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的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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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的读后感篇一

曾经，我梦想着进入重点高中，从而理所当然地进入名牌大
学，之后便是拥有一份令人瞩目的职业，成为爸妈的骄傲。
中考失利后，我觉得一切就此毁于一旦。我漠然，我绝望，4
年的努力竟化为灰烬，因为我只是个失败者。现在想来是何
等的幼稚与可笑！牛虻在身世、革命、爱情重重挫折中百折
不挠，始终为了理想高歌而行。是他教会我“必须跟随着我
所看见的光明，走我自己的路。”牛虻与琼玛的爱情是纯真
的。而当今社会一些年轻人将爱情当儿戏，毫无神圣感。有
些人只是把“爱情”用来炫耀，用“早恋”来填补空虚……
而牛虻和琼玛告诉我们：应该始终将人民置于个人之上。大
爱是真，大爱是恒；是付出不是索取，是奉献不是回报。我
们将在付出和奉献中获得真爱。当我再和伙伴一起拼搏时，
我发现收获更多的是牛虻精神。阳光是灿烂的，风雨其实也
是灿烂的。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灿烂的！因为我们将为了心中
的梦，为了理想而奋斗。我们成长着，我们在渐渐走向成熟！
我庆幸遇到了“牛虻”、拥有了“牛虻”精神！我也会做一个
“快乐的飞虻”！

散文的读后感篇二

有了心中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

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



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

风铃于风，是感知风的存在，将无形的自然之风化为清脆的
声响。那美妙清灵的音乐是由悬挂于窗棂的小小风铃演奏出
来的，当你听见风在风铃边舞蹈时的笑声，相信，你的脸上
是带着沉醉其中的笑容的。

又或者说，风铃本身，就是风的音乐，即便是再细微的一缕，
风铃也能够敏感地觉察到这串细微的音符，并欢快地唱出来。
不信，你听——“叮叮叮叮——”，是春日的微风和
煦；“叮咚叮咚——”，是仲夏的狂风大作；“叮铃叮
铃——”，是金秋的凉风习习；“当当当当——”，是严冬
的寒风肆虐：风四季歌唱，四季舞蹈，风铃都为它演奏——
以音乐的形式。

当风吹起，风铃叮当作响时，光阴便如风一般无声无息地流
动，遗留在了那过去的时光中，一去不返。光阴似箭，日月
如梭，虽看不见，摸不着，但日月星辰的迁移旋转却无时不
刻地昭示着时光的飞逝。

我们忘不了奋力救下坠楼婴儿的“最美妈妈”——吴菊萍，
忘不了让全世界见证梦想奇迹的无臂钢琴师——刘伟，忘不
了照顾养母12年的善良孝女——孟佩杰，这无数的难忘，只
因我们听见了心中的风铃在面对这些高尚的生命时所奏出的
绝美的心的乐章。

每一个昼夜，都有无数个生命逝去，又有无数个生命降临，
生命是那么的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仿佛这一秒还在，但下
一秒就会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生命又是那么的伟大，
那么崇高，那么动人心魄，哪怕是下一秒就会消失，但消失
前的那一份无与伦比的美丽却深深的烙印在了我们的心中，
震撼着我们的心。

原本，风过无痕，但有了风铃，风过便留痕。



原本，光阴无痕，生命亦无痕，但有了心中的风铃，生命即
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

文档为doc格式

散文的读后感篇三

鲁迅先生想起儿时因不许放风筝而扼杀了弟弟的玩的天性而
倍感悲哀。善于解剖自己的鲁迅先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
思，抨击了旧中国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
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天性，如何让孩
子在自由的天地中自由地生活和生长。

文章从在北京看风筝写起，由眼前景回忆起儿时江南放风筝
的境况。而写北京的风筝只是一笔带过，却用浓笔写出了故
乡放风筝的细细的情景。从时间和季节入手，写出了风筝的
姿态颜色、形状。虽然“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周围的春
的景色分明是一片“温和”。文章的一二两段构成了一个层
次，引起了下文对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一事的具体描写。

由于我的“不爱”甚至“嫌恶”，便也将这一心情转移到弟
弟的身上，因而也就顺理成章地反对弟弟去做。我是兄长，
当然有着兄长的威严，弟弟也就只好“张着小嘴，呆看着空
中出神”。看着小兄弟因风筝的落升而惊喜的情形，我却只
有感到“可鄙”。

