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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学生(模板8篇)

绽放青春的火花，共同见证运动会的魅力！运动会宣传如何
利用声音、图像和文字，展示运动的魅力。看看这些精心设
计的运动会宣传语，相信你会立刻被吸引。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心情不是很好，记起《苏东坡传》还没写书评，又想起
东坡先生的性情才气，心情也平复了蛮多。

我们人，尤其是中国人，是记好不记坏的，我们乐于记住那
些善人，并且以他们为榜样，而苏东坡做了很多善事。在王
安石变法期间，苏东坡被贬为地方官，一个小小的官，还是
尽量维护人民，继而王安石失势，苏东坡第一个上书废除王
安石的恶法，然后又不屈不挠的上书减免人民欠下的官债，
最后成功了，人们又怎会不喜欢这个文人呢？很多自喻为聪
明人的，总以为老百姓是容易糊弄的，但每个人心中都有杆
秤，度量着善恶好坏，虽不善于言辞，心里亮堂着呢。

其次就是苏东坡的诗词，我不是专攻于文学的，但是我相信
美是一种直觉，当我们读着明月几时有时，真真切切感觉到
明月皎洁，感到积极昂扬的人生态度。读赤壁赋时，能感到
人生渺小，也感到在困境中享受人生的随遇而安。平凡人难
以走遍四方，但苏东坡的诗词带我们走四方，这无比难得。

再有就是思想，很难得的是林语堂先生还是客观的写苏东坡，
他没有避开苏东坡的求仙炼丹，没有避开苏东坡的文人相轻，
没有人成神成圣，避不开缺陷，但是如果好的多于坏的，那
么就是一个大好人了。东坡先生达观知命这也是他可以坦然
面对风雨的原因。他所逢的一切苦厄，是为民请命的结果，
他光辉的人道精神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都是一种圣光了。



至于逸事，东坡先生一生中数不胜数，各位可以细细品读，
仔细感受，也有很多人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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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二

上次挑灯夜读，还是上大学那会干的事。那时宿舍晚上11点
断电，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熄灯后只得跑到楼道借着路
灯临阵磨枪，天冷时还得背床厚厚的被子。时过经年，最近
竟又为了一本《苏东坡传》心甘情愿地熬到深夜。

平素读书机会甚少，更难得一本书读两次，唯独这本《苏东
坡传》在几年前读过之后让我念念不忘，特意买来再次拜读。
这本书何以如此吸引我？不外乎两个人的原因--主人公苏东
坡和作者林语堂。

苏东坡之天纵才情已不必多说，书中妙手着文章的例子比比
皆是。苏诗不少见，但书中引用的诗文都结合了诗人的生活
情景，每一句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下借诗人之口自然吟咏
而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来更觉鲜活可感。

东坡先生生性豁达，喜好交游，常人也有机会和他举杯共饮，
寻幽探胜，当他在月夜孤舟上发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生”的慨叹时，孰能不神往？这是和东坡先生同时代人的幸
运，但他们也是不幸的，苏东坡所在的时代正是宋朝由盛转
衰的几十年，对黎民百姓来说这就意味着动荡和灾难。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就苏东坡个人而言，急剧变革的时代和
积极入世的他相互成就，但其坎坷的命运从一开始也就已经
注定。数十年宦海浮沉，陷于流俗与通变之争，苏东坡历经
颠沛流离，妻离子散，一度穷困到无炊米度日。作为元佑党
人的精神领袖，他为民请命，忠言直谏，抗争不息，却未曾
有丝毫妥协与退却。



自始至终，苏东坡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以超凡的智慧在出世与入世的钢丝上行走得
游刃有余。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对亲人、爱人、友人的厚
重感情浩浩汤汤，充盈在胸，随意喷涌即是锦绣文章，一
曲“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成千古绝唱。

面对多面的、立体的苏东坡，细数其功无疑是徒劳的，往往
挂一而漏万--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天才可以感知却无法琢磨。
读苏传，其实是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和心灵的伟人
生活，即便诗人已作古，但他留给我们的心灵的喜悦和思想
的快乐却如江风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回到题目，不得不提另外一个才子--林语堂。老实说，这本
书和现下主流文学风格相去甚远，缺乏足以引爆眼球的元素，
但它的吸引力恰恰来自于它的纯粹。诚如作者所言，他写这
本书只是“以此为乐”，当然也是源于他对苏东坡的喜爱。

