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秋节活动方案策划领导讲话内
容(优秀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散文读后感篇一

先生关于爱情在《清秋琐记》里记录了《咆哮山庄》里的一
段话“在一个饿人面前，放下孤单的一盘食物，他会集中全
部食欲，绝不辜负这一盘食物;而另一种情况则是给他一整桌
法国厨师为他安排的筵席，他也许能从整桌筵席得到一样多
的享乐，但是每一项食物，在他的关切与记忆中，仅仅是极
微小的一部分。”先生说：“独爱一菜远胜于大吃筵席。不
是饥不择食而是情有独钟。”正如有人所说，一生爱一人并
不是丢脸的事情。丢脸的是，你自认为爱了很多人，却没有
一个是你真正爱的。遇到对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容易，能一辈
子对那个爱的人不离不弃，彼此相守相依，才是人生最大的
幸福。

一个人不能没有亲情、友情，同堂也不能没有爱情。弱水三
千，只取一瓢。人生一世，若得一知己，举案齐眉、相濡以
沫，便是再大的困难也可迎刃而解。“好的爱情，是透过爱
让你更爱这个世界;而不好的爱情，是透过爱你与这个世界对
立”，这人的一番话让人彻醒。三千弱水中的一瓢，已让我
明白天下何川的'好，我又何不慷慨地让每一个渴望爱情的人
明白，“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因为巫山之云已让天下人知晓
这漫天白云的曼妙?先生与妻子的伉俪情深让人感动，让我忽
然觉得，成功有时真的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两个人的执
着。于爱、于名、于利、于情，先生是真洒脱。真实的人都
是血肉之躯，正如真实的先生也会嬉骂如孩童。尤其是先生



讲的那一段关于骂人的技巧真让我觉得先生是那么可爱。他
是一个智者却又像一个孩子，一个可爱、可敬的老人。

书与知识能让一个人成长，即使如此，能遇到一个像先生这
样可爱又可敬的智者也是少有的事。难得先生的文章让人看
得酣畅淋漓，不矫情做作，先生真是值得敬佩的人。

散文读后感篇二

在暑假中，我读了《朱自清散文》，透过这本书，我看到了
一个更广阔的视窗。我沉醉于其中，朱自清用他唯美的笔调
描绘出了一个完美的意境，不论是美景还是一切生灵，在他
笔下，都显得格外生动。

我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
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
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呢？”这就是《匆匆》中所提到的，朱自清用对比的方式
来突出了岁月流逝之快，不错，世间万物虽有毁灭的一天，
但总会有重生的时候，而我们人，在这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生命不能重来，岁月又何尝可以倒流呢？上天赐给每个人的
时间都是有限的，但在指尖流过的岁月，谁又会在意呢？所
以，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就会加倍地珍惜仅剩的时
间，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时间就
是生命”，这是一句真理名言，在朱自清的笔下，就更衬托
出了它的价值。

朱自清的文字不仅包含深刻的道理，而且还十分优美，他对
景物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仿佛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你的
眼前了。

散文读后感篇三

不太喜欢徐志摩，因为他太过多情。男人多情总是不太好，



不管是真情，还是实意，受伤的多为女人，而女人多情受伤
的还是多为女人。因徐志摩的多情，苦了张幼仪，因徐志摩
的多情，苦了陆小曼，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赢得爱人的怀抱，
他这一生，也在多情中完结了。

我读他的诗歌有限，读他的散文就更少了，上一周读了两篇
他的散文，只觉得这样一个人，不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散文
创作，都带着志摩似的浪漫和多情。不愧是天才的诗人，新
手捏来的东西也并不显生硬和牵强，难怪文章后评中写道：
在别人的委托下，于十分紧迫的`时间内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在
是难得！且他那篇作品是在泰戈尔来华时做的，本身委托者
就有着要他写出恭迎泰戈尔的意思，可他只轻轻在篇末点了
一下，就出了无限深意，看似平淡，实则深情，需细细感受。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张爱玲的散文的。没办法，从她的小说到
她的散文，无处不透着世俗的真实。而徐志摩太过飘渺了，
我想一个男人这样的性格终究不适合。像柳三变，像秦少游，
是对柔情女人的折磨。我还记得他的一首诗《沙扬娜拉》，
真是无处不留情，又让人怪罪不得，因为他所体现的情那样
直接，那样的不猥亵，又让人怎么生得起气来呢？仿佛爱一
个人真的是理直气壮的事情，除了当事的两个人，其他人都
是旁观者，而你又无法否认似的。

