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沁园春读后感(大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
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沁园春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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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霜天竞自由”一切生物
都在竞相呈现自由的生命状态，可见作者对自由的向往和追
求。宇宙如此之大，但却不知谁来掌握其命运。“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一句揭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虽在问读者，
自己却已经回答了。表明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志向。
同样，在上文中的“万、尽、漫、百、击”等字中都可看出
作者的豪迈气概和宏伟的理想。

下阕作者回忆了青年时与同学们来此地游玩，意气奔放，用
文字来抨击丑恶的现象，赞扬美好的食物。“粪土当年万户
侯”表现了作者志并不在获得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拯救当时



的中国和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最后一句，显示出了作
者勇于向困难挑战，不畏惧困难的精神。

汇总我深刻认识到第一单元所学的文章都是经典，它们的文
学意境与精髓让我不禁感慨。其中《沁园春长沙》让我有许
多感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了......

（一）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悲秋。翻阅毛主席诗词，觉得对秋
天似乎情有独钟，大约是因为秋天寥廓、苍凉、大气，与战
士的胸襟和英雄的气概较为吻合。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
作......

沁园春读后感篇二

独自，伫立在寒冷的秋季，往湘江望去，一片山河，尽收眼
底。

是何等的豪迈，在苍茫大地，一主沉浮；是何等的柔情，忆
往昔峥嵘岁月稠；又是何等的才华，造就了世人传颂的经
典——《沁园春·长沙》。

自古有之，春，才是万物新生的时节，是新的开始，是新的
希望。而《沁园春·长沙》，在当时硝烟弥漫的时代，在黑
暗无尽的世界，在寂寥萧条的季节，却以如此豁达，充满希
望的豪迈胸襟，犹如一盏明灯，引领中国，引领中华民族，
跨越黑暗，走向那光明。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豪迈情怀与《沁园
春·长沙》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啊，许多人都认为，秋天，
代表的是衰弱，是萧条，是悲慨，而《沁园春·长沙》一诗，
道出了秋也胜过春的豪气，秋天，也可以是顽强，是茂盛，
是希望。

《沁园春·长沙》中的爽朗秋景，感染力是不容置疑



的。“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
底”，由远而近，由高到低，简直能与“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相媲美。

俯仰生姿，景色自然是醉人的美，但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
热血方刚的青年同学们。“恰同学少年时，风华正茂，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一群英雄青年的飒爽英姿展现眼前，回
忆往事，他们的凌云壮志和战斗英姿，他们的满腔热血和爱
国热情，他们的义正辞严和嫉恶如仇，无不让人感到钦佩，
让人感到自豪，催人奋进。

直至诗词末尾，依然让人意犹未尽，沉醉在悠远的遐思中。
活在当下的现实，是否还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气节，
是否还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我们，不但需
要“指点江山”，也更需要“激扬文字”，在科技进步的今
天，让我们的文化经典发扬光大。

品读《沁园春·长沙》，是让人血液沸腾的，那种气壮山河
的气势，激昂而慷慨，雄壮而浩瀚，让风华正茂的我们，也
迸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去创造“万类霜天竞
自由”的美好明天，让我们青春无悔。

经典的诵读再一次萦绕在耳边，“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
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沁园春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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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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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读后感篇四

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悲秋。翻阅毛主席诗词，觉得对秋天似乎
情有独钟，大约是因为秋天寥廓、苍凉、大气，与战士的胸
襟和英雄的气概较为吻合。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作，就是一
首秋的赞歌，自由的赞歌，风华少年的赞歌。

屈原“天问”时，等待“天”的回答。而诗人设问时，答案
是了然于胸的，那就是：他们这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将唤起
民众来主宰沉浮。由于当时革命形势不甚明朗，所以诗
人“怅寥廓”。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毛泽东诗词的开卷之作怎么没提国家
和人民?其实，那“问苍茫大地”，不就是问我积贫积弱的中
华大地吗?诗人因不能“竞自由”而为之“怅寥廓”的，不就
是我那不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吗?诗人爱国、忧国、报国的情结，
与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和历代慷慨悲歌的青少年诗人是一脉
相承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再回到那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吧，他们是诗人的好友，是时代
的弄潮儿，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他们将为中华民族“竞自由”，为苍茫大地
“主沉浮”!

“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一句是很有兴味的。历代青少年诗
人，大多以“万户侯”为目标。爱国诗人陆游“当年万里觅
封侯，匹马戍梁州”;南宋杰出词人刘克庄醉后仍感叹“使李
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诗人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
表示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该词是各方一致赞誉的，其艺术成就多
有论述，下面讲一点独特感受。

当我们品味该词时，最初会觉得，从“独立寒秋”至“鱼翔
浅底”是一幅湘江秋色图，一位青年在湘江边欣赏秋光，一
切仿佛是静止的，凝固的，青年仿佛千百年前就站在那里了。
他是谁?在想些什么?他是被贬长沙的贾谊?在这“沅湘流不尽，
屈子怨何深”的湘江凭吊屈原?想象的时空是无限的。而“万
类霜天竞自由”一句如奇峰突起，使上述一切都动了起来，
活了起来，那看似千年凝固的“万类”和“霜天”，原来并
没有凝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天上地下，它们都
在“竞自由”!动静切换是这样的自如，动静反差是如此强烈，
而这一切都由那看似信手拈来的“竞自由”三个字完成了，
说是“神来之笔”当不为过吧?作为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柳永的
《望海潮》。其上阕铺陈“钱塘自古繁华”，下阕描绘了一
幅西湖秋色图：“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随后是“千骑拥高
牙”的达官出游图。最后归结为“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
夸。”虽有人物动作，但只是静态写生，词句华丽却缺少灵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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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读后感篇五

