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同学之间读后感 恰同学少年读后
感(大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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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一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今日之责任，全在我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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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将这句名言定作了我的座右铭。
而这句话是我从《恰同学少年》这本名副其实的好书中得知
的。

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在书中出现，而这些人物都是为寻求理想
而奋发向上的青年。像喜欢刨根问底的毛泽东，遇事往往深
思熟虑的蔡和森，常常一鸣惊人的萧子升……但深受我喜欢
的便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了!一提起他，我的脑海中便浮
现出毛泽东在遇上困难时那左比右算、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的模样，眼前仿佛掠过毛泽东在球场上那百战百胜的英姿，
心中徘徊着毛泽东对易永畦同学卧床不起时无微不至照顾的
身影……一次次想起，便不由自主地佩服起来。

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
十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的缺点便是太性急、太冲动了。
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到他驶向成功的彼岸。

“趁着这满山夜色归你我所享，烈风骤雨中，凌其绝顶，一
览众山，岂不快哉!”就是这句话吸引了我的心与毛泽东和蔡
和森一起在雨中奔跑着。他们在淅淅沥沥的雨中是如此豪情，
是如此快活。他们两人仿佛两个狂野的战士，完全融入了雨



中的自然。使我也情不自禁地想融入进去，尝尝那妙不可言
的感觉，想必那感觉一定如蔡和森说的那样——“风，浴我
之体!雨，浴我之身!烈风骤雨，浴我之魂!”顿时，青年们在
高山之上那充满自由力量的长啸狂呼声使我震撼不已。

毛泽东是个非常勤奋的人，他的老师——黎锦熙曾说过毛泽
东是师院中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勤奋，
一分一秒都不放过。他曾说过：“觉可以一日不睡，饭可以
一日不吃，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那优异的成绩是他的无
数滴汗水换来的——他只要一有不会的问题，便立刻向同学
与老师请教。就连睡觉之时，他手中还抱着一本书呢!在他书
上那密密麻麻的笔记见证了他脚踏实地的学习态度。书上的
评语与心得，字字刻出了他对学习的孜孜不倦。他不仅热衷
于学习，也十分酷爱运动。一年四季，不管是狂风暴雨，还
是烈日炎炎，甚至是寒风呼啸，他都始终锻炼着自己。我想，
就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既富有丰富的知识也有强健的体
魄，为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理想所奋斗，并且他成功了!“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谁知道今后就不是你我之辈呢?所
以就要从小开始奋斗，因为我们知道——少年强则国强!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二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题记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以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用五
年半的求学生活为主体，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
警予、杨开慧、姚斯咏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为求理想而奋发
向上的斗志，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情怀，改造中国与世
界的雄心壮志。书中人物个个清新自然，造型朴实干净，行
为大方坦然，整本书给人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感觉。



书中还原了领袖朝气蓬勃的年轻时代。毛泽东原名毛润之，
在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新生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
顺利地考入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在学校读书的过程中，他刻
苦学习、修身立志，与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互相交流，并与
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杨开慧等同学共同组织了同学读
书会。他不但注重学习，而且爱国爱民徒步游湖南、组建学
生军、开办工人夜校······在他的身上我领悟到了一
种勇猛果敢、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受到了一种气宇轩昂、仰不
愧天的气概!

书中的蔡和森让我明白了内敛的真实含义。他是一个成绩优
异的学生。然而，他却没有丝毫傲气，反而比其他人更平易
近人。他勤工俭学，在大街上擦皮鞋，没有任何自卑，反而
有一种乐观的心态。他恰如其分的解释了不矜不伐、屈己待
人的真谛。

刘俊卿是书中的反派人物。他家境贫困，父亲为他拼命工作，
到处借钱供他读书，甚至把看病的钱都给了他，可是他却拿
这些钱去买昂贵的鞋。相比毛泽东的勤俭简朴，他的行为让
人为他感到可悲。

《恰同学少年》称得上是艺术创新与革命传统相结合的典范，
它唱响了大时代背景下的青春之歌。从书中我读到了在纷乱
年代下一帮洋溢青春稚气的少年用自己的言行谱写着一曲青
春之歌。在那个时代里他们就像走上伸展台的舞者，用他们
的思想与言语去引领着很多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走出困顿，走
向光明，“创造奇迹”在他们身上的到了证明，他们用自己
青春年少谱写了一首洋溢着希望的歌曲。

时光流转至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然而，我们面
对的社会也充满了诱惑。太多的青少年荒芜了自己的青春，
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思进取，肆意挥霍金钱等。作为新
世纪的主人，每个青少年都应该志存高远、修身储能，让我
们的青春绽放耀眼的光芒!



