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模
板9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我们写心得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一

我很喜欢去看书，科幻片、童话故事、寓言书帮我产生了获
得和开心，《感悟母爱》这本书要我的内心遭受了明显的震
撼人心。

我喜欢这本书上的那一句话母亲的爱，这世界最纯真最不求
回报最杰出的爱，每时每刻紧紧围绕着大家每一个人，使我
们在爱的海洋里安心日常生活。当我们消沉落寞时，母爱是
宽慰那负伤内心的一股清泉，是大家迷茫时找寻的海港；当
我们春风得意时，母亲是灰暗角落的笑容，是大家最常忽略
的牵牛花；当我们远行上学时，母亲是那立在大门口的远眺，
是大家常常抱怨的挂念。它是一位文学家常说的。

对啊，母亲确实非常爱大家！

书里有无数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在其中，我印像深刻的是
疯娘。

一个身患神经病的女人被一个善心穷农夫收留，并干了农夫
的老婆，没多久后生了一个男孩。但由于农夫家太穷了，因
此，这位刚当上母亲的女人被轰出家门口，不管家人如何打，
她都死死地跪在大门口不动，由于她不舍得刚刚出生的孩子，
但最终還是含着泪水离开。



历经两年后，孩子上中了，家中的自然环境也罢了一些。全
身上下污浊，秀发乱蓬蓬的她返回了大门口，家人马上出去
迎来她，但她的孩子却反感她，由于她是个疯子！

尽管她不是一个平常人，常常闯祸，但她不气馁，明白效仿
他人干活儿。因为农夫要到异地工作中，给孩子送饭到院校
的活就理所应当落入她的的身上。从家到学校的新路曲曲折
折，长达20公里，但她却能意外惊喜一样的记下来。

第二天，隔壁邻居的婶婶跑到院校来告知孩子，孩子的母亲
昨天晚上没回家了，婶婶怕他出事了。因此孩子请了假，和
婶婶顺着山路找，总算在低谷下找到她。她静静的平躺着，
的身上的血已凝结呈灰黑色，身旁撒满了野桃，手上还紧紧
握着一个。

一位多杰出的母亲啊！她尽管是个疯子，但但凡为孩子办事
时她一点也不傻。除开母亲的爱，无法解释这类状况在医药
学上该如何破译。

回过头想一想，母亲承受痛楚生下大家，用心抚养大家，为
大家的吃穿住行考虑母亲为大家所做的一切一切不求回报，
只期待大家可以健康平安的发展，未来能变成一个刚正不阿、
善解人意，对社会发展我国作出贡献的人，而大家呢？一天
到晚看不上妈妈的讨厌，反感妈妈的唠叨，感觉妈妈这一不
太好哪个不太好的，母亲也仅仅个凡人，并并不是小仙女，
并不是啥事都可以保证十全十美。

全球文豪高尔基说：全世界的一切光荣和自豪，都来源于母
亲。杰出作家但丁也说：世界上一种最漂亮的响声，那就是
母亲的召唤。就连如今大伙儿了解的火爆歌星周董也在唱听
妈妈得话，显而易见，母亲的知名度有多么的大啊！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家也应当迁就妈妈，协助妈妈
做己能够及的事儿，去吧！一个小小姿势，一句小小问好，



妈妈便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使我们真心诚意的对妈妈说一
句：妈妈，我喜欢你！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二

看着《感悟父爱》这本书，我好几次留下了眼泪，里面的故
事真的很感人，道出了爸爸所承受的痛、无私和儿女的不孝、
小肚鸡肠，《感悟父爱》读后感。

其中一篇故事讲得是：中原有一户农家有一个顽劣的子弟。
不但读书不好，而且跟那些狐朋狗友打架惹事，偷鸡摸狗。
父亲是一个忠厚的庄稼人嘛，忍不住呵斥了他几句，儿子直
接拎起菜刀，将父亲的右手砍去了。老人捧着受伤的右手倒
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读后感《《感悟父爱》读后感》。而
儿子却看都不看一眼嘛，扬长而去，从此生死不明。

