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筝读后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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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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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风筝读后感篇一

不断，不断，延伸。

风筝，就好象一位天使般的信使；亦好象一个信使似的的天
使，它传递着美景和愿望；联系着人间和天堂。我联想这其
中的故事也一定是美好的。

《追风筝的人》讲述了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他父
亲仆人儿子哈桑之间的友情故事，作者并没有很华丽的文笔，
她仅仅是用那淡柔的文字细腻的勾勒了家庭与友谊，背叛与
救赎，却给我以震撼。

当仆人哈桑－－阿米尔最好的伙伴，被其他富家少爷围困在
角落里施以暴力时，阿米尔－－哈桑最信任的朋友，却蜷缩
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注视，直到泪流满面却仍不敢挺身帮助
哈桑时，我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可命运的指针并没有停止，阿米尔因为懦弱而极端害怕直至
惭愧不已，无法面对哈桑。最后甚至栽赃他，让他永远离开
了这个家。到后来阿米尔获悉哈桑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
时，悔恨与伤痛纠结。

当中年的阿米尔偶然得知哈桑的消息时，他却不顾危险，前
往家乡阿富汗，开始了救赎。但时间是可怕的，因为它可以
让一切都改变。终于回到家乡的阿米尔，目睹了家乡的变化，
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同时也见到了儿时的老管家，见到了



荒废的家，也得知了哈桑的死讯。

哈桑死了，阿米尔的救赎却没有停止，哈桑唯一的儿子索拉
博落入了阿米尔儿时的宿敌手中，儿时的懦弱和愧疚缠绕着
中年的阿米尔……，一场救赎再次开始。

为什么生活在如天堂般的美国，远离硝烟弥漫的阿富汗，阿
米尔仍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愁绪，仍然想着那个令他魂牵梦绕
的故土，是哈桑，那个最忠于他的奴仆，不，是童年的伙伴，
是他最愧对的人，让他的心灵永远处在忏悔与不安中。也许
故事的结局并不完美。故事的结局，索拉博的不语和沉默以
及放风筝时他的笑，让我感到一丝悲伤，却也有如负重释。
因为阿米尔追过，救赎过，勇敢面对过。也许有些许苦涩与
酸楚，但人生就是这样，犯错，错过，再用一生来挽回。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阿米尔，都在不断追寻那早已消逝的
哈桑，或而失望，或而欣慰，或哭或笑。人生也许就是在不
断怀念和追寻过去中度过的，我想：书中的情感不仅仅是亲
情，不仅仅是友情，只要是能够沉下心来阅读的人，都会被
其中直指人心的情感打动，也会从中折射出自己曾经有过的
心绪，比如伤害别人时的快意和犹疑；危机关头的懦弱无助；
亲人面临危险时的慌乱无措；爱情乍到时的浮躁不安；失去
亲人时的悲伤孤独；应该担当责任时的自私推诿，以及时常
涌上心头的自责、自卑和赎罪的冲动……这样的情感没有任
何的虚伪做作，是一个人在面临变化的那一刻来不及思索的
真实反应，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最私密的扪胸自问。胡赛
尼的笔犹如一把尖利的刻刀，将人性的真实刻画得淋漓尽致。

书的后半段写得是主人公心灵的救赎。他费尽周折找到了哈
桑的儿子索拉博，追到了心中漂移已久的风筝，重新成为一
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生活的大门终于又向他敞开了。阿米
尔的结局，相比较而言，是幸福的。他终于明白了彼此的意
义－－以生命为代价。



但是，风筝就是风筝，它的天职是飞翔。我不知道在天空中
飞翔的风筝，是天使；而落了地的风筝，却是魔鬼；落地风
筝就是那经过世俗浸染过以后的人性。

读完这本书就像品一杯茶，有一点点苦涩，但其中的甘甜让
我回味良久。

其实人生不正是一杯茶吗？

风筝读后感篇二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赛尼写的,他原是阿富
汗人,后随父亲迁往美国,本书几乎是他的亲身经历,他立志拂
去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
人，《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书，
里面的感情很细腻，真真做到了他想要表达的，甚至更多。

