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我中国读后感(汇总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名叫《单翼天使不孤单》的书，里面有
个故事《我的朋友铁三角》写得特别精彩，我是一口气把它
看完的。

这个故事讲的是：三个爱吃丸子的小女孩组成了“丸子军
团”，她们是同学和好朋友的关系，但她们三个的关系却不
是很协调，谁偏向了谁，谁又说了谁的坏话……，她们之间
发生了很多问题，可是遇到困难时她们的心却紧紧地连在一
起，齐心协力共同去对抗。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哭了，虽然平常看上去她们的关系
不是很融洽，但最让我感动的是每当遇到困难时，她们都能
并肩作战、互相帮助、共同面对。

在我们班里我和几个女同学关系很要好，平时总是在一起玩，
但是遇到困难时却你推我让的。记得有一次还为了一件鸡毛
蒜皮的事我们吵起来了，而且还闹得互不理睬，形同陌路。
后来有一个同学知道这件事后就劝我们并和我们说了一句名
言：“忍一时天下太平，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听后想想
没错于是才和好了。现在想起我们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件事，
和故事里的主人公相比真是自形惭愧。

读了这个故事，我知道了：友谊是伟大的，我以后一定要和
同学们团结友爱，遇到有困难时互相帮助，搭建一座友谊之



桥！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二

“书籍是青年人不可或缺的导师和生活伴侣”；

我想大家对这些关于“书”的名言并不陌生吧？没错，这些
都是被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说的。

今天我读完了《童年》这本书，这本沉甸甸的书，是我的心
情也变得沉甸甸的……

书中的高尔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好学：即使没有教室，
没有老师，也没有父母的疼爱与呵护，甚至连一个小小的蜡
烛头，也是高尔基用挨打换来的奢侈品，但他仍热爱书籍。
他的一生是悲惨的：从小就没有父母亲的疼爱与呵护，与外
婆外公相依为命，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十一岁的时候，高
尔基在“善良号”轮船上当洗碗工期间，遇见了被他称
为“启蒙老师”的厨师斯穆莱。曾经当过近卫军中士的斯穆
莱，尽管学历不高，却酷爱书籍。他经常让高尔基朗读各种
文学作品给他听，这种“酷爱”深深地感染了高尔基，唤起
了高尔基对读书的热情；二十多岁的高尔基在俄罗斯大地上
流浪，亲生经历了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但这一切不
幸，不但没有打垮高尔基，反而成为他文学作品创作永不枯
竭的源泉！

但今时代，我们既不用打仗，也不用流浪，更不用说用挨打
换来读书的机会了。我们几乎是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每天
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根本经不起社会的风吹雨打。但是，
我们迟早都要当一只飞上蓝天的雏鹰，远离对父母的依赖，
到那时，我们又该怎样生活呢？让我们学习高尔基的好学，
当一个有进步，有才能的人！为我们社会尽一份力，为我们
伟大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吧！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三

《我的舞台》这篇文章对我的感触很深，它就如一块磁石一
样深深的吸引着我。

《我的舞台》主要讲了作者吴霜对戏剧的喜爱和她学习戏剧
那一步步的足迹，在遇到困难时她并不放弃也并不畏惧，只
是坚持，为了自己的梦想，他并不在乎什么困难，为了梦想，
他什么也不怕。

文章的第二自然段讲述了我还没有出生时就在妈妈的肚子中
唱戏，这一段的描写非常充分的说明的舞台对作者那神奇的
吸引力，且点名的中心，并且通过作者合理的想象，
把“我”的那种急着上舞台的急切的心情描写了出来，篇幅
也恰到好处。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七自然段的中间部分，从‘六岁的小女
孩柔弱的身体成了黑脸大汉手中的一快生面团’到最后。这
样的艰辛作者从没叫过一声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作者的成功除了家庭的熏陶之外，更多的是作者
这些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还让我认识的一个全新的
无双——一个具有非凡的勇气的毅力的吴霜。