在这样一种创作动机下，写出的作品自然格外隽永耐读。作
者不是隔岸观火，读者就容易置身其中，着了迷的人好像和
这本书订立了某种盟约，只要一翻开书就身不由己地紧随内
容的铺陈或喜或悲，及至读到苏东坡去世一节，终于忍不住
掩卷长叹。

叹息未已，忍不住又翻开继续往下读，再翻页，书行此处戛
然而止--读者肯定会嫌不过瘾--书也许可以续写，但人生没
有续集，世上断不会再有第二个苏东坡式的人物了。不过，
又何必拘泥于此呢？“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人在千年前就已经
给我们留下了答案。

昨天一时兴起和友人夜访月湖，兴尽归来已是丑时。随心而
至，寄情山水，自谓有东坡遗风而窃喜。及至翌日，信笔而
书，千字乃止，是以为感。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三

深夜。孤灯。翻着泛黄的书页，嗅着淡淡的书卷气，我的心
灵也抛却了浮华，得到了洗涤。

之前读过很多东坡的诗词，在我的印象中，他仅是一位北宋
伟大的文人，留下遗芳百世的作品供后人品读。这几天读完
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才真正了解这位伟大的才
子一生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曲折事迹。

林语堂用极自由的散文笔调，化严肃为轻松，为我们讲述了
一代文豪——苏轼的故事。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乐观、
豁达，会享受人生，不故作深沉，开辟了文学的一块新天地。
可这位几百年才能出现的一位旷世奇才，人生之路也并非一
帆风顺，而是“一个被政敌迫害的政治家，一个终身颠沛流
离的才子”。政坛多风雨，此后宦海沉浮，他一贬再贬，由
黄州而惠州，由岭南而海南，愈贬愈远。面对接踵而至的人
生苦难，生命的激流遭遇到不可绕行的暗礁，冲天而起的却
是最美的雪浪。苏轼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对待不幸，化解
苦难，成就了绝美诗篇，成就了他被后人敬仰的“精彩人
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苦难面前，东坡的人生始终
充满希望和浩然之气。

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
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多
情却被无情恼，与其去趟政治浑水，倒不如求为“百姓之
友”，求其“自退之道”。于是，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开
始了新的生活。“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笑且徐行。”有
禅意，有不羁，更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无悔。

苏东坡传读后感600字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四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回忆式”的长篇小说——《呼兰河
传》。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女作家——萧红。

著名作家茅盾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述诗，一幅多彩的
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还真不假，瞧——文中的“玩
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
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着了。”把一个淘气小姑娘的
样貌活灵活现地展此刻了我的眼前。而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
泥坑，六七尺深。这儿淹死过小猪，闷死过狗，闷死过猫，
也常常有鸡鸭死在这大泥坑里。按我们此刻的观点，应当把
大泥坑填平，而那时候的人民却认为应当顺应社会，顺应天
意，人是不能违抗天意的。真令我为他们的愚昧而悲哀！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既欢乐，又寂寞。说她欢乐是因
为她有一个那么疼爱她的祖父。她的祖父教她背诗背词，教
她识别庄稼，陪她嬉戏玩耍，和她聊天对话。说她寂寞是因
为她活动的地方就仅有那个大花园，一般情景下和她玩耍的
人就仅有她的祖父。

她的祖父博学多才，和蔼可亲。像她的祖父那么好的祖父我
也有。记得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数学成绩不太好，经常
考个九十多分。有一次，我被一道题目难住了，爷爷见了十
分耐心地教我做题。我一开始还并不明白，但爷爷没有着急，
仍然耐心地教我做题。在我和爷爷的努力下，我最终会了。

《呼兰河传》读完了很久很久，我的心境依旧沉浸在那一片
灰暗的画面中。

呼兰河传中学生读后感4

今日我读了一本叫《呼兰河传》的书，书里讲了好多“我”
和祖父趣味的故事，如果想明白就往下看吧。



我记得有一段异常趣味，讲了“我”在后园里摘了一束玫瑰，
给祖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不明白，还说：“今年春水大，
花香二里都能闻见。”从这能看出祖父十分幽默，十分疼爱
我。

