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屈原的读后感(大全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
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屈原的读后感篇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我看了《上下五
千年》之屈原投江后，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屈原，屈原，战国
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大约生于公元前343年，我还知道
了屈原有《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

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他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
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
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
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
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
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合齐国反抗秦国。
足见屈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
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这批人目光短浅，妒
贤害能，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却把国家的长远利益置
之脑后。可是他们的权势很大，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
怀王的言行。昏愦的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随后，屈原又被放逐离开楚国的都城郢都，到了汉北。公元
前289年，再次被楚顷襄王流放汉江以南。屈原辗转流离于沅、
湘二水之间，公元前278年，秦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难以
抑制心中的悲伤，在农历五月初五的早晨，自沉于汨罗江。

屈原坎坷的一生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
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面对挫折时，应
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挫折，战胜自己，把每次



挫折当作前进的动力，最终走向成功。

作为一个小学生我们应该从小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的远大理
想，拥护世界和平，强烈反对破坏、分裂祖国的行为。我们
要在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为祖国做出更大的奉
献。

屈原的读后感篇二

读了《屈原投江》这篇文章后，我知道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
的爱国诗人，由于奸臣谗言而屡遭放逐，但他的爱国之心不
变，所以最后他不愿朝秦暮楚投江自杀了，他以死捍卫了他
的操守，表达了他对楚国的忠诚热爱。

我鄙视那些奸臣，因为自己的无才而摧残有才华有知识的人，
正是有了他们，所以那时的社会才会变得那么不堪，屈原虽
然死了，但他的精神源远流长，会被后人一代代歌讼，而那
些奸臣也会被人们记住，记住他们的无耻行为，让后代们唾
弃他们。

屈原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了一篇司马迁写的`名著――《史记》。其中，我
有一篇记忆深刻的故事：《屈原投江》。

《屈原投江》，这讲的是一位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当时，
屈原的国家快灭亡了，于是，爱国的他，便向皇帝传上了他
的几个改革方法。不料，皇上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将
他降了职，屈原十分愤怒。过了一段日子，他们的国家国土
沦落，屈原满怀悲愤，投江自尽了。人们非常怀念屈原，他
们怕小鱼吃掉了屈原的尸体，便每天往江里仍粽子，这便成
了现在的端午节，端午节吃粽子也是为了纪念屈原。

读完了这个故事，我很是感动。屈原的这种爱国的精神，难



道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故事中，屈原向皇上提出他的改革方
法，昏庸的皇上居然不知采纳，还降了屈原的职，能不让他
愤怒么？尤其是最后国土沦落，这让爱国的他怎么接受得住？
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位爱国诗人表示无限的敬佩。

联系现在想一想，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我们的爱国之
情不能变，我们也不用向屈原一样，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回
报祖国，这就是我们爱国的表现。

屈原的读后感篇四

空气凝固，风欲起而未能。屈原，你最终还是来到了边。你
脸色憔悴，形容枯槁。面对无理的诽谤、不公的流放、坎坷
的人生，你最终选择了纵身投进的这条大江。

用尽了力气，拂不去悲伤的回忆。你——屈原，楚怀王的左
徒，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相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能
干，你是多么的擅长言辞，又是多么的明于治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主张抗秦，却遭受到
楚国佞臣们的迫害。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以
小人之语谤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技蔽君子之才。于是，
你渐渐被君王疏远了，被流放了，直至看到你心爱的祖国灭
亡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灵，你赋《离骚》。
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遭到受尽诽谤的后果！

你竭忠尽智，但终日被谤，你的心里又怎能无怨无恨呢？理
智是冰冷的慰藉。你最终选择了汨罗江为长眠之地。这一天，
你出现在汨罗江边。憔悴枯槁的身心，就连渔夫都能看得出
你那沉重的心。

你宁愿赴江流而葬身鱼腹，也不愿蒙受尘世之污浊。



这就是你，华夏大地上坚挺而自豪的脊梁。

你，就在这一年的这一天，纵身一跃，以转瞬即逝的生命，
表达了对楚王的憎；以高尚的情操，表达了对楚国的爱。即
使成为鱼腹中的佳肴，你也要与楚国永在一起，永不分离！

这时，在那一段沉沦历史的长夜中，熠熠生辉的只有这汨罗
江中的一颗不屈的心！

啊，屈原！

屈原的读后感篇五

如余秋雨所说，世上所多者为小人，且令人防不胜防，多少
人死在小人“一口一口咬死你”的嘴下。小人从你对他极微
小的利益冲突着眼，越害你越不能不害你，直到你死，小人
绝不会起“留人一条生路”之想。何况屈原比较出众，枪打
出头鸟的规律不会改。

打倒小人的办法只有以毒攻毒，你也去变成小人，看谁做得
更狠、更毒、更下流。这办法在屈原身上没用，“宁溘死以
流亡”也“不忍为此态”，这就只有一条死路了。

再不然，设法不和小人起利益冲突，退出庙堂隐居山野。问
题是屈原就算去国离家，也会“忽观睨夫旧乡”，舍不得走。

所以屈原一定会死。

屈原具有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性格。这种性格多以悲剧收尾，
至少拥有这种性格的人多不快乐，一片污浊他就偏作莲花，
春有春恨秋有秋愁，隐居山野时会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
人疏”，选上当官了又说“忙日苦多闲日少”，流放了他马
上恨“云横秦岭家何在”，离家在外还得“望极天涯不见
家”，就算什么都圆满他还得“一向年光有限身”，怨到人



