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天鹅图腾读后感(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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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一

读这本书是源于好友的不断推荐，他说这是本好书，值得一
看，于是我就上网下了一本。虽说看得不是很精细，但是有
几个精彩的环节还是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也引起了我对人生
的一些思考。

《狼图腾》向我们展示了草原狼丰富多彩的杀敌方法。开篇
就是一个草原狼围捕黄羊的大战役，波澜壮阔，纵横捭阖，
动静结合，一气呵成。真正的作战时间不过十几分钟，但作
战前狼群耐心的伏击、精妙的设围、细致的观察，营造
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紧张而又亢奋的氛围；而作
战时的迅雷不及掩耳、放掉还有战斗力的黄羊而击其余部分
的智慧，颇有些卑鄙，却极其实用。让我们拍案叫绝，赞叹
不已。这动静之间，却将草原狼卓越的智慧、耐性、组织性
和纪律性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狼做的事情之所以会十拿九
稳，是因为他们做每件事情前都会先想好策略。这一点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

狼的智慧也是非常惊人的，几乎可与人媲美。狼的本领、狼
的智慧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也是在几千年艰苦的草原生活
中磨炼出来的。变幻莫测的草原气候、恶劣的草原环境、各
种动物的逃生本能还有来自人的巨大威胁，使得狼始终生活
在险境之中，随时都处在被饿死、冻死、打死的境遇中，狼
的各种策略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人不是狼，
但我们却可以从狼身上借鉴很多东西。学习草原狼不能拘泥



于具体的战术，而是要锻炼自己勤于思考、善于应用策略的
能力。主动的去观察和学习，积极的思考，在面对不同的情
况时采用不同的方式，在实战中磨炼自己，这就是狼的智慧
源泉。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只要你有丝毫的放松，就可能会被
社会淘汰，这很像狼群生活的大草原，公平而又残忍。所以
我们也得有狼的危机意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给自己加压，
正如张瑞敏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置之死地而
后生，往往不利的形势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背水一
战”，“破釜沉舟”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始终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即便厮杀的工具不再是尖
牙利齿，不再是刀剑枪戟，但是本质是不会变的。有能力的
人就能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新的厮杀利器来赢取最大的利益。
考试升级如斯杀，商场勾斗如斯杀，官场暗涌也是如斯杀，
向往人道主义乐土的人士也不妨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
这种厮杀格斗后的胜利者？是不是能给失败者真正的怜悯和
体恤呢?自古就有自然的成败法则，狼坚持不懈地贯彻这一法
则，我们应当敬佩，甚至以狼为师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诠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社会如战场，危机四伏，如果没有应对困难的勇气，你就很
难生存下去。有了勇气，还要有狼一样的血性，积极的、主
动的去迎接挑战。只有在不断的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斗争
中，人才能进步，才能成长。

《狼图腾》是对我的一次洗礼，我喜欢狼的坚韧，狼的团结，
狼的狡黠，狼的意志力和狼的生命力。只有具备这些条件，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二

《狼图腾》这本书，讲述的是作者本人与几名北京知青一同



去内蒙古边境额仑草原，插队生活长达11年的故事。在草原
上，他钻狼洞、掏狼崽、养小狼、与小狼一起生活战斗，还
与他的小狼共同患难。经历了青年时代苦难的游牧时光。蒙
古狼带他穿过了历史的千年迷雾。慢慢的他懂得了为什么蒙
古人与毕利格老人会如此信奉狼图腾，还有草原人对狼的爱
和恨，狼的神奇魔力，作者姜戎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

狼图腾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民族的一种象征，是蒙古族人民心
中的神、天灵。古老的图腾象征着祖先的神话，也是一种子
孙与祖先的传承交流方式。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草原狼才是
真正的霸主，它们毫无畏惧的捕捉猎物，为了牛羊与草原不
断地战斗着。它们亦是腾格里的孩子。人不是狼，而狼的各
种策略、智慧和奋勇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磨练出来的。
但我们确实可以从狼身上学习到很多，锻炼自己善于应用生
存策略的能力。

