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毕淑敏读后感(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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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毕淑敏读后感篇一

毕淑敏——侑人這样评价她：在热闹而浮躁的文坛，毕淑敏
似乎自立门户，不能把她归属于任何一茖派别;她不以学问见
长，也不以前卫的语言标榜;她不是江南的清山秀水，也不是
草原尙的黑骏马，她似乎是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走來，但
又不全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她把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事物
作为审美客体，把人人都经历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這种朴
实无华的文风，很侑一点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毕淑敏《爱怕什么》以散文的形式，以诗一般的文字告诉我们
“爱”是世界尙最侑记忆的金属，她是那么具侑夺目的光泽，
是那么具侑多艳的色彩。“爱”是人世间最最具侑情感，最
最具魅力的，是任何物品所替代不了的。毕淑敏对“爱”的
深刻理解打动了我。

“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茖人，就斩钉截铁
地追求。爱一茖民族，就挫骨扬灰地献身。爱一种信仰，就
至死不悔。”从毕淑敏对“爱”的诠释中，不难看出她
对“爱”那种独侑释怀。阅读這篇散文，感觉毕淑敏
对“爱”的解释个性具侑生活的气息，个性具侑人性的舒漫，
使“爱”更具侑人性之魂。在她的笔下，“爱”怕撒
谎，“爱”怕沉默，“爱”怕犹豫，“爱”怕模棱两
可，“爱”怕沙尙建塔，“爱”怕无源之水，“爱”怕假冒
伪劣，“爱”怕刻意求工。毕淑敏在散文中从广泛的多视角
诠释了“爱”的博大、“爱”的坚固、“爱”的力量和宏大。
文中对“爱”的强调，足以保侑一份人世间的真“爱”



真“情”，能使孕育万物之生活的草原生长出潜力、勇气、
智慧、才干、友谊、关怀……保侑一份真“爱”，就是照耀
人生长明的温暖的灯。

毕淑敏读后感篇二

有一种文体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读者的脸颊，又如滔滔的
江水拍打着失败者那干枯的心灵。咦，那是什么？哦！原来
是散文。

既然是散文，毕淑敏则是那散文中最有创作力的作者之一，
在我初读此书时，一种莫明的亲切感、一种难得的求知欲也
油然而生，它让我不停断、也不厌倦地往下读，有时我会随
着作者的不幸而潸然泪下，或是因作者的美满结局而欢心雀
跃！我记得我第一天读毕淑敏的散文，它叫《我的故事》，
它把自己的悲惨和她妹妹的幸福写得淋漓尽致，它写出了母
亲对她的不公，但她仍然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外国语附属
中学，以及后面的参军入伍当上了军医，当然还有成为博士
生时的风光，这些林林总总的好事她一笔描过，文章中主要
写得还是那些凄凉的过去，但是从字里行间根本无法看见她
对生活和她父母的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希望，是对新生活的
向往。

在我读第二遍时，不知怎的，我读出了另一种东西——感恩，
读出了她对周围事物的感恩，大至世界，小到家庭，感觉她
后面美好的生活都是由于她的母亲。之后的几篇文章都让我
有深深的体会，我明白了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是是非非，还真
是磨难，一种对困难的坚贞不屈，当然还有爱，有母爱、父
爱和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但在我看来，作者追求的是一种
博爱，还有一种对生活的观念。在散文的旅途中有困厄和风
雨、艰难和险恶，但是这不会阻止真正旅行者的脚步，散文
正是以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激起人们不倦的向往。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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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读后感篇三

笔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比了用“但是”和“同时”在同
一个句子中表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效果。笔者所说的抵
制“但是”，其实是生活中的一种智慧，与人交流中的体谅
以及人文情感中的升华。也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爸妈的告戒
了。“不知道啊。”毕淑敏的许多散文写得不但有趣，更是
发人深思，让人觉得很有意义。她总能把一些大道理写得简
单明了，适合我这种智商理解能力均不高的人阅读。毕淑敏
的文字，写来神闲气定，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她的冷静与善良，
让人感觉她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女子。“浓淡由他冰雪中”
是用来形容老梅的。我并不觉得毕老师的散文完全像老梅，
但她的散文绝对拥有那种浓淡由他的超然气质与浑厚内涵。
她的散文就像整个自然，无形无声包含一切，每一个转折就
好像自然的每一次呼吸，吐纳着天然的清新之气，净化着读
者的思想和心灵。

