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月光鸟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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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
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月光鸟读后感篇一

节奏太快了，容量太大了，这是我在听华理大附小教师陈琰
冰老师上《月光曲》时的感受。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课，用35
分钟，上完一篇幅讲读课文。一方面感叹大上海的节奏之快，
一方面，我却不得不折服于上课教师的独门功夫。

独门功夫之裁剪。

印象德国。导入课文，陈老师用用课件展示的是：演奏的乐
队、莱茵河、德音乐家的图片。马上给学生一个视角冲
击——音乐氛围浓重的德国。

长文剪截。陈老师截取描绘月光曲的课文片断和月光曲的创
作作为本课的研讨内容，干净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描绘
朋光曲内容的那段话通过学生的朗读反复出现，每一次的出
现，学生的理解都得到更有效的提升。

音乐选取。《月光曲》全曲比较长教师通过剪辑，截取其中
一段与课文片段紧密相关的旋律。每当学生朗读课文重点片
断时，这段浓缩《月光曲》精华的音乐便随之响起，学
生“刹时”一出口之时,正是音乐情绪变化之时，这种变化恰
到好处地带出学生的激情，让课文朗读与音乐融为一体。音
乐伴随着学生的每一次朗读，而每一次朗读都让学生对这段
音乐有更深的理解，并产生强烈的愿望——听一听这曲子
（王菊芳老师语）。



这样的语文课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但我还是有些不适应。在我心底，有一丝轻轻的叹息：真的
太快了，快到几乎没有了学生思考空间。快餐并非不好，但
为了完成任务、追求高效，让学生失去细品慢嚼所有美味佳
肴的机会，也是挺可惜的。

月光鸟读后感篇二

高尚，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与品德之一;高尚的美，会使人赏
心悦目;高尚的行为，则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前几天，我们
学习了《月光曲》这一课，让我对“高尚”有了更深的理解。

《月光曲》这一课主要讲述了大音乐家贝多芬在一次散步中
途经一间茅屋，被茅屋中盲姑娘的懂事和她热爱音乐的情感
所打动，为盲姑娘演奏了一首曲子。但盲姑娘仅凭听琴声就
判断出来者是贝多芬，贝多芬因遇到知音激动不已，于是即
兴为盲姑娘弹奏了一首《月光曲》。

学完这一课后，贝多芬高尚的行为和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打动
了我。贝多芬没有摆出大音乐家的高架子，而是好心地为盲
姑娘满足了她的`心愿，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啊!

想想我们身边，有许多高尚的人、高尚的事、高尚的行为，
却有一些许多人与高尚背道而驰。好比有一些明星，他们高
高在上，要给钱才能为别人签名，甚至付不起费用就将其赶
出大门……他们的行为与贝多芬有着天壤之别!

高尚是不需要理由的。为了他人的生命而不顾自己，这是高
尚;尊重他人、帮助他人，这同样也是高尚。我们要做高尚的
人、行高尚的事。

也许有人会问：“那如何做高尚的人、行高尚的事呢?”正如
我上述那样，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高尚不一定要做一些轰



轰烈烈的大事，或许一次小小的帮助、一个温暖的眼神，都
会让你拥有一颗高尚的心灵。

高尚其实很简单，但又值得我们去敬仰。贝多芬在穷兄妹家
做的一切，给予了穷兄妹俩一片人间温暖，给世界人民留下
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贝多芬高尚而真
挚的感情。同学们，让我们做高尚的人、行高尚的事、向高
尚致敬!