这一段是后面事情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整篇文章的关键。
鲁迅先生一方面写出了小兄弟的“弱小”，一方面又写出
了“我”的“强大”，兄长的“威风”和小兄弟的“无奈”
的强烈的反差，为后文的发展和结果埋下了伏笔。

因而，当“我”发现小兄弟在偷偷地瞒着自己去做风筝的时
候，便以兄长的威严毫不留情地折断了风筝的“翅
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于是，我似乎是得



了胜利，傲然地把他扔在了小屋里。这一段叙写很具体很细
致。这是由上一层的原因而导致的必然的一种结果。

鲁迅先生虽然淡淡写来，但我们分明看到了字里行间浸透着
的懊悔和悲哀。儿童的天性是纯洁的，而游戏是儿童的天性，
而玩具则是儿童的天使。当鲁迅先生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是中年以后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文章有了很长的篇幅，写出了我的懊悔和补过。
但当我想了若干的方法终于可以得到这补过的时机的时候，
得到的，却是更深一层的悲哀，那就是，小兄弟在长大之后，
早已将这一切忘记了。时间和生命永不会给我这一赎罪的补
偿，“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人世最大的悲哀莫过如此，过往的错误或许永无改过的那一
天，这是悲哀中的悲哀呢!

文章的主题似乎是多面的。有对兄弟间浓情的抒发，有对封
建家长制的鞭挞;有对自我的不留情面的解剖，也有着对过往
的罪责的“无可把握”的悲哀。

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此文的一大特色，有以下几个层面。一是
环境的对比：北京二月的肃杀寒冷和江南二月的热烈和温和。
这一对比增强了文章的浓烈的悲情和深重的无奈。二是人物
的对比：小兄弟的弱小和我的强大。这一对比构成文章叙事
的主体，也贯穿文章的始终。三是时间的对比：这时又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我的前后的变化，一是小兄弟的前
后的变化。我的变化是主要的方面，小兄弟的变化是次要的
方面。但又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

三个层面的对比在文章中交织成深沉的叙事点，使得文章含
蕴极深而感人极强。

文章的另一特色是以我的情感变化为线索展开，给读者以清



晰可寻的脉络，并成为打动读者的抒情的线，和三个层面的
对比交织成一个浑然的整体。我的感情变化的线索是：对放
风筝的“嫌恶”，对小兄弟看放风筝的“可鄙”，看到小兄
弟做风筝时的“愤怒”，折断风筝离开时的“傲然”，反思
后的“沉重”和不得原谅后的“悲哀”。

首尾的呼应也是此文的一个特色。

从教学的角度来看，本文的重点宜放在对文中作者“悲哀”
心境的正确把握和理解，这也是切入到文章主旨的一个关键
所在，同时也是文章写法上的一大特色。文章的难点是小兄
弟的“忘记”，这也很容易引起初中学生的疑惑，宜简明讲
解，只要扣住主旨去把握就可以了。

散文的读后感篇四

1、沙沙，沙沙……耳畔重新萦绕着熟悉之音。白杨叶低低语，
伊人的面庞缓慢浮现在记忆里，亦真亦幻。

2、“叮铃铃”……窗棂上的小风铃在风中摇曳着，这是晶莹
剔透的铃儿互相撞击发出的清脆声音，这清脆的响声是如此
的安详，如此宁静，像一曲钢琴音的伴奏，在静静地夜空中
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孤独，像一只蝴蝶围绕着心空悄悄地飞翔，
触动过的地方伤痛慢慢在消亡。

3、叮铃铃”……风铃的快乐无法掩藏，拥有风铃的快乐吧！
它会淹没生命的惆怅，就像在泥泞的小径上行走突然回到阳
光大道上。让前程一下子变得无比宽广。

4、叮铃铃“……让临窗而立的我感觉到身边一阵阵激情的震
颤，让病痛的身体瞬间恢复力量，我想我只想写下来，这是
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发出的`深切呼唤。

5、风铃融在心深处，只愿旅行依旧，重拾旧忆，将那轮回隔



世的静，勾勒、浅唱、延续。

6、风敲着玻璃窗，触及不到窗栏的紫色风铃，窗外，缠绕着
落叶的气息，窗内，静坐如禅，默数从指间滑落的时光，谁
曾与我一起收集了阳光的味道？喜欢冬眠的女子，将心灵的
记事本也装进冬眠的背包，然后，再找一个暖暖的画面做封
面，遇见那些关于情感的花言蕊语，上演一场华美的邂逅。