这是乱世。儿子回来时，已经成为一个大将军。起豪宅，置
美妾。为了讲点面子，将老夫安置在后院。却一直冷漠，张
口闭口"老狗奴"。邻人都道："这种逆子，雷怎么不劈了他?"
也许那儿子真该遭到报应，一日，他的仇家杀来，所有人都
逃得光光的，眼看他就要死在刀光之下。突然，他的老夫从
后院冲了进来，用唯一的、完好的左手死死地握住刀刃。他
的苍苍白发，他不顾性命的悍猛连刺客都一惊。老父便大喊：
"儿啊，快跑，快跑."从此，老人双手俱废。

三天后，逃亡的儿子回来了，他径直走到老父面前，深深地
叩下头去，含泪叫了一声："爹--"

也许父亲最感动的就是这一刻吧，他等了那么多年，终于等
到了这一声饱含着真诚、愧疚还有爱的声音。一刀为了他，
另一刀也为了他，只因他是，他的儿子。看到这一句时，我
忍不住流下了泪水，想起老人用唯一一只完好的左手死死地
握住刀刃时，他当时手上的痛比不过担心儿子生死的痛，这
位父亲不计前嫌，儿子无论怎样对他，他都无怨无悔。这可



是令人最感动的呢！

想起平时对爸爸的种种表现，真的是太惭愧了！平时爸爸在
我不听话的时候打我，我就在背地里骂他；爸爸不肯给我买
东西的时候，我就死皮赖脸的要；爸爸不陪我玩，我也就不
理他；爸爸出差时，我也很少给他打电话.不知爸爸有多难过
啊！呜呜呜，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后悔了！

看了《感悟父爱》我一定要对爸爸好啊！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三

在看《小团圆》之前，并未看过什么她的小说。而我所知道
的张爱玲，也只是那一个与胡兰成有着旷世绝恋的人。

直至买回这本书，翻开前言，看到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
朗先生写的话，才明白这本书的男女主角有着胡与张二人的
影子，也有些张爱玲自传体小说的意味。

与我想象的不同，张的笔触细腻，且没有什么繁重的描写。
只是我觉得文字有些隐晦——自然是要隐晦的，当时张爱玲
并不想让别人看出文中的“邵之雍”就是胡，而 “九莉”就
是她。一开始时，我认为一二章有些生涩，有些不明所以，
读起来有点吃力——或许是还没有习惯张爱玲的笔风，也或
许是因为里面人物框架太大。

但之后便开始感觉顺畅——也需要读书人的全神贯注。

好笑的是，《小团圆》共十一章，我看到第三章时才发现，
第一章就已出现的人物“蕊秋”——我本以为她与女主角九
莉同龄——其实她是九莉的母亲。我对我的后知后觉哭笑不
得，只能在心里喊一声“天哪。”张爱玲并没有明确说明蕊
秋与九莉的关系，并且九莉一直称她母亲为二婶，醒悟之后
只觉自己该重新看一遍《小团圆》了。



自然，《小团圆》有她出色的地方。

有一次去朋友家，翻她买的小说，才看了开头便知结尾了，
早已没了读下去的兴致，这时莫名想起《小团圆》，《小团
圆》吸引我，它让我想接着读——这是神奇的一点，尽管我
不知道原因。

看到《小团圆》最后一页时，我发现结尾和开头是同一段话，
读起来感觉奇妙又特别。

我想，我需要多看几遍《小团圆》才会明白其中的某些东西，
而这本书值得我一读再读。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四

珍惜生命就要珍惜今天，活着就要欣赏自己的优点，找出自
己的长处、缺点，认真体会深刻每一分钟，精彩每一个机会，
活着，就要心存阳光。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坚强的幼芽；生命是悬崖峭壁而从未有
过屈服与放弃的老松？？在万物复苏的瞬间，生命是力量志
意志的结晶。生命，需要的是奋进搏斗，需要的是无私奉献，
生命是真实的行动，生命是无畏的远程，是不断的跋涉。生
命是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充实自己。生命就是奇迹。

正因为生命的脆弱，所以我们要去珍惜它。象诗一样自下而
上的灵魂—张海迪姐姐就是我们的榜样！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海迪5岁时胸部以下全部瘫痪，但在残酷的命运
面前，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无数次
命运的严峻考验，对人生充满信心。她在家里学完了中、小
学全部课程，编著了《轮椅上的'梦》等书籍，成为中国第一
位坐着轮椅的哲学硕士。海伦·凯勒的一生为人们树立了与
命运抗争的榜样！她在找到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
全世界！