《追风筝的人》讲述的是12岁的阿富汗少爷阿米尔和他父亲
仆人儿子哈桑之间的友情故事，作者也并没有用华丽的词藻
来修饰，他只是用很平淡的语气，很简单的语气，但却描绘
出一个带来人心灵上的伟大震撼的故事。12岁本该是一个快
乐的时期，事实上在风筝比赛前啊米尔和哈桑是这样的，但
是在那一天，在哈桑以为他最爱的最好的少爷会来救他时，
阿米尔却应自己的懦弱而默默蜷缩在角落里注视着，等待着
哈桑被其他富家少爷的施暴和侮辱结束，阿米尔一直无法原
谅自己对哈桑的背叛，但是哈桑却对阿米尔一如既往，即使
以后美国和阿富汗爆发战争，他还是依然坚守在那座粉红的
老房子里，即使是被美军用枪指着脑袋还是不肯退缩。他是
一个这么单纯的人，仿佛永远都是12岁的那个少年，不曾因
为时间而改变什么。

后来，当阿米尔知道哈桑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时，他痛
苦并悔恨交加着。他在听到哈桑的消息时，不顾一切即使那
时阿富汗还在战争中，他毅然回到了他的家乡，踏上了他的



救赎的旅途。在他和哈桑在一起的日子里哈桑永远用他那双
如黑宝石般晶莹的眼仁跟他的小主人说:‘’为你，千千万万
遍。‘’回到家乡的阿米尔，看到了荒废的家，看到了战火
纷飞，看到 了人们为躲避战火的艰辛，也看到了儿时的老管
家，得知了哈桑的死讯，但是哈桑的儿子---索拉博却被阿米
尔儿时的宿敌抓走了，命运有时就是这么奇怪，绕了一圈，
有些人谢幕了，可是该面对的仍然还在，每个人都需将自己
的戏份演完，于是阿米尔毅然决然的去救索拉博，以生命为
代价。

索拉博这个饱受苦难的孩子，几乎失去了一切表情，只有在
说起阿米尔和哈桑儿时的玩具时才会有所反映，但是这又有
什么呢，阿米尔将用他的一生来爱这个孩子，这是他一生的
救赎。作者用他那平淡细腻的文笔挥洒出书中种种的亲情，
友情，勾勒出人性的本质和救赎。而哈桑坚定清澈的眼神透
过了另一个少年的眼瞳传递给阿米尔，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一遍一遍的在说着"为你，千千万万遍'。犹如一首交响曲不
断回想在另一个少年的这几十年来一直不断收到煎熬和拷问
的灵魂。

作者的笔犹如一把尖锐的刀，将人性刻画得如此真实而残酷，
又或是因为真实而残酷，但是却又让人莫名的感动。书中对
感情的描写有时会被自己带入现实中，折射出自己内心的情
绪，让人无处可逃。例如对别人信任时的回复，面对亲情的
欺瞒时的痛苦和恼怒，危急关头的抉择和慌乱，失去亲人时
的无助，悲伤和孤独，伤害别人时的犹疑和内心的谴责，赎
罪时的愧疚…这些情感当他们来临时有如潮水不可抵挡，显
示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让我们无法辩驳，真实细腻到让人
有如亲身经历，不可遗忘。

也许结局并不完美，并不让人满意，可是这却是最真实的，
最好的，阿米尔的救赎并没有结束，人们不在索拉博的未来，
但是阿米尔会照顾好他的不是吗？风筝承载着他的童年，现
在或许也将承载着另一位少年的童年，追风筝的人，就像我



们追逐自己的梦想一样，有时我们必须为了自己的伙伴披荆
斩棘，勇往直前，有时我们必需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去救赎，
有时我们必须为了自己的幸福在痛苦中寻找希望。