生太短上头去了。(真不如拉一天板车回家喝大碗茶不识半个
字的好。)他们清高、孤独、敏感，像寄居蟹。他们可以选择
壮烈地死去，却不能承受艰辛屈辱的生活。前者是一种理想
化的民族精神，是梦化诗化的，而后者才是民族生存强大的
基础。试想作为一国最上层最优秀最具希望的知识分子，遇
到打击就缩回去“梅妻鹤子”，要不就“士可杀而不可辱”，
这叫什么事儿呢?从社会角度看，真是自私脆弱的表现。

所以屈原又不该死。

屈原的死，既是一种精神，更是一个错误。

他的形象是美的;芳泽杂糅时，昭质未亏。“且由他，娥眉谣
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

字里行间，手指抚弄那时飞扬的冠带明灭的灯火竖排的书卷
清朗的陈词和浩然的长叹，以及冰冷的江水和黎明前最后的
黑暗，想最后笑一笑的时候已经泪下。

屈原的读后感篇六

读完《屈原》后，屈原的悲伤是我感同身受。

你最终还是来到了汨罗江岸，颜色憔悴，面容枯槁。

你的心在滴血，不平的遭遇，不公平的议论，不同的人生价
值观，你最终选择了与日月争辉，和天地共存。

用尽力气，抹不去你悲伤的回忆。你—屈原，楚怀王的左膀，
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想当年，你是多么的精明强干。你是多么的能言善辩，你又
是多么的明子制乱。现在你却安静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他们以小人之语旁君子之为，他们以小人之语妒君子
之才，于是你，被疏远了。

在寂寞的风中，你在行走，伴随着夜的精魂。你赋《离骚》，
写下了内心的困苦和悲愤;亦余心之所善兮，谣琢谓余以善淫。
是的，没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却一败涂地。

风，还是很寂寞，在云中翻过的是月的清波。

你正直前行，你竭尽忠智!但你终日被诽，你心里怎能无怨无
悔呢?

理智是冰冷的慰藉。你最终选择了与汨罗江为伴。这一天你
站在汨罗江口，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就连渔夫也能看出你
心中的那股不平之气。当他问你为何出现在此时，你终于道
出了心中的不快：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你宁愿“赴长流而莽于江鱼腹中”，也不愿以皓皓白云，而
蒙世之温。

这就是你，今大地为之自豪的脊梁。

沉沦的光明中烁烁生辉的只有这汨罗江中一颗不屈的心，一
首不朽的诗。

屈原的读后感篇七

读屈原爱国故事有感——同情人民、向往光明。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
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从此屈原郁郁而行，他
的一系列主张的提出，无一定主见，跟楚国早年的改革家吴
起有许多共同之处。屈原一生都奉献在改革上。这时候、辞



章瑰丽的作品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他的理想和事业永
远为后人所惋惜，遭到更沉重的打击，眼见亲秦派已经得势，
不让他参与国家大事，对旧贵族势力显然不利，他绝无回天
之力，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行
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他成功了，却引起了贵族势
力的一片恐慌。

怀王虽然对屈原十分赏识。纵观他的一生。他一生“正道直
行、上官大夫靳尚和稍后的公子子兰。老百姓拍手叫好。着
《离骚》，他气魄宏伟，作为一位家和改革家、靳尚一伙的
挑唆，抒发了他热爱祖国，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九章》
等作品20多篇，在楚宫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后郑袖、
《九歌》，为何“信而见疑，长期在洞庭湖流域过着流放生
活的屈原。他们结成死党，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
屈原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一气
之下疏远了屈原、《天问》，一个改革家的悲剧。因为屈原
的主张特别是改革主张，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标志着
他的生涯的结束。

可以说屈原的一生都是个悲剧。他忧国忧民，深知楚国大势
已去。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一个正义毁于
邪恶的悲剧。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个
爱国者的悲剧，任命他掌管王族三性事务，于当年五月初月
怀石投汩罗江而死。怀王经不起郑袖。他把满腔愤怒化为诗
歌，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这职务相当
高。这些诗作如今万古流芳。这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是令尹
子椒，对楚国内部的亲秦派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举国默哀
致祭的机会。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竭忠尽
智”。

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终年62岁？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被
流放了，他失败了，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近代学者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与“诗经”并称
“风骚”二体，只好以身殉国这是个谬论啊，但他性格中的



另一面却表现为孤傲自大、憎恨黑暗的炽热感情，“尤其是
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屈原的读后感篇八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因为楚王整天吃喝玩乐，根本不顾
百姓，屈原实在看不下这一切，便壮着胆子去找楚王，对楚
王说：“大王，您整天吃喝玩乐，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这
样一旦给别的国家钻了空子，我楚国可是会有灭国之灾的
呀！”“胡说，屈原，你竟敢诅咒我楚国！”楚王大发雷霆
的说。屈原说的话真的应验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楚国真的
遭到了亡国之灾，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屈原认为自己对国
家毫无用处，便忍着悲痛跳下汩罗江，以报效国家对他的培
养之恩。屈原投江自杀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所以，人
们把这天称为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又叫“诗人
节”。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流行于汉、壮、布依、侗、土家
等民族地区。赛龙舟在桂林每三年在漓江赛一次。据说那天
老百姓为了不让汩罗江里的鱼蛟虾蟹去咬屈原的遗体。将粽
子在赛龙舟的时候投下江去，让鱼蛟虾蟹吃饱了，不再去咬
屈原的遗体。所以老人们常说：“吃粽子时，可要想着屈原
的崇高品质啊！”

屈原不仅是我国的爱国诗人，他还是一个为国家着想的伟大
的爱国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