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事物的的不成功往往都是因为缺少这
种非凡的勇气和毅力，读了这篇课文让我知道了一个成功公
式——“成功=勇气=毅力”，这个公式是成功的重要元素。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四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俄国近代著名作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
第一个伟大代表。《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作者的自传三
部曲，讲述了主人公阿廖沙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生活经历与心
路历程，透彻而生动的描绘了俄国19世纪末期社会政治生活
的历史画卷。我很喜欢这本经典著作。



这本励志教育名著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阿廖沙的故事。

童年，阿廖沙三岁丧父，跟随母亲在外祖父家过着寄人篱下、
缺衣少食的日子。他经常遭受外祖父的毒打。但善良的外祖
母却处处护着他。后来，外祖父破产，可怜的阿廖沙十岁时
又失去了母亲。变成了一个孤儿。不幸的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奋斗。后来，阿廖沙来到人间自谋生计，可
命运却总是在捉弄他，使他在生活的道路上遭遇无数的坎坷、
挫折和无奈。他当过学徒、杂工，尝尽了世间的艰难困苦。
一心想上大学的他却没能如愿，是社会这所大学让他学到了
许多著名大学所学不到的知识，开拓了视野，提高了觉悟，
丰富了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知识分子。

读这本书，让我增长了许多丰富的知识，让我学习了阿廖沙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然酷爱读书，顽强学习，需要多么坚
定的意志和毅力！这本书使我对十九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的腐
朽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的同时，对主人公阿廖沙不受社会风
气侵蚀，始终保持刻苦自励、纯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了深深
的感动。他爱抄记诗歌，书中的好词好句也感染着我，我更
加热爱读书。这就是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

伟大作家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向我们介绍了一个我们不曾经历的、
苦难压不跨的人生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对
于生活在今天的孩子来说，我们应当珍惜现在衣食无忧的幸
福生活和优越的学习条件，这正是我们该思考的。本书给我
的感悟很多，我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与同学们共勉。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学习了《我的舞台》这篇课文，让我颇受感触。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我”在娘胎里就“登台唱戏”，刚会
走路就在小床上模仿母亲“演戏”，六岁时就“拜师学艺”，



几年后，在大师面前认真演戏的小故事，全文表达了“我”
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从“六岁的小女孩柔弱的身体成了黑脸大汉手中的一块生面
团，翻过来、拗过去、立起来、横过去……”中，作者在多
处运用了动词，体现出了学艺的艰苦，同样，也侧面从黑脸
大汉的严格要求下，体现了我的坚持与热爱。无论多么痛，
多么累，也不能半途而废，要勇敢地朝着成功的道路走去。

从全文最后一段中，我感受到了在艺术和生活的舞台上，不
能半途而废，应努力往前冲，一步一步迈向成功，向着自己
梦想的动力往前走。

学了这篇课文，我感受到了只有付出汗水，甚至是泪水的劳
动，才能收获美丽的成功之花！也教会了我们踏踏实实地生
活与学习！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六

我读了《我的舞台》这篇文章后，故事中小霜霜的话像涓涓
细流，注入了我的心田，我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七自然段的中间部分，从‘六岁的小女
孩柔弱的身体成了黑脸大汉手中的一快生面团’到最后。这
样的艰辛作者从没叫过一声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作者的成功除了家庭的熏陶之外，更多的是作者
这些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换来的，还让我认识的一个全新的
无双——一个具有非凡的勇气的毅力的吴霜。

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事物的的不成功往往都是因為缺少這
種非凡的勇氣和毅力，读了这篇课文让我知道了一个成功公
式——“成功=勇气=毅力”，這個公式是成功的重要元素。

读完这篇文章，我心里乱成一团，仿佛这篇文章是专门写给



我似的，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非常的惭愧。以前，我非常
想学下腰，于是便让学过舞蹈的妹妹来叫我。只见她头一仰，
腰一下子就弓了起来，我也照着妹妹的样子来学，我一不小
心把要给扭了，痛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只有三分钟的热
度，学了一会儿便没有再学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体会到了成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必须付出
艰苦的劳动才能换取成功。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
海无涯苦作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勤奋弥补笨拙，用
汗水浇开那绚丽的成功的花朵。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七