月光鸟读后感篇三

月光母亲已看完了，那么读后感怎么写呢?下面是文书帮小编
为大家整理的月光母亲读后感，欢迎大家阅读。

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失去了记忆。

我赶回老家去看她时，她安详地坐在藤椅里，依然那么和蔼、
慈祥，但却不知我从哪里来，不知我来干什么，甚至不知我
是谁。

不再谈她的往事，不再谈我的童年，只是对着我笑，笑得我
泪流满面。

这里写了作者的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

作者赶回老家去看她时，作者的母亲安详地坐在藤椅里，甚
至不知作者是他的什么人，不知作者来干什么，甚至作者不
知是谁。

不再谈她的往事，不再谈我的童年。

微风吹乱了母 亲的满头白发，如同故乡的天空飘满愁絮……
坐在面前的母亲忘却了她给我的那份爱。



故乡的天空不会忘记。

是母亲那一双勤劳的手为我打开民间文学宝库，给我送来月
夜浓郁的诗情。

让明月星光陪伴我的童年，用智慧的才华启迪我的想象。

这写了作者的母亲用那一双勤劳的手为作者打开民间文学的
宝库 苦涩童年的夏夜却是美妙的。

暑热散去了，星星出齐了，月亮升起来，柔和的月色立即洒
满了我们的篱笆小院。

这是在孩子眼里最美的时辰。

母亲忙完了一天的活计，洗完澡，换了一件白布褂子，在院
中的干草堆旁，搂着我，唱起动听的歌谣：“月亮出来亮堂
堂，打开楼门洗衣裳，洗得白白的，晒得脆脆的。”“月姥
娘，八丈高，骑白马，挎腰刀……” “月儿弯弯像小船，带
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

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

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她用甜甜的嗓音深情
地为我吟唱，轻轻的，像三月的和风，小溪的流水。

小院立即飘满她那芳香的音韵。

那时，我们虽然过着清贫的日子，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黄河留给家乡的故道不长五谷，却疯长歌谣。

母亲天资聪颖，一听就会。

再加上我的外婆是唱民歌的能手，我的父亲是唱莲花落(又叫



数来宝)的民间艺人。

母亲把故乡给予的爱，亲人给予的爱，溶为伟大的母爱，伴
着月光给了我，让一颗混沌的童心豁然开朗。

母亲唱累了就给我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讲牛郎织女天河相会
的故事……高深莫测的夜空竟是个神话的世界。

此时明月已至中天，母亲沉浸在如水的月色里，像一尊玉石
雕像。

她又为我唱起了幽默风趣的童谣，把我的思绪从天上引到人
间：“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

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

这写了作者的母亲在作者小时候，讲了许多故事。“小老鼠，
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
哄你。” “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

毛娃醒，吃油饼。

毛娃睡，盖花被。

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民谣童谣唱过了，我
还不想睡，就缠着她给我说谜语，让我猜。

母亲说：“仔细听着：麻屋子，红帐子，里边睡个白胖子—
是什么呀?” 我问：“朝哪里猜?”母亲说：“朝吃的猜”。

我歪着头想了一会硬是解不开。

母亲笑着说：“你真笨，这是咱种的花生呀。” 这写了作者
的母亲给作者猜东西母亲不识字，却是我的启蒙老师。



她在月光下唱的那些明快、流畅、含蓄、深刻的民歌民谣，
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飞向诗歌的王国。

母亲失去了记忆，而我心中却永远珍藏着那一轮明月……

笑靥如花的女子是美丽的，然而比笑靥如花更美丽的是她坚
毅的灵魂和飞扬的文采。

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小县城，同样爱好着文字，但是我们
的接触并不多，我只是远远地观望着这个美丽而时尚的女子，
时不时看到她的`名字和她的文章、摄影作品见诸于各大报刊，
我暗自佩服。

我们最多是开会时或者上下班碰见时打打招呼，对于她的内
心世界，我是完全陌生的，感到无论如何，我是走不进她的
内心世界。

拿到她的诗文集，我一口气读完了所有文章，被她的文章深
深吸引和打动，看到了她敏锐的捕捉力，看到了她丰富质朴
的内心世界，看到了她既有小女人浪漫的情怀又有女汉子的
坚强，看到了她年轻时青涩而风情万种的情感，看到了她欢
乐的时刻也看到了她忧郁的一面，在她内心深处，有着无以
取代的孤寂，而这孤寂，让她显得与众不同，谁能理解这种
孤寂，谁就是她的知音。

这个女子是如此的热爱生活，热爱父母，热爱生她养她的故
土，热爱她曾经远足过的每一寸土。

她的内心是率性而质朴的，与我印象中时尚而靓丽的她相差
千里，我想，从此刻开始，我要用新的眼光重新打量她。

为了一盆含羞草，下楼时不惜磕破了腿上的皮，这是怎样的
一种情怀啊，爱一盆花爱的如此迷恋，如此奋不顾身，是一
个多么热爱生活的女子啊，我仿佛听见了她灿烂的笑声，看



见了一簇簇新绿绽放在午后的暖阳里，多么美好的画面，疲
惫的身心顿时轻松了许多，能够在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美，
是需要美好的心灵和敏锐的捕捉力，她轻而易举的做到了，
这就是她的功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毫无雕琢
之感。

