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同学的读后感(通用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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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的读后感篇一

《恰同学少年》精彩却不乏真实，步步进步也不缺失败，恰
同学少年读后感。

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为代表的优秀青年的学习生
活和他们之间纯真的故事……，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
有天分、有活力、有个性，同样也不乏今天普通年轻人那样
不成熟的缺点与毛病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

《恰同学少年》不要求哗众取宠的镜头，所有场景都处理的
很平实，有一种以假乱真的感觉。

《恰同学少年》表现伟人的求学生涯，这一群历史人物本身
份量就很重，恰好是16、17岁到21、22岁左右的年龄，在进
学校之前，都是普通的农家子弟和平民子弟，他们追求新潮
的思想、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朝气，充
满了青春的活力，很自然的让编导者就想到了青春偶像剧，
尤其是近几年来，国产的所谓的青春偶像剧和日韩偶像剧冲
击着屏幕，他们真正给年轻人能给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比我们
《恰同学少年》剧中的主人公所追求的相距太远了。在物质
文明发达的今天，人们，尤其是的年轻人，更加追求精神上
的富有，而把他们这种时代风貌用青春剧来表现，应该说是
最好的一种形式。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读完了



《恰同学少年》。它讲的是在二十世纪旧社会时，毛泽东、
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了理想，为
了志向而所做的一切。这本书字句间有抑制不住的.胆识、豪
气、智慧越看越觉得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着青春活力。

恰同学少年给了我太多的感慨，我感慨毛泽东的胆识，蔡和
森的睿智，刘俊卿的懦弱。

我觉得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周围的人，
他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位有新思想
的好妈妈，蔡和森也许只是一个吃家产的少爷;如果没有一位
帮他的好妈妈，毛泽东也许只是一个小学徒;如果没有孔昭绶对
“天才”的格外照顾，也就没有毛泽东后来的伟绩了。如果
没有蔡和森的支持，也许王子鹏永远只能当一个娇气的大少
爷。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没有了身边的人的支持有何成大
器?俗话说得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再
厉害的天才没有他人的协助也只是独杆司令一个。而独杆司
令是无法获得大的成功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就拿纣王来说吧，
纣王没才?不，他很聪明，那他为什么会失去他的天下呢?因
为他的残暴使那些协助他的人纷纷远离，于是，他失去了他
的天下。

回首历史长河，有谁的成功没有别人的帮助?再拿现在来说吧，
为什么现在那么讲究人缘?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拉拢自己的人
际网?因为没有人可以十全十美，没有人支持你，是不可能成
功的。所以，让我们有感恩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同学的读后感篇二

看完恰同学少年，合上书，心里一阵阵激动与澎湃仍久久未



能平静。

书中，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经历了一段充满热血与激情的时光。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结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友，聆听了各
位老师的教导，一起追寻理想。

正如题记所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毛泽东，蔡和森，萧
子升三人，个个都是传奇，而造就他们的，绝不仅仅是老师
传授的知识，也绝不全是天赋异禀，而是一起进步，荣辱与
共，相得益彰，在这过程中，好的`思想被潜移默化，好的思
想被发扬，不足被改进。这就是毛泽东等伟人能够成才，能
够拯救家国的重要因素。

拥有一个好的朋友，往往就拥有了一位好的老师，在与他们
的交谈中，往往能受到启发，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启示。

在书中，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的友情便是最好的例子。
毛泽东在萧子升那里学习了书法，也是通过萧子升才有缘进
入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又在蔡和森那里变得不再那么冲动，
用理智控制自己。

而萧子升和蔡和森都学习了毛泽东的xiong怀大志，奋发向上，
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品质。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最终，三
人都为国家和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耳边回荡着毛泽东雄心壮志的宣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要多结交好
友。好一谓有志，二谓有才，三谓有爱。爱谓博爱与小爱。
三好朋友一定会领着我们，上前去！

同学的读后感篇三

“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富有？穿草鞋、打补丁，吃粗茶淡饭
就是贫困，穿皮鞋、坐轿子，吃山珍海味就是富有吗？不，
孩子们，贫困与富有，不在于这些表面的东西。”读完了这



本书《恰同学少年》，孔绍绶校长的话，还在我眼前闪现。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以毛泽东等青年在南湖第一师范五
年半的求学生活为主线，展现了毛泽东等诸多优秀青年，为
寻求理想而奋发向上的斗志，敢于改造中国当时封建社会的
雄心壮志。其中，孔绍绶校长对学生们节俭生活的教育，对
我颇有感触。

