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大全17篇)
挑选适合的字词和句式，能让标语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语言优美：选用简洁、生动、富有节奏感的语言，增加记忆
力和口碑效应。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具有指导意义的标
语案例。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一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它描写了毛泽
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求学、生活经历过程，展
现出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优秀
青年为追求理想而奋发向上的斗志，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与情怀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我从书中看到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
它的意思是少年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少年无能国家也弱小。
毛泽东刚进学校时偏科很严重，他文科很强，而数、理化、
音乐、美术却很弱，但毛泽东却迎难而上，在同学和老师的
帮助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书中毛泽东和他的同学、
朋友等有志青年在努力学好文化知识的同时，不忘强身健体。
他们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毛泽东自创
的“毛氏六段操”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学校还在毛泽东等提
议下进行了“书生练兵”活动，这次活动的进行为以后保卫
长沙之战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然同学中也有自私的，刘俊卿就是其一，为了自己的虚荣
心把家里本已所剩无几的钱拿去买皮鞋，为了自己的面子谎
称自己的父亲是他雇的挑夫，一步错便步步皆错，最后他背
叛学校、出卖校长、老师、同学。他黑暗的内心相较于毛泽
东等一群乐观向上、有勇气、敢作敢当的有志青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这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他们让我想到作为中国的少年我也应该有自己的理想、远大
的志向，学习他们为国家出一份力，向他们一样为国家争光。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晨光初现的操场上，毛泽东、蔡和森等同
学一齐高声诵读：“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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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的画面时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二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恰同学少年》中的少
年毛泽东。

《恰同学少年》主要描述了毛泽东等青年从19到19在湖南第
一师范的求学和生活的经历，从毛泽东入学，到孔昭绶校长
被逼逃亡;从袁世凯被赶走，孔昭绶复任，到溃兵打回湖南，
毛泽东带领全校学生一齐抗敌等等，无一不展现了毛泽东等
优秀青年奋发向上的理想与抱负。

无论是演讲台上大气磅礴的毛泽东;睡在爱晚亭中不畏风雨的
毛泽东;还是带领学生吓退敌军时从容不迫的毛泽东，都令我
记忆犹新。

《恰同学少年》里的毛泽东，是勤奋而认真的。他的老师以
前评价他，是“全校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他每一天晚
上都有固定的时间去看书，却经常看入了迷，一向借助着淡
淡的月光，看到深更半夜。有一次，他为了能够好好品味一
本书，竟将这本十分厚重，长达十几万字的书，全部抄了下
来!他一向都“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说过：“我读书不做笔
记，就好像没读过一样。”所以，他的每本书上，都密密麻
麻的写满了自己的感想和评价。而他的课堂笔记，自然也一



字不漏，上面还标注着许多三角、圆圈，旁边也见缝插针，
批满了蝇头小楷的评语。

《恰同学少年》里的毛泽东，是勇敢的。当汤芗铭在湖南十
分猖狂，众人都惧怕他时，毛泽东却和同学们编了一本反对
袁世凯的.书，并在长沙各大学校中流传。当敌军怀疑毛泽东
不是正规军，枪管都抵到他脑门上时，他还是连眼睛都没往
枪这边瞄一瞄，却不紧不慢的提起茶壶，给自己喝空了的茶
碗里续起水来。事后，一师的校长孔昭绶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全校学生皆曰：毛泽东通身是胆。”

《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还是俭朴的。他每双鞋都要穿
到破的不能再破了，前后裂几个大口子，才肯换新的。在街
上买鞋时，他连1毛一双的鞋都嫌贵，最后反而把几块大洋都
花在了买书上。做笔记时，不舍得买纸，他就把报纸的空白
地方裁下来，作为记录本。

“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正是有了这样勤奋、勇
敢、俭朴的优良品质，毛泽东才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雄才伟
略、又胸怀天下的革命领袖，从而开创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三

读了《恰同学少年》这本书，我感到无限震撼与内心的无比
激动。

《恰同学》这本书讲述的是老泽东、蔡和森、杨开慧等一代
革命先驱的刻苦学习生活。同时也讲述了杨昌济等教师的优
秀教学理念。以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反衬出了毛泽东
身上的良好品质及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和永无畏
惧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去学习。