你们的风筝里又将承载这什么呢，爱情，亲情，友情，梦
想…无论什么，它都是我们最珍贵的风筝。

风筝读后感篇三

从翻开这本书开始，一直就觉得故事中隐藏着让人透不过气
的难过，整篇小说都是以一种压抑的感觉写的，可以看的出来
“我”一直在为过去所干得事而后悔和难过，阿米尔对于哈
桑的歉意也许不是我们能够体会的，但阿米尔却是一直煎受
着折磨，确实，对于他一个在当时只有13岁的孩子来说，那
样的事情他不会处理，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想再让自己受折
磨，而这折磨的根源就是哈桑，和哈桑那为他而愚蠢的奉献
精神，他觉得只要将哈桑赶走，永远不出现在他眼前，他就
不用在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但他，当时的他却不知道那错了，
如果他没有在当时及时的承认错误，他真的会后悔，忏悔一
辈子，这样的悔恨也许将陪着他一起走进坟墓，他将无法释
怀。

从“我”的角度来描写哈桑所为“我”受的苦难，更加让读
者觉得切身体验，小说中，我们一直是从“我”的眼中看的
哈桑，那样一个为了阿米尔少爷肯认命，付出一切的小孩，
也许在他的骨子里，也许他与身俱来就被教育成了那样的性
格，我最感动的是哈桑对阿米尔说“为你，千千万万遍！”
这样的话能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口里出来，真的是让人揪心
的疼，一直到了后来，他心中一直爱着的阿米尔少爷不再理
会他并且还不断的在他的伤害他，他都没有背弃他，一直护
着他，原谅我，我真的被这孩子给震撼了，为他我一直觉得
心里挺难受的，总觉得嗓子里有东西卡住了，让我有点哽咽。

故事的后来还在继续，阿里和哈桑一起离开了，接着俄国占



领阿富汗，阿米尔和爸爸也被迫离开，离开了故土，踏上了
去往美国的路，后来他和爸爸也一直在美国生活，并且他在
美国还娶了妻子，有了安定的生活，只是爸爸去世了，阿米
尔的爸爸一直是一个铮铮的铁汉子，我一直这样看到。

很多年后的一通电话把阿米尔又重新召回了阿富汗，回来时，
他带了一个孩子，那是哈桑的孩子，哈桑已经死去了，但那
个孩子和哈桑一样，像是以前的哈桑一样，但唯独少了一样，
就是不再微笑了，眼神一直那样的空洞，那个孩子一直悲伤
着。风筝，又是风筝，一次偶然的'放风筝得机会使得那可怜
的孩子轻轻的拉扯了嘴角，其实不管那孩子经历了多少，他
永远也只是个孩子，就该简单的生活才对。

小说的结尾又提到了风筝，从风筝中来，又回到了风筝中去，
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很多年前，哈桑为阿米尔追风
筝，“为你，千千万万遍”，很多年后，阿米尔为哈桑的孩
子追风筝，“为哈桑，千千万万遍”。

风筝读后感篇四

个人认为《追风筝的人》是我大一下学期看过的最好的一本
书。很幸运能读到这本书。细腻的写法、真挚的感情、自私
的人性……这些都汇于字里行间，情节跌宕起伏。

初读这本书时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诧异与沉重等心情，故
事开头，我为阿米尔感到羞耻，我气愤的是阿米尔居然如此
对待忠诚的哈桑，但在我痛恨阿米尔的同时又非常同情阿米
尔自责的心理。哈桑的灾难使阿米尔活在无限的自责中。甚
至将自己羞耻的情绪倾泻给哈桑，用冷漠将忠诚、可怜的哈
桑父子逼走。

幸好，生活并不是总给你苦果，她会时不时抛出些甜头，让
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而对于阿米尔心
灵救赎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哈桑留下来的宝贝——索拉博，