自古以来就有自然的法则。狼坚持不懈地贯彻了这一法则。
我们应当敬佩它们。狼坚勇的野性已经在我的心里埋下了种
子，可以完美诠释为“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的自然法则。
看完这本书，便十分向往有着狼一般坚韧、团结、狡黠、以
及它们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

狼图腾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坚韧奋发向上精神的一种。狼
从来都不畏惧死亡，它们为了冲垮马群，不惜牺牲老弱的狼
去撕扯外围马群的肚皮，与马同归于尽，与其它动物战斗也
是如此。即便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毫不退缩，毫不胆怯。

在那欣欣向荣的草原上，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王者，问谁敢争
风?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三

从小到大，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但，读到专门写狼的书，
还是第一次。



读到它是有一次我在我大伯家无聊时看到他的书柜上有一本
黑纸白字的书《狼图腾》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想看看这本吸引了我全部注意力的书，
到底是何方神圣，让我如此想要翻开它知道它身体里面的内
容。

不一会儿，我便看的入迷。爸爸来了，也没有发现。我便向
大伯借了这本书，回到家细细看。

半天后我把它看完了，它让我震惊极了，我第一次看到不是
写狼是害兽的书，反而把狼的好处都写了出来。

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陈阵和杨克两个年轻人来到蒙古草
原，跟着智慧的阿爸探究着狼的秘密，他们掏过狼崽、养过
小狼与狼战斗过也狼绵缠过，与心爱的小狼出生入死的故事。

书并不太厚，就一元硬币立起来那么厚吧，是由几十个狼故
事组成的，他给我带来了震惊，欣喜和快乐。

在故事书里，在大人的话里，狼总是可恶的，仇恨的，讨厌
的，可是现实里呢，它是那么的好，它既是草原的清洁工，
也是在草原上跟牧民无法离别的一种神奇的动物。

它，就是狼！

它让我受到了鼓舞，它带给了我许多智慧和许多与狼有关的
知识，我喜欢这本书，它就是《狼图腾》！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四

今天，读完了《狼图腾》，书中的精彩内容给我强大的震撼，
催使着我写了这篇读后感。



我们究竟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人类社会的精神和性格日
渐颓靡雌化的今天，《狼图腾》这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小
说，真正揭示了人性与狼性，千百年来，人们畏狼如虎、憎
狼为灾，汉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狼的误解与偏见，比如说：
起初我以为狼只是喜欢群居的野兽，凭借着数量的优势扑捉
一些小动物，苟且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生物而已。

在我心目中狼的地位是很尴尬的。

凶猛不及狮虎，速度不及猎豹。

同为食肉类哺乳类动物，他们只能去欺负弱小的狐狸、豺狗。

它的存在也只是为了衬托虎豹们的勇猛。

就好比一部电影，它永远只能做配角，来衬托其他野兽的凶
猛、英勇。

然而，读《完《狼图腾》随着曲折的故事情节，我我才发现
我以前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甚至是愚昧。

这本书，它会为你诠释什么才是狼，什么才是真正的野性，
它会帮你揭开那层神秘面纱!

狼，原与狗是一家，但它可比狗少了奴性，多了野性。

不会为了嗟来之食而不顾尊严的向主人摇头晃尾，因为狼知
道，决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那绿莹莹的闪着狡黠目光的眼，那四根令人闻风丧胆的狼牙，
黑的、灰的或白的并不好看的毛色，那强而有力的四肢和尾
巴，构成了——狼。

狼，最凶猛的武器就是它的上下四根狼牙，如果没有狼牙，
狼所有的勇敢、强悍、智慧、狡黠、凶残、贪婪、狂妄、雄



心、耐心、机敏、警觉、体力、耐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等
等一切的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

狼牙，是狼的一切，是狼的命。

狼，虽然凶残，但是母狼却是母性最强的动物之一。

可以为了孩子放弃猎物，可以为了孩子饥肠辘辘，可以为了
孩子不惜一切甚至是舍弃生命!