有一次，杨昌济老师去毛泽东的寝室找毛泽东，碰巧毛泽东



去图书馆看书了，杨老师瞥见他的床，发现床上只有一小半
容身之地，其余面积全是用来放书。他还发现了一张《大公
报》，上面贴着密密麻麻的小纸片。这全是毛泽东对不懂的
词句的注释与理解。接着，他来到图书室，只见毛泽东在昏
暗的灯光下读着书，一手拿着书本，一手拿着词典。

读了这段话，我的心里顿时如同一把小石子落入了平静的湖
面里，激起了层层涟漪，一面是对毛泽东感到敬佩，他那坚
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他多刻苦钻研啊！能把
一张报纸都贴得密密麻麻。二是对作者的高超写作技巧感到
敬佩，在他的笔下，一个个人物生动，有趣，兴趣性格各不
相同。比如不动声色的蔡和森，他遇事十分沉着冷静，有一
次他们去打仗，他为毛泽东出谋划策。可毛泽东就不一样了，
他跟蔡的性格完全相反，他遇事总是热血沸腾，十分冲动，
而在冲动中又带着几分理性。

读了这本书，我感慨万分。以后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我
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习毛泽东身上的良好品质，以便长大忠
心报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四

——题记

读《恰同学少年》，每一遍都看得我热血沸腾。它唤醒了我
心中沉睡已久的理想与斗志，唤醒了我对人生的目标与希望。

“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在毛泽东身上犹为贴切。他白衣
胜雪，英姿飒爽。每每想到他，我就会想到那个豪气冲天在
读书会上畅所欲言的毛泽东；那个在北洋军阀包围下英勇无
畏的毛泽东：那个看到易永畦生病时无微不至的毛泽东；那
个对母亲体贴温柔的毛泽东……当然他也有许多缺点：太冲
动，太倔强等等。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优秀的、进步的
青年。在他身上，我感觉到一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气节，



知难更进的少年刚锐，难以压抑的对理想的崇祯，对祖国的
炽热情感。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所透出的那种只有少年才拥有的.纵
横天下之志向，心存世界之胸襟，确是让人热血沸腾，夷狄
虎视，国之将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
生在和平年代，晴日和风，万里无云，英雄已逝，我们每一
个中国人应该为国家的落后承担些什么样的责任？应该为这
个民族的强大和兴盛担负起什么样的义务？“衡山西，岳麓
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
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五

梁启超曰:故今日之职责，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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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初升，其道大
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
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
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
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
年，与国无疆!

--题记

《恰同学少年》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读书生活
为背景，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
等一代人的生活，同时塑造了杨昌济，孔昭绶等优秀教师形
象。这群人在那个时代就应是最时尚的，最先进的，最现代
的。他们追求真理，追求信念，此刻任何青春偶像在他们面
前都会黯然失色。

一向以来，对于伟人，我们只能从他们光辉的事迹中瞻仰他



们，效仿他们，缅怀他们。然而，伟人也是人，没有谁一出
生就是伟人的。伟人最初也只是普通的人，是他们独特的经
历，深刻的思考，大胆的实践使得他们逐步铸炼出优秀的品
质而成就伟人的。

九十四年前，生活在动荡年代的热血青年，心系国家的安危，
带着理想，带着职责，走向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九十四年后，又是一群人，在荧屏上为我们再现了这样一段
动人的历史。看了这对历史，带给了我们震撼，更带来了深
深的思考。

其实，它讲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的经历。本就应跟以前的那些
“红色经典”一样的，但是，它又确实不一样，走出了一条
新的道路。它将毛泽东这个伟人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
毛泽东也曾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在求学过程中逐步探寻理
想，成为一个有伟大抱负的人的。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雨中岳麓”那段。古人云:“纳于大麓，
烈风骤雨弗迷。”的确，在那个大雨的夜晚，在爱晚亭，当
毛泽东说出:“趁着这满山夜色归你我所独享，烈风骤雨中，
凌其绝顶，一览众山，岂不快哉”我的心，被震撼了。冒雨
登山，此刻的独子连想都不敢想，有岂能体会到那份雨水冲
刷的凉爽和快意呢当他与蔡和森回到爱晚亭时，蔡和森
说:“风，浴我之体;雨，浴我之身;烈风骤雨，浴我之魂!”
当时的我恨不得能穿越历史，回到92年前的那个夜晚，与他
们一齐雨中登山，只可惜，我生活在现代啊!

