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蚕妇读后感(模板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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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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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妇读后感篇一

一个静静的夏夜，我打开灯，翻开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作品
集中的《紫色蝴蝶》这一篇，我仔细阅读了起来，读完后，
我的心情百般沉痛，多么可爱、美丽的蝴蝶，却在一只狭小
的，没有空气的小盒子中死去了。但它好坚强，不得不让人
佩服，它在生命的最危急一刻，把自己的小宝宝产下，真是
了不起啊！

与此同时，我也非常憎恨那个把它放进盒子的“刽子手”，
是他剥夺了它的自由。由蝴蝶的悲剧，让我想到有好多像它
那样可爱的小生灵。我相信它们会说话，会痛，会笑，会哭，
会惊讶……否则你怎会想到小鸟的鸣叫像歌曲如此优美动听，
体会到小猫咪在你身边转悠，亲昵地擦着你的脚背，让你知
道它的存在。是的，只要你是一个生活的有心者，你会发现
它们的美，当然前提是它们是自由的。一片落叶，一只飞舞
的蝴蝶，一抹淡淡的斜阳，它们的洒脱，它们的快乐，在我
眼中，都是一种自由的`美。在我的内心深处，永远有着对自
由的无限渴望与不懈追求。一只金色的甲虫在窗玻璃上嗡嗡
地呼救，有力拍打着翅膀，想要穿透玻璃飞出去，可不管它
怎么努力，就是不能出去，我毫不犹豫地跑过去打开窗门，
目送它冉冉飞向草丛深处。

其实，所有平凡的小生命，对世间的自由，都有一种执著的
渴望和追逐。我们为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也付出了太多太多
的代价。有首诗这么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



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让我们都能珍惜那份自由，也愿
所有对自由的向往，都有人关注。

蚕妇读后感篇二

想想我们的教育，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路途上需要我们家长给
予多少扶助，在背后付出多少努力呀！身心健康、懂得感恩、
听写全对、诵读美妙、书写工整、口算准确、表达清
楚······孩子的全面进步一定是在我们——作为孩子
成长引路人的坚持陪同下才有可能实现的呀！也许，很多时
候，我们都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在孩子学习、生活中，我们
真正认真地投入了多少力气。

转瞬之间就是半期了，一晃孩子们很快就要跨入二年级了。
在接下来的半学期，我们又该怎样陪伴孩子一同走过他们的
一年级时光呢？记住：你放进去多少力气，它就会忠实地反
映出多少成绩。钢琴如此，何况孩子。

蚕妇读后感篇三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法
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仍
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一把紫竹为柄的油纸伞下，“你”毅然放下，千年修持是一
张没有记忆的空白纸页，万里的风雨雷雹何尝在“你”意中，
变成神仙只是“你”厌倦了人间修炼后的梦寐，而伞下人与
人的聚首，却成了“你”永恒的回忆，轻吟在断桥上，
让“你”驻足回首的不是西湖美景，是一个人，让“你”爱
上这个缠绵人世的人。

在雷峰塔夕照的一线酡红间，是你的眷恋?还是思念?反正不
会是悔恨。冷泉一径冷着，人间的辛酸已饱尝。

即使是想象，十分却有八分的真挚，何来的不感人?让人不由
感叹，辛酸后的痛楚。

蚕妇读后感篇四

春天来了，百花吐芽，百鸟齐鸣，春光明媚，春回大地，在
这美好的日子里，重读朱自清的《春》，感受很深，朱自清
散文《春》读后感。春天，就像“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俗话说，一年之计
在于春，春天是最富有活力的季节，想在秋季里获得好收成，
就要在春季里辛勤地耕耘，播种。



作为一个在春天出生的女孩，我特别喜欢春。因为春有一种
令人向往的生机。在这大好春光里，你别忘了一件事：耕耘
与播种。

对于我们六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来说，今日的辛勤耕耘与播种
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毕业考试的优秀和未来学习的坚实基
础。六年级下学期复习是重点，有同学以为复习便是“炒冷
饭”，都是学过的东西，再学没有必要。我的观点却不同。
复习应该更认真，用平时上新课的那种精神去复习，将小学6
年学过的东西联系起来，系统地复习，要像一块干海绵吸水
一样，尽自己的力量去复习。就像苏东坡的《送章惇秀才失
解西归》中所说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一样，读一百回，复
习一百回，才能理解的更透彻。

蚕妇读后感篇五

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受过
那蕴藉中所含蓄的幽幽之情吗？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
尤其是那“烛心”，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
粗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
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
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台要正，免得炽泪自一边倾下；
那烛心要直，免得一侧燃出个大缺口；那烛心要不长不短，
短了烛火太弱，多了则要跳动生烟。懂得调整烛心的人，常
能使蜡烛多燃许多时间，甚至在熔成一小摊的时候，只要烛
心不偏，还能多耗些时。