读《恰同学少年》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情壮志;什么是真正
的胸怀天下;什么是真正的虚怀若谷!它向我们诠释了青春的
定义。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找到真正属与自己的道路，让
自己的青春在深远广阔的天空之中飞扬!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在看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介绍的是毛主
席在上一师时所遇的人，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毛主席和他的同学们他们组织了图书会，在假期登上橘子山
头，朗诵革命史诗，交流思想心得体会，多么蓬勃上进的一
帮青年，而我们当代的青年呢？大家都窝在家中上网，看电
视……用〈读者〉上面的一句话来说，这一些青年正处于病
态的生活状态之中。

我也上网查询了有关于毛主席的此本书一些报道。有些网友
认为时代正在变化，我们这些90年代的青少年与毛主席那个
时代所在的年代是天壤之别，思想上面的鸿沟更是无法跨越，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当今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和平年代又怎
能和毛主席那个年代的人进行比较呢？但我并认同他们的观
点，也许有这样一些类似想法的年轻人正在给自己平时的自
由散漫安逸地度过每一天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

虽然现在并不是乱世，但是谁又能说每个年轻人在追寻租户
的梦想的过程中是一帆风顺的呢？只要有梦想的人，去寻找
梦想的人都会遇到困难。有一首歌，其中有句是这么唱的：
梦想象气泡，但至少能触摸得到。其实，我们的目标并不只
是这样而已，如果一个人连远大目标都没有，那人生将失去
另一种意义！理想不是用来触摸的，是用来追寻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茫茫大地，我主明日浮尘呢？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四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满腔热
血地读完了《恰同学少年》。

这本书是一本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小说，它讲述在二十世纪旧
社会时，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为国家、为民
族，为了理想，为了志向而所做的一切。这本书字句间有抑
制不住的胆识、豪气、智慧越看越觉得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
着青春活力。

我觉得毛泽东的智慧、胆识可与诸葛亮相比。正因在长沙城
立刻方临一场军乱时，他能临危不乱并去侦察敌情。并组织
同学，大摆“空城计”。他与蔡、萧三人假装是桂军与敌人
进行谈，再用鞭炮丢进洋铁皮桶里，炸出的声音像是枪打的
以此虚张声势，吓唬对方。当马疤三从城里逃回敌窝汇报真
实状况时，毛泽东以他稳坐泰山之势，使对方对马疤三的话
半信半疑。最后警察郭亮放的一枪救了他三人的命。

在此刻的生活，没有打仗，但是我想问一句，毛泽东的胆识、
军事才能又有谁能比呢?他为国担忧的思想又是多么难得可贵
呀!此刻有的人不是为金钱就为名利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反
正都是为了自己。

当然，毛泽东的才能如果不是被良师杨昌济与昭绶等众多老
师的呵护他也不能成万夫雄。老师再怎样好，如学生不愿学
习，也等零。当一个好学生要学毛泽东，他既肯动脑，又肯
动笔墨，因此他看过的书总是批注很多，写满了心得。写批
注能够提高写作水平，又能够帮忙消化书上的知识。毛泽东
不懂就问，每一个问题他会先去查资料，再去问他人。因此
他又成了“时事通”。如果学生都像他一样，每个都成材。
我想我今后也如此的学习。

看完《恰同学少年》，我立志要做一有胆识、智慧的活力女



生!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五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读《恰同学少年》这本书，我迷上
了这本红色励志小说，天天手不离书。

这本书讲述了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求学生
活，书中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
斯咏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为了寻求理想而奋发向上的斗志、
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情怀。体现了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雄心壮志。

《恰同学少年》不仅讲述了激情的少年也讲述了杨昌济、孔
昭绶等优秀老师的伟大。

在这本书中，有许许多多我敬佩的人，我最敬佩的人有两个，
一是助人为乐、默默奉献、少为人知的易永畦。易永畦从小
就体弱多病，无法剧烈运动，他便默默地为操场上运动锻炼
的同学看衣服。他经常悄悄地帮毛泽东缝补好破了的鞋子，
临近期末，他还帮忙泽东连夜复习数学。我敬佩他默默做好
事而不求回报，敬佩他的善良和好学。

