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晨歌艾青读后感(通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第一次接触艾青的诗还是在多年前一个蝉鸣异常聒噪的暑假，
爷爷手持大蒲扇，单脚踩板凳，涨红了脸吼”出了这句诗。
不知为何，从那一刻起，此起彼伏的蝉鸣似乎真的成为了诗
中可怕的暴风雨、悲愤的河流、激怒的风，一次次叩击我幼
小的心灵。时光荏苒，白云苍狗，这句诗却在记忆的隧道里
永存。

今年暑假，我再次与艾青同志会面”，与他那可以直击我心
灵的文字见面。这一次，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谈天说地，而是
抱着欣赏、学习的态度认真拜读。读罢，我被艾青一颗火热
的赤子之心深深打动，从心底里对这位诗坛巨匠肃然起敬！

读《铁窗里》，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阴冷潮湿的牢房，生命
在这里无比脆弱，整天承受着无情的折磨。漆黑的铁窗给人
带来寒彻心扉的凛冽，但是，我看到了，那一双饱受折磨而
尽显疲惫无力的眼睛，仍不时向小小的铁窗外张望，通过这
唯一的窗寄托对祖国所有的希冀和对光阴热切的渴望。

读《他起来了》，情绪也随之高昂起来。看！一个个健壮的
后生站起来了！他们给予敌人最用力的一击，像极了所向披
靡的勇士。因为他必须如此/因为他/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
来自己的生存。”



读《他死在第二次》，气氛一度低沉。为了民族的命运，为
了自由与幸福，兵士们向着炮火最浓密的地方挺进！硝烟散
尽，荒原上只留下一个个无名土堆。不知为何，泪水突然决
堤，心中五味杂陈，久久无法平复我想，这应该是对我以我
血荐轩辕”的最好诠释。

生在新时代，长在阳光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潜意识里都
注满对祖国的热爱，但真正谈到爱国，几乎每个人都会汗颜
于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以至于觉得这一话题离我们太遥远。

试想一下：历年来奥运健儿在国际赛场大放光彩时，即使坐
在荧幕前，我们都会发自内心地鼓掌叫好；近期闹得沸沸扬
扬的香港事件，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群众，都让世界看到了每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态度；在祖国70华诞到来之际，每个
家庭都共同期待着国庆大阅兵，大街小巷的路灯上插满了鲜
艳的五星红旗我突然明白了，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小小能量
爱国，当这十四亿份小小的能量汇聚到一起，真的可以释放
无比巨大的.伟力！

写下这篇读后感的时候，窗外的蝉鸣如海浪般一波接着一波。
恍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那年暑假，爷爷唾沫横飞，踩着板
凳慷慨激昂的样子浮现在眼前。我想，爷爷这也是在用他的
方式表达自己内心对祖国深深的爱吧。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二

所谓国人有梦，则中国有梦。中国人的梦想便是中国的梦想。
若谈中国的梦想，必定要谈到艾青。这个诗作中充分地描写
着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和命运的诗人，用简单而又生动的笔触，
将周遭最低层人民的梦想反映得淋漓尽致。这样一种对于中
国梦的体现，也是对当时时局的一种体现。

从感人至深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到令人读来感到昂扬
向上的《给太阳》，再到包含着作家深情，时时刻刻体现着



自己希望能为祖国尽一份力的《煤的对话》，无不反映着诗
人希望警醒世人，希望让周围的所有人团结起来，为自己的
祖国尽一份力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望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便
是所有国人的中国梦，是所有爱国青年的中国梦。

有人曾经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因为在动乱的年代，需要的
不一定是一支笔书写千秋，而更可能是武生一身戎装，披挂
上阵马革裹尸。然而，他们却错了。因为正是由于动乱，正
是由于人心不稳，才应该在这样的日子里拥有一种共同的梦
想，为了这样共同的梦想而去奋斗。

而艾青，恰到好处地反映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国人的中国梦。
他用朴实的笔法将这一切书写出来，再让这一切进入所有中
国人的心间。

每一首诗，都浸润着诗人的心血和最深刻的希望，代表着他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当中进行的，对世界和国家的反思和思考。
而反观当今，虽然我们处于和平盛世，但心中的梦想却不可
缺少。少年有梦，则国家有梦，这并不是一纸空谈。“中国
梦”的提出然所有人开始认真审视梦想这一个永恒的'话题，
也让中国开始位置思考。而读罢艾青诗选，我对梦想又拥有
了新的理解，发现其实不论如何，梦想才是人的心中最不应
该缺乏的东西。