天穹高高鸿雁飞，书院深深松竹茂。晓雾重重盼日出，大地
茫茫风雨骤。

咏长夜，攀北斗。蝶恋花，梦难求。书翻千秋史，谈尽古今
愁。美哉潇湘伟少年，踏浪湘江竞风流。



名和利，莫问候。书并剑，到心头。挥毫万山红，举臂托飞
舟。美哉中华伟少年，他日神州竞风流。

看着电视，听着歌曲，内心总澎湃起一种感动和震撼。感叹
那个年代的风起云涌，佩服先辈们的志气和闯劲，也叹息自
己的生不逢时。没办法经历上世纪20年代工农革命运动蓬勃
发展，反动势力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反扑
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这个时期国内外发生
了“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大事，
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
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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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六

《恰同学少年》精彩却不乏真实，步步进步也不缺失败，恰
同学少年读后感。

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为代表的优秀青年的学习生
活和他们之间纯真的故事……，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
有天分、有活力、有个性，同样也不乏今天普通年轻人那样
不成熟的缺点与毛病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

《恰同学少年》不要求哗众取宠的镜头，所有场景都处理的
很平实，有一种以假乱真的感觉。

《恰同学少年》表现伟人的求学生涯，这一群历史人物本身
份量就很重，恰好是16、17岁到21、22岁左右的年龄，在进
学校之前，都是普通的农家子弟和平民子弟，他们追求新潮
的思想、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朝气，充
满了青春的活力，很自然的让编导者就想到了青春偶像剧，
尤其是近几年来，国产的所谓的青春偶像剧和日韩偶像剧冲
击着屏幕，他们真正给年轻人能给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比我们
《恰同学少年》剧中的主人公所追求的相距太远了。在物质
文明发达的今天，人们，尤其是的年轻人，更加追求精神上
的富有，而把他们这种时代风貌用青春剧来表现，应该说是
最好的一种形式。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读完了
《恰同学少年》。它讲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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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同学少年给了我太多的感慨，我感慨毛泽东的胆识，蔡和
森的睿智，刘俊卿的懦弱。



我觉得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周围的人，
他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位有新思想
的好妈妈，蔡和森也许只是一个吃家产的少爷;如果没有一位
帮他的好妈妈，毛泽东也许只是一个小学徒;如果没有孔昭绶对
“天才”的格外照顾，也就没有毛泽东后来的伟绩了。如果
没有蔡和森的支持，也许王子鹏永远只能当一个娇气的大少
爷。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没有了身边的人的支持有何成大
器?俗话说得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再
厉害的天才没有他人的协助也只是独杆司令一个。而独杆司
令是无法获得大的成功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就拿纣王来说吧，
纣王没才?不，他很聪明，那他为什么会失去他的天下呢?因
为他的残暴使那些协助他的人纷纷远离，于是，他失去了他
的天下。

回首历史长河，有谁的成功没有别人的帮助?再拿现在来说吧，
为什么现在那么讲究人缘?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拉拢自己的人
际网?因为没有人可以十全十美，没有人支持你，是不可能成
功的。所以，让我们有感恩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七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这句出自李白《少年行》，刚
好解释了少年的意气风发、壮志凌云。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写的是毛泽东等一些少年在湖南第一
师范求学过程中的学习与生活。它给我的感触很深，书中的
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最佩服的还是少年时的毛
泽东，他与多少那个时代的少年一样，拥有远大的梦想，他
有壮志凌云的气魄，他喜欢乐于助人。他知道革命需要坚强
的体魄，所以经常锻炼身体，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就



努力去实现它，无论遇到什么风险，也一往无前。书中还有
一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就是刘俊卿，他的家庭很
穷。当刘俊卿考上第一师范，他的父亲四处借钱，只为给他
买一件新衣服，挑着行李去送他上学，路上毫不厌倦的给他
交带一件又一件事，可到了学校门口，他却对老师说，这是
他雇用的挑夫。这让他的`父亲非常心痛，一直安慰自己
说“他不是有意的。”，更过分的是，他用自己妹妹辛苦赚
来的钱拿来买昂贵的鞋子，只为表明自己家不穷。刘俊卿不
仅没有感恩之心，也没有羞愧之心，一次次做错也不去反思，
表面华丽内心空虚。