另一个我最敬佩的人就是有勇有谋、勤俭节约、爱读书、全
身是胆的毛泽东。毛泽东勤俭节约爱好读书，他的鞋破了也
不换，却把买鞋的钱用来买书，省吃俭用天天订报纸、买书，
关心国家大事。他读书十分认真仔细，遇到不会的就查字典
并标注出有意义、重要的句子，他的标注经常比书上的字还
要多。他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在一次假扮桂军守卫城市时，
其他学生的冷汗像瀑布似地往外流，而毛泽东去临危不乱，
十分冷静，有时竟然哈哈大笑起来，没有一丝的紧张。

书中曲折的故事不停地回旋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感叹、感慨，
我敬佩一代伟人的豪情壮志，他们意气风发、敢做敢为的'精



神深深地打动着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句名言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我要做一名刻苦勤奋的少年，强
壮我的身体、智慧我的头脑，树立远大的志向!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六

说实话，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遇到像《恰同学少年》这样让
我着迷，乃至心潮澎湃的书了。而带给我更多的，是深刻的
思考。

全书讲了以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求学五年生活为背景，
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陶斯咏、杨开慧等优秀青
年为自己“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而奋斗的故事。
他们活泼开朗，积极向上。组织进步青年团体，开展交流活
动，面对波涛汹涌的湘江，大声呼喊青春誓言;组织“第一师
范学生军”，刻苦地训练，面对几千人的反动溃军，他们机
智应对成功缴枪。书中的老师们也同样让人敬佩不已。孔昭
绶、杨昌济、黎锦熙，是他们，塑造了一批敢以天下为己任
的优秀青年。

这本书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优美的句段，却处处萌发着一
种压不住的勃勃生气，使人振奋不已。

毛泽东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胆识、机智、沉稳，他强健
的体魄，他远大的理想，他的偏科，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
或从中思考的内容。还记得毛泽东一丝不苟地操练着一师的
学生军。反观今日之教育，几乎每所学校只把学习放在第一
位，一双双眼睛盯着书本，却忽视了体育。单凭读书真的能
使国家兴旺吗?不，不能，只有搞好体育，才能有强健的体魄，
只有强健的体魄，才能用不让中国变成东亚病夫!还记得毛泽
东因为自己扁扁的口袋，鞋都舍不得买一双，饭也吃不饱。
再看今天的学生，随便花钱者比比皆是。是钱多得花不完吗?
不是!只是因为要满足欲望!



所以我认为，《恰同学少年》不仅是一部红色革命励志小说，
也是一部值得反省的教育小说。书中的成立读书会、进行学
生自治等活动都是可以作为现代学生们很好的借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
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
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的
确，我希望我中华少年能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国家的一腔热
血，来证明：

“今日之中华，全在我少年!”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七

每当我看见毛泽东，他总是高高在上，身后的万丈光芒十分
耀眼，这让我觉得他遥不可及。但当我看了《恰同学少年》
后，却让我觉得近得能触摸到他。觉得他再也不是我眼中那
个高高在上的毛泽东了，而是一个在我心里可以让我们领略
和学习的毛泽东同学!

意气风发，豪气冲天，一个学生毛泽东。

那是一个爱国思想和白色恐怖并存的岁月，一个民主新文化
和封建旧习惯斗争的年代，毛泽东和他的同学风华正茂，书
生意气，激扬文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怎样救国，怎样
救民，这一切都在少年毛泽东的脑海里回荡：“我现在还找
不到，但将来一定会找到!”于是，勤奋学习，积极交流，关
注国事，直至在学生中演变成了如火如荼的最初的革命实践
活动，徒步游湖南、组建学生军、开办工人夜校.....，一个
个比我们的研究性课题更能提高自己能力的活动都发生了。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却不曾尝试过?为什么毛泽东同学行，我
们却不行?并不是我们不可以，而是因为我们自身缺乏很多很
多的勇气.坚持和青春的热血。毛泽东同学在学生时代已经给



我们立了个楷模，相信学习，服务人民，实现自我价值，奋
斗的激情也会从我们向远方和未来无限的延展。当成功的你
回过头来，看者那条你曾经走过的道路，看者那一滴滴的泪
痕和血迹，你耻笑当日那个胸无大志的你。因为当年的你差
点被懦弱夺取今天的成功!