所谓梦想，就是拼尽全力为之奋斗的东西。而对于我们学生
来说，可能思考一些远大的问题太过遥远。我们所能做到的，
就是在这样的美好年华中努力学习，尽力做到为着自己的诗
时正难国内当头，这首诗写出了艾青的忧郁。他的忧郁源自
于农民的苦难，这里有浓烈的爱国之情。

作者用一只鸟的形象开头，在个体上面的渺小，短暂与大地
生命的博大。永恒之间，是为表达自己对土地最真挚深沉的
爱。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鸟，永远不知疲倦地围绕着祖国大
地飞翔，永远不停歇的为祖国大地而歌唱。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作为祖国的未来，我们应该积极适应时
代发展的要求。我们也要像爱情那样爱祖国，树立民族自尊
心与自信心，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而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唯
有努力学习，树立信心，坚信自己的力量，要保函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

一生关心劳动者生活的爱情是重要的事，我想我得到的不仅
仅是那个时代的悲惨生活照，更多的守于那个时代的思考，
以及我现在生活的思考，会深思，就算少了盼望，我也会努
力盼望我以后的理想生活。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努力，
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三

夏日里，午后的太阳逐渐炎热，听着蝉鸣，闻着花香，静静
的倚靠在大树下，树荫遮去了骄艳的阳光，捧着一本好书，
趁着微风正好，细细品读。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它。《艾青诗选》的封面十分的简朴，深
蓝色的封面上仅有着一个艾青的头像和一些对《艾青诗选》
的赞美。艾青拥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在他的诗中你可以身
临其境的感受到他对光明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黑
暗势力的不妥协和极度痛恨。正因为这样，才让我真真切切
的体会到“精神”这个词。它不一定非得是黑夜里肆意燃烧
的火焰，也不非得是黎明到来的曙光。

正如鱼的化石，面对外界的事物变换始终，沉默不语。但你
却不难想象在数万年前，这条鱼儿在水里是怎样欢快的游。
这就是精神，更是灵魂。你能从鱼骨中看到江河湖泊，亦能
从人眼中看出精神的'光芒。



我何曾不想拥有这般精神？

小时候看到街上的叫花子，眼神中没有半点希冀，也看不见
追求。我也曾听到一些小商小贩，商讨着等以后开个大超市。
我开始思考，人是靠什么活着。读了艾青，我明白了，人活
着就是精神。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再怎么伟大，也只能影响
当代。而如果是他的精神伟大，却可以影响一批人一辈子。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必须有着艾青般的魄力与追求，在
追逐光明的时候，不忘从自己的精神传递黎明的曙光。同时，
我们更要有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我们时刻记着：精神不倒，
人也不败。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四

早就听闻艾青是著名的诗人，阅读这本《艾青诗选》前还猜
想过，他的诗是像徐志摩的一样委婉？或是朴素接地气？都
无从得知。这次，以一种未知求知的心态看完了这本书，心
中不禁激起一朵朵涟漪。

艾青的诗既有古风又有现韵，把中华上下几千年语言文化完
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化成一种蓝色的忧郁。虽说我可能更喜
欢乐观豁达一些的诗韵，可艾青的诗更多的是对祖国的'热爱
与报效之心和诗人特有的精神修养，从中提炼出的诗人忧国
忧民的大自我情怀。.“假如我是一只鸟,我应该用嘶哑的喉
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诗人的情怀从一己之悲中走出,
又将走向何方呢?答案只有一个——祖国的明天。诗人走出自
我的内心体验,为祖国的未来忧思。我难以想象诗人心中超负
荷的力量,和他希望得到更多的责任——“以天下为己任”。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创作的源泉和思想根基。

我喜欢艾青的诗,因为艾青博大的胸怀；我喜欢艾青的诗,因



为它们自然天成,而有着最伟大的手法,这是深厚文化积淀与
彻底消化的产物；我喜欢艾青的诗,因为我同样和诗人一样,
爱着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和阳光！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五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一首广泛传诵的抒情名篇，诗中诗人化身为一只“鸟”，
“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歌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接
着进一步描述鸟儿歌唱的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
它们都是长期遭受风雨打击、悲愤满怀、奋力抗争的形象。
诗的第二节，诗人笔锋一转，转而对“我”进行了一个近镜
头的特写，“眼里常含泪水”这样一个静态的特写，表现了
悲愤痛苦的情感恒久萦绕于“我”的心中。最后两句是全诗
的精华，它是那个苦难年代里一切爱国志士对祖国最真挚情



