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悲鸿读后感(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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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
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徐悲鸿读后感篇一

学了《徐悲鸿励志学画》这篇课文，我受益匪浅。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是我们中国的一
位伟大的美术教育家。1919年，徐悲鸿考取了巴黎高等美术
学校，又向法国著名绘画大师达仰学画，达仰很看重他。可
是，一个外国学生浅陋无知，瞧不起中国人，激怒了徐悲鸿。
于是，徐悲鸿更加奋发努力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就
像他画的骏马一样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终于，功夫不负有
心人，徐悲鸿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结业考试。那个当初嘲
笑徐悲鸿的外国学生看了徐悲鸿的画，很是震惊，亲自向徐
悲鸿道了歉，并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我要好好向徐悲鸿学习，做一个有目标、有计划、更有实际
行动的人！

徐悲鸿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们刚读过了一篇文章《徐悲鸿励志学画》，徐悲鸿
那为了给中国人争气，立下志向，奋发学习，最后终于成为
一名大画家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19xx年春天，徐悲鸿考取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来向法国
著名的绘画大师达仰学画。达仰很看重这位刻苦努力的中国
人，热情地指导他，但这却引起了一些外国人的嫉妒。一个



很不礼貌的外国学生冲着徐悲鸿说：“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天
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这让人感到何等的耻辱!我真想上
前去找他争辩一番。

同样，徐悲鸿被激怒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
靠争论是无法改变别人的无知和偏见的，必须用事实让他们
重新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人!

于是，徐悲鸿暗暗下了决心，不知疲倦地学习、临摹，克服
了重重困难，最后终于成功了，而女那位旬国人也服了，真
心向徐悲鸿道了歉。

读到这，我真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徐
悲鸿，你真棒!

徐悲鸿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徐悲鸿励志学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讲的是
一个外国学生嫉妒徐悲鸿，他还非常不礼貌地冲着徐悲鸿说：
“徐先生，我知道达仰很看重你，但你别以为进了达仰的门
就能当画家。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学堂去深造，也成不了
才！”这句话不但说了徐悲鸿，还说了我们中国人。

徐悲鸿听了这句话非常生气，但他知道，如果和别人吵架或
者打架，别人会更觉得我们无知。要让那位外国学生知道，
我们中国人不像他说的那样一点才能都没有，更让他知道我
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从此，徐悲鸿更加勤奋努力、勤学苦练、争分夺秒。他日夜
奔波，学而不厌。三年已经过去了，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
结业考试。这一次，那位外国学生非常震惊。他找到徐悲鸿，
深鞠一躬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这篇文章给我讲述了一个小小的.道理，只要你用心去做一件



事，你就会成功的。

徐悲鸿读后感篇四

早就听说徐悲鸿的大名，今天有幸读了关于他励志学画的故
事。文中描述了徐悲鸿到法国留学，拜著名的'绘画大师达仰
为师。可是却被别人嘲笑“中国人就是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
了才”。徐悲鸿很气愤，但他没有争辩，而是加倍的努力学
画，成为著名的画师，用事实证明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为
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其实，不但是徐悲鸿有此经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有绝
大部分中国人受此侮辱，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息息相连，
国强则民强！

行动起来吧，同学们！让我们也像徐悲鸿那样，立志为国争
光！好好学习各种本领，长大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的人。让
我们的祖国永远富强。

文档为doc格式

徐悲鸿读后感篇五

生命是一种责任，生命是一个过程，生命也是一种目的。在
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我们必须使生命具有更高的`意义，在自
己有限的生命中建立起一些永恒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国家，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
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能受得了。

生命中最好的景致有时并不是用浓墨重彩描绘而成的，它也
许只是一个淡淡的足迹，但它深藏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裹在层层的重负之下，它与生命同在，一旦触动它的密码，
它便如潮水般进来，浸泡你，柔软你，感动你。



1919年至1927年，徐悲鸿在欧洲留学，主要是法国巴黎徐梁
画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那时有个外国学生向徐
悲鸿挑衅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得当亡国奴的材料。
即便把你们送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材。”这一下可把徐
悲鸿激怒了。他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富有的洋学生
说：“先生，你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
你代表你的祖国，我们比试比试，等学习结业时，看谁是人
才，谁是蠢材。”

徐悲鸿从此奋发努力，他像一匹不只疲倦的骏马，日夜奔驰，
勇往直前。徐悲鸿的生活十分艰苦，他只租了一间小阁楼，
经常每餐只用一杯白开水和两片面包，为的只是省下钱来购
买绘画用品。经过不懈努力，徐悲鸿进入巴黎国立学校的第
一年，第一次作人体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弗拉蒙先生的
好评。接着在数次竞赛考试中都获得了第一名。这时，那个
曾向徐悲鸿进行挑衅的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
对手。

成功需要激情，激情的培养需要精神，精神的焕发需要自我
提高，自我提高需要要求的严格，正是徐悲鸿严于律己、勤
学苦练的行动，使得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徐悲鸿的故事深深的鼓舞了我，我要向徐悲鸿学习，学习他
那种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可贵精神。从现在开始，我要好
好学习，长大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