于是你的心，就是烛的心，要不粗不细，不偏不倚，且得常
常修剪，剪得不长不短、恰恰托出一片蕴藉的光辉与温暖。

赏析：



灯火通明的世界里，少了蜡烛的身影，也少了那朦胧的诗意。
李商隐的意境缠绵悱侧而迷人，那一句“蜡炬成灰泪始干”
让后人引起多少深远的联想啊。刘墉《剪烛西窗》却又悟出
了另一种人生哲理。

从古至今，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不断的修剪自己的心，成就出
辉煌无比的事业。我们普通人呢，不断反省自己，才能感受
到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才能营造自己和谐而温暖的事
业。小小的蜡烛再次给我们警醒出深刻的哲理！

蚕妇读后感篇六

朱自清，咱们已经对他不陌生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散文家，
他以他独特的美文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在初一时，咱们就学过他的《春》，初二又学了他的《背
影》，能够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走近朱自清了。

《春》向咱们描绘了一幅风景如画，生机勃勃的画面，使人
不得不赞叹他的优美的文字和细腻的内心。他那刻画得栩栩
如生的画面，让我感到十分惬意，于是我忽然发现观察事物
其实就这么简单。从《春》中，我看到了新的开始，看到了
无限完美的未来。

再品《背影》，我读到了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是啊，在这个
世界上，那个为咱们遮风挡雨的人，那个拉着咱们害怕的小
手过马路的人，那个在咱们累了主动背咱们的人，永远都是
咱们最亲爱的人。他是家庭的顶梁柱，是护航的军官。但是
他们是人，不是神。七尺男儿也有脆弱的时候，咱们这些作
儿女的可曾想过为他做点事？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从
《背影》中，我看到了我父亲为我操劳的样貌，看到了一个
父亲的伟大。

朱自清的《正义》，是我感触很深的一篇文章。读完后，我
也不禁想问：人间的正义到底再哪儿？朱自清说，正义在人



们心中。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有些人口口声声地
把“正义”二字挂在嘴边，呼吁人们要做正义的事，要做正
义的人。但是暗地里却在做着罪恶的勾当，就像有些官员受
贿，他们这天收这个的钱，明天收那个的礼，在自我的职位
上疯狂地敛财。这种人面兽心的做法是遭人唾弃的。也许，
少部分人心中仍存有正义，但是那也许将会被现实吞噬。从
《正义》中，我看到了现实社会人心的真假难辨，看到了虚
伪。

……

朱自清笔下的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园的月光，或
是秦淮河的夜景，都被他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欲达夫说：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那一种
诗意。”可我却觉得，朱自清是诗与散文的完美结合。

在品位经典时，我读到了一个伟大而又细腻的朱自清。

蚕妇读后感篇七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
法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
仍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前一段时间，老师让我们读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我读了一
本她早些时间出版的《成长的痕迹》。老师还真没选错书，
这本书确实让我深有感触。

读完席慕容的前几篇散文，我心中不禁油然而生对亲人的思
念。她前几篇散文写的是对从前的记忆，都写出了自己对远
在他乡的母亲的思念和对已故奶奶的不舍。作者用一些很短
小的事通过细致的描写把那份感人的亲情充分、实在地呈现
了出来，她那份对亲人无比的真诚打动了我。这不禁让我想
到我自己的母亲，在家里她是在怎样地关心着我、无时无刻
地牵挂着我呢？想到这儿，我心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突然
振奋起了精神，就像为了我自己的母亲。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要幸福快乐地活过每一天！用成绩回报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越往后，对青春对时光的不舍就越多，深奥的哲理体现得也
就越多。有一篇名叫《荷花七则》的散文，作者就通过她开
画展后发生的一件事表达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她的一位朋
友看完她的画，十分羡慕她的生活。可席慕容的微笑消失了！
要知道，完成一副画是需要多少心血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哪
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呢？席慕容当时的感悟真让我
的心灵受到一次洗涤，她的用词十分自然、恰当，每一个字



都沉重地抨击了我以及每个人心灵中的那些“邪念”。“选
择了这样的生活，我并不后悔。我悲伤的只是，为什么很多
观众都喜欢把画家当作是一个天生异禀的天才，却不肯相信，
在这世间，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或潇洒可以换得来的。”每
读完这篇文章，那颗浮躁的心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平静。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散文。特
别喜欢她写的亲情，抒情、真切、含蓄，并为之深深感动。
《目送》描写的是目送孩子的成长，目送父亲的远去。

古人云：四十不惑。人过四十后，经历过许多次的生老病死
的场面，再读《目送》这类亲情散文，感悟很多，特别是
《目送》中的：“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
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
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
必追。”人在生命的路途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平静中透
露着的哀痛，让人不甘又无奈。永远记得儿子在第一次拿到
学习成绩单时的情景，手拿奖状，在人群中急切地寻找我地
样子，那时的我就是他的天；大学四年，每次打电话时，即
便是在脚骨折卧床时，他的声音是欢快的语调，第一句话永
远都是“妈妈，我很好！”我很感谢儿子的孝顺，但心里也
明白，儿子长大了，能自己担待所有的伤痛，对父母的依恋
会越来越少，每每想到这，那种酸楚而又心存喜悦的无奈，
瞬间会填满我整个胸膛。

