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胡适传有感 胡适我的母亲经典读后
感(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胡适传有感篇一

今天，我看完了《我的母亲》这篇故事，对我启发教育特别
深。

这个故事介绍了老舍的母亲能屈能伸的性格。老舍的母亲都
在家里做事。突然有一天，八国联军进了他们的家，一刀先
把老黄狗刺死了，再把她丈夫也杀了。可是，她不慌，躲了
起来，鬼子也没有找到他们，她这叫“能屈”。鬼子走的时
候，她又干起活来，连续几天都没睡觉，她连快要死了的时
候吃的也是粗粮，可是，这样的苦日子照样过，这叫“能
伸”。正是因为她能屈能伸的性格，才带大了几个子女。

说来也真惭愧。有一次，老爸训斥我说：“凯源，你这次考
试怎么考得这么差？是不是又偷懒了啦？”我跟老爸顶嘴，
很不服气地说：“80分也不算差呀！”老爸更凶了：“80分
还不算差呀？羞羞脸啊！想当年我啊，从来就没考过90分以
下！”

我听了还是用刚才那句话顶撞：“我就觉得80分不差呀！”
刚说完就被老爸打了一顿。要是我学到了老舍母亲的能屈能
伸，不顶嘴的话，就不会被打一顿了。

看完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一定要能屈能伸，
要不然就会遭殃的！



读胡适传有感篇二

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这篇寓言写于19，讽刺了当时
中国社会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从处事不认真到处世不认真，
许许多多的人就在“差不多”的圈套里度过一生。其实我们
现在仍旧有许多“差不多先生”，怕麻烦，抱着“得过且
过”的心态度过一生。如果你也是“差不多先生”，希望你
看完寓言后，能够有所反思，及时补救。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
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
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
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
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
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
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他常常说：“凡事
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
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
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
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
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
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
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
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
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
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
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
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
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
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
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
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
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
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
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
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
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
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
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
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
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
一个懒人国了。

读胡适传有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胡适的《我的母亲》，感触颇深。文中母亲的
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母亲的好脾气，她温和、善良、容忍的性格，宽容的度量，
以及她人格的刚气，时时鼓励着我，给了我做人的启迪!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从小手脚勤快，为人贤惠，是父母的好
女儿。十六岁出嫁给比她大三十二岁，人称“三先生”的胡
传。当时，胡传的大女儿和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
的人家做晚娘不容易呀!

胡传在上海任职的时候，顺弟生下了她的唯一骨肉小胡适。
后来，胡传到中国台湾任职，他们老夫少妻稚子三口，在那
里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

然而，幸福是那样的短暂，在小胡适三岁零八个月的时候，
胡传病死在厦门。当时，顺弟虚龄只有二十三岁，便青年丧
夫，做了寡妇，这又是多大的不幸呀!

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

四十六岁，她历尽了寡居的艰辛，离开了人世。

正如胡适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
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
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
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我不禁感慨：人在旅途，每走一步，多难啊!

作文频道编辑为大家整理的到这里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
祝大家学业有成。



读胡适传有感篇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首是是唐代孟郊写给自己母
亲，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真挚、难割难舍的母子情。然而《我
的母亲》中的小女孩不知道她的母亲疼爱她。然后，小女孩
在生病时，她的母亲日日夜夜，无微不至的照顾她。后来她
知道她的母亲是爱她的，通过这篇文章我知道，母爱是伟大
的。

有一次在医院我看见一位畸形的小男孩，坐在椅子上，他的
耳朵似乎听不清楚声音。他常常一个人在窗外看与自己的同
龄人在上学，他的心里无比的伤心和寂寞，他的母亲常常陪
他聊天，给予他关怀。正是这件事使我更确信了一点：母爱
是世界上最无私伟大爱。

记得我在一次放学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就快
要下雨了。我急忙向校门口飞快的跑去，到了校门口，一张
张陌生的脸。我想纳闷的想：妈妈怎么没来接我。同学们都
陆陆续续地往家走，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在这里等我的妈妈。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妈妈到现在还没有来，我的内心想
长了草一样烦躁。渐渐地十分钟过去了，她依然还没有来。
忽然，天空中刮起了大风，细小的沙子吃尽了我的眼睛里，
睁也睁不开，难受死了。突然听到自行车的铃声，我急忙地
跑过去一看，不是妈妈。我现在像迭进了万丈深渊之中，爬
也爬不上来，仿佛进入了地狱一般。我只好自己灰心丧气地
往家走，天下起了大雨，好像在和我唱反调。正当我不知道
该不该避雨时，隐约看见一位妇女向我的方向使来。她正在
吃力的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的。走进一看，竟然是妈妈。
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自己走到了天堂，满心快乐。“走
吧，妈妈亲切地对我说，走回家吧”。雨哗啦啦地下大了，
雨水湿透了我和妈妈的衣衫。回到了家，看到妈妈全身湿透
了的样子，妈妈却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心里甭提多感动了。



读胡适传有感篇五

每个孩子都有母亲，亦慈祥、严厉、亦温柔，亦暴燥……但
是不管怎样，母亲那颗爱孩子、处处为孩子着想的心永远也
不会改变。暑假，我不经意间翻阅了胡适的一篇散文《我的
母亲》。当我被这质朴的语言打动时，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

这篇文章没有刻意地描写母亲，而是通过作者家庭中的一些
小事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教子有方、气量大、性子好、待人仁
慈温和又不失骨气的好母亲形象。胡适五岁丧父，全靠母亲
一人将他含辛茹苦地拉址大。生活上，这是一位慈母，对儿
子关怀备至；学业方面，这是一位严师，以身作则，教给儿
子做人的道理。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母亲让胡适从她身
上学到了善良、坚强的优良品质，胡适也在结尾处点明母亲
是影响他性格及人生道路的第一人。全文文笔流畅，字里行
间无不透露出深厚的母子情，让人潸然泪下。其中，一个小
片段学深深地震慑了我。

“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会么微菌，后来足足
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
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
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这到底是位怎
样的母亲？一般来讲，当孩子生病时，做母亲的只需照顾好
即可，大多没想过做这种在外人眼里看起来非常恶心的事情。
然而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却做出了这伟大的举动，令人震惊。
虽然作者只是三言两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着母亲对
儿子深沉的爱。前面的长段描写不就是为这几句简短的话作
铺垫吗？由此，我联想到我的妈妈。

在我六岁那年，我才离开外婆，回到妈妈身边。许是我从小
与她分开的原因，妈妈表面对我要求很严，其实在某些方面
她十分疼爱我，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而我把她所做
的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直到我看我《我的母亲》这篇散文
后，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错误。很多时候，我非但不理解她



对我学习上的苛刻，还给她徒增烦恼。现在回想起来，我真
是羞愧，不什么不能学胡适那样懂得感恩呢？天下没有哪个
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人成才，我如今醒悟为时不晚，我
决定要用我的好成绩回报妈妈，并且尽量为她减轻负担，做
个至善至孝的女儿。

母亲，我一生中最亲爱、最重要的人。有一天她老了，我会
做她的拐杖，陪伴她度过幸福的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