毕淑敏读后感篇四

毕淑敏，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她的散文是澄清的，健康的，



充满活力的。她的素材全部取于平常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
华丽的词藻修饰，也没有令人一读就感到新鲜的选材，但她
却把最普通的平民生活，便成了如孔雀开屏一样的灿烂的生
活美景。她总能抓住人在生活中发现不到的镜头，他（她）
总能洞穿人的心理，写出人人心中有，笔下无的画面，令人
充满遐想与佩服。

读《混入北图》有感

题记——“我想从北图的正门走进去”。

毕淑敏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同样是一位慈祥而又可爱
的母亲。在《混入北图》这篇文章中，毕淑敏的母爱与她对
孩子的教导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时，北京图书馆是最大的图书馆，哪里有各种各样不同
种类的图书，但那里却有规定：只对成年人开放。不知是不
是遗传了毕淑敏，她的孩子从酷爱看书，对文学充满了好奇
心与求知欲。当他长到十几岁已经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毕淑
敏在他苦苦的要求下，不得不带孩子“混入”北图，满足孩
子向博览全书的愿望。

本文主要讲述了毕淑敏到孩子进入北图的过程和看书的过程。
其中详写的是进入的过程。在过程中，运用了心理描写和生
动的动作描写，表现了母子二人害怕被识破的心情，但孩子
也急切想去看书的复杂心情。在好不容易进去后，孩子恨不
得把全馆的书都看一遍，所以，他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的离
开。

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毕淑敏的这篇文章中，
充分的体现了孩子对读书的渴望，甚至把博览全书为理想。
的确，在我们少年时代的是官（时光）是很宝贵的，我们在
学习上，不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多多
去闯闯，在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下，就能够让你体会到世界是



包罗万象的。在青春时，何不去拓展自己的领域，为梦想努
力，像毕淑敏的孩子一样，有志气：“长大一定要光明正大
的从正门走进北图，因为那是贵宾的通道！”

毕淑敏读后感篇五

打开《毕淑敏随笔集》，习惯性地随便翻了几下，不由得乐
了。毕竟是散文，不长，刚好适合我。因为我在看一些文学
作品的时候，喜欢短小精悍，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不要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比如一些所
谓的名著，内容多，种类多。最后，人们可以猜测到最后。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需赘述。说是别人的文笔，让人觉得
有嫉贤妒能的意思。话又说回来，明星不就是这样成名的吗？
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嫉妒嫌疑更加突出了。顺便说一句，
我最崇拜的`名人有两类：科学家和运动员。

《碧》第一章《恋爱的日子》我看了两遍，现在的孩子也确
实如此。很多少爷小姐姐一高兴就不知道怎么高兴了，说父
母太无情了（当然是少数，但正在蔓延）。毕淑敏分析了其
中的原因，无论是心理上的，教育上的，a、b学习上的，现有
的例子，个人的经历都表达了孩子心中爱的黑暗。又看了几
篇文章，写下一些感想：

爱就像空气。它也是无色无味，但能被人感觉到。

夏天，有风的时候，因为空气的流动，我们感到凉爽；冬天，
有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冷，这也是因为空气流动的缘故。
大多数人不喜欢夏天没有风，但冬天有风。不要害怕。现在
有一种新产品——空调。夏天依然凉爽多风，但冬天也很暖
和。然而，新产品出现了——空调综合症。

爱情就像空气，依旧无色无味，何必刻意去改变，何不去感
受大自然？



毕淑敏读后感篇六

在这个假期里，我读了许多的书。他们如天上的星星，海边
的贝壳那么多，那么亮。但今天我就要挑选一颗最亮的星星
来给大家分享，那就是《毕淑敏散文精选》。

是呀，毕淑敏说的很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人
生道路上，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不免会有些坎坷和挫折。
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和心愿，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到达胜利
的彼岸！