“恰少年同学，风华正茂”少年强则国强，珍惜现在良好的
学习环境，实现自己的梦想。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八

在寒假里老师推荐这本书给我，那就是《恰同学少年》，我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本书讲述了毛泽东等人年轻时的故事，毛泽东在湖南师范
求学的生活，充分展示了他的好友——向警予，杨开慧等，
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优秀品质。

在看这本书时，我最敬佩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做了错
事，知错能改！有一章写他和老师吵了一架。因为他的作文，
他认为自己写的作文很好，可是老师却认为他写得不好，就
给了四十分，所以毛泽东很生气，就和老师吵了一吵。去问
老师为什么我的`作文写不好，他很勇敢。知道自己错了，袁
门立雨，直到老师原谅他，才进屋里去。

这本书讲了少年毛泽东求学时的故事，他努力学习，快乐地
成长。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九

理想似乎离我们青少年越来越远了，作为在蜜罐中泡大的一
代，是否失去了什么呢?说过：“希望你们不是贪图安逸，坐
享其成的一代，而是艰苦创业，造福人类的一代;不是因循守
旧，墨守成规的一代，而是勇于创新、开拓前进的一代;不是
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饿一代，而是向往明天，创造未来大
一代。”故我今日之少年若昏昏噩噩，贪图安逸，碌碌无为，
那么谁来担负起民族振兴只大任，谁来完成先烈们的革命思
想?人的一生不可虚度。

诚然，我们处的时代是一个和平年代，我们不需要用刺刀和
子弹去筑造新中国，不必用鲜血换来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
们必须明白：国家仍很贫穷，民众仍很愚昧，思想观念仍很
落后，物质上的.利益正蛊惑国民的心智。所以说我们要做的
事情有很多，社会上的一切不公平与不合理都必须被改变。
梁启超有言：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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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梦里无数徜徉，却不能
回头。这就是人生的无奈罢。如果时光再重来，年轻的生活
又会是什么样呢?我想《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剧给了我们更
多的诠释，那种久违的青春活力，那种久违的理想主义，那
种不容阴暗的堂堂正气，那种对教育、对中国的未来深深的
反思和忧患，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我想不光是我，每一个收
看的观众，都会为之震撼。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

以前的社会是物质很缺乏，精神很丰富饱满;而此刻的社会呢，
恰恰相反，《恰同学少年》观后感。当我第二次看完这部电
视剧就感觉很想写点东西，我很羡慕那个年代的人们，真的



很羡慕。那个年代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年代逐渐
丢失了。为什么在和平年代，在物质富裕的年代，人们却渐
渐被蒙住了双眼，看不清楚什么东西才是珍贵的。在许多方
面，与那时的青年相比，我甚至觉得社会在退步，在退步。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身边的事物了。

这部电视剧真正让我重新认识了。片中塑造的青年的丰满形
象，让我发现，我对毛主席实在太不了解了。甚至还误解了
这位伟人，我觉得似乎我们这一代都不真正地了解，年轻人
往往都对政治、历史、军事不屑一顾，更加不用说去了解了。
一说起，大家似乎往往更加愿意谈论他晚年的.过错，对于的
看法总是太主观，根本就不了解却妄加评论。而如今我才明
白到底是如何地“功大于过”，他的“功”到底是怎样
的“大功”。的形象在我面前更加丰满了，对他的评价也更
加客观了。

任何一个伟人，一开始都只是凡人，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村
青年。但是从青年时代的身上，明显能够看到他不平凡的品
质。他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用心好学，勤思善辨，修身养
性，重情重义，孝顺父母，忧国忧民，志存高远。他的眼睛
明亮、有神、笃定、坚韧、勇敢、无畏。他有一帮和他志同
道合、与他一同奋斗的好朋友。

哈哈哈哈哈，年轻人嘛，就务必……你们想去哇。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一

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的故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不过其实也
没什么，不就是和老师吵吵架，叛逆几下，和同学讨论讨论
世界，玩几下，其实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至少我哑行者
做过，而且叛逆程度、轰动效果，甚至我可以说思想深度也
不亚于他小时候，而且俺那时候比他年轻多了。当然也不是