阿米尔不惜葬送生命而勇敢的将索拉博从“魔鬼”手中抢出
来。可怜脆弱的索拉博经过一系列经历后开始接受了这
个“阿米尔老爷”，但这个老爷却又禽兽把他扔进了黑暗，
幼小而饱受摧残的心灵最终麻木了，眼神黯淡，像是一个行
尸走肉的、被人抛弃了的玩偶。

最终，结尾回归升华主题。阿米尔用“风筝”重新让索拉博
苏醒了。

最后选取书中的一段话“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亲情、
友情、爱情，也可以是政治、善良、诚实。对阿米尔来说，
风筝隐喻她人格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她才能成
为健全的人成为他自我期许的阿米尔。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风筝，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勇敢地追。”

风筝读后感篇五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文章深沉厚重，体
现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关注社会的情感。

《风筝》是鲁迅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回忆自己儿时残酷
地将小兄弟的风筝弄坏的事情。鲁迅先生的本意是通过这件
事来揭示旧的伦理道德下的社会面貌，从“我”对兄弟家长
式的管理，反映出神圣的长幼尊卑秩序是何等残忍，愚昧无
知。

文章由回忆引起，看到风筝，“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引
发了作者的记忆深处的往事。自己不爱风筝，甚至“厌恶”
风筝，“以为这种没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艺”，看到了小兄
弟因风筝而“惊呼”“高兴得跳跃”，认为是“笑柄，可鄙
的”——这些情感导致了他接着下来对小兄弟的一次精神虐
杀——当“我”恍然大悟，发现他偷偷地做风筝时，“愤怒
地”“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
了”，面对“我”的“傲然”，小兄弟先是“很惊



惶”，“失了色的瑟缩着”，最后“绝望地”留在小屋里。
这些人物描写，仅寥寥无几，就刻画了人物的个性特点，神
情呼之欲出。“我”为兄长，小弟“多病，瘦得不
堪”，“论长幼，论力气，他都是敌不过我的”。所以当自
己骄横地踏碎他的梦想时，他毫无反抗之力。

作者简约的几笔，就将他进行正当游戏的愿望遭到虐杀后，
那种惊惧、绝望的心情，极其形象地揭示了出来，这些描写
完全符合儿童的特点。与小兄弟的形象想对照，突出
了“我”的粗暴、兄长的威严。

每一个孩子都有爱玩的天性，让他自由自在，就像蓝天下飞
翔的风筝，不要扼杀儿童的天性。

风筝读后感篇六

鲁迅先生的《风筝》描写的是：“我”不允许弟弟玩风筝，
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待“看了一本外国的
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后，对自
己的粗暴深深的懊悔，同时，也折射了旧中国教育存在的问
题，希望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儿童精神不被虐杀。

在那个很多年前的北京的冬日，鲁迅独独不喜欢孩子们喜爱
的风筝，他认为那漫天飞舞的美丽风筝是孩子的庸俗和无知，
以至于讨厌起来，对此更是不屑一顾，看到之后的感觉是鄙
夷，对此所不齿的。当还是童龄的弟弟看着那些可以带着灵
性飞上天空的鲁迅的讨厌物时，鲁迅给弟弟的是长辈的控制
和教训。

但是正如“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样的，弟弟在那个破落的隐
秘地方用心做着“叛逆”的风筝，那只漂亮的、经过弟弟呕
心沥血的作品在即将完成的时候，碰到了鲁迅，鲁迅带着那
种不容侵犯的长辈尊严将那只可以飞翔的翅膀折断了，而且



是怒不可遏。在文中鲁迅描述到弟弟见到他的表情：“他向
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他很惊惶的站了起来，失了色的瑟
缩着。”读到这里，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可怜、惶恐的孩子
的脸，那是一张多么期待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童年快乐的脸，
而那个美丽的梦在一阵惶恐不安中被折折，那是一种怎样的
心痛阿？那种心痛是一个已不生活在童年的成年人所能体会
的到的吗？那是在夺取了一个孩子渴望已久的美丽的梦的残
忍，那是在占领一个孩子的美丽的心灵啊！弟弟惊呆了，因
了这些，所以才有了这一番的令人默然震动肝肠的痛苦。