读《目送》会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送父亲走时的那种撕心裂肺
的哀痛，也会想到了每次回家看母亲时，母亲那欢愉的目光
和不停叨唠的话语。世间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后还是沉
寂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目送》所描写的都是人们所经历
的，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读《目送》总有想流泪的感觉，
为逝去的或正在远去的亲情，挽留不住的是匆匆的生命脚步，
能留下的就是记忆；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
度不是挽留，而是珍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



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
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蚕妇读后感篇八

我热爱书籍，因为读书仿佛是与高尚的人在对话，我从中获
益匪浅。我仰慕名人严谨的逻辑与细腻的情感，在他们的作
品中，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或喜，或悲。在阅读
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已经变成了作家的血液，在迅速流动，
贯穿每一个角落，而那些文字仿佛变成了细胞，在我的血液
中遨游。我喜欢这种感觉，可以说是迷恋，而令我感触最深
的便是周国平。在他的世界里，我深深沉迷。

周国平的散文极为细腻，富有哲理。但是现实生活中，命运
仿佛对他不公。他女儿出生不久，刚开始牙牙学语，便夭折
了。为了表达自己的悲痛、自己的遗憾、自己对女儿的爱与
祝福，他写成了一部回忆录。我们可以想想，当周国平面对
病床上只会喊“疼”的女儿自己却束手无策的时候是怎样的
感觉。“心非木石岂无感”，一般人已经临近崩溃了，何况
是心理如此细腻的他。他内心深处将会泛起多大的波澜？面
对自己的至亲至爱，他内心将会承受多大的打击？不知有没
有资格，我想说：“我懂”。

在他的散文中，我懂了许多的道理与哲理，他有许多作品都
劝勉大家人生要有执着的精神。他说悲观只是一时的，人生
总要执着。执着会拯救悲观，执着在人生中有着很重要的作
用，它决定着人能否有机会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生命需要执
着，是的，任何生命都需要执着。执着是成功的最基本因素。
他说悲观主义是一条错误的路，冥思苦想的人生是虚无的，
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反而失去了生命的乐趣。但是
他也说，并不能一味的执着，这样也会离智慧越来越远。当
时，我还不懂。

我不理解他的那句话，但是我后来明白了。一个人不能一味



的执着，这样便会产生悲观，悲观的心理产生愈多，就愈不
能执着。这怎么办呢？他说就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让他去
执着，不顾一切；另一个则现实，让现实去生活，让执着去
追求，超脱一切，变得忘我。

悲观，执著，超脱，三种因素始终存在着。那便是我心中的
周国平。在他的世界，我深深沉迷。

蚕妇读后感篇九

一个蓝色的橡皮泥萝卜，摆在桌前，预示着自我未满足的童
年。你也许会说：“萝卜不是红色的吗？怎样变成蓝色萝卜
呢？”如果你想明白答案，就来读一读毕淑敏的《蓝色萝卜》
吧！

萝卜和童年，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却在作家的神来之
笔下，显得密切相关，人的一生有几个童年呢？答案永远只
会有一个——1个童年。这篇文章中的一位母亲，只因为自我
的虚荣与粗暴，夺去了自我孩子的仅有童年，请家长扪心自
问，自我的童年是否过的愉快、无忧无虑呢？对于我来说，
一个初中生来说，童年是遥远的、是梦寐以求的，在我心中
它是比金钱贵万倍，可是它已离我而去。

毕淑敏是一位感性与多情的心理学者，在文章中，她通常将
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使我对她的作品爱不释手，这篇
便是我的最爱。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文章中孩子被拿走橡皮泥时的情景，但他
那时的心境我完全能够感受，仅仅因为一个“孝”字，他就
能忍痛割爱把自我的最爱抛弃了，但他的母亲没有想到，正
是因为此，孩子的童年被剥夺。

我相信，上亿孩子中，有60%~80%的孩子的童年被家长所剥夺，
我从小就被父亲所学习我毫无兴趣的东西，等我在一次比赛



中失利了，父亲从不安抚我，反而责骂我，试问，对一样毫
无兴趣的事物，你怎能打起精神去学习，更谈不上去比赛得
名次了，从小我便喜爱画画，妈妈极力赞成，可是因为“学
了没用”的理由将我去培养毫无兴趣的滑冰！就在今日，我
下楼去锻炼身体，看到一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孩童和父亲无忧
无虑地玩耍，家长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孩子的脸上绽放着欢
乐，这场面让我羡慕不已，竟在一旁发起了呆。再次读了一
遍毕淑敏散文，我仿佛沉浸在母爱的怀抱中舒适不已。

散文的`大门为你开着，所有的感动与温柔，尽在你翻开的一
瞬间。愿你把握今日，展望完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