多情总是苦

苍茫人生路

到处都逶迤

我去他不留。

散文读后感篇四

从中令我最记忆犹新的一篇文章就是《血色母爱》里面记叙



了一个小女孩叫罗莎琳是一位13岁的少女，从小丧父，嘉靖
贫困，常受到别人的鄙视和侮辱。她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
总是想做些什么让女儿快乐起来。

母亲看见了救援人员，怎么叫他们也听不见。母亲想到用血
引起救援人员注意，他用边上的岩石切片割断了自己的动脉，
然后在血迹中爬了十几米的距离，救援人员看了血地上那道
鲜红的长长的血迹才意识的下面有人。等来到医院已是抢救
无效了，就这样母亲离开了仅有13岁的女儿。

读着，读者，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那坚毅的脸庞，仿佛
在我的眼前。

散文读后感篇五

有一个副标题“赠给同学”，可见是为那些在攀登学问这座
大山的学子们写的。可是，文章所蕴含的深意，却远远超过
了做学问本身，那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是在比较了多种人生
境界后对某种至高境界的由衷赞许，是对那种看似平易却难
以抵达的真英雄境界的诠释与破译。散文作者没有用太多语
言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她借助一个来说明问题。奇怪的是，
这个看来似曾相识的故事并没有曲折离奇的地方，却在平淡
从容中缓缓透出一种无法回避的魅力。那是真实的魅力，是
带着悲剧色彩的人生真谛的魅力。与过去读过的三兄弟探宝，
付出愈多收获愈多，“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叙述模式相比，
张晓风的故事要严酷得多也煞风景得多。第三个年轻人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他并没有得到鲜花和掌声，也没有看到无限
风光。他看到的，只是“高风悲旋，蓝天四垂”;他感到的，
只是孤独和渺小。是的，这才是人生的真实，这才是人们到
达某种人生境界后必然的感受。也许这种感受带着浓重的悲
剧意味，从来也没有到达或接近这一境界的人意识不到这种
孤独和渺小，但并不等于孤独和渺小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意识不到的悲哀是更加深重的悲哀。所以，明知前路
的艰险，明知顶峰的荒凉，明知个体的'渺小，他仍然奋力前



行，为的是探究真理，寻找梦想，这，才是真英雄。“真英
雄何所遇?他遇到的是全身的伤痕，是孤单的长途，以及愈来
愈真切的渺小感。”

张晓风在散文的最后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正是这个观点的真
实和冷峻震撼了我们，也吸引了我们。做个真英雄吧，纵然
高处一无所有!

散文读后感篇六

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的投入。

爱一个人，就斩钉截铁的追求。

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的献身。

爱一种信仰，就至死不悔。

这四句书封面上的话我觉得十分正确。这本书围绕“爱”字
展开，里面有很多篇文章，有关于友爱、母爱、父爱、爱情
等。“爱是一面辽阔的回音璧，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
射着，变成巨大的轰鸣”。世界本身就充满爱，可是越来越
小的人感到爱的存在，爱真的不复存在了吗？或许人与人之
间的隔膜越来越厚罢了。有爱的日子我们不会孤单，我们已
不会单行，我觉得家就是充满爱的地方。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母亲。当我们想起母亲
的时候，其实是想起了无边不无际云蒸霞蔚的爱。”家是我
们的避风港，父母宽达宏厚的肩膀是我们最可信的依靠，父
母给予我们的爱是无私，他们不求回报的为我们付出，竭尽
全力，不留余力的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母爱、父爱是温暖
的，欢乐地，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问我家在那里？我会回答家就在我的心里。如果问我家



是什么？我会回答家就是家人们在一起相处时的温馨。如果
问我家好不好，我会回答家有好和不好。毕老师在书中将家
比喻成一粒浮沉，被人一直弹掉；一眼不老泉，很快乐很幸
福；以往深不可测的泪潭，很凄楚很悲凉；家就是调味盒，
酸甜苦来尽在其中，但也就只有家人才能最真切的感受到里
面的滋味。

一个家并不可能一却都是一帆风顺的，掌握风向的舵手有时
候会打意，使这艘船偏离预定的航线，出轨后的'船需要的是
家人之间的团结合作，那么这艘船才能更快的回到安全的航
线上继续行驶。家的一却一切都需要家人们之间的坦白、信
任、谅解…；…；“家啊，是理解奉献思念呵护，是圣洁宽
容接纳和谐，是磨合欣赏忠诚沟通，是心心相印浪满曲折生
死相依海角天涯。”家就是这样一回事。

