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模板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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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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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篇一

“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宋濂如是说。

宋濂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着真理与智慧的一
生。

宋濂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多余的钱专门去买书来看，只
好四处奔波。借书，看书，抄书，还书……长之以往，所得
甚多。

到了宋濂成年的时候，他更是为了拜师请教远赴千里，俯身
倾耳而请，一请不得，还要二请、三请，直到老师解答，自
己把问题弄懂为止。

这种韧性，这种坚持，比较之下令我惭愧不止，同时也暗自
敬佩。

“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也许正是这种
对学习的痴迷和热爱支持着他，成就了他“开国文臣之首”
的美名吧。

也许因为时代不同，我们和宋濂各自要学习的东西和学习的
方式相差许多，可他这种精神却绝对值得我们世世代代流传、
借鉴。



对我而言，学习的过程有乐，学会了有乐，理解了有乐，懂
得了有乐。当你可以自如地运用时，那更是一件乐事。

在读完全文的一瞬间，我的心中泛起了一丝奇异的明悟，我
突然理解了学习这件乐事，理解了宋濂口中的：以中有足乐
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我的心中也泛起了由衷的敬佩。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篇二

每个人都想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无忧无虑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一切都一分为二，人们在享受优越的生活时很容易培养
出惰性。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宋英的文章《送东阳马生
序》，我对此感到特别深刻。

宋英从小就努力学习，家里穷，没钱买书，经常从收藏的人
那里借，亲手抄下来，约定的日期还给他们。在非常寒冷的
冬天，砚台都结了坚硬的冰，手指冻得弯不动，但他还是懒
惰不起来。他出去跟着老师的时候，扛着桌椅拖着鞋子走在
深深的山谷里。寒冷的冬天，凛冽的寒风，雪堆积了几英尺
深，脚和皮肤都结冰了，所以不明白。他博览群书，最终成
为明代的大学史。

有时我坐着(在窗户干净的教室里，心飞向窗外。)对老师高
九破心的教导，我缺乏应有的兴趣和活力。父母不遗余力地
自我节约，为我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件，但我没有感到感谢。
和宋英相比，我的自我感觉有相当大的距离。正如宋英所说，
我的学业没有太大的提高。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天赋不够聪明，
只是因为集中力和勤奋比宋英少而已。

我以前看过一篇题为《要“穷”孩子不要“富”孩子》的文
章，印象很深。这是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父母教育孩子的文章。
据文章称，澳大利亚是发达国家，每个家庭都相当富有。但
是父母却让孩子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冬天，父母给孩子们穿
上很薄的衣服，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从小就带他们去海边冲



浪，冒险，锻炼他们的胆量。也许这是澳大利亚成为发达国
家的原因之一。

梅花香来自苦味。在今天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学校、家庭、
整个社会都给孩子很多锻炼的机会，锻炼勤奋好学、不怕苦
的意志，期待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取得更优异的成就。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篇三

我以为我读懂了《送东阳马生序》，原来我只把它当作了一
篇古文，一篇复习的范围。其实它当中还有许多精神等着我
去学习。

作者宋濂自小就家境贫寒，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教育，但是
他却十分喜欢读书，没有书就向别人借书抄书，即使手指因
为寒冷而不能伸屈，也丝毫没有停止过这种艰苦的学习。但
是现在的我们却没有像他这样的学习态度，我以为我读懂了
宋濂的学习态度，原来我只能把它体现在嘴上、笔上、并没
有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原来我没懂。

作者诚实守信，坚守信约的品质让我十分赞赏，答应别人的
事一定完成，答应别人的时间一定按时。我在这一点上还是
有许多不足的。我以为我读懂了宋濂坚守信约的美好品质，
原来我并不能把它实现在生活中，原来我还是没懂。

的美好品质，原来我要学习的路还很长很长……原来我又没
懂……

我以为我明白了宋濂坚持不懈的品质，原来，我只把它当成
一带而过，随风飘荡的一句话。我以为我明白了宋濂不虚荣
的品质，原来，昨天我才和朋友比过谁的鞋子更酷，谁的衣
服更时尚。

我以为我明白了宋濂在学习中寻找快乐，使自己充实，原来，



那只是我的理想境界罢了。

我以为……

原来我没懂，但我相信从现在起，《送东阳马生序》将不再
只是一篇古文，而是我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篇四

俗语说的好，“穷人的孩子早成家”，宋濂家小时候就很清
贫，没有钱买书读，于是宋濂就手自笔录，“天大寒，砚冰
坚，手指不可屈伸。”可是他依旧坚持抄书，并且决不超过
约定日期归还，因为他的诚信，所以人家大多愿意把书借给
他，就这样他克服了没钱买书这个困难。

