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读后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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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散文读后感篇一

今日上了《散步》这篇文章，我深感触动那是怎样的一篇文
章呀，读起来是那么亲切、温馨，通篇充满着丝丝蜜语浓浓
亲情：母亲的慈祥，作者的孝顺，妻子的贤惠，还有那个胖
胖的小家伙儿，更是聪明可爱。

我反复读着，文中初春的新绿、树上的嫩芽、转季的冬水；
异常是那菜花、桑树和鱼塘，那山水画般的江南春色在眼前
明朗清晰起来。不由得陷入沉思，想起一些往事。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姐姐也顾着学习，可是
哥哥只要有时间就会带我漫步在林间小道中，他会捉一些小
昆虫吓我。有一次，哥哥问我河水为什么朝那个方向流，我
不明白，哥哥就带我往上走，走啊走，我最终看出来了，水
来的方向地势高，我高兴得说：“哥，这边地高，那边地低。
”哥哥牵起我的手说：“是的，我们有一句古话就叫人往高
处走，水往低处流。做人要是不努力、不奋斗就会像这河水
一样只能往下流了。”长大后，在学习、生活中每遇到困难
就想起哥哥的教导和温情，就有了无限力量。只是此刻哥哥
已经出国留学了，一年也只能见到一次…。

“我蹲下来，背起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好像
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只要有亲情在，
只要多尽一些职责，我们的生命就是幸福的，生活就是完美
的。亲情是多么珍贵，让我们把爱一棒一棒的传递下去吧！



散文读后感篇二

冯骥才这位作家我早已熟知，记得小学那会儿曾学习过《俗
世奇人》中的一篇文章，从此便迷上了冯老的著作。而冯老
的散文作品我还未曾读过，所以趁着这个暑假，买来他的
《万物生灵》细细品读一番，与冯老一起做一个真正热爱生
活的人。

一个一直认为自己热爱生活的人，但在读过《万物有灵》之
后，才会发现冯老对生活的热爱更加细腻，更能涤荡人心。
好的文字体现或许就是书中的某个片段，某个角色，某处情
景勾起你美好的回忆，且在你的记忆里深深定格。哪怕它只
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或事，比如书中的《捅马蜂窝》。对
于一些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经历过，我虽不是在乡
下长大，却也干过捅马蜂窝的事。

回想起那天下午，我和父亲发现老家大门上有个马蜂窝，进
门的时候，就会蜇人。于是，父亲拿起一根棍子，准备捅掉
它们。我当时既害怕又兴奋，毕竟是第一次捅马蜂窝，父亲
在屋里，我在屋外离得远远地看。父亲一捅，马上关上门，
马蜂成群地在空中飞着。忽然，一只马蜂在我身上飞来飞去，
我吓得要命，便跑了好几里路躲开它们，不过还是被蜇了，
回来时，马蜂早已散去。而作者童年捅了马蜂窝，使作者似
乎有一层罪孽感压在心上，暗下决心，不再做伤害他人之事，
给予我们热爱生活的前提是能善待万物的启示。

每回想起这事，我便感触良多，不禁感叹这书中美而又奇的
语言风格，既能勾起人的回忆，阅读时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可以亲眼看他描写小植物在微风中摇曳，活泼的动物在你身
边蹦跳，将我们引领入大自然中，看花开，看水流，望鸟飞，
听虫鸣。我们被书中美妙的文字所打动，被这些自然界的神
奇所征服，处处也都体现冯老对生活的热爱和细腻。孩子们
跟着冯骥才的文字，可亲近自然界万物生灵，更加细腻地去
发现生活中的美，建立起热爱生活的心灵天地。于我而言，



我觉得这便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细细回味，慢慢品咂，感受冯老付诸真情的文字。原来在大
自然和生活中处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只是不曾入心地去感
受罢了，做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他是幸福的，也是足够
幸运的。

散文读后感篇三

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都不
一样。在老师的`带领下，我看过了很多的散文集了。林清玄
用他的笔写下了许多好文章。

这篇文章，先开头是讲了个故事，我们快乐的思想是决定我
们一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快乐的思想乃是
建立幸福人生的第一步，一个人没有快乐的思想，那么尽管
用尽一切努力，可能还是会落空。一旦快乐的思想被建立起
来，即使生活悠闲单纯，幸福乃至人间的美善都会自然的来
到。我有时也拥有快乐的思想，的确很好。一生想要快乐，
就要先有快乐的思想。就像文中的故事一样。同样是在砌砖，
有了快乐的思想会比别人多一份喜悦。

一本散文书一向放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写完作业都会把这
本爱不释手的书读一读。以前买第一本散文集时，我都不是
很喜欢读，可此刻我已经真的喜欢读散文了。林清玄的散文
不像其他的散文，道理都含在文章里，让人很容易看懂很清
丽悠远，我喜欢这种风格。