生命是一条崎岖的路，路上有荆棘、沼泽，孔有鲜花和掌声。
用爱充盈生命，就是无憾、美满的人生。挫折是人生中不可
去除的障碍，一个勇敢的人，应该将每一次挫折看成是命运
对你的考验。在洪战辉的身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克服挫折和
苦难的力量地，怀着感恩和快乐的心，用爱感动着每一个人。

还有一篇文章让我知道成功点勇气。哥德曾说过：“你若失
去财产，你只是失去了一点儿；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失去
了许多；你若失去了勇敢，你就失去了全部。”

当你需要帮助时，别人帮助了你，这时你要有感恩的心。 我
们应该感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点缀了我们生活
的精彩。世界因为有爱而就得更加美丽。母爱无疑是所有的
爱当中，最平凡却又最伟大的一种。疯娘中的主人公因为有
这样的娘心里觉得很耻辱，担下面的两件事却让我深受感动：
一天，下雨了，娘来为“我”送雨伞，一路摔了好几跤，衣
服都脏了，因为同学学娘的样子，“我”和他打了起来，娘
就去帮“我”，最后把他扔进学校门口的水塘里；当疯娘把
几个野桃给“我”送到学校，“我”说挺甜，因为“我”的
一句话，娘失去了生命。我觉得疯娘虽然有些傻，但也懂得
爱！创造了母爱的奇迹！

生命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相对的坚强；生命没有绝对的自
卑，只有相对的能力；生命没有绝对的美丑，只有的灵魂位
置。感悟生命，感悟奇迹。生命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可贵
的。

什么时候都不要用死亡来对待自己，惩罚自己，自杀不是一
种解脱，而会给亲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

大的挫折，但是她热爱生命，认真地度过每一天，生活将永
远阳光灿烂！

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生命中所要战胜的最大敌人—自己。



不开心只是和自己过不去。还不如把生气和埋怨的时间省下，
在愉悦的心态下完成作业。学习的时候开开心心，玩的时候
开开心心，真是一件好事。自然提高了生命的质量。

生命仅有一次。把握现在，拥有将来！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五

我一口气读完了《感悟父爱母爱》这本书。在这一个月的日
子里，这本书每天中午、晚上陪伴着我。每一篇文章、每一
个故事，真的让我懂得了好多好多。

有天晚上，我听到厨房里声音，就出去看了一眼，哦，是妈
妈在蒸梨。我很奇怪，问妈妈：“妈妈，你在干什么呢？”
妈妈回过头来，已经满头汗水。“你这几天有点儿咳嗽，我
给你蒸个梨。”妈妈一边说一边忙着。我又问：“你不是刚
干完活吗？”妈妈说：“再累也得给你蒸个梨，不然，咳嗽
严重了就麻烦了。”

从小时候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母爱。也知道那是，我才
真正发现妈妈头上的汗珠是那么纯洁，那么明亮。

梨蒸好了，妈妈叫我去吃梨，我吃了两三口，随口说：“挺
好吃的，比以前做得都好吃。”我实在没想到，就这么一句
话，让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对妈妈太疏忽了。

这次数学小测试，我拿了全班第一。一回到家，我就迫不及
待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妈妈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自
豪。第二天中午，我给妈妈打电话，妈妈高兴地说：“孩子，
我给办公室的叔叔、阿姨说你考了全班第一，他们都说你了
不起。”我就那么一次第一，都让妈妈那么重视，我明白了
妈妈对我的期望是那么的大，而我却老是让她失望。



还有一次，我拿着卫老师发的优秀作文奖状回到家，竟给妈
妈一个惊喜。妈妈说：“婷婷，你的作文一直不好，这次拿
了奖状，说明你进步不小，以后继续努力！”到了晚上，睡
觉的时候，妈妈和我开了几个玩笑，妈妈真是用心良苦。

还有那一次……

在这里，我想送给妈妈一首诗：

花儿因为有土才会鲜艳；

小鸟因为有家才会安全；

家里因为有你才会温暖；

送你天天开心，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

这小小的诗句，别样的情感，希望妈妈能够喜欢。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六

自从读完《感悟母爱》这本书，就觉得母爱是伟大的，是无
私的。母亲为了我们能安心学习，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日
夜操劳，四处奔波。为了我们，她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教育
我们。这才让我们明白：母爱是人世间最美、最彻底的爱!