萧红的童年是灰暗的，她身边的人一个个像被抽去灵魂的木
偶，早已对生活麻木了。他们固执而又愚昧，唯一不一样的
仅有萧红的祖父。祖父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从来没有绝望过，
成天开开心心的，并且他还保留了一颗童心，萧红每次调皮
地做“恶作剧”，祖父发现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和萧红一齐
哈哈大笑。如果换作别人，恐怕早已把萧红教训一顿了。所
以，萧红算是幸运的，她有一个令她骄傲的爷爷，关于祖父
的记忆是她极少有的幸福回忆。

比起萧红，我们不知要幸福多少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
喝玩乐无一不全，时常还能得到零花钱，城市里有好多公园，
里面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五花八门、妙趣横生，和那灰头土
脸、死气沉沉的呼兰河没法比。此刻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
知福呀。

作者出生时祖父都已经六十多少了，作者三、四岁时，祖父
快七十了，七十岁的祖父十分爱作者，他们爷俩在后园笑个
不停。祖父的后园就是小作者的天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怎样样，就怎样样，一切都是自由的。

书里讲到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在那个大
坑里淹死过人、猪、狗、猫、马，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明白，
有的人说拆墙，有的人说种树，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坑填平。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是欢乐的，也是寂寞的。她从小
在后园里长大的，作者和祖父在后园里一齐玩，一齐干活，
作者和祖父时时刻刻在一齐，童年充满了欢乐。

文章中写到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才十二，本



该是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她却早早的卖给了一户人家
做童养媳，是多么的可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新社
会，人们用知识变得智慧，用自我的双手去创造自我完美的
生活，没有男女的不平等，没有可怕的战争。

啊！我真想永久地停留在童年，可是时光总是要走的。那就
用一颗善良、热情的心好好珍惜，感受这完美的时光吧！

《呼兰河传》我读完了，可我的思想还停在那灰色的境界里。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五

东坡一生文章称雄，仕途却磕磕绊绊。

他做过翰林学士知诰，也做过帝王师，达官显贵，富贵无限，
也曾被贬至荒凉的海南岛，受无穷痛苦。但无论身在何处，
他从不抱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那美丽富饶的杭州，东坡一展宏图，政绩斐然。那如西子
的西湖突然“生病”了。湖中淤塞，到了湮废的边缘。东坡
到任，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大规模疏浚
西湖。至今，杭州西湖中还有道景美如画的苏堤。他又去密
州，徐州，湖州做官，看尽了王安石新法给人民带来的深重
苦难，不吝言辞，向皇帝进尽忠言。许多小人抓住了他的把
柄，将他的文章拿出来细细“研究”列出数条言论罪，将大
太守从天堂揪下来，丢到乌台那暗不见天日的地狱中，差点
没了小命。

后来平反，王安石罢相。东坡得太后恩宠，一路青云直上，
官至三品。又遭小人迫害，被丢到荒僻岭南，儋州。此时，
东坡那豁达的心胸又显现出来，随遇而安。“问汝平生功绩，
黄州惠州儋州。”此间蕴藏着多少旷达哲理啊!后来得到恩释，
从海南岛返回京城。遇到了将他残酷迫害的章惇之子，带着
张大魔头的“求情信”，希望他放过父子俩，东坡淡淡一笑，



其实，心中早已释然。但就在这条路上，大星殒没，东坡仙
去。

东坡为官清廉，一生只为人民着想。仕途虽不顺，却在坎坷
中修炼出了那颗强大无比的内心。他的为官之道，值得当今
人们学习。

苏东坡，一个响彻了千年的名字，一个屹立在中国文学史顶
峰的名字，是那样响亮，又那样耐人寻味。他为世界人民喜
爱，处处有他乐观身影。他不屈不挠，你在困境中耽误人生
的真谛，在泥泞中修炼强大的内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他对世间万物永存爱，如他自己所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
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正因此才展现
了他的可爱与可贵，也让他住进了每个人心中。从此不论前
方是狂风还是骤雨，我们都知: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

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而他所表现出的
伟大人格与社会良心，直至今日仍熠熠生辉。读苏东坡，更
是品味人生境界。从中修炼出这样一种豁达：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六