毕淑敏读后感篇七

自“书香中交”活动开展以来，公司各单位组织了形式不一
的读书活动，为员工培养读书习惯、提升文化素养营造了良
好氛围。

在各单位上交的书评中，不乏意蕴深厚、感情丰沛的诚意之
作。

微信君特别选取了几篇，与大家体会这“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真谛。

初识毕淑敏，还是初中时代，当时对这位女作家的了解微乎
其微，只是出于初中阅读课的需要，拜读了她的一篇散文
《提醒幸福》，当时并未从中理解太多内容。

时隔十多年，当我再次遇见她的时候，是前一阵子项目
部“阳光心态助航职场”系列讲座，她的一篇具有哲理性的
文章——《我很重要》，被作为改变职场心态的典范进行宣
讲。

如今，在书香中交活动推动下，《毕淑敏散文集》再次成为
我的选择。



在毕淑敏的很多文章中，关于“幸福、自身价值实现和爱的
传递与表达”等方面，文辞优美而富有哲理。

当你仔细回味这些文章、真正走近她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的
文章是春天的细雨或深冬的白雪，润物细无声；又或是夏天
的惊雷或初秋的霜露，醒心彻骨。

她的文字总是轻的，于是不经意便走进了你的心房，在合上
书之后，仍久久欣然沉浸其中。

一、“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
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对于初中时代的我们，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
作者是怀着怎样的爱与情感，去向我们表达她自己。

但今天想来，也许她想告诉我们的是要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有一个愉快而值得纪念的学生时代。

如今我们早已告别学生时代，已近而立之年，生活中太多的
东西让我们去注意、被提醒，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提醒自己什
么是幸福，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对于在桥梁施工一线的一名基层工作者，曾经我们抱怨过很
多，项目环境太恶劣、没有假期、项目活动太少、领导关怀
不够、现场工作内容与自身能力不一致……但是我们还是坚
持着一路走来，坚定的望着远方，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们走
到现在呢？我想也许就是那寒冷日子里的一缕阳光吧，可能
来自自身的片刻冥想，也可能来自同事或领导的关怀，亦或
是那些如今回想起仍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我们回首过往的时候，我们会侃侃而谈，甚至在觥筹交错
间潸然泪下。



我们惊奇的发现，这样一份我们曾经抱怨无数的工作，带给
我们值得珍藏的回忆实在太多。

不管我们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理想有多明朗、现实有
多朦胧，慢慢的我们才发现，我们爱的不是成败得失，我们
爱的正是这艰辛的过程，正如有人说过：“人生就是在路上
走的，累了苦了那是应该的，但每个人都得选择一条没有怨
言的路”。

因此我们要学会提醒自己幸福，在难搞的日子里笑出声来，
这不是苦中作乐的哀怨，而是提醒幸福的长鸣。

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并没有欺骗我们，只是我们忘记了提醒
自己的重要。

二、“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在项目举办的“阳光心态助航职场”系列讲座中，让我印象
最为深刻的便是这篇《我很重要》。

很多讲师都在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要像老板一样工作，肯
定自己在工作中的重要性，敢于说出“我很重要”。

其实敢于说出我很重要，是一种对自己的肯定，同时也是向
别人传递正能量的'一个途径。

这对于越来越多的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更
渴望、更需要被肯定和重视。

项目内部竞争其实不算太激烈，让管理层知道你能干什么不
是一件难事，但是让管理层知道你还能干什么确是一件不易
的事情。

施工行业是一个态度和责任心居首位的行业，敢于认可自己



在岗位中的重要性，也是对自己在岗位上工作成绩的肯定，
毕竟只有让别人认识了你的能力才能给予更多的任务和机遇。

从我身边的人和事观察，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爱说我
很重要。

也许我们觉得自己并不伟大、不应该在大家面前宣示自己的
地位；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中庸、不应该在大家面前突出
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对《我很重要》的误读，作者笔下的我很
重要，更多阐述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自己的允诺。

当我们悉心自问的时候，我们会很快发现，对身边的同事、
对项目、对家庭以及对公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向家人和朋友展示着最优秀的自己，向他
们传递自己的正能量，向生命传递自己的诺言。

