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 六年级
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精选8篇)

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自己。如何在
困境中挣脱束缚，实现自我突破？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真
实的励志总结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动力。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一

文中，季羡林爷爷平时生活在城里读书，与母亲是聚少离多，
回来几次都是奔丧，极少有与母亲相聚。而得知母亲去世消
息后，季羡林爷爷是泪流不止，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心中
满是无尽懊悔，抱着终天之恨，恨自己没能陪在母亲身边，
恨自己连母亲临终前都没能见上一面，甚至想随母亲于地下。
从季羡林爷爷如此悲伤心情可以看出，季羡林爷爷一片赤子
之心。

而生活中，有许多人总是嘴上一大套，整天说孝、孝、孝，
但却总不付之于行动。即使是在母亲劳累时候给她们敲敲背，
在她们口渴时候递上一杯温暖茶水，也是少有人能做到。有
人，母亲向他们送去关切话语，他们却埋怨母亲唠叨；有人，
总向母亲要这要那，只要哪稍不顺心，他们就破口大骂；有
人，从来都不关心母亲，只关心着自己，不知道母亲内心痛
苦，即使母亲生病，他们也漠不关心。古今中外母亲都是伟
大、无私，她们为我们付出这么多，我们更应该感谢母亲，
关怀母亲，用自己实际行动去报答母亲！

文中，季羡林爷爷留学国外，心中却皆是对祖国无限浓浓思
念，每到夜晚，他心中思念着祖国，思念故乡亲人思念得实
在难受，有时，当思念之情异常强烈时，留在国外心思立刻
都烟消云散，恨不得立刻回到祖国。从中可以感受到，季羡
林爷爷对祖国无限热爱。



祖国是我们华夏儿女共同母亲，我们可以放弃一切，就是不
能放弃祖国，国家尊严就是我们尊严，我们应当捍卫我们可
爱祖国，而不只是嘴子上说说。

同学们，我们不能空口谈虚话，应当真正爱我们母亲，爱我
们祖国，对她们表示真诚尊敬，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华儿
女都必须做到事！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二

这篇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
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又培养了千千万
万个花朵，今天我学了一篇，叫做《怀念母亲》的感人的文
章。

这篇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
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从此，他失去了母亲，一想
到母亲，他就会泪流不止，感到十分凄楚。他到德国之后，
经常梦到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35年11月写的四篇感
人的日记中，我读出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远
在祖国的朋友。在那之后，他写了一篇名叫《寻梦》的文章，
表达了他热爱两个母亲的情感。

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我一定要向季羡林学习。我有时对母
亲发脾气；有时还不肯做家务，没有更努力地学习。而他从
小失去了母亲，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点影
响，反而更加热爱、思念母亲，更加勤奋学习，考取了博士
学位，并去德国留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母亲。
在《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悔，就
是没能孝敬母亲。”这样一位大学者，取得了那么多成就，



最终后悔的却是没能孝敬母亲。

现在，我以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
力，孝敬母亲。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中，作者对母亲的爱使我久久不能忘
怀。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三

今天，我于同学们一起学习了语文课文《怀念母亲》一课，
让我有许多感受。在这里，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课文通过会议的形式，介绍了两位母亲——生母与祖国
母亲，以及对他们的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充
分表达了作者对生母永久的悔恨和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我对这句感受颇深：“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
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我真是可
怜作者呀！由于作者长期在外求学，在母亲身边的时间不多，
对母亲容貌记忆不深，因此只能尽力的怀念，不断地回想。

正好，我也刚从济南市素质教育基地回来，作者思念母亲的
迫切新型我也深有感触。刚到基地一天，便是仲秋佳节，这
本是应该一家人团团圆圆吃月饼的时候，高高的围墙却把我
们与家人分离开来。虽然那里有圆圆的月饼，却不如家里吃
得香甜；虽然那里有噼啪的礼炮，却不如家里看的热烈。我
想家，想母亲，想得简直不能忍耐！在梦里，我梦到母亲，
梦到母亲慈祥的看着我，梦到母亲用手轻抚着我，我哭着醒
来，醒来再想捉着那梦的时候，梦，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因此，我应该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
她泡一杯热茶、拿一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
前的我了，不是那个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
尽自己之力，孝敬母亲。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里，我便怀着那寸草之心，像普
天下所有母亲说声：“万事如意，永远健康！”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四

