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文读后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散文读后感篇一

读刘墉的《刘墉励志散文集》，如纤纤细手拂过平息的琴弦，
心久久不能平静。

读刘墉的作品，就好像冬天靠着火炉，手里捧着一杯暖茶；
读刘墉的作品，就如同炎热的夏日经过雨的洗礼；读刘墉的
作品，就仿佛躺在草地上享受暖春的日光。

在他的世界里，他永远都是善解人意，他永远都是和风细雨，
他永远都是那么敏锐机智。他会抚慰你不平静的心，平息你
心中膨胀的怒火。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我倒觉得读刘
墉的作品却是灵魂的涤荡，心灵的重塑。

在刘墉的书中找不到李白的洒脱，也没有杜甫的沉郁，更没
有张爱玲的慵懒。它如同一位圣人，永远平静、豁达。

他告诉我，人要面对自己；

他告诉我，人要肯定自己；

他告诉我，人要挑战自己。

“我做到了，我终于不再懦弱，我终于不再浮躁，我终于能
够重新接受挑战！当我重新披上铠甲开始前进的时候，我知
道，属于我的‘经典时刻’，就要到了！”刘墉就是这样，



简单的话语，朴素的风格总给人无法预料的感动。

我其实很平凡，平凡的很像江海中的一滴水，大地上的一粒
尘埃；我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最简单的人，是善良的
人们给了我如此的——这是刘墉说的。

每个人都平凡，每个人都普通，可当我们跨过自己弱点这道
难关，拥有平和时，那就变得特别，就像刘墉。——这是我
说的。

散文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本多么富有诗意，蕴含哲理的文章啊!每一个字多是那
么具有韵味，细嚼慢咽，细细品味，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故
事应有尽有，它深深吸引着你。它如同一个幻想王国，有着
无穷的魅力，使你留恋往返，通过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个深
刻的道理，她把每个读者当作笔友，互相诉说心中的波动，
思考到什么，联系到什么，就倾泻在字里行间，用心灵的飞
鸽传书来让大家分享心中的另一篇天地。

每个人都有色彩斑斓的童年，那是人生中最深刻最美妙的时
段。冰心的童年没有任何的玩具陪伴玩耍，总是勤奋刻苦的
学习。养成了她敏而好学的习惯，这种执着的求学精神让我
们肃然起敬，更是我们终身值得学习的地方，书中一些细节
的描述，给我们描述了一位善良慈爱，和蔼可亲的'奶奶形象。
在一个春夜，冰心奶奶正专心致志地看书，一只小老鼠从一
个小洞钻进她的房间，在边上偷偷吃地上的饼屑，由于安静
老鼠变得大模大样用力啃着发出很大声音惊醒到她，随着声
音她发现了老鼠，便用书盖住了小老鼠，奇怪的它没有溜走，
渐渐地，汪汪几声小狗一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逮住了小老
鼠，把它咬死了。冰心奶奶因此十分忏悔，她想：小老鼠初
次觅食，却遭遇生命的代价，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一条小生
命却因自己的一个玩笑就结束了，她十分后悔，如果再有一
次，她一定会保护它的。冰心为了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感概



万千，足以显示她高尚的人格和大度的博爱。

冰心把这种爱化为一种极为清丽,极为温婉的文笔,写成了散
文……散文里有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充满爱,也是冰心所向
往的世界……大文学家舒乙曾说过：“任何一个读过冰心文
章的人，哪怕读过几篇;任何一个和她谈过话的人，哪怕只谈
过几分钟，都会被她的心深深感动。是啊!我也被她感动了，
他的情怀让我感动了，这本书告诉了我们无数的道理，它虽
不像金银珠宝那么珍贵无比，也不像钻石翡翠那么绚丽夺目，
但是它却向世界文物那么值得收藏，里面的一个个道理，都
让我受益匪浅，但是，这些道理都像宝石一般的深藏地下，
只有用心挖掘才能收获它，让我们读的每一篇文章都用心体
会吧!