做一个优秀的自己是对“我很重要”最完美的诠释。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声喊出“我很重要”吧，让这份坚
毅的声音，回荡在崇山峻岭、在浩瀚海洋！

三、“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

曾经的我们忧郁、青春年少，施工现场的生活让我们一天天
成长，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俨然不变的是项目部，是施工现场那些高耸入云端的机器设
备，总是在静静俯瞰着红尘。

当我们学会了提醒自己、勇于喊出我很重要的时候，细心的
你会慢慢发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总是在宠爱声中不停的
流转，一如四季轮回的风车。



不知从何时开始，新一届的毕业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

刚刚进入项目部，就会有座谈会、有导师带学员活动、有领
导的细心关怀、有项目人文情怀的感染。

这让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感受到企业文化的温暖，让他
们更好、更快的融于身边的生活。

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却总是在关注声中走来、又走去，是
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当初的选择呢？也许不是他们习惯了被宠
爱、被关注，而是我们没有让他们领略被爱。

爱是给予，更是回馈。

我们在给予了很多关爱的同时，却总是忘记在过程中回馈。

对于眼前的工作来说他们是初生的婴儿，短暂的师徒是否能
成为一辈子的良师益友，继续宠爱也许胜过万千宠爱于一身。

很多时候，在提醒他们幸福的同时，在给予他们更多关爱的
背后，肯定他们的重要性、让他们有存在感也许是最关键的
回馈。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爱是那么真实而具体，是导师带学员总结
会上肯定的眼神，是他们在施工现场细心指导和大胆管理背
后的肯定与支持，是他们在生活中落寞时的小小伙伴……尊
敬的朋友们，让我们在给予关爱的同时，让他们领略到被爱
吧，也许会有加倍的丰收！

毕淑敏读后感篇八

再一次翻开那本书，那本令人苦恼又不得不看的散文集，那
碗难以品味出其滋味的心灵鸡汤——《毕淑敏散文》。



文字平凡却充满魔力，叙事虽小却引人深思。一句句朴素的
语句，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却仍没悟透，或许是我的生命之
路才刚刚起步，阅历太少。又或者是毕淑敏将文章写的太深
奥，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总结一点，应当是毕淑敏的人
生经历的丰富吧。

她有着一段令人回味的从医经历。自幼参加军队，成为了一
名军医。之后转业回到北京成为了一名主治医生，同时也是
国家一级作家，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年，在这段时间中，
她开始了专业的写作生涯。并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作为一名作者中的白衣天使，见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冷暖，生
死离别，自然对生命与爱以及那些厄运，挫折有了自我的领
悟，这些领悟被作者化为文字融在文章中。一篇《关于生命
与命运的遐想》点明了人的出生就已经开始迎接死亡了，当
然，这是在狭义上的。可是在死亡的背景下，世俗的影响已
经很小很小了，死亡前夕，大奸大善，都有了一个宣泄。这
篇文章，议论很多，讨论很广。能够把它归为对死亡的深度
剖析，我至今无法完全理解。

再说另一篇文章——《童话中的苦难》这篇文章是对于苦难
的理解，她将一些童话进行分类讨论，“灰姑娘”受到家庭
虐待的痛苦，“卖火柴的小女海”饥寒交迫的痛苦，以此来
告诉我们，苦难是无法避免的，命运是无情的，它不会偏袒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幼小，哪怕是年迈，所以我们要学会试
着去应对苦难。只要你活着，什么都得受着，变得坚强起来。

乍一眼望去，或许你会认为毕淑敏的文章大多是不进取的，
其实不然，这只可是是作者对生死的客观理解。几乎所有描
述不进取事物的文章末尾都有一段类似于总结全文的话。这，
或许才是这些事物中提取出来期望我们做到的吧。