《秋天的怀念》，这篇课文选自语文s版第三单元“温馨的记
忆”板块，是一篇精读课文。本文的作者史铁生是当代中国
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那是因为在他21岁的时候，突然得
了一次重病，导致身体发烧，高位截瘫。也就是在那一年，
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纵观作者的成长之路，其实就是母亲用
生命的代价铺就的，因为他对母亲的理解是在母亲去世以后,
这使沟通成为永远的不可能,也成为作者心中永远的痛。在一
种迫切的愿望中,使他对母亲的理解升华为世界上最令人动容
的诗篇。

本文便是这样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作者通过回忆的方式，
将零零碎碎的细节串联起来，写出了自己在瘫痪时，怀着博
大无私之爱的母亲是怎样细心、耐心、小心地照顾自己，以
此来表达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之情。文章的语言朴素、真切，
却又意味深远，寄悲观于从容，蓄智慧于认真的人生思考之
中。

二、说学生及教学目标

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说，理解文章的主题并不难，但如何使
学生内心受到震撼，从而感恩母亲，热爱生活呢?根据新课标
的要求，本课的教学应达到如下三个维度：



1、知识与能力：扫除字词障碍，理解课文内容。

2、过程与方法：通过对菊花的描写深刻理解母亲所说的“好
好儿活”这句话的含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反复读文，从母亲的动作，语言，
神态等细节描写来感悟母爱无私，博大，宽容的特点，激发
学生的感恩情怀。

三、说教学重点、难点:

本课教学的重点是从母亲的语言、动作、神态这些细节描写
来体悟母爱;难点在于通过从对菊花的描写深刻理解母亲所说的
“好好儿活”这句话的含义。

四、说课时

两课时

五、说教法、学法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具有
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的能力。”在本课教学中，我将贯彻
“以读为本”，启发学生综合运用“精读、略读、浏览”等
阅读方法，从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六、说教学过程

(一)导读：读题解题，披情入文。

在简介史铁生的生平后，出示他在《合欢树》中怀念母亲的
一段话：

让学生默读这段话，并说说从中读懂了什么?这一教学设计的
思想是为了更好的让学生“走进文本”，对史铁生的作品、



对本文的主题有一个初步但印象深刻的感知。(板书：12秋天
的怀念)

(二)初读：快速读文，初步感知

我首先检查学生对文中“瘫痪、整宿整宿、诀别”等生词的
理解，再指名分段初读课文，最后进行全文的范读，范读是
为后面文本的学习创设一个良好的情境。

(三)品读：走进人物，分析形象

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对母亲语言、动作、神态的品析来体会
母爱的伟大。我会告诉学生，想读懂一个人，无非是听其言，
观其行，察其色，从这三个方面认真去思考，就能读懂。

(放幻灯片)请同学们默读1、3、5节哪些是写母亲行动的?哪
些是写母亲的话?哪些是写母亲的神色的?边读边做好记号，
圈出重点的词、句。

接着，师生进行交流，探讨什么是“母爱”?我让学生读描写
母亲语言、动作、神态的句子，抓住“挡、躲、扑、抓、笑、
悄悄地”等字词，来感受母爱是理解、是宽容、是牵挂、是
呵护、是担忧、是细心;从而感受作者对母亲深深的愧疚与怀
念之情。新课标指出阅读的过程就是教师、学生、文本三者
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目的在于让学生
与文本的对话中，一步步走进作者的心灵。

(四)悟读：精读课文，感悟母爱

这一环节进入到本文的教学难点，就是让学生体会“好好儿
活”是怎样的活?我布置学习活动：

(幻灯片)



请同学们认真读读他俩去看菊花的这段话，结合平时学习、
理解的方法来体会文中菊花描写所隐喻的话语，讨论究竟该
怎么活才是好好活。

新课标要求学生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能初步理解、鉴赏文学
作品，受到高尚的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
精神世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这
个问题对于学生而言既有开放性又有创设性，由菊花可以想
到人、想到精神、想到生命的价值意义，无论学生怎么回答，
只要其人生观是正确的就是可取的，并且是值得称赞的。

