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背影的读后感(实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
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背影的读后感篇一

背影，一个多么熟悉的字眼，一个多么温馨的字眼，虽然是
一个不清晰的轮廓，但却是最能打动人心。

生活中的我们常常这样或那样的背影，但我们却常常忽略它，
背影究竟包含着些什么呢，我们或许也不曾想过。但我们的
心必定曾为某些熟悉的背影泛起过涟漪，波澜不惊的，却又
是难以忘怀的。

慈母严父似乎是一个经年不变的定理模式：更多的时候我们
是活在母亲的呵护下的，对于父亲的爱却没有多少印象。但
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平凡父亲的背影，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
多的思考……朱自清先生以敏感的心灵捕捉到了让人心酸的
父亲的背影，从小的出口喷发出来的情感往往让人心神激荡。
内心深处的情感往往是由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虚假不了也
掩饰不住。这篇散文读下来就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发
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生活的小片段背后总是有深沉
的情谊。

就像文中的父亲，对儿子满腔的爱却不知如何表达，只是执
意要为儿子买些橘子。父亲想买的并不是橘子，而是儿子的
健康舒适，是为自己的满满的爱找到一个出口，却又不想让
儿子看穿。这样深沉的爱又有多少人能懂呢!只有懂得爱人的
人才能感觉到爱。



合上语文课本，朱自清父亲的背影还在心中荡漾。细细回味，
父亲对朱自清的爱，是那么深沉，那么浓厚。文中，朱自清
多处描写父亲的背影。那臃肿的，蹒跚的，艰难的，熟悉的
背影，包含的是如此强烈的爱。 作者到徐州奔丧，看着狼籍
的家，想起去世的祖母，不禁簌簌流泪。而这时，他的父亲
却劝道：“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其
实父亲何尝不比儿子悲伤呢，他祸不单行，丧亲，失业等惨
淡的事情并没有让他怨天尤人，他一如既往爱护儿子。其实
他可以让别人送儿子去火车站，可是因为放心不下，便亲自
去送。即便是儿子已二十来岁，北京也来往过好几次。

你可曾听说有一位父亲，在他的儿子外出读书就登上火车的
时候亲自给他挑选座位，拜托茶房多多照顾，又奔来跑去的
买东西，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留下了一个匆忙的背影。正是
这样一个匆忙的背影，深深打动了即将远行的儿子和我们。

那些年，一家人困难重重，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纷纷向他砸，
家里满是颓唐之气。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他堂堂七尺
男儿却簌簌流泪，只有父亲沧桑有力的声音在耳畔回
荡：“车到山前必有路。”父亲的话的确不错，那里有光有
亮，那里便可成家，那里就是父亲撑起的。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
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当儿子看到父亲疲惫的身影时，才
突然发现坚硬的外表下有颗温柔的心。孩子长大了，懂事了，
父亲却已经老了。

其实每一个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背影”。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一次放学特别晚，因为是冬天，天黑
的特别快，就在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雨，硕大的雨点一齐向
我砸来，凛冽的寒风呼呼地扑面而来，让人直打寒战。我孤
零零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各种可怕的场面齐向我，正在我行
色匆匆的时候，远处路口那一个熟悉的身影让冰冷的空气顿



时变得燃烧起来，释放出无比的温暖，那是爸爸在等我。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在读到朱自清的《背影》的时
候，却又想起来了。虽然两个背影不同，可其中父母的心愿
却是一致的。朱自清在文中两次写到“我那时真是太聪明”，
是呀!年少轻狂，血气方刚，怎能静下心来细细体会父母的不
容易?当饱经风霜、身心疲惫、蓦然回首，才发觉身边有一个
背影，正默默关注着自己。这时突然想起，那一个个关怀的
背影，是多么深沉有力!

读背影的读后感篇二

“又看见了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我不知何
时再能与他相见”。在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一文中，作者
表达了自己对父的爱的理解以及对父亲的思念之情。朱自清
先生总认为父亲太唠叨，说话不漂亮，然而直到最后，看到
父亲吃力地去买橘子，他才理解了父亲是一直关心自己，怕
自己着凉，怕自己迷路。

其实，现在的子女大多如朱自清先生一开始那样，对父母在
点滴中给我们的爱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他们太烦了。直到有
一天有一刻顿悟了，才懊悔不已。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在道
法课看过的视频——《活地图老爸》。

那个片子讲述了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小张，将父亲老张接到
了身边住。老张以前在农村是无所不能的活地图，他可以走
到任何地方不迷路。但来到城市以后，老张发现城市和农村
完全是天壤之别，这让老张常常迷路。从出火车站到去买菜，
老张出了门就迷路，还曾因迷路进了公安局来寻求帮助。为
了这事，小张和老张没少吵架。有一天，小张回家发现老张
不见了，却发现老张留下的一封信和一个地图。信上写
道：“闺女，这段日子在你这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也帮
不了你什么忙，我走遍了大街小巷给你绘制了这份地图，这
样你永远不会走丢了，从家门出来过两个街，那里有个面馆，



我尝了，就是你小时候爱吃的那种面”……小张看了以后泪
流满面。

上面这个故事中，小张一直不能理解父亲对自己的爱，父母
的爱有时就在点点滴滴之中。这也让我回忆起了我的一些不
懂事：在责备父亲回家太晚吵醒我时，我从未想过父亲一天
工作的疲惫；和母亲在学习上起了一些小摩擦时，我也从未
想过母亲陪伴我学习的辛苦；在很烦爷爷奶奶唠唠叨叨地让
我加衣服的时候，我更未想过其实他们是关心我。

是啊！父母关爱我们，担心我们，我们却常常不理解他们，
甚至觉得他们烦，这让他们多么伤心啊，乌鸦都能反哺、羊
尚且能报跪乳之恩，我们为何不能与父母多一些沟通，多一
些理解呢？爱需要用心去感受。