记得我小时候，胃口不好，不爱吃饭，经常会剩饭。有一次，
上午吃了太多零食，加上胃口差，吃饭时，饭剩了不少。妈
妈劝我多吃点，并对我说：“孩子，这些饭，是农民伯伯辛
辛苦苦种出来的，你要珍惜呀！”那时的我并没有听进耳，
只是告诉妈妈自己真的吃不下了，然后，就欢天喜地自顾自
玩去了。

有一次，到姨婆家去作客。姨婆以前当过老师，到她家里后，
姨婆教我读起唐诗《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完了，姨婆又给我解释起它
的意思来。直到那时，我才知道，米是很珍贵的，它是用农
民的汗水变成的，也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不让我浪费食物。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只有节约，才能让大家生活
得更好。“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是的，就算一天只能攒一天，一千天就是一千元呢！天长日
久，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竟然积攒下了许多。

同学的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的读书生活为背景，展
现了二十世纪初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
咏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

在这本书中的众多人物中，我最欣赏毛泽东，他英姿飒爽，
仅明亮的眼神，就会让人为之一振。每每想到他，我都会想



到那个豪气冲天，在读书会上畅所欲言的毛泽东；那个在北
洋军阀包围下英勇无畏的毛泽东；那个在易永畦生病时的毛
泽东。当然人无完人，书中的毛泽东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知
错能改善莫大焉。比如他的作文成绩一再下降，还不听袁老
师的劝告，导致在课堂上跟袁老师顶嘴，被老师赶出教室，
他还一直认为自己很宽恕就是爱有理，要不是他的恩师杨昌
济给他提出来，还不知错，但他那种认错的精神，永远浮现
在我脑中。夜晚时分，他去袁老师家认错，却吃了闭门羹，
毛泽东认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虽吃了闭门羹却不灰心，
一直站在门前，天有不测风云，不料下起了大雨，他却没有
放弃，直淋到袁老师见他为止。

我认为能知错认错是一个小学生应有基本能力，可我有时候
也会忘了这一点，如：明明没写作业，却嘴硬说写啦；明明
是自己做错啦，硬说是别人做错了……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要好好反省，以后避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时我的确会犯一些错宽恕就是爱误。而且自己还没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一直死不悔改，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要感谢意
那些曾经帮我宽恕就是爱认识自己错误的同学和老师，他们
帮助我认识错误，宽恕就是爱帮助我反省错误，我想对他们
说一声谢谢。我要让自己时时保持清醒头脑，知错认错——
这是我一定要做到的。

同学的读后感篇五

《恰同学少年》精彩却不乏真实，步步进步也不缺失败，恰
同学少年读后感。

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为代表的优秀青年的学习生
活和他们之间纯真的故事…… ，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
有天分、有活力、有个性，同样也不乏今天普通年轻人那样
不成熟的缺点与毛病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学生。



《恰同学少年》不要求哗众取宠的镜头，所有场景都处理的
很平实，有一种以假乱真的感觉。

《恰同学少年》表现伟人的求学生涯，这一群历史人物本身
份量就很重，恰好是16、17岁到21、22岁左右的年龄，在进
学校之前，都是普通的农家子弟和平民子弟，他们追求新潮
的思想、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朝气，充
满了青春的活力，很自然的让编导者就想到了青春偶像剧，
尤其是近几年来，国产的所谓的青春偶像剧和日韩偶像剧冲
击着屏幕，他们真正给年轻人能给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比我们
《恰同学少年》剧中的主人公所追求的相距太远了。在物质
文明发达的今天，人们，尤其是的年轻人，更加追求精神上
的富有，而把他们这种时代风貌用青春剧来表现，应该说是
最好的一种形式。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读完了
《恰同学少年》。它讲的是在二十世纪旧社会时，毛泽东、
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了理想，为
了志向而所做的一切。这本书字句间有抑制不住的胆识、豪
气、智慧越看越觉得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着青春活力。

恰同学少年给了我太多的感慨，我感慨毛泽东的胆识，蔡和
森的睿智，刘俊卿的懦弱。

我觉得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周围的人，
他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位有新思想
的好妈妈，蔡和森也许只是一个吃家产的少爷;如果没有一位
帮他的好妈妈，毛泽东也许只是一个小学徒;如果没有孔昭绶对
“天才”的格外照顾，也就没有毛泽东后来的伟绩了。如果
没有蔡和森的支持，也许王子鹏永远只能当一个娇气的大少
爷。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没有了身边的人的支持有何成大
器?俗话说得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再



厉害的天才没有他人的协助也只是独杆司令一个。而独杆司
令是无法获得大的成功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就拿纣王来说吧，
纣王没才?不，他很聪明，那他为什么会失去他的天下呢?因
为他的残暴使那些协助他的人纷纷远离，于是，他失去了他
的天下。