终于，鲁迅懂了，他在多年以后懂了那个本该属于弟弟的梦，
那个我们用成年人的眼光看似可恶的美丽！他感觉到了那种
愧疚是对自己的惩罚，他要惩罚自己了。向弟弟谈起那件事
情，而弟弟却以“不曾记得”的态度来抚慰着哥哥的愧疚之
心。这就是弟弟的善良，这就是弟弟对于哥哥的理解。

我读到了这篇文章中弥漫的淡淡的哀伤和惆怅。这种惆怅从
看到天上飘的风筝时已被勾起来。然后记忆回溯。许多人回
忆起童年，多是阳光灿烂的。因为那时简单，还不懂得人情
世故。然而作者为何会想到自己无心所做的一件错事？这件
事在别人看来，或许能够轻描淡写地归为淘气。而他却以为
自己是进行“精神的虐杀”了，心里时常有着很沉重的愧疚。

童年时所做的事情，对一个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有的人一
生不断摒弃弱点，逐渐发展起健全的人格；而有人却为童年
的遭遇深刻地影响着，这种影响或成为性格上的缺失，或成
为心灵上沉重的包袱。

身为一位中年人的鲁迅，为着二十年前的旧事而内疚。他一
定善良，并且足够敏感。这是一种良心上的自我指责与修正。
这种不断的自省使他走上正确的道路，也使得他的人格愈发
高尚。思绪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学生。孩子们有的时候
以为可以和老师、父母分享的快乐，而在我们大人的眼里是
多么的不成熟，以至于让他们用天真所换取的是斥责和不屑。



所以，课堂上、课堂外，学生们看老师的眼神变了，他们认
为老师和自己再也不是同路人，老师是不能和同学们一起跳
绳、投沙包和疯跑的人，老师就应该有个老师的样子。

风筝读后感篇七

苏教版小语六年级下册《理想的风筝》这一课描写介绍了刘
老师顽强，对生活热爱。非常适合学生读。但是我觉得更适
合我们教师来读。因为这篇文章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生命教育
的先行者（刘老师）：他热爱教育事业，他有自己的理想
（教好自己的学生）。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课堂上顽
强地用知识教育学生，在生活中用顽强不屈的意志力影响学
生。刘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当一个老师既要教会学生知识，
又要教会学生做人，教会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刘老师
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下面我们就来读读文章：

一、刘老师的理想

刘老师的他的理想就是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做人，让每
个学生都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刘老师是个残疾教师，为
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他要付出常人几倍的努力，他要克
服别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但刘老师做到了，他用他那顽强的
生命克服了一切困难，实现了他的理想。

二、教知识，课堂上放飞“理想的风筝”

刘老师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他克服残疾带给他的困难，
不断地站着，不断地旋转着，不断地板书着……他这一切都
是在为了让学生们尽快成才，他这一切都是在朝着自己的理
想而努力着。同时他还向学生们展示了什么叫顽强，什么叫
生命。



风筝读后感篇八

小时候的我最喜欢读课外书了，只要是有文字的东西都会伸
长着脖子看一看，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鲁迅的文章了。

今天写了一篇样稿，我又想起来了鲁迅的《风筝》，随手借
鉴进去。我很喜欢风筝，春天有风的时候，带上自己喜欢的
风筝来到空地上，让风稳稳地把它托到天上。看到它在湛蓝
的天空中变成一个小黑点，快乐的感觉在明媚的天气里也仿
佛飞起来了。此刻心中的惬意恐怕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