读背影的读后感篇三

读完《背影》以后，我的心被融化了。

《背影》一文，文字质朴，却饱含着的满满的父子深情，感
人之深！作者提笔将父亲的背影描绘得淋漓尽致，我读着读
着，仿佛也看见了作者父亲那肥胖的身影……。

文章开头便写作者的祖母不幸去世，再加上父亲的失业，家
里已清贫如洗，也只好向别人借钱来办丧事。这样不幸的事
接连发生在作者一家人的身上，使作者家中的光景很是惨淡。

办完丧事之后，父亲要去南京谋事，作者也要回北京念书，
父子俩便同行去车站坐车。而在这期间的每一个片刻，都能
表现出作者与父亲之间浓浓的爱。“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
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
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
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两三次，是没有
什要紧的了。”作者已经是成人了，完全不再需要父亲接送，



但是父亲却还是不放心，原本自己事忙，已说定不送“我”，
但是后来父亲依然还是决定亲自送“我”。父亲觉得自己送
儿子才能使自己放心，交给那些茶房根本不会妥贴。这里能
看出父亲是多么关心作者，父亲不想让作者受苦，哪怕自己
有很多事要忙，也比不过儿子的事重要。只有保证了儿子的
安全，才能让父亲真正放的下去心。父亲与作者的对话里满
满的都是父亲对儿子的关怀。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
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
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
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
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
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通过描写父亲的外貌，以及“探”、“爬”、“缩”、“微
倾”等一系列动词深深刻画出父亲的艰难，表达了沉重的父
爱。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想让孩子受累。父亲的爱是伟大的，
无私的，深沉的。细细读来不仅使人想到了自己和自己的父
亲，那种愧疚的心情油然而生。

背影，静静地来，悄悄他去。无论是大是小，是崇高是卑微，
都凝聚了水乳交融般的真挚情感，那是自然腻予人类最美的
情感——爱。

读背影的读后感篇四

秋雨连绵，而我，便喜欢独自坐在书桌前，听着窗外似有若
无的雨声，手捧一本《朱自清散文集》，细细品味。已记不
清是多少次再读《背影》。读书笔记中学时的我并不能体味
其中深意。如今，我已日渐成长，书中父亲提着橘蹒跚的背
影，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像一根敏感的琴弦，一经拨动，



便会引发我无限的感慨。

在中国几千年的浩瀚文海中，歌颂父母的文章不计其数，而
《背影》却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篇。也许就在于作者用普通人
的眼睛去发现普通的父亲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动作。而这恰恰
触碰到了我心里某个最敏感的部分，让我想起我的父母，细
腻的情感绵绵不绝，汇集成一条温柔的小溪，在我心中缓缓
流过。

我敬佩和羡慕那些作家或擅于写作的人，可以把对父母的情
感通过笔尖，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纸上，读来总能带动读者的
心灵随之跃动，让心灵深处的情感也随之点燃，继而蔓延，
情到深处，禁不住泪眼模糊，就像《背影》带给我们的感动。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父母。想着虽然生活艰辛，但他
们却乐观幸福的笑容；想起我放假回家，母亲见我时孩童般
的喜悦；想到他们冬日里依然在凛冽的寒风中，守着收入微
薄的小摊，任冷风吹痛了脸颊的身影；想起他们日渐加深的
皱纹、愈加清晰的白发……真的，想到此处，我便忍不住泪
眼蒙蒙。

平凡的父母给了我不平凡的。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早日
让父母卸下沉重的担，安享晚年的幸福。我只有尽我的努力
让他们过得更好，因为我知道，父母，都是无私而伟大的。

读背影的读后感篇五

在描述父亲爬上月台买橘子的那一镜头，是最让读者们看了
心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朱自清将这一镜头细致的写了下来，
让读者们纷纷勾起了往日的回忆。那浓厚的父爱。这一镜头，
无疑是《背影》中的一大亮点。

人们由于长期以来，接触了有关颂扬母亲的文集，便往往对
父爱有所忽略。



其实，父爱并不亚于母爱。母爱是细腻的，温和的，宛如春
天的姿态以及气息。是温暖的，踏实的。然而父爱，则是略
带严肃的。人，也往往会因此而沉浸在母爱中。

读背影的读后感篇六

“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
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见。”

读完朱自清的《背影》，仿佛有一双柔手动我的心弦，是我
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又仿佛一双圣洁的翅膀飞过天空，在我
的心中留下点点倩影。

冬天的寒风，飒飒的刮着。在这孤立无助的季节，祖母又去
世了朱自清望着满院的狼藉，簌簌的落泪，父亲自己虽然很
难受，但却还安慰我：事以至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
之路。居然已经到了变卖家产的地步，但得到的钱却仅仅够
还债，连祖母的丧事都要接钱办。在这祸不单行的日子，父
亲虽忙，却还亲自送我去车站，为我买橘子，“他蹒跚的走
到铁道边，慢慢的探身下去。”“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
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父
亲老了。

我不能忘记小的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那时的父亲多麽高大。
但是，就在那一天，在那飒飒的秋风中，在哪昏黄的路灯下，
我发现，父亲的背不知什么时候弯了许多，父亲的脸不知什
么时候长了许多皱纹，父亲那乌黑的头发也不知什么时候变
成了银色，无惊讶的发现父亲老了。

时间匆匆，不会为谁而停留，在这时间的洪流中，卷进了父
亲的青春，也卷进了我们的青春，无门随着青春的流逝而长
大，而父亲却慢慢老去了。是父亲用那坚实的肩膀托起了我
们，也托起了我们一片光明的前途。



我们都是求学路上孤独的孩子，但有了父爱，我们的旅途不
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