现在我们在家的角色是孩子，是需要父母爱的小孩子。随时
间的过去我们的角色会发生改变，我们的角色会是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人的一生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家无论
贵贱，无论大小，只要温馨，都是温暖的。“在家的日子，
我们要更宽容，更聪慧，更善良，更真诚”有个家，有个避
风港，这样的人生才是是完整的、幸福的。螺蛳壳是蜗牛的
的家，大地是小草的家，宇宙是星星的家。“家是黄昏湖边
的搀扶，家是灯下互相间去丝丝白发。家是一件旧风衣，风
也是他雨也是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家就是在两人相
互照顾，相亲相爱，相依为伴而建立起来的坚不可摧的城墙。

有爱的日子，有家；有家的日子，有爱。

在《爱的回音壁》这篇文章中有句话这样写道：“家的感情
像苹果，姐妹多了，就会分成好几瓣。若是千亩一苗，孩子
在父母的乾坤里，便独步天下了。”大人们常说：“家里有
十个大人都不如有一个孩子热闹。”一个家庭有个孩子或许
才算得上完整。但现在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父母对他们的
关爱慢慢演变成溺爱，他们便是那“千亩一苗”。父母面对



他们唯一的孩子，要表达自己的爱就是放纵孩子，孩子就肆
无忌惮了，但这样的爱真的是爱吗？这不是孩子想的
爱。“孩子降生人间，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一手撒播爱
的甘霖，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

一个家，一份爱，一份属共同的爱，理应让家人心感温暖，
而不是逃避。有家，有爱。

散文读后感篇七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
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
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
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
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
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
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
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
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
悲痛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
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
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
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
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
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
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
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
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



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
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
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
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
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
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
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
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
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
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
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
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
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简单叙述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
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散文读后感篇八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作看过一本书，也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一
本书。想必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所作的评论已是多如繁星的
了，我此举不免有班门弄斧之嫌。我没有看过很多所谓的世
界名著，只因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品味。然而对这些著作等身



的大作家评足论道，又不免太肤浅了。终究还是忍受不住激
情的诱惑，心灵的撩拨。

秋雨散文历史的气息很浓。像《酒公墓》、《寂寞天柱山》、
《阳关雪》等许许多多的篇章其中浓缩了历史，浓缩了人生。
秋雨是年轻的，他能冲着王维的《渭城曲》而去寻访阳关雪，
仅仅是为了一个多年的梦，为了一份童真。因而他又是洒脱
的，试想在各种现代文明的烦扰下，又有谁有这么的一份闲
情逸致呢。谁心中无一个饶撩的梦想，但谁依然有这么的一
份纯真呢？我们对很多在年轻的心中是新奇的东西已见惯不
怪了，甚至对于诸如抢劫、盗窃的现象也视而不见，不知道
这些能不能看作麻木不仁，但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份
童真，我们的心已经老了。

秋雨是年轻的却又如一位睿智的老人。在秋雨的心中历史虽
然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更多的是给我们无穷的悔恨。在《道
士塔》心中透露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人们往往把敦煌石窟
的罪人归结为王道士。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当时的
那种所谓“官员”的官员的错，一个国家都如此的了，又何
况一个如此无助的`人呢？王道士为生活的所迫也只能如此的
了。作为华夏子孙莫不对此感到悲愤的，却很少人像秋雨那
样洞察更深层的原因。对于往事的描述，秋雨能如一位老人
用历史的心态看待，平和而非柔弱，悲愤而能决无忘其所然。
秋雨应该对历史有很深刻的了解。

有纯真的童真，有老人的睿智，秋雨也不乏丰富的情感。在
《老师》一文中，为在自己老师面前大声喧哗却能听于劝阻
的学生表示感激。为昔日叫老师的绰号而悔疚。文中有这么
一段“许多非主课老师却实在有点认不得了，这些非主课老
师大多也早退休；今天特地赶来，静静地站在路旁，站在楼
梯的拐角处，期盼往日的学生能认出他们。我的目光与他们
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们的期盼，便快步赶上去，一边呼喊着
“老师”，一边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忆起他们的姓氏。”由
此可见秋雨心中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友情对秋雨来说也



有重要的地位，如他写道“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
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
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也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来一次
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
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读秋雨散文，就如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有万象的人生世
态和丰富的个人情感。秋雨的心是年轻的，他的心又是迟暮
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
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因此他的人生
应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
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
的。