狼，它们是团结的，很少各自为战，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狼王
的统一调度下进行。

只要狼王一声令下，群狼便会排山倒海，勇不可挡。

即使是它们被牧民和猎狗围困，四面楚歌，它们依然镇定自
若，阵形不乱。

狼，月下长啸，无比凄凉，令人心寒。

它是团结的，更是孤独的、野性的。

就算一个人把它从小养大，就算给了它再多的付出和关爱，
它最后还是会毫不留情地离你而去。

毕竟，自由才是狼的最高宗旨。

狼，它们从来都不畏惧死亡。

它们为了冲垮马群，不惜牺牲老弱的狼去撕撤外围壮马的肚
皮，与马同归于尽。

与群狗的争斗中狼也是前赴后继，即便是战斗到最后一条也
毫不畏惧。



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王者，谁与争锋?

狼，懂得

知己知彼，尊重每个对手，在每次攻击前都会去了解对手，
而不会轻视它，所以狼一生的攻击很少失误;狼，懂得同进同
退，虽然通常独自活动，但却是最团结的动物，你不会发现
有哪只狼在同伴受伤时独自逃走;狼，懂得顺势而为，知道如
何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回报。

狼，是世上第一大兵家，是最有智慧的军事天才。

它们懂气象，懂地形，懂选择时机，懂知己知彼，懂战略战
术，懂近战、夜战、游击战、运动战、奔袭战、偷袭战、闪
袭战，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还会有计划、有目的、有
步骤地实现全歼敌群的战略意图。

狼，是草原生态平衡的守护者。

说起草原，人们脑海里的第一幕肯定就是“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壮丽景象。

湛蓝的天空下绿草茵茵，马儿们豪情万丈的自由驰骋、无拘
无束，牛羊们自由自在的大口大口的吃着新鲜、清甜的绿草。

人们可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可以肆无忌惮的呼吸那里的新
鲜空气。

但又有几人知道，只是谁立下的.功劳?草原上，黄羊、野兔、
旱獭等动物的繁殖力极强，对草原的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因为狼的存在使得草原鼠，黄羊的数量得以控制，有效的保
护了草原。

因为草原鼠和黄羊数量过多会破坏草原，进而使土地沙化。



狼也控制着旱獭的数量，旱獭厚厚的皮毛是蚊虫寄生过冬的
场所。

所以狼也间接的控制着蚊虫的数量。

可见。

狼是处在草原生物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没有狼，草原的昔日美景也就不复存在。

然而，可悲的是，由于人为的原因，这一切被一些自以为是，
自命不凡的人破坏了。

他们开着大马力的吉普车，抗着射程极远的步枪肆意捕杀那
里的草原狼，并乐此不疲。

当我看到一匹大狼被一辆吉普车狂追了20公里，费尽了最后
一点力气，带着不屈的眼神轰然倒地的那一刻。

我再也读不下去了，那一刻的我觉得狼就是英雄，而人，成
了最卑劣的动物。

而现在人类做的还不止这些，它们在草原上建起工厂，使得
狼等许多以草原为家的动物我生存的地方生活在草原的牧民
是非常了解这一点的。

所以他们恨狼，但他们同时也爱狼，它们杀狼但同时也崇拜
狼。

人和狼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生活了数千年。

狼也成为了那里文明的起点。

那里人们的欢歌笑语，以及人性的豪放，无不和狼有着密切



的关系。

毫无夸张的说，那里的生机勃勃，那里悠久的历史都是拜狼
所赐!如今蒙古狼已近乎绝迹，使黄羊、野兔、旱獭等动物大
量繁殖，所以才导致草原不断沙化，发生沙尘暴的频率越来
越高。

狼，你身上那与天俱来的优秀特质，离现代文明似乎是那么
遥远。

在草原不断沙化，冰山不断融化，莫名的瘟疫不断蔓延的今
天;在火山、海啸、泥石流、地震频发的灾难面前;在人类面
对大自然的惩罚，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的现实中，这些特质
显得更为稀有和可贵。