我深刻认识到第一单元所学的文章都是经典，它们的文学意
境与精髓让我不禁感慨。其中《沁园春长沙》让我有许多感
触。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同
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山的枫林，也可能
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
柏、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
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
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

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
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
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
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
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
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

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
的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
崇高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
波斩浪的宏伟画面。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
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
赏壮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
怀中，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沁园春读后感篇六

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悲秋。翻阅毛主席诗词，觉得对秋天似乎



情有独钟，大约是因为秋天寥廓、苍凉、大气，与战士的胸
襟和英雄的气概较为吻合。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作，就是一
首秋的赞歌，自由的赞歌，风华少年的赞歌。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同
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山的枫林，也可能
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
柏、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
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
还要艳丽，,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
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
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
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
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
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

沁园春读后感篇七

屈原“天问”时，等待“天”的回答。而诗人设问时，答案
是了然于胸的，那就是：他们这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将唤起
民众来主宰沉浮。由于当时革命形势不甚明朗，所以诗
人“怅寥廓”。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毛泽东诗词的开卷之作怎么没提国家
和人民？其实，那“问苍茫大地”，不就是问我积贫积弱的
中华大地吗？诗人因不能“竞自由”而为之“怅寥廓”的，
不就是我那不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吗？诗人爱国、忧国、报国
的情结，与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和历代慷慨悲歌的青少年诗
人是一脉相承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再回到那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吧，他们是诗人的好友，是时代
的弄潮儿，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他们将为中华民族“竞自由”，为苍茫大地
“主沉浮”！



“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一句是很有兴味的。历代青少年诗
人，大多以“万户侯”为目标。爱国诗人陆游“当年万里觅
封侯，匹马戍梁州”；南宋杰出词人刘克庄醉后仍感叹“使
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诗人毛泽东反其意而
用之，表示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该词是各方一致赞誉的，其艺术成就多
有论述，下面讲一点独特感受。
当我们品味该词时，最初会觉得，从“独立寒秋”至“鱼翔
浅底”是一幅湘江秋色图，一位青年在湘江边欣赏秋光，一
切仿佛是静止的，凝固的，青年仿佛千百年前就站在那里了。
他是谁？在想些什么？他是被贬长沙的贾谊？在这“沅湘流
不尽，屈子怨何深”的湘江凭吊屈原？想象的时空是无限的。
而“万类霜天竞自由”一句如奇峰突起，使上述一切都动了
起来，活了起来，那看似千年凝固的“万类”和“霜天”，
原来并没有凝固，“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天上地下，它
们都在“竞自由”！动静切换是这样的自如，动静反差是如
此强烈，而这一切都由那看似信手拈来的“竞自由”三个字
完成了，说是“神来之笔”当不为过吧？作为对比，我们来
看一下柳永的《望海潮》。其上阕铺陈“钱塘自古繁华”，
下阕描绘了一幅西湖秋色图：“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随后
是“千骑拥高牙”的达官出游图。最后归结为“异日图将好
景，归去凤池夸。”虽有人物动作，但只是静态写生，词句
华丽却缺少灵魂。

沁园春读后感篇八

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
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
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
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之
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孔子也



把“大”与崇高联系起来，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
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
高美，在毛主席诗词中，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体现得最为鲜
明。《沁园春长沙》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篇什之一。

风华正茂一段峥嵘岁月

崇高美表现于内在方面，则为伟大高尚心灵的反映。古罗马
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就提出崇高是“伟大心灵
的回声”。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回
声的抒发。这种抒发，首先是通过回忆引出的。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者想起曾和当年
的同学和朋友，在橘子洲一带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
情景，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大约是在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前往
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毛泽东同志从1911
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期
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
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
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
的一座又一座峥嵘的高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这峥
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
志救国的知识青年。

沁园春读后感篇九

汪国真说过：“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那么如
今，我们站在历史的彼岸，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回眸过去的
峥嵘岁月和盛世年华，以史为鉴，时刻准备出发。



“中国”，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一个坚挺有力的
名词。每当我写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觉得笔画横有横的铿
锵，竖有竖的庄严。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国人都如汉字一样，
一笔一划都是书写正气，苍劲而恢弘地续写传奇。江山是先
人打下来的，在无数伟人中，我格外敬佩毛泽东主席。他的
文才武略、壮志雄心点燃了我内心的火把。或许是因为看过
《恰同学少年》，我无比热衷于《沁园春。长沙》这首词。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群有志于报国的热血青年萌动着，他
们的影响力势不可挡，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向着天空伸展，
朝着最亮的星星伸展，他们试图摘下它，他们要改变中国！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
自由。”字字句句都张扬着不凡的生命力，让我心潮澎湃，
这也许是一种根植于心的民族情感亦或是中国人对于汉字心
灵上的一种共通性。也难怪海外游子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
都是我们的祖国，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他们在异地，哪怕
只是看到大街上招牌里有些许汉字，也会感到十分暖心，十
分亲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这儿便是呐喊，面
对天地的呐喊，这种霸气和胆魄注定：中国将被这样一群人
改变。

我曾经很“冲动”地想过要打破平静的生活，创造一种属于
自己的年轻景致，可毛泽东主席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群青年考虑的
是抨击黑暗，宣扬真理，激浊扬清。我似乎有了些醒悟，原
来我以前所谓的“创造一番景致”只是追随新潮，虚度青春。
我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奋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
于地球。”站在这端回首，我隐约有了一股压力，又有了一
股动力，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读书的价值，不禁自豪地会
意一笑。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