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传读后感(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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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苏轼传读后感篇一

苏轼在103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苏洵是北宋颇为成
就的文学家，母亲是一名有修养的妇女。

1061年，苏轼参加了考试，苏轼批评当时直言批评当时的政
治的漏洞，就连当时赫赫有名的欧阳修也称赞苏轼，宋仁宗
非常赏识苏轼，边让苏轼做了官。

1069年，王安石进京变法，开始大刀阔斧的改变政治，而苏
轼非常的反对。王安石主张理财，而苏轼主张节俭，于是两
人非常不合，后来成为了两种分歧，是因为苏轼和王安石的
对抗。

后来，苏轼在杭州做官，在杭州访问寺庙，在西湖边喝酒，
并且还作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为杭
州的据民民解决了用水的问题。

有一年，苏轼被逮捕了，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巢诗案。既然是
乌巢诗案，肯定是作诗引起的，其实情况是这样的，苏轼因
为在政治上和王安石有分歧，所以就亲自写了出来。因为新
旧党的分歧很厉害，有一些小人就发现苏轼是最好打击的对
象，便诬陷苏轼，说苏轼骂皇帝。于是皇帝大怒，让苏轼进
了监狱。

因为众人的营救，所以苏轼在被关押一百多天后，并没有放
下自己的笔，一直写下去。



苏轼传读后感篇二

以前读苏轼的诗词，只觉得他才华出众，对他了解并不多。
最近读《苏轼传》才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苏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着富足的家境、善良又有学识的母
亲、才华横溢的父亲。这些外在条件为他打下了非常好的基
础。即使我们都知道他之后在官场经历起起伏伏，但他依然
在文学和政务上做出不菲的成绩。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
幸福的孩子，用童年治愈一生呢，后来他随父亲和弟弟进京
赶考，文学大家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为赞赏，苏轼因此少年
成名。

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我更欣赏的是他做官期
间深入百姓，急民众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做出来许多非
常好的政绩，当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他做到了。

在杭州的日子，因着苏东坡留下许多游山玩水的诗句，让我
们了解到彼时的杭州是座怎样丰满而美丽的城市，也因着他
留下许多展现民间疾苦的诗句，让我们了解到底层百姓在那
个时代背景下最真实的生存现状。

在密州做官期间，密州邻近的数千里地区全部陷入了严重的
饥荒，穷苦的百姓甚至连逃荒也无处可走。饿殍遍野，被遗
弃的孩子随处可见。苏轼常常怀着沉痛的心情“洒泪循城拾
弃孩”，又几经周折，设法拨出数百担粮米，单独储存，专
门用于收养这些可怜的弃儿。并且在各处张贴告示，明文规
定：愿意领养孩子的家庭，每月由官府补助六斗米。以此来
鼓励和劝谕人们怜惜这些幼小的生命，使这些失去怙恃的孩
子重得家庭的温暖。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养者对自己抚养的
孩子产生了深厚的骨肉之情，即使生活再苦，也不肯轻易舍
弃。就这样，苏轼怀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救活了数千名在死
亡线上挣扎的儿童。



后来他到了徐州做官，徐州知州苏轼，带领军民抗洪救灾，
连续数周住在城墙上，坚守在抗洪救灾第一线。并在洪水退
后，加筑防御工程，带领群众恢复生产。作为一个深切体会
民间疾苦的的官员，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所以当他
外出谢雨时，人们将他包围了起来。那是多么和谐的与民同
乐的画面呀。

“乌台诗案”让苏轼坠入人生低谷，苏轼被小人陷害时，不
仅有百姓和许多好友为他说话，还有那个曾经与他政见不合
的王安石。都是一代大文学家，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气量和胸
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从知州到农民，苏轼虽然失去
了从政的机会，却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民间疾苦。同时有更多
的时间可以读书、写字、作诗、画画、游山玩水、结交朋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上的贫困，与精神上的富足形成
了强大的反差。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苏轼最终等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重回庙堂，成了帝王之师。在官场奢华享乐的大环境下，依
然保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才是东坡居士最大的人格魅力
吧。

尽管后来苏东坡还是被政敌所害，被贬海南，在极其贫瘠的
地方，他依旧能与当地文人农民打成一片，竭尽所能的兴办
教育，提倡开化。被当地人民爱戴。

苏轼传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名字叫《小学生苏轼读本》。看完了
这本书，我知道了：苏轼从小就很勤奋，他绘画，词，诗，
古文都很有名。他的爸爸是苏洵，就是《三字经》里讲
的“苏老泉”。他的弟弟叫苏辙，父子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
家，被后人称为“三苏”。