她把对父母的爱，糅合在生活琐事里。

父亲喜欢养花，“赚一个清闲，赚一份舒心”。

她把大量的笔力留在了生她养她的这片土地——华池，双塔
寺、豹子川、南梁说唱、列宁小学等等，作者如数家珍，娓
娓道来，你有什么理由不来一睹为快呢?作者还描写了在这片
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猫客”表哥、乐于助人的巴特儿儿、
擅长剪纸的曹永琴，他们个性鲜明，呼之欲出。

可见作者对自己的故土充满了感情，足迹所到之处，都能触
动情愫，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 ”，诗人艾青如是说。

她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女子，一有空闲，就会出游，足迹所
到之处，都能发现乐趣，“难吃”的海南水果，深海潜水的
惊险，平遥古城的深宅大院、没有沾上一点世俗尘埃的苏小
小、在“海角”拒绝留影，“因为我不想走完爱情路”，这
一点一滴之中，都可以窥视到作者的生活态度和浪漫情怀。

令人难忘的是这个有着浪漫情怀的小女子居然还有女汉子的
一面，当家里的热水管子坏了，找不到水暖工，她“拎了管
钳和扳手，说干就干，半小时搞定。

”在儿子面前，她就是一个雷厉风行、顶天立地的母亲。

“孤独的时候，在山顶某处长时间枯坐，独自流泪。



”“尽管我们彼此相爱，但我们内心深处是如此的孤独。

”一个深深迷恋文字的女子，她的内心深处是孤寂的，而正
是这份孤寂，成就了她质朴而灵动的文字，成就了她坚定不
移的梦想。

在诗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中，她把钟爱的文字也罢，把
痴怨的情感也罢，她都统统化作石笋，这是怎样的坚韧啊!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祝愿这个名叫田力的女子，在
文学田地里坚定不移的地耕耘下去，直到地老天荒，直到永
远。

朦胧的月光笼罩着大地，宁静而皎洁。

月光下，我一章一章的读起了《盛世繁花》，字字惊情……

我喜欢《盛世繁花》里的许多文章，因为语言简洁、优美，
惊人耳目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多少，但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却
十分温馨、迷人，描绘的人物栩栩如生，好像就站在你的面
前。

我最喜欢《换儿姐》和《女门将》，分别描写了一个姑娘的
感人故事。

《换儿姐》讲述了换儿姑娘的善良故事。

换儿是姑娘的奶名，她在河边洗衣服，却遭到一群野蛮男生
的欺侮，其中还有“我”和她的亲弟弟。

“我们”想赶走换儿，可是换儿却说如果“我们”喊她
声“姐”就走，“我们”这群厚脸皮男生可没有善罢甘休，
编了一首歌谣羞辱还未出嫁的换儿。

换儿很生气，离开了池塘，“我们”很高兴，下水游玩。



可是没想到“我”的裤子被冲掉了，伙伴们帮我去找，可是
上课铃响了，因为害怕老师的皮鞭，伙伴们赶紧溜回了学校。

凄凄凉风中，没了裤子的“我”十分尴尬。

这时换儿来了，她带着讽刺的意味嘲笑“我”，最后却不顾
自己家里的贫穷，把花心血织出的裤子拿给了“我”。

那本是换儿自己的紫格女裤，却又把他染成黑色，送给
了“我”。

《女门将》则大有不同，爱好足球的汪盈是个标标准准的女
汉子，并且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

本来腿脚灵活的她完全可以担任一名出色的中锋，可是老师
却安排她守球门。

汪盈很难过，不过个性开朗的她并不会就此认输，她找来同
伴，帮她练球。

皮擦破了、手淌血了，可是汪盈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毫不
在乎，并且继续努力，又掌握了守门将应该注意的事项，最
后，成为大家公认的队长。

在重要的比赛时，汪盈的手忽然受了伤，她强忍疼痛，继续
来到球场拼搏，带领大家团结一致，终于赢得了胜利!女门将
当之无愧!

我喜爱换儿姐的善良，赞美汪盈的坚强，两位姐姐身上都有
令我敬佩的地方，品质那么优良却各不相同。

《盛世繁花》读后，掩卷长思，字字入心……



月光鸟读后感篇四

音乐，是一种艺术。我认为它是所有艺术中最绚丽的，因为
它可以触动我们的灵魂。当高涨的情绪得不到宣泄的时候，
听听音乐，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我阅读了《月光曲》一文，深受启发。贝多芬因同情穷鞋匠
兄妹而为他们弹琴，有感于盲姑娘对音乐的痴迷而即兴创作出
《月光曲》的传奇故事。表现了贝多芬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
越的才华。