散文读后感篇九

忘川飞渡，逝水流年。

在爬满甲骨文的钟鼎之上，读您童年的灵性；在布满烽火的
长城之上，读您青春的豪放；在缀满诗意与科学的大地之上，
读您壮年的丰稔。如今，一缕华夏风，为奥运增添风情，听
那问候如潮，看那自豪笑脸，温暖八方高朋。“水立方”的
一池清水净括一片蓝天，雄伟“鸟巢”竞放科技芬芳！一管
羊毫饱蘸13亿人的智慧，一撇一捺当惊世界殊！

祖国，走过流年逝水！在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之上，我看到的
是一摊血；在“致远舰”的残骸上，我看到的是一团未熄的
火，在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碑前，我呼吸到的是耻辱啊！但我
的祖国！您没有沉没，在亚细亚的东部，您用宽厚的臂膀，
挽起高山大海，将炎黄子孙揽于怀中，用茅草和土砖修复残
缺的岁月，用野菜和稀粥喂养饥饿的生命。国父孙中山，在
黑夜里开始运筹治国方略；毛泽东，在贫弱的土地上，支撑
民族的骨骼与脊梁；邓小平，炯炯目光中流露出钢铁般的意
志，指引多灾多难的您，从世纪的风雨中神奇地走过！走过！



沿着黄河与长江的源头，漂流而下，过壶口，闯关东，走三
峡，奔东海。在河西走廊，华北平原，我看到您风雨兼程的
超越；珠峰上奥运的圣火温暖了千年的积雪；草树密匝的西
双版纳，椰风氤氲的海南琼岛……都在述说您的崇高与巍
峨……尽管，还有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还有下岗工人无奈
的诉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让您心殇，让您流泪，但这更加
让您感到生命的伟大，人性的光辉。

余光中先生说：“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是的，
我们以《诗经》为歌喉，以《论语》为节律，以《橘颂》为
音韵，吟唱您历史恢宏的岁月；我们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
散曲，以京剧与楚歌、梆子与鼓词，吟诵您壮丽如画的山河。
我们以岳武穆的一曲《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
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
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用心敲响编钟，于是那浑厚而清
亮的音韵，穿越五千年的岁月，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
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
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祖国母亲，您一定记得瞿爽手中的那束野花，方志敏身上的
那份清贫，赵一曼骨骼中的那股坚贞，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
根，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刘胡兰就义时的那枝红梅，焦
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孔繁森雪原上的那串脚印！那么就让
我们用野花、清贫、坚贞、草根、补丁、红梅、油灯、脚印
编织成的交响乐，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
神！

黄河雄、黄山壮、长江长、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
安门前走过，那是雷锋的兄弟，那是任长霞的丽影，那是中
华民族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舟飞船”，太空穿梭；
俯瞰大地，三峡工程，天路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60年的扬弃和继承，30
年的改革与发展，一个东方巨人，做到了可以说“不！”您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的心声！您
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迎接一
个又一个黎明！

祖国，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彩织锦，
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唱响国歌和
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澎湃的激情。

瞧，细雨如烟的春天，燕子在风中飞来飞去。听，阵阵煦风
送来了激越悠扬的歌声：“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
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我
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晨曦中拔地而起，我就在你
的形象里……”

散文读后感篇十

在《同命运的小鱼》中，对一条小鱼命运的关注，用大量的
笔墨描写一些细节方面的内容。

“小鱼两天都是快活的，到第三天忧郁起来，看了几次，它
都是沉到盆底……敲一下盆沿，小鱼走动两步:再敲动两下，
再走动两步……不敲，它就不走，它就沉下去。

我招呼郎华不要动它，小鱼在养病，不要打扰它。

亮天看它还在休息，吃过早饭看它还在休息。又把饭粒丢到
盆中。我的脚踏起地板来放轻些，只怕把它惊醒，我说小鱼
是在睡觉。”

从这些详细的细节描述中，作者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生命发
自内心的怜悯和关注之情可见一斑。

最后小鱼不幸死了。



“我后悔，为什么要出去那么久!为什么只贪图自己的快乐而
把小鱼了。这是凶残的世界，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用暴力毁
灭了它吧!毁灭了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东西!”

作家给予脆弱的生命以人文角度的关怀，直抵心深处温软的
部分。同样也可延伸到她笔下所关注的沉默的绝大多数人群。
她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真诚地融入笔下的艺术世界，
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
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