阅读此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
盛宴。

因为它的厚重，因为它的不可再现。

因为任由蒙古铁骑和蒙古狼群纵横驰骋的游牧草原正在或者
已经消失，所有那些有关狼的传说和故事正在从我们的记忆
中退化，留给我们和后代的仅仅是一些道德诅咒和刻毒谩骂
的文字符号。

如果不是因为此书，狼——特别是蒙古的草原狼——这个中
国古代图腾崇拜和自然进化的发动机，就会像某些宇宙的暗
物质一样，远离我们的地球和人类，漂浮在不可知的永远里，
漠视着我们的无知和愚昧。

然而狼并不是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能够联系在一起，并且与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相悖，也许在农耕条件下发展的华
夏文明，华夏子女永远不可能将狼作为自己的信仰，唯有龙
图腾才是中国炎黄子孙的代表。



狼的贪婪、凶狠、狡猾，无疑我们永远不能接受。

但我们欠缺的，就是狼的精神，正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精神，
使我们的社会发展有了局限，我们需要的是一只狼，一只现
代狼。

我们与西方的国家的差距、与日本的差距，无法例举了。

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

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

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
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
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
为半殖民地……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日本和中国，同样是
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
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
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
己民族的命运。

在民族性格上，我们要走出“现代文明狼”的道路。

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

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
掠夺和破坏力。

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
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

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
中狼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割和镇压民
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



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狼性，则将把世界变成
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

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
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
的惟一出路。

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
应”的现代反应堆。

我们渴望一统江河，同样渴望清朝的康乾盛世，希望国家强
盛屹立在世界的顶端，为了这一梦想，我想我们不该拒绝，
不能拒绝狼之精神，树立自己内心真正之图腾。

狼，你的形象是那么伟大，你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我脑海、心
中留下了永恒的痕迹，你是大自然的精灵，是造物主的杰作，
你是一个唯美的神话。

《狼图腾》是我近年来看过的少有的一本好书。

作者姜戎是一名插队内蒙古边境额仑贝尔草原十一年的北京
知青。

为了这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的小说，作者从1971年
至1996 年腹稿了二十五年，初稿于1997年，三易其稿后定稿
于2003年。

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煌煌五十万言，让我们在书中重新认
识了草原狼，重新认识了草原，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历史，重
新认识了我们人类自己。

书中几十个狼的故事有机连贯，一气呵成。

情节曲折紧张，场面宏大而神奇。



有大青马勇敢镇定地独闯狼阵，狼口脱险;有蒙古女人和九岁
小孩与狼徒手搏斗，生擒恶狼;有蒙古猎人坐山观狼群设伏黄
羊，渔翁得利;有石圈里的飞狼之谜，惊人推断;有狼群与军
马惨烈的生死决斗，同归于尽;有白毛风和蚊虫的天灾人祸，
生死存亡;有狗和草原狼的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有人与狼的
殊死较量，相存相依;有作者千辛万苦喂大的小狼，狼性不
改;以及小狼非凡的命运和悲壮的一生……。

最后作者道出了对小狼的忏悔，对蒙古老人的忏悔，对草原
的忏悔。

震撼了我们现在已经不会轻意感动的灵魂，让我们在读过之
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无尽地思索。

狼在我的记忆中是凶猛残暴的肉食动物，狼外婆的故事伴随
了我们的幼年时代。

我们汉语的词汇中关于狼的词语，全是对狼的抵毁和贬低：
狼子野心、狼吞虎咽、狼心狗肺、狼狈不堪、鬼哭狼嚎、狼
狈为奸……。

看来我们的无知和应试教育让我们对蒙古人崇拜的狼从小就
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和偏见。

