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 沁园春·雪
读后感(精选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一

今天，我读了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当我读到江山如
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时，心中热血沸腾，我想到了在
战斗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是建国六十周年，在这六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那时的中国穷困潦倒，那时的中国人吃
的饭菜质量很差。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质量有
了很大的提高。以前中国人传递信息是靠自己的双腿而现在
科技的发达改变了方式。现在人们都使用网络、电话来传递
信息，这样省时省力。

那些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血总算没有白流，中国现在日益强
大，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那些英雄们虽然与
世长辞了，但是他们那种保家卫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
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二

毛泽东，现代的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著名的诗人，书
法家。这篇《沁园春·雪》是他于1936年2月，当时,民族正
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适时抗日民话族一战线的方针，



并决定渡过黄河东征，到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当东征军途径
陕北清涧沟时适逢大雪，雪花纷飞的北方山河。毛泽东胸中
豪情激荡，他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这首气吞山
河的壮丽词章。

沁园春·雪是长调，以咏雪起兴，磅薄。写景，纵横千万里;
论史，几千年。

这首诗写出毛泽东对的自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今朝的，：抗日会胜利，唐代鼎盛，但与我双来“稍略
风骚”，武器装备先进，但“只识弯弓射大雕”。自信难能
可贵呀!我想：在今后生道路上，要充满自信，只要别人永远，
奋勇前进，才会夺得的桂冠。

这首词又包含了诗人的豪放。“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
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
娆。”“舞”、“驰”化为静，把山作银蛇，高原比作蜡象，
生动。后虚写，寓情于景，洋溢着热爱祖国山河的豪情，更
是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要学习诗人巧妙的构思，奇特
的写作手法，更要学习诗人的豪放。这首词以“北国风光”
句，再先“望...”后“看”，继而由“引...”至“惜...”，
最后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收尾，一气呵成。
词中又多短句，并以四字句为，节奏鲜明。这就使全词在韵
律上也颇显豪放。

我消极时，便会主席的这首词，它使我振奋。这振奋化为前
进的，使我前进，前进。读到这首词，便会激起我心底的涟
漪，激起爱国，鞭策我，使我为之崛起而读书。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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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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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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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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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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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六

古往今来，凡志趣超群、报负高远之士，常常览物抒情，慷
慨言志。特别是在簦高放眼天地之间时，长时间积蕴的关于
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忧患、天地之巨变等方面的感触，就找
到了最佳的突破口，或诵于口头，或泻于笔端。如曹操之
『短歌行』，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陈子昂簦上幽州台，万端
感慨化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
怆然而涕下”的名句;杜甫簦高吟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叹时运之不济、人生之短促。这类名篇佳作
举不胜举。毛泽东创作的这首词，与古人的佳作相比，境界



梗为开阔，气势梗为恢宏，哲理梗为厚重，达到了美与力的
最佳融合。词的上段，勾勒出无比壮美、充满生气的秋天图
画。首三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好似猛地
推出的电影特写镜头:我站在橘子洲头，身躯被清寒凝重的氛
围所笼罩，脚下是向北流去的湘江。既点明了时节、地点和
环境，又为下文的描写作了非常自然的垫铺。

后面的词句由“看”字领起，连贯直下，一气呵成。远望:万
山红遍;近看:漫江碧透;仰视:鹰击长空;俯察:鱼翔浅底。远
近高低，全收眼底。

这是一幅充满了强烈动感、强劲力度、浓烈色彩的立体的秋
色图。这是主客观的统一，更是独抒性灵的个性色彩的浓重
铺染!一“争”一“击”一“翔”，充盈着剧变之动、拼搏之
力。眩目的秋色也化静为动，透视着顽强的生命动力。首先
是程度之深，:山红是“红遍”，江碧是“碧透”;其次是数
量之多:山以万计，林以层数，舸以百论;第三是情绪之烈:红
绿两种颜色争辉，船只竞相前进，鹰与鹰较量，甚至连水里
的鱼也要与雄鹰比试。当然，这是词人将自己的激情注入万
物，使笔下的景物染上了作者的个性色彩。特别是“万类霜
天竞自由”一句，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意境升华为深邃
莫测却又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闪射出哲理的光辉。文人对
四季的变演极为敏感，但各人对同一自然现象观察的角度、
观察的方式等等都千差万别，因此所发出的感慨也不一样。
历代文人对秋的描写大多是悲秋、伤秋的意蕴，唯独刘禹锡的
《秋词二首》唱出了新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然而相形之下，
毛泽东这首词更其壮美，更其阔大。他不仅状写了秋色秋韵，
更揭示了秋力求魂-到底是伟人。纵观全词就足以看出毛泽东
学古不泥古，继承更超越的禀赋和情怀。走笔至此，词人的
笔陡一转弯，化景物为情思;“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这个问题你想过吗?他想过吗?其他的伟人想过吗?没有。
但毛泽东想了，也问了，这是“天问”，是主宰历史命运的
世纪之问，要知道，毛泽东当时仅32岁!



上段写的`是“今日之游”;描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下段
则是回忆“昔日之游”，表述的是小“我”同一个激进的群
体发生的关系。一个人独游多少有点孤寂感，当年同朋友结
伴来游，生活是多么充实多么丰富。长沙，在词人的人生旅
程中，是社会生活的初始舞台，又是革命斗争的壮丽舞
台。“峥嵘岁月稠”正是对昔日学习、战斗审核的高度艺术
概括。词人的注意力不在游戏山水，而在对历史使命的指点，
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等问题的思
考。在忆起往昔岁月时，感情之水顿时形成了拍天的江潮，
因而接下来是以“恰”字引起的六个短句:“恰同学少年，风
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随着
词句的展开，情感越来越激越，迸出了一句惊天动地、振聋
发聩的强音:“粪土当年万户侯”!!读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词人的气慨多么的豪迈，气势多么的磅礴。而词的结尾则意
味深长。“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一问句，呼
应了上片的一问，也回答了上片的问题:正是这些“到中流击
水”的英豪，代表着“主沉浮”的新生力量。全词至此，令
人思索不已，回味无穷。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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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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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
意气风发，热情奔放。诗人巧妙地化用了《庄子·田子方》中
“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的意境，来形容新时代的青年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自由奔放的胸襟。(挥斥，自由奔放的意思。方遒，正当旺盛
有力的意思。过去有人解释“挥斥”为批判驳斥，“方遒”
为专家权威，是不准确的。)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对“峥嵘
岁月”“挥斥方遒”的进一步具体化。面对“万山红遍”的
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
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
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
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
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
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区做
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些既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具体内容，又是写作这首词的时代背景。
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会词中闪耀着的'革命者
崇高心灵的美的光芒。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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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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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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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雪的读后感受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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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