(五)回读：升华情感，荡涤心灵

这一部分首先让学生回顾全文，对文本的`主题有一个感性的
认知，情感得到升华。接着，让学生充分讨论：这秋天的怀
念到底是怀念什么呢?最后我总结：从史铁生的身上我们受到
了启发，世界上有看得见的残疾也有看不见的残疾，身体的
局限这辈子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我们的心灵。
为此，作为一个健康的人，作为站着的活着的我们必须——
好好活!

至此，全文教学结束。

七、说板书设计

本节课的板书是本着简练、直观、大方的原则来设计的。板
书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母亲对我的爱，这也是贯穿
全文的情感线索，其中母爱是通过细节来表现的;第二个层
次“好好活”三个字是本文的精神主旨：无论是母爱还是怀
念都是“好好活”的延伸，这也是读者要向作者学习的一种
宝贵的人生态度。同时，这则板书也将本文学习的重点、难
点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一目了然，明白易懂。

12.秋天的怀念



爱(细节)

母亲我

怀念(好好活)

八、说教学效果

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体会亲情的无私和伟大;让学生明白爱
是生命中的精髓，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让学生懂得感恩，
对生活充满信心;培养学生抗挫折的能力，正确树立自己的人
生观，价值观。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五

作为小树应该感谢土地，因为土地养育了它;作为小鱼应该感
谢大海，应为大海是它的家;作为小鸟应该感谢蓝天，应为蓝
天给了它自由;而我作为一个孩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的父
母。

在寒假里我在语文教学通讯上读了史铁生写的一篇文章——
《秋天的怀念》，这篇文章使我体会到了浓浓的母爱。文章
主要写了“我”双腿瘫痪后，脾气变得暴怒无常，经常摔东
西、发脾气，悲观厌世。母亲为了鼓起我生活的勇气，在她
重病缠身，肝病疼得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情况下，坚持要推
“我”去北海公园看菊花。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即将离别
人世时，心里还挂念“我”和未成年的妹妹。

看到这位伟大的母亲，由此我想到了生我养我、辛苦一辈子
的母亲，她对我的爱也是无私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我
时时刻刻都在母亲的关爱中成长。记得我8岁那年，由于发高
烧，烧得我迷迷糊糊的，站都站不稳，妈妈连忙抱起我直冲
医院打点滴。当时，爸爸在江阴工作，爷爷奶奶那几天又很
忙，没时间照顾我。就妈妈一个人陪在我的身边。她一会儿



给我量体温，一会儿给我喝点水，一会儿用冷毛巾给我擦脸，
一会儿用酒精给我擦身体，还一边给我讲故事。讲着讲着我
就睡着了。妈妈怕我着凉，就脱下衣服盖在我身上，让我甜
甜地睡着了。可妈妈却冷得浑身发抖，坐在我的身旁，一夜
也没合眼.

联想到文章里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我懂得了“人世
间唯有母子情深”。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母亲
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由此，我想到：我们一定要珍惜母爱，
回报母爱，唯有现在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为社会做出
更大的贡献，这样才能更好的回报母爱，回报社会，这也是
我们对母爱的最好报答。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六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又培养了千千万
万个花朵，今天我学了一篇，叫做《怀念母亲》的感人的文
章。

这篇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
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从此，他失去了母亲，一想
到母亲，他就会泪流不止，感到十分凄楚。他到德国之后，
经常梦到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35年11月写的四篇感
人的日记中，我读出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远
在祖国的朋友。在那之后，他写了一篇名叫《寻梦》的文章，
表达了他热爱两个母亲的情感。

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季羡林的这种爱母亲与想要迎养
母亲的信心真令人感动！“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
安席。”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他因为母亲的死去，伤心
了一天又一天，痛哭了一天又一天，着真是出自深深的爱母
的情感呐！