喜欢文字，强身健体，一个能诗会武的毛泽东。

是书生还是武将，还是两者具备?少年毛泽东博览群书，才气
过人。虽不是稳重的乖学生，却是众人眼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同时，毛泽东为了磨练意志，每天都做冷水浴，野外露宿，
还喜欢长途步行。游泳更是他经常进行的活动方式，“自信
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当时他在江河中搏击的写
照。他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称我们为“东亚病夫”，那是因为
我们中国人的身体的确很差。为了粉碎这个可恶“东亚病
夫”称号，毛泽东同学在学校自发性组织起学生志愿军。因
为他相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再放眼到当今社会，
身体羸弱者比比皆是，虽然现在的学校都已经把体育列入中
考范围，并要求学生每天跑1500米，但又有多少同学重视过
体育锻炼，又有多少同学考试不及格?同学们，健康才是一个
人.一个国家的最基本。正如《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
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为一国之希望，身健方
能气雄!

一心教书，却成了革命烈士，一个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认为少年为一国之本，所以一心希望投身于教育事业
中，培养祖国的花朵，破旧立新。但从“男儿蔚为万夫雄”
这节中就已经看出毛泽东必将成为非凡大器。所以，当革命
在呼唤他时，当人民需要他时，毛泽东义无返顾的站了出来，
为革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最终他与人民一起缔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再看看现在，不少人不看好劳动委员这一职
务。也不会有多少人希望去担当这一职务。因为他们认为这



是吃苦不讨好的职务。可我却认为这是光荣的职务，只要你
融入在班集体中，融入这份工作中，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才能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快乐!即使你仍然默默无闻，但你却
早已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而这份成功就叫做----奉献。

上一辈革命烈士恰与我们同为学生，同为少年。而我们也将
与国家一同进步，一同成功，令下一辈的少年与我们恰同学
少年!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八

它是一部摧人向上的健康作品。让我看到的是阳光和青春活
力，积极向上的精神和胸怀祖国的气魄，充分展现了中华民
族有志青年的意气风发，看得人眼前一亮。

《恰同学少年》吸引我的另一点是跟大多青春剧一样，这部
戏充满了俊男美女，但跟韩剧和其它偶像剧所不同的是，剧
中人物个个清新自然，造型朴实干净，行为大方坦然，没有
矫揉造作“装酷耍帅”的桥段，整部电视剧给人以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的感觉。看后给了我无限的憧憬。

这部电视剧也使我想起即将离开的大学校园，正在工作岗位
上实习的我这才明白大学的光阴是最珍贵的。好怀念大一的
生活，好想念我的母校，好想念我的老师、同学，一点点，
一幕幕，大一的点滴在脑海中闪现。还会想起那条熟悉的街
道，那熟悉的计算机楼，那熟悉的教室，春天里的绿草坪，
夏天里的花海，秋天里的落叶，冬天里的皑皑白雪……那是
充满烂漫幻想的时候啊，有我们太多的憧憬，我们也曾有过
那样的雄心壮志，也曾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伟大抱负和崇高理
想，但缺少了那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气概。

可喜的是我们还会同母校走过半年的光阴，《恰同学少年》
为我今后的道路指点了迷津。我们不会再混混谔谔，同时
《恰同学少年》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人生之路上乘胜前进，



我们要选择最能激发我们内心深处潜能的环境，我们要多和
那些志趣高雅、胸襟开阔、抱负远大的朋友交往，我们会在
不知不觉中深受他们的感染，养成主动积极奋发的精神，这
样的人生，肯定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的。”

同学之间读后感篇九

以前是看电视剧来了解年少时毛泽东的岁月，而今通过书籍，
看完之后更有一番韵味，可以原汁原味地了解到青年毛泽东
的青春岁月。书中的毛泽东一出场英气逼人，精力充沛，潇
洒直率。毛泽东虽出身中农阶层，但家里人多，生活也比较
艰辛。身为长子的他于是出外闯荡，他当过工人，从过商，
进过新军，但社会的落后及政府的腐败，使他最终都放弃了。
一日远游回家，他受到父亲责骂，在他心里受到打击的时候，
湖南第一师范招收免费师范生的消息一下子让失落迷茫的毛
泽东看到了希望。于是好学的他毅然奔赴长沙，这也揭开了
他立志报国的序幕。

当毛泽东应考的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蔡和森，很巧合的是毛
泽东和蔡和森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被学校录取，两人由此
而惺惺相惜，由相遇、相知，最终成为革命同志。后期，毛
泽东和蔡和森共同组织佩、为他敢作敢为的精神深深打动、
为他敢于冲破旧势力、旧习俗的精神所折服。读完这本书我
学会两方面，一方面是青少年要为国家着想，努力学习，报
效祖国;另一方面也知道做人要有良心，体谅父母，不要把眼
睛只放在自己的利益上，而要同时利益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