散文读后感篇三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尤其是读了《匆匆》
这篇文章，更使我牢牢记在心中，《匆匆》主要讲的是：燕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侯，杨柳枯了，有再生的时候，但是，
时间去了，为什么不复返呢？是啊！时间一但去了，就无法
复返，时间只有三天“今天”、“明天”和“昨天”。无论
你在干哪件事情，时间都会慢慢地流过，可见时间多么宝贵，
想想自己，平时在学校里嬉戏的时候，在和同学玩闹的时候，
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终于我明白了，要做时间的小主人，
利用好每一分钟，那么生活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同学们，好
好利用时间吧！还有《背影》这篇文章，它讲的是：父亲送
儿子去车站，看见有买橘子的，就去买橘子，此时，儿子看
到父亲的背影，儿子一下子感觉到父亲的伟大。想想自己，
妈妈每天送我去上学，我却感觉不到什么，现在我明白了，
父母的爱是多么伟大、无私。散文集还有许多感人的文章，如
《春》、《威尼斯》……，从一件小事中，能够悟出一个大
道理，这些都是靠平时积累的呀！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
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虽然味道同，但都能给人们带来
美好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朱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



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的是一杯淳淳的美酒。朱自清
生于1898年,名字华,号秋实,后改名为自清。他是我国现代文
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是“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
和创业者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了许多创新的工作，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朱自清的散文不同于俞平伯的'缜密，也不同
于冰心的飘逸，更不同于周伯人的隽永。他用自己“真挚清
幽”的特性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背影》、
《匆匆》、《荷塘月色》、《春》这几篇散文，被誉为白话
美文的典范。《背影》这篇散文通过描写父亲送儿子远行的
一幕，表现了父子之间的真挚情感；《匆匆》讲述了时间流
逝之快，并且时间不能倒流。告诉我们：昨天是作废的支票，
明天是未发行的债务，只有今天才是黄金。所以，我们一定
要把握住今天；而《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作者用月光衬
托荷花，描写了夜晚中荷塘的美景。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
《春》。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
子，欣欣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
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
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
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在《春》这篇文章中，我认
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
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是呀，春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
苏，象征着希望。我们只有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到秋天
才会有累累硕果。而我们小学六年级不正是我们人生的春天
吗？我了我们秋天的收获，我们现在难道不应该付出汗水和
努力吗？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散文读后感篇四

我本来很喜欢读书，由于年龄和眼疾的原因，近几年却很少
读书了，可读书的兴趣依然不减，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前
不久，在户外活动时，见到《河北经济日报》驻衡水记者站
原站长（已退休）于更生先生，谈起读书的事情，他毫不吝
啬地赠送了一本他的处女作《从农民到省报记者》一书。开
始出于好奇和对更生先生的尊重，读了书的《序》和开头两



篇，感觉还不错，确实像书的《序》中说的那样，是一本励
志的书，充满了正能量，其中有当代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在涌
动。然而，更让我欣赏的是作者在书中以朴素的语言客观准
确地记录了其人生历程和时代变迁，让我们那个时代的过来
人感到非常亲切。因此，越读越想读，有时读得还有点爱不
释手。

该书是一本励志书，也是一本自传，记载了作者从年少时产
生当记者的理想到成为省报记者站站长几十年的奋斗历程，
以及生活和工作中的浪花涟漪。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
有采用流水账式地记录，而是用一个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
事件串连起来，绘就了一幅励志图景，展示了作者的人生和
品性，也使本书具有了很强的故事性。特别是作者还巧妙地
运用了章回小说的一些表现形式，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连续
性和曲折性，许多地方还颇有些跌宕起伏，足够吊人胃口。
为此，我认为该书是在当下浮躁社会氛围中投下的一副强效
安神剂。可以说，该书对于青年人规划未来、夯实人生基础
很有帮助。对于新闻工作者，也不失为一部教科书。