回首历史长河，有谁的成功没有别人的帮助?再拿现在来说吧，
为什么现在那么讲究人缘?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拉拢自己的人
际网?因为没有人可以十全十美，没有人支持你，是不可能成
功的。所以，让我们有感恩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同学的读后感篇六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以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用五
年半的求学生活为主体，充分展示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
警予、杨开慧、姚斯咏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为求理想而奋发
向上的斗志，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情怀，改造中国与世
界的雄心壮志。书中人物个个清新自然，造型朴实干净，行
为大方坦然，整本书给人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感觉。

书中还原了领袖朝气蓬勃的年轻时代。毛泽东原名毛润之，
在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新生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
顺利地考入长沙公立第一师范。在学校读书的过程中，他刻
苦学习、修身立志，与同学之间互帮互学、互相交流，并与
蔡和森、萧子升、向警予、杨开慧等同学共同组织了同学读
书会。他不但注重学习，而且爱国爱民徒步游湖南、组建学
生军、开办工人夜校······在他的身上我领悟到了一
种勇猛果敢、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受到了一种气宇轩昂、仰
不愧天的气概！

书中的蔡和森让我明白了内敛的真实含义。他是一个成绩优
异的学生。然而，他却没有丝毫傲气，反而比其他人更平易



近人。他勤工俭学，在大街上擦皮鞋，没有任何自卑，反而
有一种乐观的心态。他恰如其分的解释了不矜不伐、屈己待
人的真谛。

刘俊卿是书中的.反派人物。他家境贫困，父亲为他拼命工作，
到处借钱供他读书，甚至把看病的钱都给了他，可是他却拿
这些钱去买昂贵的鞋。相比毛泽东的勤俭简朴，他的行为让
人为他感到可悲。

《恰同学少年》称得上是艺术创新与革命传统相结合的典范，
它唱响了大时代背景下的青春之歌。从书中我读到了在纷乱
年代下一帮洋溢青春稚气的少年用自己的言行谱写着一曲青
春之歌。在那个时代里他们就像走上伸展台的舞者，用他们
的思想与言语去引领着很多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走出困顿，走
向光明，“创造奇迹”在他们身上的到了证明，他们用自己
青春年少谱写了一首洋溢着希望的歌曲。

时光流转至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然而，我们面
对的社会也充满了诱惑。太多的青少年荒芜了自己的青春，
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思进取，肆意挥霍金钱等。作为新
世纪的主人，每个青少年都应该志存高远、修身储能，让我
们的青春绽放耀眼的光芒！

读《恰同学少年》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豪情壮志；什么是真
正的胸怀天下；什么是真正的虚怀若谷！它向我们诠释了青
春的定义。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找到真正属与自己的道路，
让自己的青春在深远广阔的天空之中飞扬！

同学的读后感篇七

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的故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不过其实也
没什么，不就是和老师吵吵架，叛逆几下，和同学讨论讨论



世界，玩几下，其实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至少我哑行者
做过，而且叛逆程度、轰动效果，甚至我可以说思想深度也
不亚于他小时候，而且俺那时候比他年轻多了。当然也不是
贬低泽东同志了，毕竟那时候他也年轻。像你，像我，像他
一样年轻，所以也理所当然发生的是一样的故事，像你，像
我，像他。当然后来就不一样了，就不再像你，像我，像他。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又怎么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
样。那就是我哑行者研究不透的课题了。

也看到了他的家庭，他的亲人，他的爱情。和大家一样，血
浓于水的亲情，卿卿我我的'爱情。只是后来，数位为革命牺
牲了，妻子、孩子、弟弟、妹妹。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
为了他。因为没有他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他的带动
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搭上这么多
的亲人，搭上这么多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这也是哑行者
我研究不透的课题，我只是感觉革命前的世界没有烂到无可
药救，革命后的世界也没有好到盛世太平。

当然现在的人太多说值，至少主流观念是会说值得的，但是
未来，怎么说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肯定的是哑行者不会，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事业、这么大的.理想，这么大的追
求。在我眼里，中华五千年都没有这么大的东西值得这样的
付出。

同学的读后感篇八

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好书《恰同学少年》。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是以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五年半的求学生活为主线，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
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为寻求理想面
奋发向上的斗志，敢以天下为已任的抱负与情怀，改造中国
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我从这本书上学习到了三点：第一点：勤奋。毛泽东成绩非
常好，不光是因为他聪明，最主要的是他勤奋。他学习的自
觉性非常高，他写做业时不想其他事情，很是专心。他毛笔
字写的很好，是因为他从小勤奋的练习。他看书时经常看到
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时间。

第二点：不放弃。毛泽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去想办
法解决，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有
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学习的。

