕴藏着一段深情。正所谓“于平淡中见神奇”。

《背影》中的情调是惨淡的、低沉的，作者白描的文字，也
是极为素淡的，与全文的情调很和谐。但是，写橘子，特别
加了浓烈的修饰语——“朱红的橘子”。这种不协调的朱红
色，与全文的情调形成强烈的对比，当时是家遭遇不幸、父
子离别，用这朱红色更衬托出全文的基调，增加了凄凉的色
彩。作者白描的手段极高，用对比加强力量艺术效果，加强
了文章的感染力。

背影读后感篇四

没有语言，没有表情，只有最真实，最简单的动作，却最能
打动人，一位父亲，在他儿子外出读书就要登上火车前，亲
自帮他找到座位，拜托茶房多多照应，又爬上爬下地去买橘
子，在人们的眼中留下了一个忙忙碌碌的身影。正是这个背
影，深深感动了那将远行的儿子和我们。



那正是一家人最困难的时候，祖母去世，父亲失业，家里满
是颓唐之气。男儿有泪不轻弹，可他七尺男儿却簌簌流下了
泪。唯有父亲坚强有力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天无绝人之
路”。父亲是孩子心中的偶像，这句话的确不错。即使是天
崩地裂，还有他宽厚的肩膀撑起的一方天空。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当儿子看到父亲这样疲惫的背影时，
才突然发现坚硬的外表下那颗温柔的心。孩子大了，懂事了，
父亲却已经老了。

其实每个人都拥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背影”。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次放学特别晚，因为是冬天，天黑
得特别早，凛冽的寒风呼呼地扑面而来，让人直打寒颤。我
孤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又冷又饿又怕。正在我行色匆匆
的时候，一抬头，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路口，那
是爸爸在等我，路旁金黄色的灯光照在他的身上，那是一个
期待的背影。他看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接过我手中的书
包，向家走去。我紧偎着他高大的身躯，只感觉安全而又踏
实。

门铃响过，正忙着做晚餐的妈妈打开房门，关切地说：“回
来啦，饭菜马上就好！”说完，又转身忙去了。厨房里热气
腾腾，到处弥漫着白色的水汽，于是，见到的是妈妈模糊的
背影，我感觉温暖而又幸福。

背影读后感篇五

大抵每个人都读过这篇1000字左右的抒情散文。讲述了朱自
清祖母过世后，父亲也失去了工作，即将出外谋事，而他也
要回校念书，便一同前行。到车站后，由于父亲临时改变主
意，决定亲自送朱自清上火车，又想给儿子买橘子吃，穿过
月台时，父亲艰难攀爬月台，朱自清看到后，留下来感动泪



水的小故事。

而每个人对这篇文章最初的记忆一定是“我看见他戴着黑布
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
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
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
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
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一经典背诵片段。而今，说起
朱自清的《背影》，可能只能一下反应出“月台、橘子、父
亲”等奚落片词。近日，重读这篇优秀的文章，同文不同感，
新触良多。实则，我们每人对一件事的理解一定是随着我们
每个人的经历、生活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特此分享于大家。

首先，通读完整篇散文，会发现没有一个华丽的辞藻，朴实
的笔触，真实的场景让我们深临其境，简单的对话，对于背
影细致无微的描写令简单的文字迸发了新的力量。文章简单
列出了父亲的些许对话，没有着重描写父亲的表情神态，但
多次提及“背影二字”，真切的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爱，以
及孩子对父亲的感激之情，父亲的爱其实就像文中的背影一
样，朴实真切，不那么浓烈完美，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伟大的
一种爱，不会有华丽的话语辞藻，总在默默的做着那些平凡
的小事，却逐渐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就像朱自清一样，文中
多次提及他感动落泪，之于中国人的习惯，男儿有泪不轻弹，
更别说多次表达，可见对他感触之深。父亲的背影就是他最
美好的记忆。

其次，背影这个词语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词语，它虽有些
隐晦神秘，但绝对真实而富有大爱。背影是没有真正的影子
的，而影子的出现必然需要光明。最浪漫的便是它做自己的
光，照亮自己和他人的世界。这里，我简单从一些角度分享
一下。不论是厨房里忙碌的母亲或者爱人的背影，还是父亲
辛勤劳作的背影，或是孩子每日变化的背影，都带着他们充
满爱的责任光芒，为平凡的生活注入温暖。而朱自清的背影
中，第一句便是“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



记的是他的背影。”，可见对父亲背影印象之深，其实我现
在印象最深的也是父亲的背影，幼时田间耕作的背影，亦或
农忙结束，他走在前面，我在身后跟着他所见那高大的背影，
到他后来工作深夜备课的背影、逐渐缩小佝偻的背影，我悉
数在目。而他散发着的都是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对我们这个
家的爱，那沉默的背影好像会说话，在告诉着我们“什么都
不要怕，有我在”。如今，我也希望着我能扛起更多的责任，
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成为他人的堡
垒、避风港。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精读这篇散文，认真体味其中
五味情感，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感
受一定千差万别，但朱自清父亲浓浓的父爱，朱自清感激的
情感跃然纸上，每个人都能直击灵魂的感受到。爱和感激是
他的大主题，平凡表达爱，默默奉献是他的小主题，希望我
们每个人都能看见爱你的人的背影，也能做你爱的人的背影，
最好的爱便是像每个背影一样，深沉却可靠，迷人又浪漫。

背影读后感篇六

《背影》这篇文章是朱自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写得凄凉而
又柔美。

这篇文章讲的是朱自清和他的父亲要一起分别从家乡到南京
和北京。朱自清先和父亲来到了南京，又要等去北京的火车
时，他的父亲拖着胖胖的身体翻过了两道栅栏，买了橙子给
作者吃。火车开动了，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作者坐在车里到
了父亲的背影，是那么孤独，那么单薄，所以，他写了这篇
《背影》。

在文章中，父亲“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
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身下去”，“他两手攀
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
的样子”的背影，让作者感受到了强烈的父爱。“等他的背



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坐下，我的眼泪
又来了”，看着父亲的消失的背影，作者觉得父子分离是那
么地不舍与伤心！父子一别，不知什么是时候才能再见！

文章把父子的依依惜别写得凄凄凉凉，却又让我感到有一丝
丝的暖意。作者的父亲是那么爱他，我的爸爸也是同样啊！
也许爸爸不是那么善于表达，但仔细感受，他时时刻刻都在
爱护着我，保护着我呀！记得在去参加夏令营之前，爸爸竟
然一反常态，比妈妈还唠叨，要紧跟队伍，在火车上接热水
用大水杯，在宾馆里用电要小心，把导游的电话号码记好，
自由活动后要按时集合，多喝水……嘱咐这，嘱咐那；临出
发前，爸爸还上到我们的大巴车上，给我调节座椅。

当时，兴奋的我心里只是急切地想赶紧和朋友们一起出发，
还觉得爸爸太罗嗦。读了这篇《背影》之后，我才恍然大悟，
那正是爸爸的爱呀！

老爸，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