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
是母亲，这种爱就是母爱。母亲是伟大的，沐浴着母爱的人
是幸福的。在母爱的支撑下，母亲富有超常的坚韧和超常的
牺牲精神。这种超常的精神和意志，是我们得以进步的原动
力。母亲的爱就像春天的燕子为我们衔来醉人的春光;母亲的
爱就像汩汩流水，时时滋润着我们幼稚的心灵;母亲的爱是一
曲深情的乐谱，为我们弹奏出最动人最灿烂最纯真的音韵;母
亲的爱是上苍给予我们最丰厚的礼物，最甜美的甘泉。母爱



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即使在最黑暗的角落，母爱也放射出
最耀眼夺目的绚丽色彩。

曾经在书上看到一则故事：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母亲不
断疼惜呵护弱智的儿子，担心着儿子第一次坐公共汽车而受
到惊吓。“宝宝乖，别怕别怕，坐车车很安全。”——那母
亲口中的宝宝，看来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乘客们都用非
常崇敬的眼神看着那浴满爱的光辉的母亲……那对母子下车
的时候，车内一片寂静，司机先生也表现了平时少有的耐心，
等他们完全下妥当了，才缓缓起步，开走。乘客们 都还向那
对母子行注目礼，一直等他们消失在街角。

我想，如果人人都能用如此崇敬的眼神看自己的母亲就好了。
可惜，一般人常常忽略自己的母亲也是那样的充满光辉。

从现在起，就对你的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七

我们常常提及母爱：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是人世间最
宽容的爱......的确母亲给予我们生命，哺育我们长大，陪
伴我们成长......

然而，我今天所写的却是《感悟父爱》。也许我们更多的时
候都在赞颂母亲，却忽略了父亲。其实父亲同母亲一样伟大，
让我们在赞颂母亲的同时，也要赞颂我们的父亲。

父爱，原来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觉察到，或者
说我们自己忽略了。父亲的爱，是很隐蔽的那种，要我们仔
细地去寻找，去品味，才会发现我们的父亲是那么和蔼可亲。

父亲，是一座伟岸的大山，拥有厚实的胸怀和深沉的力量；
父亲，是一颗扎根荒原的大树，顽强地吟唱岁月的流逝。父
爱中蕴藏着的，是太阳的光泽，是莽莽山林的气息。无心言



语，甚至无须任何方式。父爱，只默默生成，慢慢积淀，静
静流淌......

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
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
的支柱；成功时，父爱是鼓励与警钟......

天下有多少父亲都是这样平凡地付出他们的爱，他们从没有
想过要得到什么，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得他们的爱，
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父爱是崇高的爱，只是给予，不求
索取，不溯既往，不讨恩情。

微风拂过，我仿佛看到父亲微笑着站在面前，他虽然不说话，
但我却读懂了他那慈爱的眼神。在父亲的目光里我读懂了一
种博大的亲情，那是一种大海般宽广的胸怀，一种升华的父
爱！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八

无规矩不成方圆，读弟子规就是要规范我们的行为。那大家
都写了哪些读后感?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弟子规读后
感悟，希望你有所收获。

读了《弟子规》之后，我才发现，以前自己习以为常或自己
认为对的言行，原来都这样或那样地存在着不足。

在古代《弟子规》是做人的准则，在当代仍然影响着更多的
人，教育我们如何做人。人生中重要的不是生命的表象，而
是生命的本质。人生百态，最重要的就是品行，欲做事，先
做人。文明健康的品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才是真正的自我归
宿，是照耀心灵永恒的阳光!我在细细品读《弟子规》的同时，
也带走了我心灵上的尘埃。