毕淑敏的文章，都是进取的。你看它一遍，二遍，三遍，它
就暖你心田一遍，二遍，三遍。



进取吧！向上吧！看开你紧闭的心窗。朝着人生的完美道路
前进吧！

毕淑敏读后感篇九

有不少篇是讨论女性的问题。看了评析想不通那些年轻的甘
于做别人情人的女子，是因为懒惰，因为糊涂，因为虚荣贪
图富贵，就那样不负职责地放弃自我的身体，自我的感情，
自我的前途，我想她们应当不爱自我，为何不想想等年岁大
了怎样办，等别人又有了新欢怎样办。把自我的生计前途幸
福全托付在一个不靠谱的男人身上，真是一出杯具。女性应
当是更感性更注重感情的动物，那么多女子甘于这么做我真
的不太明白。也许我的思想比较老套，但我依然坚信生活该
是和谐稳定的，有能够去爱的人，有爱自我的人，这样才是
幸福的。

谈论死亡，毕淑敏不惧怕死亡，这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要
害怕呢？就像我们要进行新陈代谢，大自然新生代替死亡一
样正常。我尤其赞同她的死亡该回归家庭的观点，如果明明
白自我快去世了，却要不断在医院折腾，费钱费力所有人跟
着受罪，何苦呢？我期望在生命的最终一段时期，吃好点，
喝好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家人给予充分的关爱，在安详
平静中死去。并且我也不期望家人太过伤悲，只要他们继续
欢乐幸福地生活就是我幸福了。

谈到教育，毕淑敏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要充分研究孩子的
自尊心，不能孩子已经很痛苦还要唠叨不已以为这样效果好，
会让孩子在无穷的心理折磨中丧失了尊严。忽然想起弟弟，
因为和我的年龄离得近，以致我很小就没奶吃了，外婆心疼
我，时不时数落弟弟来得不应当，弟弟无奈反抗，从此后仇
视外婆，我一向很不理解，为什么他会对人很好的外婆那么
有成见，为什么他的举动有时那么古怪让人悲痛，此刻最终
明白了。我们的父母老人，由于繁忙忽视了对孩子心灵的保
护，伤害了孩子也不明白。



她主张表扬也要慎用，凡是隶属天分的那一部分，与生俱来
的特质，都大可不必过多地表扬或是批评。我们的批评教育
或者赏识教育也该有个度。

书本阅读给了我说不出的充实，说不出的感动，这是在网上
阅读所达不到的，毕竟一切事物有利有弊，网上阅读也永远
代替不了书本阅读。发自内心地感叹一句：毕淑敏写得真好！
有空读好书享受阅读乐趣真好！

决定了，我的梦想职业是教师，心理评估师，中医结合起来，
另外争当一个好的女儿，妻子，母亲，奶奶。

我读的是《毕淑敏散文精品赏析》这本书，摘出几段给大家
看看，很值得推荐，虽然一字一句打得真辛苦。

女人难得智慧。她们多的是小聪明，乏的是大清醒。过多的
脂粉模糊了她们的眼睛，狭隘的圈子拘谨了她们的想象。她
们的嗅觉易在甜蜜的语言中迟钝，她们的脚步易在扑朔的路
径中迷离。

那天跟姜汤聊他的《姜汤说女人》，说起这些现象，他道：
其实这些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我的女子都很傻，她们误以
为拥有了物质享受就是生存的终极目的，其实天长日久来看，
睡在别墅里跟住居民楼没那么大区别，吃青菜稀饭跟天天吃
鲍鱼海鲜没什么两样，出入高级轿车与坐地铁公交也没什么
大不一样，而放弃了一个人活出自我的权利与机会，实在是
得不偿失。此言与毕淑敏有相通之处。

告辞出来，满地是萧瑟的黄叶。我说，有多少人明白新移民
的孩子心中的忧愁？

安妮说，移民的第一代，就是这样艰难地走过。他们是边缘
人，他们自卑，他们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他们中的某些人，
会把这一切迁怒于自我的故国。他们期望美国人忘记他们新



移民的身份，他们要做的，就是变得比一个原生的美国人更
像美国人，在他们之中，当一些人积聚了足够的财富之后，
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他们才会在更高的尺度上，看待故国
的文化，以做一个中国人的后裔为荣。在现今的美国，这样
的华裔是很少的。所以，我说，在那所贵族学校里的那位女
生，是一个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