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丰碑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丰碑读后感篇一

读了《丰碑》这一课，我被军需处长的精神所感动了。军需
处长不愧拥有“丰碑”这个称号。

他是管棉衣的，他可以给自己多发一件、两件、甚至可以给
自己发五件、十件，可是他不但没有给自己多发一件棉衣，
反而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了别的战士。

军需处长，我会永远的学习你舍己为人的。

丰碑读后感篇二

那是一个冬天，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天，红军战士
正在过雪山的途中，每一名战士都得到了一套新棉袄，而在
那棵树下，却有一名战士被冻死了，这是谁了？他为什么没
穿棉衣？队长很愤怒，当他得知这是军需处长时，眼眶湿润
了。

多么好的军需处长啊！为了让战士们多一件衣服，自己穿着
薄如蝉翼的衣衫，在这凛冽的寒风中受凉却一声不吭，在这
交加的风雪中永远地离开了。

当自己在冬天生病时，父母会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不让我



们受凉，而自己只穿一件衬衫就带着我们走在了赶往医院的
路上，第二天早晨，我发现父母的眼里布满了血丝。

《丰碑》中的军需处长不就是战士们的父母吗？

丰碑读后感篇三

在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耸立着一座人民
英雄纪念碑，它记录着无数革命先烈的伟大功绩，每当看到
它，人们就会想起那些无私奉献的革命先烈。在那漫长的革
命岁月中，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座丰
碑。这天，我读了长征中的一个故事，题目叫《丰碑》。这
个故事讲的是一支装备很差的红军部队，要透过冰天雪地的
云中山，一位军需处长把棉衣都发给了战士，自己被活活冻
死了的故事。读了这个故事，我被军需处长的精神感动了。

多可惜呀，这么好的一位老战士牺牲了。为了革命事业，他
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在我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在这个故事
中，我最受感动的情节是课文中对军需处长牺牲时样貌的描
述：“他浑身落满了雪，一时无法辨认他的真实身份。能够
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
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风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
好像在向战友借火，淡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从这段话中，我看出了他舍己为人的精神。他本是负责战
士们的后勤工的，是管发棉衣的，有方便的条件得到棉衣，
他却把大家的冷暖放在了心头，关心每个战士，唯独没思考
自己。他对革命无比的忠诚。有着极强的职责心，就连将军
都没有想到死的会是他。他也很乐观，他死的时候，没害怕
这无边的风雪，冻死时也没缩成一团，也没有忧愁的神色，
他的死激励战士，克服困难，走出云中山，大家的脚步更加
坚定了。军需处长的精神在此刻的社会依然存在，依然需要。
在前不久四川发生的大地震中，解放军战士冒着余震的危险，
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营救被困的群众，他们和军需处长一
样伟大，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凡事多为别人着想，把群众放



在心中，让军需处长的精神永远铭刻在自己心中!

丰碑读后感篇四

《丰碑》这篇文章主要向我们讲述了在长途跋涉的行军途中，
一位军需处长自己宁肯穿薄点也不能让战士们受冻，最终被
冻死的感人事迹。

他——一位军需处长负责发放战士们所需物品，可他却不顾
个人严寒，处处为他人着想，为了部队全体战士的生命，宁
肯自己受冻，为了大部队的`胜利，宁愿牺牲在雪地之中。他
把生命献给军队，他把温暖带给大家，他把严寒留给自己。

军需处长化成了一座丰碑，这丰碑闪烁着光芒，这光芒是世
界上最灿烂的;这丰碑上永远雕刻着“伟大”二字，这两个字
永不凋朽，永垂千古。

他的事迹可歌可泣，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丰碑读后感篇五

那是一个冬天，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天，红军战士
正在过雪山的途中，每一名战士都得到了一套新棉袄，而在
那棵树下，却有一名战士被冻死了，这是谁了？他为什么没
穿棉衣？队长很愤怒，当他得知这是军需处长时，眼眶湿润
了。

多么好的军需处长啊！为了让战士们多一件衣服，自己穿着
薄如蝉翼的衣衫，在这凛冽的寒风中受凉却一声不吭，在这
交加的风雪中永远地离开了。

当自己在冬天生病时，父母会把我们裹得严严实实，不让我
们受凉，而自己只穿一件衬衫就带着我们走在了赶往医院的
路上，第二天早晨，我发现父母的.眼里布满了血丝。



《丰碑》中的军需处长不就是战士们的父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