狼是狗的祖先，狗却与狼势不两立。

如今狗已成为人类最亲密的朋友，但它从此也失去了独立生
存的狼性。

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这就意味着狗永远也不能与狼同日而
语了。

草原上的牛羊强壮了蒙古人的体魄，草原上的狼锻炼了蒙古
人的品格。



我们的计划生育造就的这一代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和受
挫折教育都很差。

他们的时代什么都不缺，他们缺少的只是吃苦耐劳，缺少的
是像狼一样的性格和狼一样的精神。

儿子津津有味地听我讲小狼的故事，我却多么希望他能有一
点小狼的精神。

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群的中的友爱亲情无不震撼着
我们的心灵。

狼在捕食时表现的确极为凶残，但狼只有在饥饿时才捕食，
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会攻击牲畜和人。

这比饱暖思淫欲，物欲横流贪得无厌的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了。

狼天性怕火、怕光、怕人，唯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狼的狡黠与智慧，使它具有天生的军事才能。

狼顽强不屈的性格，狼的团队精神和家族责任感，使它有着
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三十六计中除了美人计外，说不定其余的三十五计都是人跟
狼学的。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大西洋海底的潜艇绞杀战，解放军出奇
制胜的穿插分隔包围战术都是狼群战术的一种。

中华民族就是缺少一点点的狼性，当年几个日本鬼子就能扫
荡一个县城，赶着几千名老百姓满山跑。

有了狼性的民族才不会有羊性的百姓，有了狼性的民族才会



有千千万万个黄继光，才会有千千万万个董存瑞。

我们理解了狼性，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成吉思汗的铁蹄能够扫
荡千军万马横跨欧亚大陆，就会明白中国近代屈辱的百年历
史。

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能得以生存，这是每一个有危机感的
民族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在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我们每个人
都会被迫发出狼一样的嚎叫。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在这本书里狼性与人性的碰撞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狼是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狼群消失了，多米
诺骨牌就要倒塌，与狼为敌的草原狗也会从此衰败。

草原上的老鼠成灾，草场会迅速退化，马也变得懒散起来。

草原沙漠化了，风吹草低见牛羊就只能变成一种回忆，而牧
民也只能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

看那一年比一年凶猛的沙尘暴吧，生态已开始失去了平衡。

生物的多样性已经被打破，打来打去，打尽了“豺狼”最后
遭殃的还不是我们人类自己。

《狼图腾》向我们展示了曾经美丽的蒙古大草原和草原人、
草原狼艰难、丰富而又让我们觉得新奇的生活。

作者十几年的知青生活，使得这些故事读来娓娓动人，跃然
纸上。

撇开一些极具争议的观点不谈，仅谈一谈我从狼身上感悟的



一些东西：

1.认识自己的周围环境

只有像狼一样熟悉草原，熟悉草原的声音，才能因势利导地
运用各种战术来捕获自己的猎物，躲避敌人的攻击。

狼能利用大雪窝围捕黄羊群，能借白毛风的势全歼军马群，
能利用地形给小狼崽选择最安全的洞穴，这些无不是建立在
它们对草原环境极其熟悉的基础上。

而做事情也必须先沉下心来好好熟悉自己的周围环境，只
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如果对工作环境都不熟悉，那即使你能力再强，也只能“龙
游浅滩遭虾戏”了。

2.讲究策略

《狼图腾》很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草原狼
丰富多彩的杀敌方法。

开篇就是一个草原狼围捕黄羊的大战役，波澜壮阔，纵横捭
阖，动静结合，一气呵成。

真正的作战时间不过十几分钟，但作战前狼群耐心的伏击、
精妙的设围、细致的观察，营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
抑、紧张而又亢奋的氛围;而作战时的迅雷不及掩耳、放掉还
有战斗力的黄羊而击其余部的智慧、颇有些卑鄙却极其实用
的狼抓黄羊的绝招，又让我们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这动静之间，却将草原狼卓越的智慧、耐性、组织性和纪律
性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人不是狼，狼的种种策略也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



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狼身上借鉴很多东西，但学习草原狼也不
能拘泥于具体的战术，而是要锻炼自己勤于思考、善于应用
策略的能力。

主动的去观察和学习，积极的思考，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采
用不同的方式，在实战中磨炼自己。

