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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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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一

读了《毕淑敏散文》中的《写下你的墓志铭》后，我受益匪
浅。

毕淑敏女士在文中写道：认真地策划自己的一生，还是要把
自身命的时间定得更长远一些，活的更从容，面对死亡的限
制，把自己的一生渲染得绚丽多彩。这说明了我们在有限的
生命中活得精彩，活的值得，活的快乐就满足了，不需要获
得什么重大奖项。不需要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不需要成名，
到了临死之前，回想过去精彩绚丽，酸甜苦辣的一生，苍老
的嘴唇是否会向上扬起？虚弱地运转着记忆的齿轮，想起童
年在茂盛葱绿的树底下，荡起那轻巧的小秋千；想起青年时
期前的伙伴们稚嫩的小手，漫步在金色的林荫之下，哼着不
知名的小曲，面朝火红的夕阳走去；想起老年时期，子孙满
堂，抱起新生的婴儿，一家人沉浸在温暖与幸福之中。

我决定，我死后，墓碑上会刻着这样几行字：我感谢母亲给
予我生命，给我看见这绚丽世界的机会；我感谢这造世主，
不辞劳苦地创造出人类的弱小智慧的生命；我感谢地球母亲，
哺育人类这么多年，不抱怨，默默地承受着人类对它的摧残；
感谢进化所走过的漫长旅程。

珍惜剩余的生命，幸福、快乐地度过每分每秒。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二

煎熬的暑假想让自己宁静，看了毕淑敏的散文，有的故事教
育我们怎样懂得感恩，有的'端正我们认识错误的态度，有的
就告诉我们怎样做人。

其中有一个故事《提醒幸福》，让我明白幸福不一定就是得
到一大笔钱或是得到什么贵重的礼物，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
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
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
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
乔装打扮而来。

一篇篇小故事串成一张知识的网，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给人
以启迪。人生在世就要活得愉快、幸福。不要为一些鸡毛蒜
皮的小事斤斤计较而闹得家庭不和睦或工作不愉快。常常提
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里
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堂堂。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三

学了戏剧《一厘米》。

剧本讲述的是一位母亲的故事。母亲带着不满1.1米的孩子去
公园，（儿子不需要买票）却被公园的管理人员认为是逃票，
母亲拒理力争，没有用。还引起了儿子的误解，从此不再信
任母亲。为了不失去孩子对自己的信任，母亲把这件事反映
到报社。后来，公园管理人员亲自上门道歉，母亲只要求他
们对自己的孩子说：妈妈没有错。剧本讲述的是一件小事，
反映的却是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关于子女的教育问题。我也
是一位母亲。我不知道，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我是不是
会象这位母亲一样的执着。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位母亲伟大，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说
话不算数，有时还对孩子撒一些小谎，许下一些无法实现的



承诺。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会在这样的教育下变成什么模
样。正如那位母亲所说：有些东西失去了可以弥补，有些东
西失去了就永远也补不回来了。孩子现在还小，有些事情可
能很快忘了，可是，久而久之，也许我们就会成为孩子不信
任的人了。

那时候，我们的麻烦就来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得尽力
做个好母亲。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四

朋友，你读过毕淑敏老师《孝心无价》吗?我隆重的向你推荐，
她的这篇文章确实感人肺腑，句句话都将打到你、我的峦心
蒂子。

我曾经也听过“生命无价”“爱情无价”等之类的说法，却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受教育、为之感动!《孝心无价》的出
现，也给我的内心涌来一阵阵的酸楚和疼痛。

我是被迫离家出走的，当时，我的处境相当不好，投资项目
失败，二十万元付之东流。那个时候，如何孝敬父母?我连想
都不敢去想。

我离开家已有近十年了，工作之余经常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人说湖南有座“望乡亭”，凡是离家出走的游子都会思乡，
我想，思乡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念亲人的。记得刚离
家不久的那年春节，除夕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帮助下渡过的，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人爬到东坪山上，坐在一个大石包上，
遥望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泪水却漱漱
的流下。

父母年迈，母亲身体瘦弱，05年冬天，母亲患病，当接到弟
弟的电话时，要求他们立即送市二医院，我便立即想办法把
钱打到堂兄的银行卡上，等弟弟他们送母亲进院时，堂兄也



把钱送到了医院。母亲知道：远方还有一个没有忘记她的孩
子。几天以后病愈平安回家。

待到五一假期，命小孩子把爷爷奶奶接过来了。每逢周末，
我们全家都会陪老人出去玩，厦门的所有景点都去遍了，海
底世界看鱼，海边退潮捡贝，热带植物，大炮飞机都看到了，
记得那次在会展中心玩，妻子女儿和奶奶手牵着手在大草坪
上跳着，十分开心。