贬低泽东同志了，毕竟那时候他也年轻。像你，像我，像他
一样年轻，所以也理所当然发生的是一样的故事，像你，像
我，像他。当然后来就不一样了，就不再像你，像我，像他。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又怎么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
样。那就是我哑行者研究不透的课题了。

也看到了他的家庭，他的亲人，他的爱情。和大家一样，血
浓于水的亲情，卿卿我我的'爱情。只是后来，数位为革命牺
牲了，妻子、孩子、弟弟、妹妹。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
为了他。因为没有他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他的带动
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搭上这么多
的亲人，搭上这么多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这也是哑行者
我研究不透的课题，我只是感觉革命前的世界没有烂到无可
药救，革命后的世界也没有好到盛世太平。

当然现在的人太多说值，至少主流观念是会说值得的，但是
未来，怎么说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肯定的是哑行者不会，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事业、这么大的.理想，这么大的追
求。在我眼里，中华五千年都没有这么大的东西值得这样的
付出。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二

这几周，我一直在看《恰同学少年》这本书，里面的章节有
趣而生动，又常给予我启示。每当我细细品读时，内心总会
受到震撼！

尤其是书中的第九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提到
有一次，毛泽东无意间看到萧三床上有本《读史方舆纪要》，
这可是名书啊！毛泽东情绪激动起来，两眼也直发光。他向
萧三借这本书看，但萧三却摇了摇头，说：“这可是我哥哥
的书，他花了好几块大洋才买到的。再说我们每次借给你书，
还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里面的批注比正文还
多，这让我哥哥看你的批注还是正文呢？”最后在毛泽东委



婉地恳求下，终于，萧三吃了豆腐软了心，把书借给了他。
但是由于习惯，毛泽东一不留神又在这本书上写了满满当当
的`批注，不留一些空隙。我被毛泽东这种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精神深深地震撼到了，我决心要向他学习。

我平时看书的时候不喜欢做圈划、做批注。但孙老师要求我
们看书一定要多做圈划，她说这样能提高我们阅读的质量，
还能让我们对句子的理解更加深刻。但我阅读的时候，最多
做几十页的圈划，越到后面越懒得提笔，笔迹最终渐渐消失，
因为我认为做圈划是一件不仅枯燥，而且费力气的事。但是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必须改变自己原先错误的想法，读书
不应该嫌弃辛苦，害怕麻烦，而且做圈划、批注养成习惯后，
就会成为阅读时的乐趣，带领你进入更深层的世界，还能够
帮助我们学好语文。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的精神，
当我们读每一本好书的时候，记得多圈划，多批注，多思考，
多做笔记，这样才能让我们更深入、透彻地读好一本书！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三

我看了这部电视剧，对我的启发很高，这部电视剧的几位主
角，都是少年，他们给我的印象很高，因为他们勤奋好学、
乐于助人、孝顺父母、无私奉献、善解人意。特别是他们勤
奋好学的品质，最让我佩服。

这部电视剧勤奋好学的少年有毛泽东等人。特别是毛泽东，
他非常尊师，有一次，他在上课跟老师顶嘴，晚上的时候，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去老师家向老师道歉，初时，老师不肯
原谅他，他就跪在老师家门口不起，过了许久，老师看他那
么诚恳，就原谅他了。

这些少年非常爱国、爱人民。有一次，毛泽东带领二百名学
生军去打倒敌人，他们身上没有枪，用一个铁桶放一些鞭炮，



让敌人误以为是枪声，然后大家一起说了一句话：“放下枪，
不然你们三千个人都要死。”这声音在敌人的'周围回荡着。
那些敌人叫毛泽东他们下来谈判，毛泽东坚决要他们缴枪，
而且一只不剩，后来，有位敌人的同伙揭发他们是湖南第一
师范的学生，说他们没有枪，他在向学生军其余的人叫
道：“你们没有枪，如果真有就一枪射过来呀！”幸好，一
群长沙城的警察下来援救，射了一枪给那个人，不然毛泽东
他们就惨了。在这件事中，我非常佩服毛泽东他们的镇定、
冷静。

这些少年的勇气都很让我佩服。我长大后一定要学他们一样，
做一样，做个有勇气、爱读书的少年。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四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主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成绩很好
的人，因家里出不起钱，使他们不能读到自己心仪的大学，
人生之路遇到了阻碍。这让他们很苦恼，但没有因此自暴自
弃，他们想着去读低一点的大学，学费少一点的学校。