当我读完《我的苦难，我的大学》这本书时，我深深地舒了
口气，泪水再次溢满眼眶，悄然滑落，这已不知是第几次因
赵美萍的遭遇触动内心那根小小心弦。我不知该如何讲述赵
美萍传奇的人生经历，也许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的那首冰心的
小诗，最适合不过了吧。

《我的苦难，我的大学》这是一本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励
志之书，是一本挑战苦难人生的纪实佳作，讲述了作者对命
运的顽强抗争，最后梦想成真的故事。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不幸，是天才的晋升阶梯，信徒的洗礼
之水，弱者的无底深渊。”风雨过后，眼前会是鸥翔鱼游的
天水一色；走出荆棘，前面就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登上
山顶，脚下便是积翠如云的空蒙山色。人生要尽力的度过每
一关，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轻言放弃。作者赵美萍做到了，
她不仅没放弃，而且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出身卑微、家
境贫穷、年幼丧父，这些没能阻碍他的茁壮成长。砸石头、
服务员、服装流水线女工，这些没能压垮她的顽强意志。她
一步步的前进，怀着“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坚定信念，终于
在大上海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处在那样困难的环境，我
们很难想象作者赵美萍是以怎样的毅力，怎样的执着，怎样



的坚强面对所处的困境。作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们，
遇到一丁点困难，又是抱怨，又是哭诉，当我们真的面对这
种困境时，又会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是放弃？是逃避？是颓
废？还是匆匆了结自己的生命。因此，这就是赵美萍值得我
们学习的地方，顽强不屈。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演算使人精密，哲学使人
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使人善辩。”既然阅读
有那么多好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图书馆是个宝藏，其中
珍品等待我们去发现。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好好把握现
在，利用种种有利条件，去创造属于我们的辉煌明天！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八

上次语文课看完那篇《我的母亲》惹得自己几乎那大颗大颗
的眼泪要抖落下来，就直在想起姥姥离开厦门去日本之前的
事。

不是母爱不够伟大，所以我看完这篇文章想起的不是妈妈，
只是有些爱更超脱了这些吧。若说母爱是伟大的，我倒有丁
点儿觉得这是母亲多少有的天性。可是隔了辈的人，对待自
己的外孙女甚于孙子还亲上加亲，那超过伟大的又是些什么
呢?至少在我这未成年的心里，已然是不朽的了。

我从小就和姥姥住在起。那时爸爸妈妈忙于工作，三天两头
就是值班加班，在我开始记事的印象里，就很少有他俩的鲜
活事例。姥姥不样。记得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姥姥，穿着她
亲手做的大摆裤，紧紧拽着她的手，去逛这逛那。姥姥也没
有多要求我什么，只是让我跟着她，给我买下所有我要的东
西，告诉我什么是《西游记》，什么是加减乘除运算，怎么
踢毽子、跳绳……现在记起来，那时的我绝对不超过五岁，
对姥姥惟命是从。

那时真觉得姥姥太厉害了，也那么会画画哄我笑;我学琴的时



候，她曾经陪我起取过段时间，后来，她竟然自己也能用僵
硬的手指在键盘上摸索出了她很喜欢的首民歌;她还很喜欢给
我讲新闻，激起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甚至认为她什么都
知道，更是崇拜了。还有次我"口气"病了快个月不能上学，
姥姥居然也就背着我快个月到奶奶家的干休所(那时我浑然不
知姥姥骨质增生疼得厉害)。