去年七月，母亲又患病了，我同妻子回去探望，当母亲还没
有康复时，便匆匆离开了。毕淑敏老师说：“她不喜欢父母
病重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腊月二十九日凌晨，母亲断然离我们远去了，带着对我们深
深的挂念，她走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守候在她的身边，给我一
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母亲走了，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
毕淑敏老师前面这段话是直接对我说的，我永无以言孝。

因为“孝”在父母心中的天平上，它们超值。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五

打开《毕淑敏散文集》，习惯性的随便翻了几下，不免觉得
欢喜，毕竟是散文，不长，正适合我。因为我看一些文学作
品的时候，喜欢短小精悍，也许与本人性格有关：不把简单
的复杂化，更要把复杂的搞简单。譬如一些所谓的名著大作，
其内容多多，五花八门。最终尾处让人一猜便透，其旨只一，
何必长篇大论。说是别人舞文弄墨吧，又让人觉得自己有嫉
贤妒能之意图，话又说来，名人们不都是这样成为名人的吗？
此时，顿觉自己妒贤之嫌更为凸显。说句题外话，我最佩服
的名人有两种：科学家、体育竞技者。

《毕》的首篇《有爱的日子》我读了两遍，现在的'孩子确实
如此。很多少爷、小姐身在乐中不知乐，还说父母太狠了
（当然是个别，却在蔓延中），咎其原因，毕淑敏作了分析，



无论是心理学、教育学、a学、b学、现有事例、自己亲历道出
了爱在孩子心里的暗淡。又读了几篇，写下了稍稍感触：

一、爱如空气，亦然无色无味，却能让人觉触。

夏天，有风的饿时候，我们更觉一阵凉爽，那时由于空气流
动；冬日，有风的时候，我们便觉十分凛冽，那也是由于空
气的流动。大都不喜欢夏日无风，冬日风起，不怕，现在有
了新产品——空调，夏天，依然凉风阵阵，冬日却也暖意融
融，不过又有了新产品——空调综合症。

爱如空气，仍无色无味，何必去刻意改变它、何不感受那份
自然呢？

二、爱如空气，也许本有色、本有味，只是感触不到。

爱如空气，本有色，本有味，为何不好好感触呢？

空气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正如爱！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六

自从工作以后，读书已经逐渐被我所淡忘。《幸福的七种颜
色》这本书，最先吸引我的是那淡雅的白色封面，散发出悠
悠的娴静，仿佛透露出幸福的真谛，暖暖的，犹如冬日午后
的阳光轻轻的撒在心扉。

其次是有去的书名。幸福是有颜色的吗?七种颜色是赤橙黄绿
青蓝紫吗?分别代表了能量吗?书名仿佛是个紧箍咒，鞭策着
我一页一页的阅读下去。

你幸福吗?答案是肯定的。人生总会遇到各样的磨难，我们早
已学会了从磨难间隙中寻找到快乐。我们有身体健朗的父母，
有志趣相投的三五好友，有忙碌却充实的`工作，我们追求的



不多，总是对现有的生活感到满足。有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常常让我们为之动容。远行前父母送别的身影，生病时爱人
端来的热水，挫败时朋友伸来的双手…….回想那些画面，鼻
尖忍不住酸楚，但有那么值得骄傲，嘴角忍不住要上扬。幸
福就是这样子，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身边，亲切温暖的包裹
着我们，没有洪水那般澎湃，有着涓涓细水的柔情，令人回
味。

看完整本书，最深的体会，并不是寻找到幸福究竟属于哪几
种颜色。幸福本就是千变万化的，不拘束于哪一种色彩，它
的颜色是由我们自己决定。幸福就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
用心去描绘出它的颜色。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七

旅行，能够开阔视野，让我们亲密接触大自然；旅行，能够
走进智慧的殿堂，让我们欢乐，让我们享受；旅行，能让人
心旷神怡，把所有烦恼全部抛开；旅行，还能让人增长见识，
打开大自然的窗户。这个寒假，《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
记》令我永远回味无穷。

这本书介绍了毕淑敏母子乘“和平号”航海环球旅行114天的
旅行记，记录了他们航海环游旅行数十个国家的所见所闻所
悟，他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令我感觉到异域风情。原来，
旅行是那么幸福，那么舒适！走在广阔的`马路上，或坐在轮
船上，都能让人心旷神怡，烦恼犹如藏了起来。书中还有许
多小故事，令我大开眼界，爱不释手。

我们不能一直陶冶在书香里，必须要开阔视野，多见识大自
然，感受大自然，用心体会大自然的气息，才能有真正的见
闻，有着真正的知识。

我想，等我大学归来时，一定得踏出旅程的那一步，不管风
吹雨打，都要用心感受大自然，拥抱大自然，还要多出去走



走。

《毕淑敏母子航海环游旅行记》这本书令我有了见识，体会
到了大自然，令我流连忘返。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毕淑敏散文集》。