初次读《风筝》这篇文章，我诧异不已，原来鲁迅先生是不
喜欢风筝的，他在文章说：“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
不爱，并且嫌恶它，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
”玩具有很多种，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喜欢就不喜欢吧，
但是他说是没出息孩子所玩的玩艺，我就感觉哪里好像不太
对，总是说不清为什么。

今天在思考关于游戏的习作主题，再次想到风筝，再次想到
鲁迅先生的嫌恶。鲁迅先生的嫌恶还是不合理呀，那富兰克
林也喜欢玩风筝，还在雨天放风筝，最后发明了避雷针呢！
这完全是鲁迅先生的偏见呀！

从头到尾再细读《风筝》，鲁迅的小兄弟喜欢风筝，他十岁
左右，多病，还很瘦，买不起风筝，鲁迅也不让他放。“他
张着小嘴，呆看着天空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
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
高兴跳跃。”弟弟是多么喜欢风筝呀，但是，弟弟的这些行
为在哥哥眼中就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哥哥突然发现弟弟在后花园制作一个“胡蝶”风筝，
里面有竹骨、有做眼睛的风轮、有装饰用的红纸条，都快完
工了。鲁迅是怎么做的呢？“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
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



读到这里我感受到作为哥哥的野蛮和强悍，他在这里犯了一
个强加于人的错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也不允许别人喜欢，
这违背了大圣人孔子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弟弟年
龄小，他可以使用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意思，若是他碰到比自
己强悍的人怎么办？若是对方也强加给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该
怎么办？回想现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老师强
加给学生的，家长强加给孩子的，国家强加给个人的，每一
个都是那么强悍，那么嚣张，想起来真的让人窒息了。

当时鲁迅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等到他中年以后，常常懊
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希望弟弟能够宽恕自己的行为，能够
让自己好受一些，但是当他说起这样事物的时候，弟弟丝毫
没有印象了，反而惊异地笑着说：“有这样的事情吗？”听
了这样的话，鲁迅的心情更沉重了。小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
以为是鲁迅先生以为弟弟忘记这件事情而宽恕自己，自己心
里过意不去，所以才心情更沉重了。但是，最近鲁迅的文章
又读了一些，这个沉重并非我理解的这样的。

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可以看出，他小时候也
是充满童趣的，但是随着家境的破落，他过早成熟了。童年
的生活是艰辛和心酸的。弟弟是那么喜爱风筝，但是作为哥
哥却剥夺了他的爱好，于是大家都在一种没有快乐的氛围里
面度过了童年。让鲁迅后来悔恨的是，自己没有快乐了，为
什么还要剥夺瘦弱多病的弟弟的快乐呢？自己连宽恕的机会
都没有了，因为弟弟已经忘记了这些事情，所以他永远背着
这样一个剥夺别人快乐的负担了。

《风筝》中，弟弟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喜欢风筝没有钱
就自己做，好不容易找来材料快要完工的时候，被哥哥无情
地毁坏了，爱好被扼杀，理想被嘲讽，他应该是绝望和愤怒
终生难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哥哥准备求得宽恕的时候，
他早已忘记了这件事情。弟弟是受害者，但却不自知，这才
是鲁迅更沉重的原因。



弟弟身上有着阿q的影子，阿q总是喜欢容易忘记那些伤害自
己的人和事情，当伤害者表示忏悔的时候，被伤害的却忘记
了自己曾经是被伤害的，这里折射着人性的弱点，总是喜欢
遗忘。

也许《风筝》所描写的这些事情是虚构的，但是《风筝》中
给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鲁迅的文章值得我们一遍
一遍又一遍地读。还有两天，就是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了，
但是他的文章所折射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人性问题仍然还在
我们身边，一点都没有远去过。

风筝读后感篇九

不知什么原因，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给我布置了一份作业，
说老师让家长写一篇鲁迅先生的《风筝》读书笔记.我有些诧
异，老师的这是处于什么考虑呢，不管这个了，为了支持老
师的教学和帮助孩子的学习，就再当一次学生，写一次作文
吧，也不知是否读懂了鲁迅先生的《风筝》。