再再后来，我长大了，搬离了原来那六十几平米的小破房，
住进了现在的高楼。

我渐渐开始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尽管她的床上仍是放好为
我预留的枕头、被子;我不再让她碰我的琴，觉得她玩琴实在
可笑;我更不喜欢再听她讲人生道理、时事新闻，只觉得她罗
嗦得很，每次只是"嗯嗯，够了，知道了"应付她。我甚至开
始讨厌她做的饭了，总是新菜隔夜菜混在起煮……每每我厌
烦姥姥了，就开始"撒野"，扔鞋子，砸琴键，摔门……每每
这样的时候，姥姥从不在我或爸妈的面前说我什么。直至有
次我又"撒完野"推门进她房间拿东西，才看见她躲在厕所里
拿着毛巾不断地擦着眼泪，由于抽泣的缘故，断断续续地自
言自语："唉，变了变了，白疼她了，还是自己回破房子住好
了，成天都快给她当保姆，我图什么好处了?!"

但是这样的"撒野"我直到姥姥离开厦门前才停下来，我又开
始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地依赖姥姥啊!在机场地时候，我紧紧抱
住了她，我没有哭，硬忍了下来，因为我不想再让姥姥为我
担心了。姥姥离开以后，我很自由，有了更多自主的空间，
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几次姥姥打长途回来，张口就是："雨
雨啊，姥姥今天给你买了……"刚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就要掉
下来，想着几句久久不敢告诉姥姥的话：早些回来吧姥姥，
看不见你我心里有多不踏实呢!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九

是谁带我们探索未知的世界？



是老师，千千万万个老师，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悉心悉心培育出一代代祖国的栋梁，自己却在时光的中渐渐
老去。

从书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做老师的不容易，感受到了老师对
我们的爱。我的班主任——俞老师就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好老
师。她总是会讲起上一届的事，嘴角噙着笑，怎么也说不完。
为了班级的事，她的嗓子经常沙哑。俞老师还在班里举行小
组竞赛，同学们在比赛中更加积极、团结，长了许多。

书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春风化雨”这一章，老师心里最重
要的便是学生，为了学生，他们倾尽自己的时光，扎根在环
境艰苦的山区；为了学生，他们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
些老师用爱，滋润着幼苗，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正因为老师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品质，才使一批批人
才涌现，才有了祖国今日的辉煌！我想对所有敬爱的老师说：
“您辛苦了！”

爱我中国读后感篇十

《母亲，我的大学》这一作品中主人公阿廖沙就是高尔基，
他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母亲因为无法养活他，
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他的童年。

母亲在小说开始被沉重的劳动与丈夫的暴打而变成了毫无反
抗意识、含辛忍辱的人。丈夫去世后，儿子开始了革命，母
亲也在儿子和同志们的感染下，渐渐地接受革命真理。“沼
泽的戈比”事件后，母亲为了把儿子救出牢狱，承担了发传
单的工作。母亲渐渐明白了真理的力量，更乐于参加工作。
儿子又一次被捕之后，她搬到城里，与革命党在一起从事献
身于党的工作。她拿着传单穿梭于市镇乡村之间，不顾生命
危险发印着儿子演说稿的传单，在被捕的时候高喊道：“血
海是无法扑灭真理之火的。”这句话令我非常感动！



仅有16岁的高尔基背井离乡，到喀山去上大学。梦想破灭后，
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住“大杂院”，卖苦力，同流浪汉
接触，和形形色色的小市民、知识分子交往，进了一所天地
广阔的社会大学。 在这所大学里，高尔基经历了精神发展的
复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生的意义、对世
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我想那个任劳任怨，坚强，聪明能干又渴望知识的阿廖沙代
表了一种人，一种品质。他们用常人没有的勇气和毅力去生
活，在被黑暗笼罩的19世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他们经过磨
难后走向新生活，成为人们心中的典范。阿廖沙就是一个代
表，他虽然身处社会的底层，但是他有丰富的知识，如果我
是阿廖沙决对不可能像他一样勇敢面对生活，乐观向上，所
以我要向他学习，做一个遇到困难沉着冷静不会就此退缩的
人。

看了这本书，我有了很大的启发，我们都养尊处优，毫不知
道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是怎样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一点的社会实践，去体验一下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