读了《月光曲感》这篇课文，我感受到了贝多芬的同情心以
及它卓越的令人羡慕的才华。他让我不禁想起了意大利著名
的画家达芬奇。

想必大家都应该听说达芬奇著名的画——蒙娜丽莎吧！蒙娜
丽莎那神秘的微笑是那样耐人寻味，难以捉摸。达芬奇凭着
他天才的想象力和那神奇的画笔，使蒙娜丽莎转瞬即逝的面
部表情，成了永恒的美的象征。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但是我认为除了天赋我们还要努力达芬奇能够画出许许多多
的名画，也是在小时候磨练出来的。他的'老师曾要求他反复
地画不同的方位中的鸡蛋，让他的洞察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

艺术是世界的瑰宝，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绘画艺术。我们都
应该把它传承下去。

月光鸟读后感篇五

近日读的《月光手帕》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让我很
难忘记。这篇文章，仿佛由一个美好的镜头串连在一起，深
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这篇散文讲述了一个小姑娘把一片月光误以为是手帕弯下腰
去捡，作者正是捕捉到了这么一个画面，并写下了这段感动：



“我感伤于自己没有她那样的空灵，走过来不会弯下腰去。
因为一双磨练得很‘俗’的眼睛极易发现月光的破绽，也就
失去了一次美的愉悦”。一瞬间，我感悟自己的心与作者的
心靠得是如此之近，我仍然被这样美好的镜头所“融化”了，
从而使我得了未曾有过的感悟……是呀，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也渐渐失去了孩子的纯真与好奇，对世界看久了，认
识“深”了，眼睛便也变得“俗”了。结果，一切新奇的想
法须开始被所谓的“实际”所取代。虽然天还是那片天，云
还是那片云，但你却开始感叹生活的无聊，竟不再去看那天，
那云的美。其实，美丽的事物并没有腿色，只是你的眼光变
了。于是，当那双不再纯真的眼睛看到这片透过窗户射在地
上的月光时，你会怎样呢？也许你只是无动于衷地踏着他它
走过，因为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片月光。但是这片日光，在
一个纯真的孩子面前却成为一个乳白色的手帕，我想，那个
小姑娘在弯下腰时，一定在想，这么漂亮的手帕可不要被踩
脏啊！即使她后来知道那只不过是一片月光时，我想她也不
会失望。回头再望望那块“月光手帕”也许她会会心一笑，
而这正是快乐的源泉。

有时候，我也有些害怕长大。怕越长越大越无法理解小姑娘
的纯真，最终成为一个踏盖“月光手帕”而茫然走过的“大
人”。很多人一定要到自然中去寻找美。其实美是无处不在
的，它不需要寻找，只要去感悟。只要你保留一颗纯洁的童
心，美丽的事物就会映入眼帘，使你快乐。

这一瞬间，我突然想到，单纯、快乐，就挺好，就这样弯下
腰去捡起这块“月光手帕”，闭上眼，用心去感受到这美的
存在。

月光鸟读后感篇六

听着美妙的音乐------《月光曲》让我想起前几天学的《月
光曲》这篇课文，学了这篇课文让我懂得了一些道理：尽管
身份悬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人与人之间还要彼此尊



重的，这是我从贝多芬言行举止学来的，同时，我也要像盲
姑娘学习学习，盲姑娘很懂事，不像我整天到惹麻烦。

我不光懂得了一些道理还更加了解了《月光曲》呢！《月光
曲》分四个阶段，起初是舒缓的，接着是柔和的'，然后是快
速有力的，最后是高昂激的。

月光鸟读后感篇七

上个星期，我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了《月光曲》这篇课文，
从中我懂得了二百多年前，德国有位很伟大的音乐家，他不
仅谱写了许多爱国曲，而且心地也很善良。

月光曲是他谱写的曲子之一，传说是这样谱成的：

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
小镇上。他听到了一阵钢琴声，是他的曲子。屋子里有人在
谈话，从话中，他得知这兄妹很穷，付不起他音乐会的入场
卷。

贝多芬走了进去，弹起了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到了，就问是
不是贝多芬。贝多芬没有回答，又弹起了一首曲子。穷兄妹
两听着，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景象。当他们陶醉时，贝多
芬早已回到了客栈，把刚刚弹的曲子纪录了下来。

贝多芬这首月光曲传说就这样谱成了，他不像别的音乐家那
样高贵，他帮助了这穷兄妹俩，是因为他听到了。他自耳聋
以后，还可以弹的那么好。我们应该学习贝多芬的这种高尚
的品质，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是那个国家
的骄傲，我们呢，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