俗话说的好，国有国规，家有家规，而今天我要讲的则是
《弟子规》。

下面，我来说说《弟子规》中几个典型的守则。

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这句话的意思是：事情虽
小，但也不能善意妄为;物品虽小，但也不能私拿私藏。这句
话让我联想到另一句话——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
之。这两句话都告诉我一个同样的道理：千万不能以为事情
很小，而可以随意妄为，积少成多，事情越做越大，终有一
天，会变成无恶不作的坏人。

亲爱我，孝方难;亲恶我，孝方贤。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亲
人疼爱自己，那么敬孝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亲人厌恶、讨厌自
己，自己仍能尽孝道，那才是真正的孝。事实的确如此，如
果要你去接触一个对你好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如果要你去
接触一个对你很不好的人，那是很难的。父母养育了我们这
么多年，恩情无以为报，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就应该尽子女
应尽的孝道，就算父母再怎么难伺候，我们也要加倍孝顺他
们。

《弟子规》虽然是一部古人用来要求自己言行的守则规范，
但在现代社会，我们仍应遵守这些古训，古人的守则规范，
不要以为事小而可以擅为，也不要应为父母的脾气而不忠孝
道，比起古人，我们更应该以《弟子规》来规范自己的一言
一行。

寒假时读了《弟子规》这本书，它让我感受很深。

“入则孝”讲的是为人子之道，子女的本分就是一个“孝”
字。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当一个人知道在家孝敬父母后，
在外面才会尊敬老师、长辈及其他人。只要在家把孝道行好
了，在社会上才会做人做事。父母教导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
要用心去听，那都是为了我们好。有时父母说错了，也不要



和他们顶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出则弟”是说我们对长辈要有恭顺的态度和行为，还要尊
重别人，在外面以礼待人。一个有礼貌的人，他无论走到哪
里都能赢得众人的喜欢和称赞。

“谨”就是我们做人要谨慎小心，这样才不至于犯错误。我
们还要养成忍让、克己、吃苦耐劳和善解人意品质，培养坚
强的意志力。孔老夫子说:“人无信不立”。所以答应别人的
事一定要遵守承诺，没能力做到的事情不能答应。诚信之人
可以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

“泛爱众”教给我们用爱心对待大众和社会，要为中华的和
平、人类的共处做出伟大贡献，还要养成大公无私的品
德。“亲仁”是亲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它告诫我们:人的
内在一定要有道德作为基础，我们不可一日远离良师益友，
不可一日不读圣贤书。“余力学文”让我知道了要努力学习
文化知识，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学习了《弟子规》之后，在学校里我要尊敬师长，友爱同学，
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孝敬父母，关心家人，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言行上小心谨慎，使自己成为一个言而
有信、正直善良的人。

活法拼搏在当下这一刻感悟读后感篇九

呼呼……找到了。”我从爸妈的书柜里翻出了一本书。轻轻
地拂去封面的灰尘，我转过身 ,对身边的老妈问道：“妈，
这就是你说的那本书吗?”

妈妈 接过我手上的书，瞅了瞅，说道：“对啊，就是这本。
虽然你看还小了点，但早点看也有好处。拿去吧。”



回到房间，爬到床上，背靠着床板，打开灯。暗黄色的灯光
照在米黄色的 书页上，散发着柔和的光。在这静谧的夜里，
只听见空调发出的微风声。

书名叫 《感悟人生》。我轻轻地翻开书页，作者：林语堂，
学者、文学家，这本书是后人编辑的一本他的`自传。书里收
集了林语堂各个时期的散文，按时间顺序排列。我又顺手翻
到书的背面，印着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

这两句诗直白了当地把作者的志趣道出，不做作，平淡无奇，
却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

给我印象挺深的是他在北京大学作教授的那段文字。在那里，
他和许多知名文学家接触：周树人、周作人、蔡元培等等。
当时作为《语丝》的撰稿人，经历了杂志社之间的对立，与
清政府之间的关于被捕学生的交涉种种大事，可作者却是不
怎么着重这些片段，开篇就写了《语丝》作家们的聚会，一
起喝茶聊天。喜爱平淡悠闲的生活，林语堂的处世态度也令
我敬佩。

回过神时，夜已深。我看了看钟，轻轻合上书本，关灯睡觉。
望着头顶的天花板，突然觉得有点惋惜：我阅历真的还少，
有些段落还读不透，长大了还要再读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