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怀念的读后感(优质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怀念的读后感篇一

在前几天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了《怀念母亲》这篇课
文。这篇课文对我的印象很深，我不得不说出我的心情。在
季羡林失去母亲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及其的难过《怀念母亲》
的读后感。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季羡林说他一生有两个母亲，但是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
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季羡林在异国他乡的德国的日子里他无时不刻的思念着在古
国的乡村父老和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老先生还是完成了在德国留学的`学业。要
是我，我绝对不会在留学的地方继续的读下去。我不会离开
我的亲人，即使我有学业，那我也不会。

在季老先生的眼里，学业是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在我的眼里
亲人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很多
的例子。我想在你心中亲人也是你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吧。

你们也会说季羡林先生很傻，我倒不觉的有怎样，应为那时
候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即使不知道理，那我也会尊重
季羡林先生，人们都会有生老病死的情况，我只是希望我们
能懂得这个道理。



我想这样能学好学业，我宁愿这样做-----我就会直接呆在留
学的地方继续留学。我不想被任何人笑话，我也不想成为同
学的笑柄。

我想学季羡林又不想学季羡林那样，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想法
好，不用这样懦弱。

还是用我的胡洁的头脑好，用自己的头脑想办法，不用别人
的东西来做。

怀念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学习了季羡林爷爷的《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这篇
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两位母亲—亲身母亲和祖
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充分表达了作者
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我读完这篇课文，想起了自己和妈妈。

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忘记了带雨伞，别的同学都被自
己的爸爸妈妈接走了，我知道妈妈生病了，爸爸出差了，他
们两个不能来接我，便开始像大雨中跑去。突然，一个黑影
在我眼前出现，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妈妈，我三步并成两步
跑向妈妈。回到家，我看见妈妈的衣服都湿透了，眼泪情不
自禁的往下流。

记得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伤了，我的脚由于摔得
太严重了，几个月都不可以走路，妈妈更是细心的照顾我。
我每天上学都要妈妈背着我，我读六年级在5楼，妈妈更是背
我爬了多少步楼梯。

我知道，天下的母亲是伟大的，我们应该想季羡林爷爷那样
好好学习他哪种对母亲的爱。



怀念的读后感篇三

贾平凹的《怀念狼》主要讲的是在还未解放的时候，人们生
活条件不好，连饭都吃不饱。没有武器和精力防御狼。所以，
狼成为当时人的一个大患。

一个村子受够了狼的摧残，就雇佣猎人，上山杀狼，于是，
狼和人就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狼被人说成是非常邪恶、狡猾
的东西。狼也经常下山到村庄搞破坏。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科技的发展，狼在竞争中逐渐占
下风，数量也急剧下降。

作者贾平凹在到那个村子进行考察时，碰巧遇见了当猎人的
叔叔，从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村子的情况。他发现，如今村子
四周的狼已经非常的少，只有十几只，被当地政府保护起来，
一一标上号。在村子里，他慢慢的发现，狼并没有人们想象
得那么凶残，只要不招惹狼，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它们
甚至还通人性。

人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也可以说。人类就是一种动物。
人类社会讲究平等，那为什么对待动物却十分的私立呢？把
对人类生产有用的昆虫叫益虫，而把对人类生产有害的昆虫
叫害虫。人们和其他动物平等的生活在地球上，假如人不断
的消灭所谓的“害虫”，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对自己和其他
生物带来毁灭性劫难。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不断的向地球索取资源。导致“全球
变暖”、“温室效应”等。不由的让人联想到2012，但我可
以说假如人类依旧破坏环境，破坏生态平衡，2012迟早会来。

怀念的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学习了《怀念母亲》这一篇课文，心潮起伏，心中



颇有感触。

这篇课文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季羡林爷爷对两位母亲――
亲生母亲和祖国母亲都怀有同样的怀念和不变的情怀，充分
表达了季羡林爷爷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悔恨和对祖国母亲不变
的爱意。这篇课文让我感慨万千，心中有说不完的话。

季羡林爷爷6岁离开了自己的生母，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迷
糊，直到他上大学二年级母亲弃养，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得到
过最无私的母爱，没有得到一点安抚和温暖，他反而怪罪自
己没有尽孝而在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顿时肃然起敬，
热泪盈眶，如今我们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可是有几个人对
母亲说了“我爱你”。我接着往下读，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
者的悔恨之情。读着读着我深感疑惑，季羡林爷爷又为何将
祖国视为母亲，带着疑问，我继续品读。作者身在异国他乡，
心中还时时刻刻都牵挂祖国，是有一颗多么赤热的爱国心!远
居海外他本应该过上安定的日子，可他却在学业卓有成效后
又来报效祖国!多么令人敬佩。

和季羡林相比，我爱妈妈的情就=1杯“矿泉水”，季羡林对
母亲就像广阔无垠的大海。我爱祖国的情怀就好比一棵“小
苗”，而季羡林对祖国可以说是怀着深情厚意，好比一
棵“百年树”一样“高大”！

我是多么幸福啊！长这么大，从来不知道离开祖国母亲是什
么滋味。我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爱护和教育，同学们的关心
和帮助，在家里我受到爸爸妈妈的呵护、爱抚。我这一切都
是因为我们强大的祖国！

周恩来有句话说得好：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
的泉源。我想，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人，他热爱祖国的高尚品
德令我终生难忘。