3.危机意识

狼的本领狼的智慧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也是在几千年艰
苦的草原生活中磨炼出来的。

变幻莫测的草原气候、恶劣的草原环境、各种动物的逃生本
能还有来自人的巨大威胁，使得狼始终生活在险境之中，随
时都处在被饿死、冻死、打死的境遇中。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只要你有丝毫的放松，就可能会被
社会淘汰，这很像狼群生活的大草原，公平而又残忍。

所以我们也得有狼的危机意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给自己加
压，正如张瑞敏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往往不利的形势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潜
能。

“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正是这个道理。

4.勇气和血性

当狼逃生时，它甚至可以咬断伤腿，刮骨疗毒是治伤，而狼
是自伤，颇有壮士断腕的壮烈。

当狼袭击马群时，它甚至可以选择最***的自杀式打法。

当搬迁时，小狼宁愿被勒死也不屈从，让人感慨训老虎易，



训小狼难。

狼与生俱来的血性和傲气，帮助它们在恶劣的草原环境中生
存下来。

草原上以前也有老虎等其它动物，之所以只有狼独存，原因
就在于此吧!

社会如战场，危机四伏，如果没有应对困难的勇气，你就很
难生存下去。

有了勇气，还要有狼一样的血性，积极的主动的去迎接挑战。

只有在不断的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斗争中，人才能进步，才
能成长。

5.团队精神

读《狼图腾》，看那些让人血脉喷张的狼群的捕食故事，更
是能鲜明的看到狼群的威力。

狼群由狼王统一指挥，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协同作战，无
往不利。

比如围捕黄羊的时候，有狼去寻找大雪坑，有狼去骚扰，有
狼去伏击，在总攻的时候也是井井有条，狂而不乱。

更让人称绝的是，狼群即使在撤退的时候也井然有序，猛狼
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有鸟兽散的混乱。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
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把工作做好的。

所以我们得像狼一样有团队意识，充分的信任工作伙伴，各
司其职而又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五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每天晚上都不愿意按时睡觉，妈妈常常
吓唬我：“快睡，再不听话就会有‘大灰狼’来吃掉你”，
我总是笑着跳着，朝妈妈做个鬼脸，说：“现在的狼都在动
物园里关着呢，跑不出来!”反正我是不怕狼的。

再大一些，我在好多地方的动物园里都看到过狼，那里的狼
从一出生就呆在铁笼里，吃被人类加工过的食物，被人类观
赏。

百科书中对狼的描写：凶恶、狡诈、勇敢、团结等这样的词
语在我心中仿佛只是个虚影，根本不能把它们与动物园里大
狗一样的狼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我读完《狼图腾》后，我的心被书中蒙古草原狼所
表现出的精神深深的震撼：凶猛进取、威武不屈、追求自由、
刚毅坚强……这样的精神一直支撑着蒙古草原狼走过无数个
世纪，存活了几百年，也是因为这种精神，使狼成为了蒙古
人古往今来的图腾。

蒙古人对狼又爱又恨。

他们视打死狼的人为勇士，却又施行葬，抱着以肉还肉的心
态将自己死后的身体奉献给狼。

他们常常杀狼，却将狼看为真神腾格里最忠实的伙伴。

蒙古人的忍耐是狼教的。

草原狼能忍，它们可以在零下30多度的时候，在冰天雪地里
围猎黄羊，整整两天两夜不动声色，在黄羊群吃得很饱，跑
不快的时候猛冲上去，几乎每只狼都能抓到羊。



蒙古人的责任感是狼教的。

草原狼从不独吞猎物，总是与家族的每一匹狼分享，它们会
承担狼崽和老狼的抚养，它们对家族有着不可磨灭的责任感。

蒙古人的冷静是狼教的。

草原狼不管在多么危急的时候，都能冷静的“调兵遣将”杀
出重围，头狼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一头老狼的镇定，足以
挽救整个狼群。

蒙古人的宁死不屈是狼教的。

草原狼是无法驯服的，自由是它们一生的追求和信仰，它们
宁意战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也不肯在铁链下安稳度过一
生。

