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篇一

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
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
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
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之
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孔子也
把“大”与崇高联系起来，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
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
高美，在毛主席诗词中，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体现得最为鲜
明。《沁园春长沙》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篇什之一。

风华正茂一段峥嵘岁月

崇高美表现于内在方面，则为伟大高尚心灵的反映。古罗马
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就提出崇高是“伟大心灵
的回声”。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回
声的抒发。这种抒发，首先是通过回忆引出的。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者想起曾和当年
的同学和朋友，在橘子洲一带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
情景，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大约是在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前往



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毛泽东同志从1911
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期
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
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
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
的一座又一座峥嵘的高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这峥
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
志救国的知识青年。

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篇二

我深刻认识到第一单元所学的文章都是经典，它们的文学意
境与精髓让我不禁感慨。其中《沁园春长沙》让我有许多感
触。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同
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山的枫林，也可能
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
柏、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
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
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

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
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
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
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
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
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

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
的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
崇高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
波斩浪的宏伟画面。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
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
赏壮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
怀中，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篇三

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直接
领导者的毛泽东，又将去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国
家前途和个人前途是一样的光明，因此虽然他已经32岁，过
了青春时期，不再有虚幻的感情爆发，但他骨子里依然流淌
着诗人之血，当他在离开长沙去广州之前，重游橘子洲，我
们不难想见他内心的喜悦和高昂的激情。穿过80年的漫漫时
光，我们似乎依旧看到，这个瘦高个子的伟人在略有寒意的
秋日午后，用浓重的湘音吟唱的样子。

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们从开头的“独立寒秋”就知道了。至
于他为什么是一个人来，这个问题虽然触及了诗歌创作的某
种背景;但对我们赏读诗歌来说似乎不是很重要。而从诗人的
创作过程来说，“独”字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们习惯将这首词分为“独立寒秋”图、“湘江秋景”
图、“峥嵘岁月”图和“中流击水”图，重点分析本词“景
中显情”的生动表达和“化悲秋为乐秋”的高迈境界。的确，
这样的文本分析解决了词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手段，尤其是远
近仰附的视角变换和鲜明的色彩对比，很好地彰显了诗人的
开阔胸襟，拓展了秋词的内容范畴。

我们设想一下当时是诗人和他的众多朋友一起来的，那会怎
么样呢?他应该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朋友身上吧?因为他离别了，
所以必须和朋友交流、对话、论辩、祝福，他就不会那样专



注地看风景、想往事、发幽思，那么，他也许会记载下当时
的场景，而我们也许就会读到另外一种版本的《沁园春·长
沙》了。

是的，特定的写作场景会影响写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
分析文章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就是作者，揣摩一下写作者的写
作姿势、写作习惯、写作氛围，那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写作的奥秘。

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篇四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
头。'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
同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山的枫林，也可能联
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柏、
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让自
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还要
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百舸
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加清澈
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竞发，
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空'，万里
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俯瞰，'鱼翔浅底'，
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尾，任意遨游。

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岁
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的岁
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崇高
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波斩浪
的宏伟画面。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以情
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赏壮
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怀中，
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沁园春长沙的读后感篇五

汪国真说过：“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那么如
今，我们站在历史的彼岸，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回眸过去的
峥嵘岁月和盛世年华，以史为鉴，时刻准备出发。

“中国”，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一个坚挺有力的
名词。每当我写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觉得笔画横有横的铿
锵，竖有竖的庄严。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国人都如汉字一样，
一笔一划都是书写正气，苍劲而恢弘地续写传奇。江山是先
人打下来的，在无数伟人中，我格外敬佩毛泽东主席。他的
文才武略、壮志雄心点燃了我内心的火把。或许是因为看过
《恰同学少年》，我无比热衷于《沁园春。长沙》这首词。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群有志于报国的热血青年萌动着，他
们的影响力势不可挡，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向着天空伸展，
朝着最亮的星星伸展，他们试图摘下它，他们要改变中国！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
自由。”字字句句都张扬着不凡的生命力，让我心潮澎湃，
这也许是一种根植于心的民族情感亦或是中国人对于汉字心
灵上的一种共通性。也难怪海外游子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
都是我们的祖国，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他们在异地，哪怕
只是看到大街上招牌里有些许汉字，也会感到十分暖心，十
分亲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这儿便是呐喊，面
对天地的呐喊，这种霸气和胆魄注定：中国将被这样一群人
改变。

我曾经很“冲动”地想过要打破平静的生活，创造一种属于
自己的年轻景致，可毛泽东主席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群青年考虑的
是抨击黑暗，宣扬真理，激浊扬清。我似乎有了些醒悟，原
来我以前所谓的“创造一番景致”只是追随新潮，虚度青春。
我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奋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
于地球。”站在这端回首，我隐约有了一股压力，又有了一
股动力，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读书的价值，不禁自豪地会
意一笑。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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