《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让我受益匪浅，我们应该学习季羡林



爷爷，共同怀着一颗孝心和一份火热的爱国情怀。去孝敬父
母，去报效祖国！

怀念的读后感篇五

当读了《怀念母亲》一文后，我心潮难平，震动很大。

《怀念母亲》主要讲的是：作者季羡林读大二时，年仅四十
多岁的母亲就过世了，这对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很
怀念生身母亲。后来去外国留学，他进一步感受到了自己的
孤寂与伤感，又一遍遍怀念着自己的祖国母亲，从未断过。
这种怀念之情，一直伴随着作者在国外留学的十一年。

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季羡林的这种爱母亲与想要迎养
母亲的信心真令人感动!“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
席。”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他因为母亲的死去，伤心了
一天又一天，痛哭了一天又一天，着真是出自深深的爱母的
情感呐!

我想到了我自己：

有一次妈妈正在看新闻，我看了看时间，对妈妈说：“妈妈，
我要看动画片!”妈妈不肯，我一把夺过遥控板，把电视调到
少儿屏道，还惬意的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抖抖脚，喝
着酸牛奶，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完全不顾妈妈的感受。

现在，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
力，孝敬母亲。

作文频道编辑为大家整理的就到这里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怀念的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名字叫《怀念母亲》。本文作
者是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今临清市），6岁
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作者以回忆的形式，描述了自己对两位
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
和同样的真挚的爱慕，充分表达作者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思念
和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和崇敬。

季羡林老先生，6岁就去了城里，中间只回过家两次，都是奔
丧，才呆了不到几天。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候，母亲过世了，
她很伤心，痛苦了几天，他一向都母亲，就流泪不止，数十
年如一日，季羡林老先生连他妈妈的模样都不怎么记得，有
时做梦还哭着醒来，我想他真是伤心啊！1935年他去了国外，
又怀念祖国的母亲，他在国外很凄凉，很孤单。

我学完了课文，想到了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祖国母亲给我
们创造出好的学习环境，我要感谢我的祖国母亲。我更要感
谢的是我的妈妈，他天天给我洗衣服、做饭、学习上帮助我，
生活上照顾我。

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报答、孝敬妈妈，感谢祖国母
亲给我们的爱。我爱我的妈妈，我更爱我的祖国母亲。

怀念的读后感篇七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
欢呼，为你祈祷，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每当听到
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季羡林老先生写的《怀念母亲》。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母亲弃养，他非常痛苦，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对母亲抱终天之恨。然而祖国目前频来入梦，
他很想念故乡和老朋友，然后他就抱着对祖国母亲和生养母
亲的思念在德国度过了十一年。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由的检讨自己，自己有没有对目前
孝顺呢？小时候我不知道母爱是什么，只知道那是母亲应该
为我付出的，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知道了母爱的意义，可是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抱母亲。读了这篇《怀念母亲》后，我明
白了时间不等待，孝顺要赶快，不然也会像季羡林老先生一
样抱终天之恨。

季羡林老先生不仅对生养母亲充满思念，对祖国母亲也是刻
骨铭心。

身在异乡的他被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笼罩着，身边没有一个朋
友，一想到祖国母亲，就心潮澎湃。

季羡林先生那颗孝心和赤子情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怀着对
生养母亲和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爱慕，我要发愤图强，报
答母亲，报答祖国。

怀念的读后感篇八

这段时间,我读了《怀念母亲》这篇文章，从中我感受到了季
羡林爷爷对生母的思念和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季羡林爷爷在城里读书 ，见不到母亲。而我们现在，每个星
期都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季羡林爷爷的母亲去世后，他痛苦
了几天，而我们在家里每日都在父母的爱的滋润下成长，日
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要我们帮忙时，总是说学
习繁重之类的语言一口回绝。

季羡林爷爷到国外留学时，总是对祖国魂牵梦萦，而我们不



在国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思念之情。我们在国内，日
日生活在祖国母亲的温暖怀抱中，却不珍惜，在校不好好学
习，在家里只记得玩，甚至在学校也玩字当头。

季羡林爷爷是那么爱祖国，在欧洲时，更是思念祖国。如果
是我去欧洲的话，我会把一切跑在脑后，尽情的在欧洲读书，
而爷爷在读书之时，也不忘祖国，让我感受到了爷爷对祖国
的热爱，而我却对祖国不那么热爱。记得有一回，我把一根
钉子放在铁道线上，火 车轧平了钉子，而火车也产生了一份
危险。

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季羡林爷爷对生母的思念和对祖
国母亲的热爱。我一定要想爷爷那样，发奋读书，为祖国繁
荣富强尽一份绵薄之力。

怀念的读后感篇九

翻开课本，第二单元中有一篇“国学大师”季老（季羡林）
所写的《怀念母亲》，每读起这篇课文，我总会感慨万分。

“母亲”这位最让人怀念的人，是任何人心中永远的牵挂。
而季羡林的母亲却在他读大学二年的时候弃养。对于母亲，
他一直有着深深的悔恨。这一点便可从“我怀着不全的灵魂，
抱终天之恨”所看出来。

想起自己的母亲，我心中顿时愧疚万分。我一直认为母亲对
自己好，全是应该的，更没有想过长大后如何去报这份亲、
这份情。对母亲的样子更是记得牢牢地，不曾忘记。而季老
在无限怀念母亲时却只能幻出母亲那模糊不清的面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