第三点：诚实。因为同学不能及时赶到考场，所以毛泽东替
他答了考卷并且考上了湖南师范。后来到师范后，毛泽东深
为自己冲动的行为而懊恼，所以他向学校坦白，并且要求退
学准备明年再考。学校为他的坦诚而感动，为他和他的同学
重新举行了一次考试，最终两人都以出色的成绩再次考入。
我为他的诚实而喝彩。

通过我的大致介绍大家可能已经了解了《恰同学少年》这本
书，我在这里推荐给同学们，希望大家也能阅读一下，学习
一下一代伟人的成长经历。

同学的读后感篇九

最近我阅读了《恰同学少年》这本书，这本书我是怀着对领
袖的崇敬和对毛泽东的豪气读完的，这部书让我懂得了许多。

这本书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读书生活为背景，
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
斯咏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

在这本书中的众多人物中，我最欣赏毛泽东，他英姿飒爽，
虽不怎么帅气，但仅明亮的眼神，就会让人为之一振。每每
想到他，我都会想到那个豪气冲天，在读书会上畅所欲言的
毛泽东;那个在北洋军阀包围下英勇无畏的毛泽东;那个在易



永畦生病时无微不至的毛泽东。当然他也有许多缺点：太冲
动、太倔强、太自以为是等等，但他仍然让我敬佩。

“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我最敬佩的就是毛泽东那种“数
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凌云壮志。一个人必须有一个远大
的志向，有了远大的志向，就应该朝着他奋斗，努力，才会
有学习的动力。这个志向并不一定是具体的，像毛泽东，他
也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但他有一种视天下为己
任的责任感，这就足够了，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他才会刻
苦读书，坚持锻炼，才会带领手无寸铁的同学们保卫长沙。
《恰同学少年》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立志在先。”

记得毛泽东有一句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
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斗不过天，斗不过地，更斗不
过人。我们斗得过自己，战胜自己的人，更是一种胜利。

或许大家会说：“我们所生活的年代与毛泽东那个时代是天
壤之别，正可谓乱世出英雄。我们这些甚或在和平年代的人
又怎么和毛主席那个年代的人进行比较呢?”我不认同这个观
点，我认为这只是个借口而已。

今天，就让我告诉苍茫大地，明日我主沉浮吧!

同学的读后感篇十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恰同学少年》中的少
年毛泽东。

《恰同学少年》主要描述了毛泽东等青年从1913年到1918年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和生活的经历，从毛泽东入学，到孔
昭绶校长被逼逃亡;从袁世凯被赶走，孔昭绶复任，到溃兵打
回湖南，毛泽东带领全校学生一齐抗敌等等，无一不展现了
毛泽东等优秀青年奋发向上的理想与抱负。



无论是演讲台上大气磅礴的毛泽东;睡在爱晚亭中不畏风雨的
毛泽东;还是带领学生吓退敌军时从容不迫的毛泽东，都令我
记忆犹新。

《恰同学少年》里的毛泽东，是勤奋而认真的。他的老师以
前评价他，是“全校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他每一天晚
上都有固定的时间去看书，却经常看入了迷，一向借助着淡
淡的月光，看到深更半夜。有一次，他为了能够好好品味一
本书，竟将这本十分厚重，长达十几万字的书，全部抄了下
来!他一向都“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说过：“我读书不做笔
记，就好像没读过一样。”所以，他的每本书上，都密密麻
麻的写满了自己的感想和评价。而他的课堂笔记，自然也一
字不漏，上面还标注着许多三角、圆圈，旁边也见缝插针，
批满了蝇头小楷的评语。

《恰同学少年》里的毛泽东，是勇敢的。当汤芗铭在湖南十
分猖狂，众人都惧怕他时，毛泽东却和同学们编了一本反对
袁世凯的.书，并在长沙各大学校中流传。当敌军怀疑毛泽东
不是正规军，枪管都抵到他脑门上时，他还是连眼睛都没往
枪这边瞄一瞄，却不紧不慢的提起茶壶，给自己喝空了的茶
碗里续起水来。事后，一师的校长孔昭绶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全校学生皆曰：毛泽东通身是胆。”

《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还是俭朴的。他每双鞋都要穿
到破的不能再破了，前后裂几个大口子，才肯换新的。在街
上买鞋时，他连1毛一双的鞋都嫌贵，最后反而把几块大洋都
花在了买书上。做笔记时，不舍得买纸，他就把报纸的空白
地方裁下来，作为记录本。

“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正是有了这样勤奋、勇
敢、俭朴的优良品质，毛泽东才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雄才伟
略、又胸怀天下的革命领袖，从而开创了一番伟大的事业，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