我们要帮助比我们小的小朋友，我们要帮助比我们年纪大的
老爷爷奶奶，我们要帮助身体不健全的残疾人等，其实我们
要帮助的人有好多，只要我们发现了就去帮助他们，那么，



你可能也会从中学到一点知识或是道理。同时也能提高自己
的素质。

月光鸟读后感篇八

妈妈把《月光蛋糕》这本书放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一下就被
书皮儿上那大到可以通向月亮上的蛋糕吸引住了。我读了书
里许多的小故事，我很喜欢这些小故事是因为小故事告诉我
很多做人的道理，让我懂得了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还要尊敬老师和长辈。我今天还帮妈妈打
扫卫生了，我很开心。

暑假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就要上二年级啦！我很高兴！我要
认真学习，上课认真听讲，做一名好学生。

月光鸟读后感篇九

小说家莫泊桑，是一位了不起的月光诗人――在我心里，他
一直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在香榭丽舍大街，在枫丹白露森
林，在普罗旺斯古老磨房边，在塔曼底故乡的小路，在地中
海黛色的波涛上。

《月光》是莫泊桑的早期作品，并不引人注意。给我的感觉，
那是用散文笔法写的一篇抒情性小说。这个短篇的主人公马
理尼央长老，是一个虔诚的教士。他仇恨所有的女人，他认
为那是亵渎宗教的祸水。但对他天真美丽的外甥女的态度却
是一个例外。他喜欢她，希望她成为从事慈善事业的贞女。
然而，一天他突然得知外甥女有了情人，他暴怒了，坐立不
安了。晚上10点，他走出去，想看个究竟。月光如水，弥漫
田野，先是让他惊呆了，震动了，“这铺天盖地的诗境，让
他一点也弄不明白了。”当外甥女和情人出现在远处月光下，
他先是心跳、彷徨，继之退却了。心想，既然上帝用如此良
夜去保护爱情，难道我们就不容许爱情吗？他在惭愧中逃回
了屋里。



这是月光的赞美诗，更是生命、青春和爱情的赞美诗。莫泊
桑确是痴迷月光的。读他的长篇小说《一生》，大概谁也不
会忘记开头约娜从修道院出来，住在“白杨山庄”那个月夜
吧？这个满怀热情、耽于幻想的少女，陶醉在山庄银色月光
里，梦想着爱情，在窗前伫立，直到天际发白、小鸟啁啾！
莫泊桑以诗意的笔触，让少女的心融入了月色，达到“天人
合一”的地步。

。在散文中，莫泊桑就不必借用他笔下的人物，而是直接倾
诉他对月光诗意的感受了。《水上》，是莫泊桑在地中海的
航行日记，也是我见到的惟一一部莫泊桑的散文作品。他在4
月8日阿盖的日记中，竟以13页的篇幅，描写、歌咏月光，引
述包括雨果和缪赛等7位法国诗人关于月亮的诗作。他说，他
看见一对恋人，搀臂眺望月光下阿盖内湾的大海，听海浪轻
吻沙滩，瞧月光吻着海波，感到自己心里也渴望着爱情，几
乎苦恼得要高声大叫。他说：“我只好怪月光扰乱了我的心；
我一直相信月亮对人的头脑能起一种神秘的作用；一个在阳
光下规规矩矩恋爱的人，在月光下却会爱得神魂颠倒。”莫
泊桑感叹，他在月光下，让月光一照，一定是受了伤
了！“她有什么迷人的魅力，能使我们心神恍惚，飘忽不定，
若有所失呢？”

我看，莫氏提出的问题是个千古之谜。就那么一个冰冷死寂
的圆球，却具有那般魔力。人们明知是上当受骗，也甘愿为
之匍匐倾倒，至死不悟。那么多条分缕析，全都苍白无力！
这是全世界文学艺术家永远也道不尽的话题。()

莫氏的月光和什么最相像？我的感觉，那是贝多芬的《月光
奏鸣曲》，如水月光在莫泊桑的字里行间汨汨流淌，夜风下，
泛起微微的波浪。

阅读是一种快乐。我为自己从莫氏的散文和小说里读出诗意
的月光而快乐；更为自己从莫氏作品读出了他对月光的独特
感受而快乐。所以，我给小说家莫泊桑戴上了“月光诗人”



的桂冠。我相信，莫泊桑，这位我从少年时代就钟情的缪斯，
永远活在月光下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