关于狼图腾读后感【2】

自古以来，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不高，从描写狼的成语、
诗句中就可以看出，如“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狼吞虎咽、狼嚎鬼叫”等等。

可以说，中国成语词典上记载了许多相关批评狼的成语，而
赞美的却少得可怜。

在童话里，狼的形象再一次被贬低，狼竟成了邪恶的象征，
妄图吃了“小红帽”。

即使你从没看见过，仅凭这些，就让我们已经不寒而栗了。

但是，当我最近看了一本叫《狼图腾》的书后，我对狼的形
象给予了重新的认识。

起码在这本书里，狼已不在是残忍的、粗暴的.……而人类却



扮演了狼的角色。

在皎洁的月光下，在内蒙广袤的大草原上，曾生活着狼，它
们在这儿自由地奔驰、与人类斗智斗勇。

然而，一群见识短的人竟然闯进这个属于狼的世界，进行了
一次残酷的杀戮，多么惨无人道!多么淋漓尽致!

这就是《狼图腾》中讲述的故事。

在这本书中，主人公陈阵与几名知青，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
看到了草原人民与狼的搏斗，看到了狼的兴衰起伏，由开始
的害怕狼，到最后与游牧民族同化，近乎到了崇拜狼的地步。

这几十个紧张离奇的与狼相关的故事，将我吸引到了一个狼
的世界，似乎真的与这些狼共同生存在一起。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狼是智慧的、顽强的。

它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以团队的名义，与人类进行抗争。

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群中的友爱与亲请无不震撼着
我的心灵。

狼在捕食时表现的确极为残忍，但狼只在饥饿时才捕食，只
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去攻击牲畜和人，这比饱暖思欲，
物欲横流，贪得无厌的人不知高尚多少倍。

狼天性怕光、怕火、怕人，却惟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

这种精神不正是强悍进取的精神吗?我也深深地被这种 “令
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
量”所折服。

学会像狼一样，强悍智慧，勇于进取，我想这是我读了这本



书后最大的感受。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温良淳厚的思想已深深地扎进我们
心中，忍让、谦和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

经历了几千年此文化的熏陶，我们的民族一度陷入了颓靡，
无知与愚昧在过去一直充斥着我们的内心，中华民族这条巨
龙也因此卧睡千年，毫无进步。

我们崇尚的汉文化虽一直延绵至今，但此中却无数次受到草
原民族的攻击甚至是侵占。

而他们正是在与狼的抗争中，不断强健起来。

狼的智慧与精神和中国民族的懦弱与落后，构成了鲜明的对
比，过去的中国是落后的，这是由于如羊般的农耕精神促使
的，这正是华夏民族中性格的缺憾和弱性。

或许我们应该在狼的身上找到闪光点，如勇于开拓进取、坚
持不懈、奋发向上。

狼固有其弱点，但我们应看到狼性的本质。

也许《狼图腾》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在于这些，但是
狼的智慧与拼搏却是我们最该学习的。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六

这几天，我读了《狼图腾》这本书。书中主要讲的是陈阵、
杨克等几位很有学问的北京青年到蒙古大草原上，数次与草
原狼接触的事。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有点奇怪：一提到狼，我们汉族人会很
讨厌；可是蒙古人呢？竟然会崇拜狼图腾！



在环环相扣的“狼故事”里，蒙古草原狼卓越的智慧、拼搏
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蒙古草原狼是多么伟大！是蒙古草原
狼给了成吉思汗祖爷爷的生命。当初，成吉思汗的祖爷爷没
有吃的东西，他就跟在蒙古草原狼的后面，吃狼的剩食。这
才活了下来。这么说，是蒙古草原狼救了成吉思汗的祖爷爷，
是蒙古草原狼救了成吉思汗！

二净；没有了狼的控制，森林里的鹿群会把森林里的植被啃
光。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把狼看得太坏，狼对人类的作用很
大！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七

“人最终可以灭绝狼，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蒙古
草原狼刚强不屈的意志和那不屈不挠的性格。 ”