7、风是无形的，枝叶便是风舞动的影子，花朵是映衬着风的
笑脸，悦耳的风铃声不就是风的语言么。

8、平安灯的左侧是一挂金属风铃，风铃是居家的吉祥之物，
寓意吉祥非佛陀莫属。六柱中空的金属风铃上雕刻着心经，
悬挂的木牌刻画着观音菩萨端坐于莲花之上，清风拂过，每
一声悦耳的风铃响起，就是在念颂一遍心经……我在风铃的
旁边挂了一盆荷叶吊兰，菩萨宝座莲花台，虽然不见莲花，
但愿那蓊郁的荷叶能合了观音菩萨的心愿。我很钟爱居室的
这个角落，宁静雅致中蕴涵着深深禅意。

9、世上最美丽的相逢，莫过于风与风铃的相遇，风不止而铃
不息，我为你吟唱，你为我执着，让世上的每一串铃音都去
深情的讲述你我之间的传说。

10、我倾听着你的哭泣，静静滑落的眼泪，缓缓流动的空气。
风，吹乱了你的思绪，铃，打破了我的沉默，请再坚强些吧，
这不是真的你；请学会释怀吧，这才是你的真；拭去眼角的
眼泪，走出惆怅的笼罩，忘却曾经的俳徊，挥去心中的忧豫，
天亦长地亦久，风已去铃仍在，往事如风，吹动了铃。

11、午夜，忽而听得风铃之声，响彻了深沉而又空灵的星空，
在静谧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却渐渐融入一份安静中，无踪
无影。



散文的读后感篇五

久违的大雪，纷纷扬扬、持续不断地在天空中飘荡飞舞。时
而像白色花瓣轻盈地飘飘洒洒，时而宛若银色蝴蝶在广袤的
空间翩跹起舞，时而又像晶莹剔透的珍珠亲吻着大地和人的
脸颊。人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抵御寒冷，深一
脚浅一脚地踩在松软的积雪中，不时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满街的行人都不断重复着这种动作，这声响此起彼伏，像一
首首雪天奏鸣曲，煞是好听。双脚由浅入深陷进积雪又迅速
拔出时的那种微妙感觉，十分有趣。每个人的身后都留下了
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每个脚印似乎都写满了“痛快好
玩”！在结冰的路上行走，更是要小心翼翼地低头猫腰，一
步一步地往前挪，这种前倾的行走姿态，是为了跌倒时可及
时双手撑地，避免因身体失去平衡而导致后脑着地引起骨折
和头部损伤。

清晨起来，我想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的冰雪世界，发现窗户被
冻住打不开，只能从缀满水珠的窗户玻璃往外看。许多人家
的屋檐，悬挂着长长短短粗细不匀银光闪烁的冰凌，远近楼
房花草树木都被冰雪笼罩。平日寻常的树木，被漫天飞舞的
雪花装点得风姿绰约，那些树枝不时轻轻扭动腰肢，将雪花
抖落在行人的脸上和脖颈中。被雪花轻柔抚弄的路人，没有
丝毫突兀和愠怒的表情，只露出浅浅淡淡惬意的微笑。正当
我极目远眺神思遐想时，一阵鸟雀啁啾，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奇怪，这冰天雪地，鸟雀也善解人意与人同赏雪景？循着
鸟声，发现窗外的花架几盆耐寒的植物上面，站立了几只小
鸟，它们欢快地拍打着翅膀叽叽喳喳地歌唱着，不停地用小
脚爪在积雪上作画,那画图俨然如抽象派画家的手笔,小鸟欢
快活泼灵巧的姿态，可爱极了。

这场十几年不遇的大雪，带给人们记忆中曾有过的体验与快
乐。长时间伫立观赏，眼前美丽的雪景，渐渐变得虚幻飘渺
朦胧，仿佛寓言中的童话世界，令人恍如隔世，我情不自禁
脱口而出：“下雪真好啊！”尘封的记忆，被这个持续寒冷



大雪的冬天激活、放大了。

不过，媒体报道，近半月的低温严寒大雪，在全国也造成了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连续十几天的大雪，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也考验着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我们应反思，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抗击自然灾害、保
护自身生存能力方面，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从而
进一步弥补完善。

大自然创造了春夏秋冬四季，赋予了四季不同的品性和职能，
只有四季忠实履行各自的职责，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人类
社会才能生生不息地代代传承。暖冬效应，已由隐患渐变成
显患，今年的大雪，是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关爱和馈赠，我
们每个人都应心存感激，进一步强化环保意识，顺应自然规
律，做大自然的朋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些，是我们应
该从这场大雪中悟出的真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