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优
质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一

读了《梅花魂》这篇课文之后，使我深受启发。

课文由故乡的梅花又开放了，引出作者对漂泊他乡。葬身异
国的外祖父的童年回忆。课文主要通过五件事表达了外祖父
对祖国的无尽思念及眷恋：在教作者唐诗宋词的时候，读到
思乡诗时落泪；作者不小心弄脏了墨梅图，因此大发雷霆；
因年龄太大，不能回到日思夜想，阔别已久的故乡的时候，
竟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呜”的哭了起来；临走的前一天，送
作者最宝贵的墨梅图；上船时，送作者绣着血色梅花的.西亚
麻布手绢。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外祖父对祖国的热爱。
他热爱梅花，因为它是我们中古的名花，他看待梅花就像看
待自己亲爱的祖国，在他眼里梅花就是祖国的代表。她在傲
雪而立的梅花上，寄托了无限的思念，眷恋。

因为作者弄脏了墨梅图发脾气，送作者墨梅图，递给作者绣
着血色梅花的手绢。从这三件事情中，我又感受到了这些：
这幅墨梅图与手绢就等于外祖父的生命，不过在他看来，这
幅墨梅图可能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更需要珍惜。

从每一件事中，从每一段落都能表达外祖父对祖国的眷恋，
他对祖国的眷恋如梅花，坚贞。不移，虽身处异国他乡，但
他不变的是中国心！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二

我看了一本名叫《吵闹村的孩子》的书，它里面的内容是：
一个村子叫吵闹村，村子很小只有三户人家，分别住在三个
院子里，南院、中院、北院，这个村子里有六个孩子。但是
这里又是个快乐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十分幸福，他
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在学校，有温和的老师、
友善的`同学、宽松的环境。

冬天的时候，吵闹村的孩子去参加一次宴会，他们吃了很多
东西，有牛排，鱼肉等，吃完饭后他们玩鬼和人的游戏，主
人家孩子当鬼，其他孩子当人。

有一次孩子们和大人去湖里面抓虾。他们第一步先去找去年
在湖边用松树枝建的小屋，找了很久都不见，他们一起开始
重新建小屋。建好小屋后他们一起下好多网，吃完饭午休的
时候其中有个小女孩睡不着，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是找不到
她只好也睡了。第二天一早，他们一起去收网，抓了小虾五
十几只，大虾五十几只，然后他们就回家了。晚上他们聚集
在中院吃虾宴，孩子们开心极了。

在这两个故事当中，我感觉到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游戏，肆
无忌惮的吵闹。在游戏和吵闹中他们学会了乐观、自信、关
爱别人。在劳动中要相互合作、团结一致，才能得到更大的
收获。他们享用自己劳动得来的果实开心极了。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名字叫做《生命生命》。

一开始，我认为以生命为题还要写两个生命吗？难道是要给
我们强调生命的宝贵？一系列未知的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读了才知道，原来要我们好好珍惜生命，不要白白糟蹋它。
本文的作者是一位内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她叫杏林子，这



位可伶的人12岁就患了这种病，全身上下都不能动，一动就
会痛，但她忍受着痛苦，写了四十多部作品，许多散文。

学过以后，我知道了飞蛾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知
道了瓜子如何顽强的不屈向上、茁壮生长；甚至还知道了人
生命的重要性。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花儿枯萎了可
以再开，野草烧光了可以再生，可是人的生命和时间，却一
去不复返了。

散文作家杏林子，凭着自己的一颗健康的心灵，快乐的活下
去。她是多么的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我们也要向她一样，
珍惜生命热爱自己美好的生活！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四

“快乐固然兴奋，苦痛又何尝不美丽？”这句出自作家冰心的
《谈生命》。这是一篇谈论关于生命的文章，描绘了生命的
一切，它的意义，它的作用，它的美好，以及使用它的方法，
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作者把生
命比作河流，写出了它的汹涌澎湃，写出了它的幽静。它让
河流的声音，当作生命里唯一的话语。

“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作者把生命比作树，
让树那无私奉献的精神贯穿了生命的灵魂，也写出了树对生
命的渴望。

生命本来是一趟没有意思的旅程，关键是你如何让它赋予意
义……我们在宇宙中，没有努力，一切都没有可能。经历的
苦痛，永远比幸福更好，因为，他们能让我们成长，能够与
迎接更大的困难。