接下来，他又遇到了从师求学的艰难，寒冬时四肢僵劲不能
动，穿行在深山巨谷中，“足肤皲裂而不知”，生活上艰苦
异常，粗茶淡饭一日也仅有两顿，同舍生穿金戴银而宋濂却
是破衣旧袍，然而这样都未能动摇他的求学信念，反而他沉
醉于自我心中“乐”，对同舍生的豪华并不羡慕。

最终宋濂成功了。

原因在我们自身。

宋濂，刻苦好学；我们，懒散厌学；宋濂，虚心请教；我们
懒得请教；宋濂博览群书；我们孤陋寡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磨难是一笔财富，它能锤炼一个人的
意志，激发一个人的潜能，会让一个人走向成功。一个人是
否学有所成，关键在于他专心与否。提高一个人的本事，促
成一个人的成功靠的是好的品质和坚强的意志力，所以我们
更应当学习古人勤勉治学，不怕吃苦的精神，培养正确的学
习观念，珍惜此刻优秀的学习资源，努力学习，早日成才！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篇五

东阳马生，我比你幸运！或许真像宋濂所说，你的读书条件
远比他优越，可我却从中品出了一丝悲哀。我不想和你比读
书的条件，却想比一比其他。

在读书的目的上，我比你幸运。你的目的是明确的，千百年
来，读书人都是“学成文武术，货卖帝王家”,走的永远是科
举仕途。从捧读《三字经》那天起，你就注定要成为封建科
举的牺牲品。不要说“不”,你的老师不也在津津乐道自
己“承天子之光，缀公卿之后”吗？真可谓嚼着自己的血肉叫
“鲜美”啊！我比你幸运！我的学习目的，初时简单——为
读书而读书，渐渐地我明白了，读书既为个人的成材，也为
国家民族的昌盛。读书是为了给个人“充值”,更是为了民族
之林的茂盛！我不会一头栽进“科举”的网络而难以自拔，
我要在知识的长空里放飞生命！

在读书的范围上，我也比你幸运。你除了“四书五
经”、“孔孟之道”外，还能涉猎其他吗？头上戴着你
的“读书目的”紧箍咒，只能做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的虚妄美梦，可悲！你上不晓天文地理，下不
知矿藏资源，理不闻数理化学，文不懂外语马列。我却不然！
我可以“学贯中西，文理兼容”,我可以登临书山，遨游网海，
出入国门，探微知着，充分享受解读“为什么”的乐趣，因
为我生活在你无法企及的时代。

再说教育吧，我更比你幸运。你只能折服于头悬梁锥刺股，
努力于囊萤映雪，学得何其苦！面对师长的尊严，你只能垂
手而立，大气不敢出，疑义岂能诉？你的宋濂师长尚且“行
深山巨谷”,临“穷冬烈风”,踩厚雪，裂足肤，你还敢懈怠
愉悦吗？我却不然！我虽也不乏辛苦，却很有乐趣，小班教
育寓教于乐，身受着“发展教育”,师生亲如一家，同窗情同
手足，上课呼名，何其可亲；下课同娱，何其可乐。



而我虽说难逃应试命运，至少勤读文本十二载，甚至更多，
但我未必一定要入“庙堂”,也不必货卖“帝王”,更何况海
本辽远，天本开阔，我尽可“鱼跃”、“鸟飞”.马生啊马生，
你为名而活，太累；我为自己而活，尤甜！

其实，最大的不同是：你依然昏昏，我已然昭昭。所以，我
比你幸运！

简评：本文是篇读后感。以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形式写出
自己比马生幸运，从五个方面加以比较，也就认识清楚了古
今教育不同的本质，作者写得痛快淋漓，这是“在知识的长
空里放飞生命”的自信，对生活时代的自信，是摆脱名利、
快活人生的自信！

送东阳马生序读后感篇六

读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我有数不尽的感受想要表达
出来。

我感动于家贫却依旧嗜学的宋濂，就像人们感动于那个天黑
了都不肯回家的孩子一样。辗六百多年，当今的社会条件与
大学士宋濂那时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是，当今
社会又有哪几个杰出的人才能够与宋濂相提并论呢？这也许
就是环境变化的原因吧！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坚强，幸福的
环境却会使人懒惰。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父母教育
孩子的文章。文章介绍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每个
家庭都相当富裕。但是，澳大利亚的父母却秉着再富不
要“富”孩子的原则，让孩子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冬天，父
母让孩子穿很薄的衣服，磨炼他们的意志；从小让他们到大
海中冲浪、冒险，锻炼他们的胆量……我想，也许这就是澳
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如今这样优越的生活
条件下，我更希望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多给青少年提供



一些锻炼的机会，磨炼我们勤奋好学、不怕吃苦的意志，使
我们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有更出色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