我第一次认识苏轼这位奇人是在语文书上——《记承天寺夜
游》苏轼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被贬为黄州团练使。
《记承天寺夜游》就是他被贬期间与友人张怀民夜游承天寺
时，有感而发所写的。从他的诗中，不难看出他随遇而安、
乐观开朗的个性。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固然一切皆空，而活
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梦中，终归一切空无。这种对整体人
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
然的感叹，其中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
苏东坡的一生，从他母亲教授读书到父子三人进京赶考，不



难发现这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在文坛中佔据一方，在壮年时
期的他血气方刚，对于不满的事写下不少抗议诗，以致与被
逮捕审讯，到了成熟时期，可以发现他常常受到太后的恩宠，
他也借此发挥他的才华，为国家百姓造福，可惜的是到了晚
年，党争的结果造成他再度遭受迫害，竟被贬到海南岛，他
的一生竟是如此的起伏。虽说他“驰骋”官场，但他并没
有“进朱者赤，进墨者黑”。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不也体现诗人的淡泊
的心境和淡定的生活态度吗?

淡定即宁静，淡泊。古人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诸葛亮也以此为座右铭，可见此语所示的人生态度。

一方之霸气的曹操终成天下霸主，却能席地而坐，青梅煮酒
论英雄;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终以一句“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千古绝唱;海尔集团面对海外市
场的巨大成功，究其原因，海尔的总裁却平静地说：“我们
公司的信念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爱因斯坦摒弃尘嚣，
独自在房内拉着不怎么悦耳动听的小提琴，终于在音乐的灵
感中触碰迸发了思想的火花，产生了《相对论》。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七

翻开《苏东坡全集》，《前赤壁赋》映入眼帘：“寄蜉蝣于
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蓦然想到我们不就是乘着橡皮筏航
行在大海中的人吗？这片海出奇的宁静，极少有礁石，也不
会和恶风大浪相遇，它出奇的美丽，浮满了每只都不相同的
漂流瓶。

我捞到一只漂流瓶，它装了一本袖珍的书，里面有插图，虽
然寥寥几页，却让人想象不尽。这难道不像幼儿时看的连环
画、小人书吗？我曾指着那些字儿一个个地读，从此，《精
忠岳传》成了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拿起渔网，我又捞起两只漂流瓶，其中一只唤醒了我五六岁
的童年，那是我读古文经典的时候。我想起了“绿柳对红
桃”的启蒙，也想起“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劝戒，更
有“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哲言……打开另一只却把我带回
了十岁的那年，我沉浸在武侠小说中，仿佛被磁铁吸住一样，
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读着。这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津津有
味地读了起来。拉回记忆，我终于体会到书并不仅仅是拥有
纸和油墨的外表，而是象征着知识与智慧。只要能够获取的
更多，就算说明书和消防手册都可以汲取。随手翻开一本，
你都会明白你曾不明白的道理，了解你从不了解的领域，认
识你还未认识的世界。

指导老师吴宏英

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八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史在时光的沙漏中一点一点溜走，
渐渐被掩埋，当我们回首时，已经了无痕迹。然而当我们真
正去聆听和抚摸这尘封的记忆时，却总有那么一个名字在浩
瀚的历史天空中响彻回荡。

往事如烟，似水流年，却带不走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
为人所传诵，为人所敬仰，为人所品味的名字——苏轼。

苏东坡永远是一个谜。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大文豪，一个
月夜徘徊者……而这并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苏东坡一生坎
坷，纵然历“乌台诗案”，宦海沉浮，然直面挫折，化解苦
痛，“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何等洒
脱。“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坦然。苏东坡昂然挺立，
捋须而笑，他的心灵完全向自然敞开，承受灵性的诱惑，以
心灵的真实来体验生命的过程。

但正像林语堂称其为乐天派一样，似乎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真
正使苏东坡止步不前，有所畏惧的，他敢于说：“我做华堂



上，不该麋鹿姿。”他敢于向帝王直言陈述：“苛政猛于虎。
”林语堂评价苏东坡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
忧患来临，一笑置之。”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
的一面，他的诗词奔放灵动，豪放不羁。“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他至情至性。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对他情深厚
重，妻子对他关爱有加。“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凄
婉哀伤。他热爱生活，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
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以传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