这样一首生命之诗，赞扬了生命的美好，夸赞了生命的历程。



生命，就如这一切。就让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来创造属于自己
的生命！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一口气读完了《爱迪生》这本书。
心里一向想着爱迪生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呀，他发明了许
许多多的东西，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比如电灯，
为了发明电灯，一个本来身强力壮的人，因劳累过度，两眼
布满了血丝，显得疲惫不堪。为了研制灯丝，试验了1600多
种材料。爱迪生百折不挠的精神最后使他找到了十分适宜的
灯丝，很成功地发明了电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期望。

他的每项发明都是透过艰苦劳动赢得的'，都是他心血和汗水
的结晶。从此我心里总是想着他说的名言：“在天才与勤奋
之间，我选取勤奋。”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六

放下手中的《阅读年选》，我静静地趴在桌子上，耳边不断
回响着安妮那稚嫩而坚定的声音：“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
也要活下去！”

安妮弗兰克一家生活在荷兰，但是可恶的德国鬼子的到来却
打破了安妮一家平静的生活。正直的弗兰克一家为了躲避炮
火的危险，全都躲在了一座楼上的“密室”中，并在里面度
过了两年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这两年中，他们一家人一直待在房子里，白天不敢活动，
只能静静坐着，只有在晚上才能轻轻走动一下。整整两年，
一直闷在同一个地方，不见天日，不能说话，不能活动，还
要整天担心是否会被敌人发现，自己的性命是否在下一秒就
会失去。就在这样沉闷压抑的环境中，小小的安妮没有放弃
希望，她依旧乐观地生活着，在不屈中成长着。



十二岁到十四岁，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们应该在教室里接受教
育的熏陶，在操场上与伙伴们一起大声欢笑，在田野中与自
然细语呢喃而安妮却在昏暗的“密室”中拿起笔，用稚嫩的
语言来记录自己心中的理想，在那暗不见天日的“密室”中，
她不断鼓励着自己写下去；在无休止的战火中，她不断提醒
着自己不要放弃希望，坚强地活下来。

安妮，不是为了活而活，而是为了信念、为了理想、为了反
抗而活。在她的日记里，她一定也曾反抗过德国鬼子，不屈
于德国人的专横，她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在坚定的理想中一
步步成长，这正是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精神，更是我们中学
生应该拥有的精神。

在不屈中成长起来的小小的安妮以其伟大的人格感动了许多
人。时隔半个世纪，德国作家斯纳倍尔的声音依旧在我们心
中回荡：她的声音保存下来了！几百万人的声音都被压制下
去了，而这个低低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悄悄话，
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铁杵磨针》，讲的是
李白小时候的故事。

李白小时侯常常逃学，有一天李白又逃学了，他边走边看看
东看看西，不知不觉走到了城外，看见了一位老婆婆在磨一
根很粗的铁杵，李白就问老婆婆：“你在干什么？”老婆婆
说：“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李白说：“这么粗的
铁杵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绣花针啊？老婆婆又说：滴水能够穿
石，只要一直坚持磨，总有一天能磨成绣花针的`。”李白听
了老婆婆的话，感觉很惭愧。

从此再也不逃学了，每天认真读书，最后成了的诗人。这个
故事让我很受启发，我以后做什么事无论多难我都要坚持到



底。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八

暑假里，妈妈经常带我去图书馆借点书回来看，其中有一篇
法国作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写的《敬畏生命》，让我尤其感
到心灵的颤动。故事讲述了主人公在小时侯尚未就学的时候
就常对祈祷感到迷惑不解，觉得我们不该只为人类自己祈祷，
同时也有必要为动物们祈祷。所以，经常用他自己遍的祷告
词为所有的动物们祈祷。七八岁的时候，同学邀请他去打山
上的小鸟，当时他害怕被同学嘲笑，虽然心理不愿意，还是
去了。就在他准备故意射偏弹弓保护小鸟时，教堂的钟声响
起，救了小鸟。他紧绷的心终于慢慢松弛下来。仿佛种声向
他下达了“不可杀生”的'神圣命令。后来邻居的一条恶犬对
着他的马狂叫，这时他想有权利鞭打它。可是他抽到了狗的
眼睛。他接连几个星期，都无法摆脱这哀嚎声。