我想到了我自己：有一次妈妈正在看新闻，我看了看时间，
对妈妈说：“妈妈，我要看动画片！”妈妈不肯，我一把夺
过遥控板，把电视调到少儿屏道，还惬意的躺在沙发上，翘
着二郎腿，抖抖脚，喝着酸牛奶，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完
全不顾妈妈的感受。

现在，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
力，孝敬母亲。

季羡林他怀念母亲；思念母亲；想念母亲。母亲就像一道曙
光指引着他。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七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
谁是我在无遮无拦天空下的绿荫？”著名作家冰心曾这样说
过。的确，我们都有一名伟大的母亲，母亲给我们呵护和教
育，使我们自由成长，母亲是儿女们的靠山。

学习了《怀念母亲》这一课，我的心头突然漾起一朵涟漪，
很快流淌在心中的每一处。季羡林先生六岁便离开他的生母，
到城里去住，曾回故乡两次又匆匆回城学习，并没有在母亲
那儿待上几天。他的母亲一定十分思念他吧，又有哪位母亲
不愿跟儿子待在一起呢？结果，季先生的妈妈弃养，与世长
辞，那时，他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了，马上就要回家好好孝敬
母亲了呀！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则亲不待啊！

随后，季先生去国外留学，住在一座叫哥廷根的孤寂小城。
他对母亲的思念一如既往，可到了国外，他才发现，他还有
祖国母亲。他思念，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是每逢佳节
倍思亲的想念，季先生在国外如一片孤叶，漂泊凄凉。



文章中又摘抄了当时他在国外写的日记，字里行间表达了对
祖国的思念和对母亲的怀念，在日记中，季先生说有点凄凉，
可这凄凉又不同普通的凄凉，是甜蜜的，或是因为他在回想
中记起了在祖国的点滴小事，心中自然多了一份安慰，暖暖
的，沁人心脾。

现在想起季先生思乡的`情景，不禁体会到了他的心情，那是
心酸、甜蜜、苦涩、思念与惆怅一起。记得上学期时，妈妈
长期出差，虽然只是在郑州，却也十分想念。如今学习了这
片课文，体会的意思又深了一层，季先生对母亲的怀念只是
一个模糊的影子，而我们的父母却天天与我们相见，这难道
还不算幸福吗？若我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双亲，那将是何等
的凄凉与思念啊！慢慢地，红莲长大了，它用鲜红如血的莲
花来报答当年为它撑伞的荷叶。

所以，我们在学校要好好学习，用一次次的好成绩来报答父
母，长大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来报效祖国母亲！

秋天的怀念读后感六年级篇八

通过阅读季羡林爷爷的《怀念母亲》这篇文章，从中知道了
季羡林爷爷一生当中有两个让他深爱了一辈子的母亲，一个
是他的生母，而另一个是祖国母亲。

生母给了他生命，而他却六岁就离开了生母去城里住，在以
后的日子里，他几乎很少与母亲相聚，而母亲的英年早逝也
成为他终生的悔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痛苦折磨着他，他只能将对母亲的爱化作无尽的泪水和缠
绵的哀伤藏在心底。

等他长大了，我留学异国他乡，这一次他不仅仅离开了生母，
也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和故乡，离开了祖国母亲。在他留
学期间，他曾经很多次将对祖国母亲、亲生母亲的思念写到
日记中去，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个游子的思亲思乡之情，读起



来让人感动不已。

当读完季羡林爷爷的这篇《读后感怎么写》之后，我不禁为
季羡林爷爷少年时代的不幸和青年时代的漂泊而同情不已，
也为他对两个母亲的爱而感动。

同时，也想到了自己。一方面，想想父母是多么无私的爱着
我们，想想今天的生活条件是多么优越，而自己还经常埋怨
父母这点做的不好，那点做的不好，内心不禁无比惭愧。另
一方面，想到自己如今的学习环境是多么舒适，不像季羡林
爷爷那样孤身一人远渡重洋到海外留学，自己身边有亲人、
同学、老师的陪伴，跟季羡林爷爷当年在异国留学相比，自
己的是多么的幸福。

所以我默默告诉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好好孝敬父母，
尊敬老师，爱同学，爱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有这
样才不辜负父母、老师和祖国母亲伟大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