感的告白。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六

缓缓合上《艾青诗选》的最后一页，波涛汹涌的心跳慢慢平
静下来，我独坐在书桌前，贪婪地感受着阳光的温度，任光
芒喷洒在身上。

艾青的诗告诉我们，光明从不廉价，她是世上最高贵、最纯
洁的希望。艾青讴歌光明，也赞颂土地。既仰望天，也将根
深深植在泥土之中。土地既是生养我们的父母，也是我们最
殷实的依靠。即使那土地是悲哀的荒漠，也是可敬可爱的。
唯有灵魂深入泥土，永不忘本，才能更好地寻找光明。

他痛恨一切黑暗、阴谋、战争，把对光明的渴求寄托在饱受
苦难的人民身上。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悲天悯人的心结使
他即使眼中含着泪水，也将满腔的心绪吟成一首首光明的绝
唱。世间的一切美好，都少不了光明，光是温暖，是爱，是
希望。那些充斥着黑暗的岁月已然逝去，但黎明的光明依旧
微弱晦暗。少年呵，愿你我摇曳着新时代的风铃，执住岁月
的`鞭，驾驭着青春的马车，去义无反顾地投入追求光明的大
潮中去，去唱响那一首永恒的——光的赞歌。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七

今年暑假，我第一次和艾青同志“见面”。我便被他的诗所
打动。不像徐志摩那样委婉。但他有一种独特的感情，一种
淡淡的忧国感，一种浓浓的爱国情。

在《吹号者》中，我看出吹号者是被黎明最早惊醒的人。天
还在黑暗之中，他们就用浸着血迹的铜号吹响带着新希望的
黎明。吹号者，比起那些打仗的士兵更辛苦。而他们没有任
何怨言，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事。艾青也是一位不惜
生命的吹号者，他不惧痛苦和劳累，为当时社会的新希望奋



斗着。

在《鱼化石》中，我读出他在“沉睡”之后发出的感慨—离
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一条鱼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夺去了生
命。它没有被粉碎，而是保持了完整的'躯体，但它只是一具
化石，连叹息也没有，对外界毫无反应。

艾青就像是这样一条鱼，在灾难后沉默，但他却能在沉默后
斗争，在斗争中前进。

在《我爱这土地》中，我觉出他对祖国深沉的爱。艾青通过
描述自己生活在祖国的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心中有
着过多的“悲愤”、“激怒”。然而，这毕竟是生他养他的
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
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表现了艾青
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跟随着艾青的脚步，曾听到“吹号者”发出的辽远的号声。
曾听到“鱼化石”发出无声的感慨。也听到“我爱这土地”
的誓言。

我爱艾青的诗，因其与人民同悲同乐；我爱艾青的诗，因其
诗歌的生动、凝练，同时又自然朴素；我爱艾青的诗，因其
思想深刻，歌颂光明。我爱艾青的诗！

文档为doc格式

晨歌艾青读后感篇八

这几天闲来,翻书柜时瞥上一层灰的《艾青诗选,轻轻拂去灰
尘,翻了几页.艾青式蓝色的忧郁深深的吸引了我.艾青的诗是
古体诗的内涵与现在诗的外衣最完美的结合.它往往能将“大
我”的豁达、“小我”的卑微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在他的诗
中无处不是静静地流淌着一种“蓝色的忧郁”.我爱艾青的诗,



因为诗中的这种“蓝色的忧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苦修,锻造出诗人博大的“大我”情怀；
于是痛苦不因一己之私,于是哀伤不因一己之利.“假如我是
一只鸟,我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
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
沉”.诗人的情怀从一己之悲中走出,又将走向何方呢?中国的
文化土壤孕育出这样一种答案——祖国、人民和光明.人民栖
息的“土地”作为一种意象从诗人的心中油然而生.屈原
的“香草美人”,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不因为时事的艰辛而选择精神的逃避,不因
为食不果腹而整日担忧“食无鱼”.或许处处碰壁,或许一生
终不得志,但我仍会“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
洋……”（艾青《礁石》）.诗人走出自我的内心体验,以千
年古国的过往与未来而忧思.你难以想象诗人的肩膀上负荷的
力量,和他希望得到更多的责任——“以天下为己任”.这是
中国知识分子创作的源泉和思想根基.我爱艾青的诗,又因为
它的诗充满了语言的张力.艾青的诗往往前半部分或平铺直叙,
或澎湃激昂,但往往要到诗文的最后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达到
整首诗的高潮,然后是在高潮中谢幕.这往往产生一种言已尽
而意未绝之感,使余音袅袅,三日不绝于耳.美!我爱艾青的诗,
源于艾青博大的胸怀；我爱艾青的诗,因其自然天成,而有着
最伟大的手法,这是深厚文化积淀与彻底消化的产物；我爱艾
青的诗,因为我同样和诗人一样,爱着这片土地和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