苏轼家不穷，但是他妈妈让苏轼兄弟吃苦。她说：“经得住
磨砺，方成得了人。”正是母亲的严格要求，才有了苏轼兄
弟俩后来的成就。

苏轼长大以后，可以说“永远在路上”，因为苏轼被贬到
了“天涯海角”。为什么呢？因为苏轼为老百姓服务啊，我
真有点可怜他。不过苏轼倒是乐在其中，一边游历一边品尝
美食。即便到了岭南，他也能开心地“日啖荔枝三百颗”，
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岭南，他说“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有很多朋友，比如吴复古，张中，古耕道，王安石，秦
观…

读完这本书，我居然有这么多的收获，可见这本《小学生苏
轼读本》的重要性。

苏轼传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古诗，我感受到了古诗的丰富含义和诗人的智慧。

我在小学二年级就养成背诵古诗的习惯。我每读完一篇诗，
就有一个感想，于是我就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思考。下面我就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读古诗的方法与乐趣吧！

相信同学们都听过古人说的一句话吧。一年之计在于春，一
日之际在于晨。意思就是说：“一年之中春天是最好的时间，
一天之中清晨就是最好的时间，这样既增加了你的记忆力，
也增加你平淡无味的一天。中国向来以诗歌王国垂名千古。
在诗国的天空上，名家如繁星闪烁。如才华横溢的诗人白居
易，就跻身于这繁星之群。

在一个阳光充足的清晨，我坐在椅子上背诵古诗，这首诗的
名字叫做《草》。背诵完后，突然发现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
这首诗很有教育意义。诗中有一句诗叫做：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这句诗，很有道理。意思就是说野地上被烧起的
野草，只要到了春天，它又会重新长出来。这句诗同时也赞
扬了草的顽强和旺盛的生命力。它早已成为名句，用来比作
百折不挠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不可消灭的革命力量。这种精
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在生活中，当我遇到一道题不会
做时；当我厌学时；当我成绩差时，就会想到草。草的这种
不被困难所屈服的精神鼓励了我，使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如
此可见，背诵古诗对生活中的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啊！教育家
孔子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
大时不齐，可以有志本矣”用来教育后代。我们可要牢记这
句话呀！

听了我的事情，你们肯定也有所启发吧！心动不如行动，马
上和我携起手来，走进朗读古诗的道路吧！

苏轼传读后感篇五

高中时初读《定**》，便觉得大气磅礴，被苏轼的倔强性格
和旷达胸怀而震撼，仿佛置身于广袤的宇宙中，看到无数星
芒，耀眼夺目。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让我跟着作者置
身于雨骤风狂的天气里，苏轼表情淡然，轻轻摇头说“莫
听”，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雨
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在雨中行走，按照生活常态，当然是骑马胜过竹杖芒鞋，但
是苏轼却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当自己拥有平静
悠闲的心态时，即使是竹杖芒鞋行走在泥泞之中，也胜过骑
马扬鞭疾驰而去。“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
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这是
已雨过天晴，苏轼依旧平静淡然。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
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
人生中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上班后再读，依
然余音绕耳，即使自己是渺小的沧海一粟，也会被这种力量



而鼓舞，心之所往。苏轼的这首词句句经典，经得起反复诵
读、反复推敲，依然历久弥新。

这首词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研读和挖掘，我从心态方面浅谈一
下我的看法。克服焦虑，不畏惧前路艰险。从一个缺乏社会
经验的大学生到一名公务员，从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孤身一
人来到偏远艰苦的工作岗位，有过无数焦虑浮躁的时刻。无
法静下心工作，沉不下去心看一本书。其实仔细想想，无非
是功利心太重了，总想着要立马得到什么，工作中想要迅速
看到成效，所以选择性的逃避困难，挑选一些容易达到的事
情去做，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急功近利才是浮躁的
源头吧，带着绝对目的性去工作，期待每一件事情都有反馈。
可是生活哪有那么容易，付出了不一定就会有收获，倒不如
把急功近利变成细水长流，稳步前行。正如余世存先生说，
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
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同时，要脚踏实地而非空中阁楼，
脚踏实地才能更笃定的仰望星空。有再多的蓝图、构想，都
不如立马开始去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苏轼的`淡然豁达也是事
上练得来的，我们只有去经历、去体验、去大胆迈开步子走，
才能在实践中收获真知。这首词，无论是初见时的豪气，再
见时的沧桑，总是让人唏嘘感慨，又顿生勇气，是我精神世
界的一方桃花源。等我成长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再重读这
首词，期待会让我迈向一个更加开阔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