“腾格里”这广袤辽阔的蒙古草原，每当狼遭遇危难的时候，
腾格里会象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将狼呵护在它的羽翼下，
它们像一对相守相伴的老夫妻，千年忠贞，万年如一。

“啪”的一声枪响，狼消失在茫茫草原上，两个猎人沿着时
断时现的血迹追了一个多小时。在一处草滩上，一截带着白
生生骨茬的狼前腿，赧然在地，腿骨和狼皮，狼筋，还留着
狼的芽痕，这是因为狼嫌跑起来刮草碍事，它自己把伤腿咬
断了。

两个人愣愣的看着彼此，决定放弃的那一刻，他们看到一条
瘸狼，正在沙路北沿吃力的爬高陡的路岸。平时狼可以一跃
而过的小路障，此刻竟成为它一生最后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瘸狼又没有爬上去，再次滚下路底，伤口直接戳到沙地上，
疼得狼缩成一团。



当狼发现两个追敌时，从路沟里费力地爬起来，斜过身蹲坐
着，沾满血迹的胸下又沾上了一层沙。不屈而狂傲的狼，头
正正的对这两位追敌，狼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习惯，用力
地都了抖身上的沙土和草渣，力图保持战袍的整洁和威严，
但它还是控制不住露骨的断腿，翘在胸前不停的发抖，然而
狼的目光却凶狠的大义凛然。它大口喘气，积攒着最后一拼
的体力。

两个人被内心的愧疚与不安充斥着，不敢与狼的目光对视，
站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也就站在草原的立场上，正义仿佛
已经被狼夺走。

《狼图腾》这本书展现了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狼不屈不挠
视死如归的精神深刻的诠释了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
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
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

《狼图腾》这本书教育我们，无论从事什么具体平凡的工作，
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
的民族性格，服务于祖国和人民。

新时代的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应该把个人的
命运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满怀希望和激情，立志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勇敢坚
强的战胜困难，并不断的开阔人生新境界。在不屈不挠，坚
持不懈中为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

同时我们应发扬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的精神。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充分发挥生命的创
造力，在为他人谋福利，为社会做贡献中，努力提升生命的
价值。在服务中体验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在创造中书写人生
的灿烂篇章。



“不屈不挠”是狼图腾的精神，是我们奋斗的精神，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

天鹅图腾读后感篇八

狼，在历史上有着数不清的罪恶，许多成语都用来形容狼的
十恶不赦，如狼子野心、狼狈为奸、狼心狗肺等等，人们一
提到狼便闻风丧胆，我对犬科动物一直没有什么好感，自然
也不怎么喜欢狼，直到我看了这本书才有所感观。

陈阵是一名北京知青，自愿来到蒙古草原，在分到蒙古包之
前就一直住在组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毕利格家里，毕利格老人
传授给陈阵许多打猎技巧，带他亲眼目睹了狼群围猎黄羊的
全过程，陈阵也第一次对狼产生了兴趣，没过多久，陈阵对
狼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状态，只要一有时间就直奔毕利达老人
的家，缠着老人给他讲有关于狼的传说，那一个个狼故事时
常令他手舞足蹈，两人好似聊上一天一夜也不觉得累。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阵对狼的好奇也越来越重，在好友杨克
的帮助下，他亲手掏到了一窝狼崽，并决定饲养，在养狼的
同时也在时刻观察着狼。与此同时，草原开始大量涌入农民，
打着灭狼的名号大肆破坏草原的生态平衡，不久后，狼群离
开了草原，小狼也被杀死，狗们开始变得无精打采，毕利格
老人的离开，一片景然之下却透着死气沉沉，没有了狼的草
原亦没有了生机。

狼依旧在嚎，但我们很难听到。人们拓荒的足迹已深入草原，
碧绿、清澈的天鹅湖成为拓荒者们的地盘，高雅、尊贵的天
鹅成为他们的锅中肉。腾格里的保护消逝，草原也终将成为
人们心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