读林清玄的散文集，我感觉到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小细节
《软枝杨桃》。

林清玄他的文字如水样轻柔，语言亲切，大多数写得都是散
文。他的散文很有哲理，当将它们运用在生活中时，更易懂。



书的封面上写了：期许少年们有天真的心，纯善的心，完美
的心，庄严的心期许他们能在这混浊的世界，持续清明，能
在这悲伤的人间，拥有快乐。的确，我挺喜欢这句话。

每年的散文介绍没有轮到我，很遗憾，但是下次是席慕容的
散文集，我也会认真读的。我爱散文，我会一向继续看下去
的。

散文读后感篇四

散文是一种作者写自己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自由灵活的
文学体裁。读了散文之后你有哪些感想呢？本文是小编整理
的散文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散文读后感1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
法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
仍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即使是想象，十分却有八分的真挚，何来的不感人？让人不
由感叹，辛酸后的痛楚。

散文读后感2

前一段时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我读了一
本她早些时间出版的《成长的痕迹》。老师还真没选错书，
这本书确实让我深有感触。

读完席慕容的前几篇散文，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对亲人的思
念。她前几篇散文写的是对从前的记忆，都写出了自己对远
在他乡的母亲的思念和对已故奶奶的不舍。作者用一些很短
小的事通过细致的描写把那份感人的亲情充分、实在地呈现
了出来，她那份对亲人无比的真诚打动了我。这不禁让我想
到我自己的母亲，在家里她是在怎样地关心着我、无时无刻
地牵挂着我呢？想到这儿，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突然
振奋起了精神，就像为了我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要幸福快乐地活过每一天！用成绩回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越往后，对青春对时光的不舍就越多，深奥的哲理体现得也
就越多。有一篇名叫《荷花七则》的散文，作者就通过她开
画展后发生的一件事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她的一位朋
友看完她的画，十分羡慕她的生活。可席慕容的微笑消失了！
要知道，完成一副画是需要多少心血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哪
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呢？席慕容当时的感悟真让我
的心灵受到一次洗涤，她的用词十分自然、恰当，每一个字
都沉重地抨击了我以及每个人心灵中的那些“邪念”。“选



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
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作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
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潇洒可以换得来的。”每
读完这篇文章，那颗浮躁的心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静。

读完整本书，我的心变得更坚强和明澈了，觉得自己成长了
许多！这本书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呀！

散文读后感3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特
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
《目送》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

古人云：四十不惑。人过四十后，经历过许多次的生老病死
的场面，再读《目送》这类亲情散文，感悟很多，特别是
《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人在生命的路途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平静中透
露着的哀痛，让人不甘又无奈。永远记得儿子在第一次拿到
学习成绩单时的情景，手拿奖状，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我地
样子，那时的我就是他的天；大学四年，每次打电话时，即
便是在脚骨折卧床时，他的声音是欢快的语调，第一句话永
远都是“妈妈，我很好！”我很感谢儿子的孝顺，但心里也
明白，儿子长大了，能自己担待所有的伤痛，对父母的依恋
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到这，那种酸楚而又心存喜悦的无奈，
瞬间会填满我整个胸膛。

读《目送》会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送父亲走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的哀痛，也会想到了每次回家看母亲时，母亲那欢愉的目光
和不停叨唠的话语。世间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后还是沉
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目送》所描写的都是人们所经历



的，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读《目送》总有想流泪的感觉，
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挽留不住的是匆匆的生命脚步，
能留下的就是记忆；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
度不是挽留，而是珍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
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散文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篇借景抒怀的散文。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从这开头就能够读出作者心绪不
定，为外面的事情所烦恼，可能就会想方设法去发泄。“忽
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
心境吧。”那就去赏月光下的荷塘。在那你就会发现一切。

在第三段里“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
自我，到了另一世界里。”“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
都能够想，什么都能够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从那里
能够读出作者渴望一片宁静的吵杂而复杂的世界，渴望一片
言行自由自在的天地。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四段写荷塘，“曲曲折折的荷塘上头，
弥望的是干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
裙。”文中用了比喻和拟人的词突出了视角上的曲线美，把
叶子比作舞女的裙，让人联想到少女的翩翩起舞。“微风过
处，吹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有着渺茫的歌声似
的。”这句话一开始读时觉得感官上有些矛盾，不合常理，
缕缕清香本是嗅觉闻出来的，然而后面却说仿佛高楼上有着
渺茫的歌声，歌声是听出来的，怎样会有呢，这也许就是文
学艺术写作的艺术手法吧，把不一样种类的.感官功能沟通融
合在一齐，微风过处，远处时隐时现的歌声也和在荷花的香
味了，一齐让人神魂缥缈，有着仙境般的感觉！“叶子底下



是哗哗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
致了。”充分发挥了朱自清的想象力，因见叶子极美的风致，
虽然叶遮住了荷塘，但仍能感受到底下的那动听的流水声，
因有流水的滋养，荷塘才会开得旺盛。这段文章中有静态有
动态，动静皆宜，把整个荷塘的景由静态写成动态，给人留
下极美至神韵的景象！让你回味无穷！

整篇文章能读出作者渴望美，并经过文字构建了心中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