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不少，但竟没有读过鲁迅先生的《风
筝》。拿过儿子的教科书，很认真的品味着鲁迅先生的《风
筝》，渐渐的，渐渐的，我到有些心情沉重起来，也好像需
要得到宽恕；但同时，内心还激烈洋溢着对已故去的我的父
亲的深深的怀念和感激。

鲁迅先生的《风筝》,描写介绍的是：“我”不允许弟弟玩风
筝，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待“看了一本外
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后，
对自己的粗暴深深的懊悔，同时，也折射了旧中国教育存在
的问题，希望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儿童精神不被虐杀。

儿子上初中一年级，我也已经是不惑之年的人了。因为是一
名执业律师，不敢说自己是成功人士，但有时也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很成功，和朋友一块聊天时，风筝读书笔记 有时也



是眉飞色舞，炫耀今天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可从来
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今天的成功是父亲在我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我倾注大量心血了。今天，读了鲁
迅先生的《风筝》，才勾起我儿时的回忆。

父亲已经去世近十年了，在读鲁迅先生的《风筝》之前，从
没有回忆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要求严格，禁止我玩儿童
游戏的一幕幕，“有过这样的事吗？”现在我才朦朦胧胧的
想起来。

我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我在儿童时代，那时，我们的
国家还没有现在这么繁荣富强，根本没有电视，电脑。我们
的游戏是男孩子玩推圆环、玩琉璃球（农村叫“弹蛋儿”）
等等，女孩子就玩踢毽子、跳方等等。我不知道别人的玩具
是从哪儿弄来的，反正我什么也没有，后来，我找了一块非
常坚硬的青石头，用镰刀花了很长的时间，将石头剁成了一
个圆球，那可真像铁杵嚰针一样。我高兴极了，终于可以和
其它小伙伴一起玩“弹蛋儿”了，可不想就在当天，在放学
回家的路上，和其他小伙伴玩的正酣，被父亲发现了，怒道：
“这孩子，放学不回家写作业，怎么在这里玩个”。父亲不
由分说，气汹汹的捡起我拿心爱的“琉璃球”，狠狠的摔在
一块大石头上，顿时，我的“琉璃球”被摔得粉碎。看着我
刚刚玩热了的“琉璃球”成了这样，我伤心极了。心想：作
业，作业，整天让我写作业，为什么就不让我玩呢？为什么
要呃杀我玩游戏这个儿童最正当的行为呢，我怨恨我的父亲。

忘记了自己的儿童时光是否充满快乐，但现在回想起来，那
时父亲一味的督促我写作业，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是为了我
好，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一种亲情啊！我感觉到一种
温暖！

我已为人父，儿子的成长也摆在了我的面前。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这是每一个做家长的所期望的，不让孩子看电视，
不让孩子玩电脑，玩游戏，星期六和星期天还给孩子报各种



各样的班，逼着孩子学习，弄的孩子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
孩子一大堆怨言，可我们做家长的又有什么办法呢？社会的
飞速发展，需要的是有真才是实学的人，再加上我们国家的
教育制度，如果不付出十倍的努力，就不会考上重点高中，
也就不会考上重点大学，可这些都是以孩子付出玩的时间为
代价，以我们家长背着沉重的不理解的包袱为牺牲。说句心
里话，我们家长看着孩子为了学习，整天早出晚归，忙忙碌
碌，晚上写作业到深夜，看着孩子日渐消瘦的脸庞，我们的
心也如刀割一般，我们也是心疼，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
也有亲情啊！

也许，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回忆起今天我对他的严格要求，
就像我回忆起我的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一样，感觉到一种亲
情，感觉到一种温暖。更期望天下的父母不再逼迫孩子写作
业，还孩子们属于自己的儿童天性和儿童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