记实作品最关键的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否则，写得再好，也
是没有意义的，这就要求作者要有“严谨”的治学精
神。“严谨”一般都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去评价的，如果没有
事实依据的编造，即使逻辑性再强，也会有失逻辑之处。只
有在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才能自然而然地符合逻辑。
在读该书过程中，我常常感觉用现在的思想认识去衡量过去
的事情有些内容不尽合理，或有失逻辑，但细细品味，这也
是于更生先生治学严谨的表现。因为它符合历史事实，如果
用今天的认知和逻辑来写历史事件，反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历
史。更生先生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在该书中，
他对书中的人和事不因时代变迁而褒贬，而是站在当时的特
定历史节点上去客观地记录下来，不论书中的人物结局怎样，
在曾经的某个节点上是什么样就怎么写，不论目前对历史事
件的评判如何，在曾经的某个历史节点上该怎样评价就怎样
写。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历史，才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更生先生虽然是第一次写书，但从书的表达方式上可以看出
其功底很深，不愧是一位资深记者。在他的书中，常常看到
一些精彩地描写。如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形象地描绘出了
上世纪70年代深（县）南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风貌。他对过年
大清除的描写，以扫屋子时留在墙壁上的花白笤帚印子，生
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情景，抓住了事物的关键特征。在
那个时代，冀东南一带的农民居住的大都是外面挂面子砖的
土坯房，内墙抹一层厚厚的细泥巴或再抹上一层薄薄的白灰，
睡的是土炕，烧饭用的是与火坑相联的大柴禾灶，除夏天或
很热的时候外，其他时候做饭几乎都是在这大柴禾灶上烧。
因此，屋子里的墙壁上难免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屋的犄
角旮旯还会吊着一串串地塔灰，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像那
个时代的农村生活。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是十分简陋
的，平时大家都忙着糊口，无心亦无力去美化或改善自己的
生活环境。但每逢快到春节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借这个时机
进行一次大清除。这大清除的气势比现在人们的大清除要大
多了。清除完了，屋子干净了许多，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墙
壁上现出了花白的笤帚印子，细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幅的山水
画，很是美丽。这时，年的味道也就浓起来了。

有人说字如其人，其实书更如其人。通过读更生先生的《从
农民到省报记者》一书，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充分印
证他的人性、人品和人格。我认为，更生先生是一个很纯朴、
很正派又很诚实、很干练的人，和他在一起，常常能感受到
他的身上总是释放着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他总是在感染着周
边的人们。因此，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大都愿与他交往，
进而成为朋友，以于无形中吸取些正能量。我就是这样一种
情况。

散文读后感篇五

毕淑敏——侑人這样评价她：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毕淑敏
似乎自立门户，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茖派别;她不以学问见
长，也不以前卫的语言标榜;她不是江南的清山秀水，也不是



草原尙的黑骏马，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來，但
又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她把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事物
作为审美客体，把人人都经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這种朴
实无华的文风，很侑一点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毕淑敏《爱怕什么》以散文的形式，以诗一般的文字告诉我们
“爱”是世界尙最侑记忆的金属，她是那么具侑夺目的`光泽，
是那么具侑多艳的色彩。“爱”是人世间最最具侑情感，最
最具魅力的，是任何物品所替代不了的。毕淑敏对“爱”的
深刻理解打动了我。

“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茖人，就斩钉截铁
地追求。爱一茖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一种信仰，就
至死不悔。”从毕淑敏对“爱”的诠释中，不难看出她
对“爱”那种独侑释怀。阅读這篇散文，感觉毕淑敏
对“爱”的解释个性具侑生活的气息，个性具侑人性的舒漫，
使“爱”更具侑人性之魂。在她的笔下，“爱”怕撒
谎，“爱”怕沉默，“爱”怕犹豫，“爱”怕模棱两
可，“爱”怕沙尙建塔，“爱”怕无源之水，“爱”怕假冒
伪劣，“爱”怕刻意求工。毕淑敏在散文中从广泛的多视角
诠释了“爱”的博大、“爱”的坚固、“爱”的力量和宏大。
文中对“爱”的强调，足以保侑一份人世间的真“爱”
真“情”，能使孕育万物之生活的草原生长出潜力、勇气、
智慧、才干、友谊、关怀……。保侑一份真“爱”，就是照
耀人生长明的温暖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