大家找到一份报纸，发现师范大学可以免费读。于是他们就
踊跃报名，第一关是写作文，写完作文看成绩之后，发现他
们几个人都已经被录取了。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师范五年半读
书生活。在这五年半当中，他们也遇到了各种困难，
如：“换新校长、逆书等等”。但他们都因自己的坚持，不
退缩，勇敢克服了各种困难。

可有的人在生活却恰恰相反，有些事没有做好，造成后面事
情的.连锁反应，也变得不好起来了，最后不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虽没能做好这件事，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努力去尝试，
就不退缩，坚持就一定能做好。中途碰到困难，不要气馁，
冷静下来整理思绪，把对的坚持下去，就能成功。学习当中
也是这样，不能因一件小事就被难倒，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像
毛泽东那样，坐下来冷静思考，或者寻找帮助，这样，这道



坎就过去了。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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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六

这本书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的读书生活为背景，展
现了二十世纪初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



咏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

在这本书中的众多人物中，我最欣赏毛泽东，他英姿飒爽，
仅明亮的眼神，就会让人为之一振。每每想到他，我都会想
到那个豪气冲天，在读书会上畅所欲言的毛泽东；那个在北
洋军阀包围下英勇无畏的毛泽东；那个在易永畦生病时的毛
泽东。当然人无完人，书中的毛泽东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知
错能改善莫大焉。比如他的作文成绩一再下降，还不听袁老
师的劝告，导致在课堂上跟袁老师顶嘴，被老师赶出教室，
他还一直认为自己很有理，要不是他的恩师杨昌济给他提出
来，还不知错，但他那种认错的精神，永远浮现在我脑中。
夜晚时分，他去袁老师家认错，却吃了闭门羹，毛泽东认准
的事，他就坚持到底，虽吃了闭门羹却不灰心，一直站在门
前，天有不测风云，不料下起了大雨，他却没有放弃，直淋
到袁老师见他为止。

我认为能知错认错是一个小学生应有基本能力，可我有时候
也会忘了这一点，如：明明没写作业，却嘴硬说写啦；明明
是自己做错啦，硬说是别人做错了……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要好好反省，以后避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时我的确会犯一些错误。而且自己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直死不悔改，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要感谢意那些曾经帮我
认识自己错误的同学和老师，他们帮助我认识错误，帮助我
反省错误，我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我要让自己时时保持清
醒头脑，知错认错——这是我一定要做到的。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十七

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把我的房间照得亮堂堂的，我捧着
《恰同学少年》，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故事情节，我发现整个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着浓浓的爱国情怀，洋溢着青春的
活力，令人爱不释手。



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这些熟悉又陌
生的名字，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那个外
强内弱、民不聊生、外忧内患、硝烟四起的那个时代，刀光
剑影、血雨腥风的气息迎面而来。故事中最令我心潮澎湃的
就是第二十九章“男儿蔚为万夫雄”。主要内容是在1917
年11月18日，北洋军阀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护法战争中被护
法军程潜部（湘军）击溃后大闹猴子石，正当全城老百姓都
落荒而逃的时候，第一师范的学生在困境中，受到毛泽东同
志的鼓舞，穿上了学生军装奋勇崛起，而他们在毛泽东的带
领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敌军，临危不惧。用出众的智慧和过
人的勇敢，战胜了真枪实弹的敌人。

在毛泽东的身上，我看到了知识的力量，因为毛泽东从小发
奋读书，所以他才能学以致用，面对那黑洞洞的枪管，不用
一刀一枪，用自己的智慧把敌人吓得四肢发软，缴枪投降。
不止如此，在未来的历史里，他更是用自己的智慧，带领全
中国人民，走出黑暗，走上了一条属于中国人民的大道，解
放中国，从此让全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像毛泽东一样用知识击退敌人的人有
很多，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鲁班为楚王做攻城器准备
攻打宋，墨子听了来到楚国劝谏。墨子用腰带等物品和鲁班
进行了一场模拟战，鲁班制造的攻城器，都被墨子巧妙打败。
然后鲁班劝楚王杀了墨子，可以破宋，而墨子说自己事先将
守城的方法告诉弟子，并去守卫宋国，所以楚王不得不放弃
攻打宋国的念头。

知识就是力量，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那就要好好的
读书，让知识把你变得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