这篇文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保持善的信念，也就是只
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痛苦和死
亡。我们必须认识到，漫不经心极有可能给其他生命造成可
怕的痛苦，甚至死亡。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份善良和同情，
绝不害怕别人的嘲笑和谴责。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九

干燥而又寒冷的冬天慢慢的来临了，它――孽杀了所有的生
物。冬天――我讨厌。冬天――起床，像吸了麻药一样瘫痪
着许久，久久都不能起来；入睡也不过如此，像吸了麻药那
样的舒坦，但最后还是要明目的知道那是有害的！这世界，
也仅仅如此！冬天的阳光只是装饰品，一丝的阳光，都没有
作用――一样的寒冷！社会也一样的“寒冷”。

冬天的气候是一片枯燥的“绿”叶，即使绿的出色，但也比
不过那冬天的孽杀。干燥的口唇，嘴边喃喃的，说不出话，



只能用口液来滋润着；脸庞也起了皱，像干旱的田块，一点
也没有水分和营养。人看起来就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手
伸入了口袋中挂着，胆小怕事似地颤抖着那身体，展着庞大
的肩膀，手却插入口袋，胸膛弯了像个月牙，多像一只“巨
大”的纸老虎！！！毛骨悚然的寒风像针刺般，扎进了你的
身体，传入了你的体内，随着血液的循环，让血液都“冰
洁”了冷色的！随那寒冷的让人哆嗦的风，在空气中往着袭
来，就像一个不堪一击的弱者战死在无情的战场上，为何没
有一个真正的战士站出来呢！！！

冬天有多美，的确很美，但美中的黑暗已经多过它的自身！
如果北方，飘着弥漫的小雪，在眼前漂浮着，的确不伤自己，
只要我们拥有棉袄的温暖，但如果下着大雪吧，那就得淹没
了自己，防也防不过。望着外表的貌美如花，其实内心比臭
豆腐都不如。有时还臭美的以为自己了不起似的，如果夏天
来了，你的嚣张便变成胆小怕事的毛毛虫颤动的圈在一团。
人类也莫过如此。

几滴纷飞的泪水流下，它是冬天的雨滴，他们的哭泣，那可
不是甜的，而是咸的，雨水即使打落过大地，即使也滋润过
田野，但大地万物却不知然的回报，就像社会上的一些
人――一些孩子，不会感激的拥抱，而是一巴掌的打到曾经
疼爱过，关爱过他们的人，他们会反悔吗？几乎全然的默认
为这是一件常事罢了。

何时“夏天”还会来临，何年“冬天”会不带一点痕迹地离
去？！……我不知道何时何年，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了！！！
我们还要被冬天的残忍包围着，孽杀了所有！正义的夏天的
阳光赶快来临吧！我们不要再被冬天的残忍蔓延全世界了！

讲给小学生的爱国课读后感篇十

“对于那些害怕危险的人，危险无处不在。”这是故事的第
一句对读者说的话。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一天，龙虾与



寄居蟹在深海中相遇，寄居蟹看见龙虾正在把自己的硬壳脱
掉，只露出身躯，寄居蟹紧张无比：“龙虾，你怎么把唯一
保护自己的硬壳也放弃呢？难道你不怕有大鱼把你吃掉吗？
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连急流也会把你冲到岩石上去，到时
候你不死才怪呢！”龙虾却气定神闲地回答：“谢谢你的.关
心，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龙虾每次成长，都必须先脱掉旧壳，
才能长出更坚固的外壳，现在面对的危险，知识为了将来发
展得更好而作出准备。”寄居蟹细心思量一下，自己整天只
找可以避居的地方，而没有想过如何令自己成长得更强壮，
整天只活在别人的庇荫之下，难怪永远都限制自己的发展。

读了这个故事，让我清楚地了解到对目前的成就不能自我满
足，更不能躲避挑战，就像我们现在躲避每一场考试一样。
在自己空虚的时候，像龙虾一样不断“脱掉”“硬壳”，不
断接受“危险”，接受挑战才，能让“危险”减少，才可以
在往后安居乐业。

同学们，振作起来吧，我们的目标不再限制，我们该跨越自
己目前的成就，长大后干一番新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