好的书能让人受益匪浅，有可能终生受益。读散文集，更是
能让我们的情操得到陶冶。

在众多的散文家中，我很崇拜毕淑敏，特别爱读她的散文。
有人这样评价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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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派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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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草原上的黑
骏马，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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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朴实无华的文
风，很有一点“平淡而山高水远”的境界。

毕淑敏的许多散文写得不但有趣，更是发人深思，让人觉得
很有意义。她总能把一些大道理写得简单明了，适合我这种
智商理解能力均不高的人阅读。毕淑敏的文字，写来神闲气
定，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她的冷静与善良，让人感觉她是一位
有着大智慧的女子。

毕淑敏不仅是作家，还是医生，心理咨询师。她的作品涉及
人类的身体到精神的.各个层面。在散文中，毕淑敏探讨女性
存在，探讨亲情，也探讨生与死这样凝重的话题。我尤其赞
同她的死亡回归家庭的观点，如果明知道自己快去世了，却
要不断地在医院折腾，费钱费力，所有人跟着受罪，何苦呢?
我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能够获得心灵的自由，想做
什么就做什么，家人给予充分的关爱，在安详平静中死去。



并且我也希望家人不要太过悲伤，只要他们继续快乐幸福地
生活就是我的幸福了。在谈到教育时，毕淑敏也有很多独到
的见解。她认为要充分考虑孩子的自尊心，不能孩子已经很
痛苦还要唠叨不已，以为这样效果好，其实这样会让孩子在
无穷的心理折磨中丧失了尊严。我们作父母的，由于繁忙忽
视了对孩子心灵的保护，伤害了孩子也不知道。她主张表扬
也要慎用，凡是隶属天份的那一部分及与生俱来的特质，都
大可不必过多地表扬或者是批评。我们的批评教育和赏识教
育也该有个度。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九

生命的重要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个人都很重要，
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带来变化。”是啊！每一
个人都是一个奇迹。

“人生是什么颜色？”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是世界的主宰？”

“自信的认为是我。”

有人说：“人活着没有一丝意义，最终会死去。”而有些人
则会说：“人生是丰富多彩的，父母赐给你生命是你一生的
一大骄傲，你也是父母的骄傲。”

毕淑敏的读后感篇十

近段时间，我读了《毕淑敏散文》，和她一起分享了心灵的
颤动，毕淑敏以散文的形式，以诗一般的文字告诉我
们“爱”是世界上最有记忆的金属，她是那么具有夺目的光
泽，是那么具有多艳的色彩。“爱”是人世间最最具有情感，



最最具魅力的，是任何物品所替代不了的。《爱怕什么》是
毕淑敏的散文名篇，被现代人称为“心理散文”。在读的过
程中，我对文章产生了特有的激动，或许是毕淑敏在字里行
间对我的打动，第一次，我真真地对“爱”有那样的按捺不
住的冲动，肯定地说，正是毕淑敏对“爱”的深刻理解打动
了我。

阅读这篇散文，感觉毕淑敏对“爱”的解释特别具有生活的
气息，特别具有人性的舒漫，使“爱”更具有人性之魂。在
她的笔下，“爱”怕撒谎，“爱”怕沉默，“爱”怕犹
豫，“爱”怕模棱两可，“爱”怕沙上建塔，“爱”怕无源
之水，“爱”怕假冒伪劣，“爱”怕刻意求工。“说了爱的
许多毛病，爱岂不一无是处？”其实不然，毕淑敏在散文中
用了大量的“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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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保有一份人世间的真“爱”真“情”，能使孕育
万物之生活的草原生长出能力、勇气、智慧、才干、友谊、
关怀……。保有一份真“爱”，就是照耀人生长明的温暖的
灯。

从阅读毕淑敏的散文中，我更多的体味是教师应该如何对学
生倾注爱，倾注多少“爱”，是“一生”还是“一时”。母
亲对自己的孩子倾注的是毕生的'精力和爱，教师更应具有母
亲的博大情怀和终生的“爱”，因为教师的职业就是
以“爱”的呵护，“爱”的德行，照耀学生们前行的道
路。“爱”是教育者的情怀，“爱”是教师的职业特
性，“爱”是灵魂工程师们的之情，“爱”是学生成长的土
壤，“爱”是学生快乐的源泉。“爱”是孕育万物的草原。
在这里，能长出能力、勇气、智慧、才干、友谊、关怀……
所有人间的美德和属于大自然的美丽天分，爱都会赠与
你。”

是啊！作为教师，“爱”显得犹为重要。只有爱，我们才能
为自己钟情的事业无私奉献；只有爱，我们才能让我千万幼



苗更加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