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散步文章读后感(实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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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一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
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有两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光潜与
宗白华。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是学贯中西、造诣
极高的，但朱光潜著述甚多，宗白华却极少写作；朱光潜的
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白华却是抒情的；朱光潜偏于
文学，宗白华偏于艺术；朱光潜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
的；宗白华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光潜是学者，
宗白华是诗人。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宗白华是五四新文化大潮冲出的新一代学人，早年曾留学欧
洲，足迹踏及艺术之都巴黎。20年代他出版过诗集，他本来
是个诗人。青年时期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
哲理沉思，一直伴他前行，也构成了他美学篇章的特色。这
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
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
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
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
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
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他更是一位欣赏家。
集子里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
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因此，阅读这部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抒情
化的语言引领我们进行艺术的欣赏，书名叫《美学散步》，
我们且到这个大花园里走走，看作者给我们营造了怎样的亭
台楼榭、花树池石。

艺术欣赏就是对美的发现与感悟，那么美在哪里呢？美就在
你自己心里。画家诗人创造的美，就是他们的心灵创造的意
象，独辟的灵境，那么什么是意境呢？作者给我们分析到，
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

（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

（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

（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

（4）因究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

（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

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
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界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
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
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
而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
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二

《散步》一文主要写了作者、老母亲、妻子和儿子一同出去
散步的事。在散步的过程中，体现了他们一家的其乐融融、
互相帮助、互相关怀，更说明了亲情无价。

《散步》一文中，开头写作者的老母亲因为身体不好而不想



出来散步，但最后还是出来了。看到这里，我们都会以为作
者的母亲是被作者强迫拉出来的，其实作者本意不是这样的。
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作者也是想让多病的母亲出来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锻炼一下身体，这对老人来说是有好
处的。从这儿我也体会到了作者对母亲的敬爱。

在散步时，作者的母亲和儿子发生了分歧，因为作者的母亲
要走大路，大路平顺，对老人来说是比较方便的。而作者儿
子却要走小路，因为走小路有意思，在路上也可以玩一玩。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家之主，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作者考
虑到母亲体弱多病，应当顺她的意。所以作者决定委屈儿子，
因为作者陪伴他的时日还长。作者便说：“走大路”。然而，
出于对孙儿的爱，就决定走小路了。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们学习了散步一文，文章主要描写了作者一家三口在
田野散步的事情，虽然这篇文章短小也没有用于过多的华丽
句式，可是文章真实感人，情趣盎然，很有波澜，令人发省。

尤其是描写他们发生分歧时，母亲要走大路，可儿子想走小
路，作者想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感到一片茫然，但作者还是
委屈了儿子走大路，可这时奶奶看着小路，小路上春意盎然，
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于是奶奶也决定走小路，在这一处描写
里作者并不是不爱儿子，是因为他伴同儿子的时日还长，而
母亲就不一样了，这里文章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也体现了作者百善孝为先的'崇高品质。这一点是令
我们值得学习的，回想以前，母亲回家时满头大汗，可我却
连一杯凉茶也没递上，连一双拖鞋也没摆上，甚至连一句温
馨的问候都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实惭愧无比。以后每当妈妈
回家时，我一定要照顾她，给她递一杯水，捶捶背，揉揉肩，
与她聊心事，让她没有工作的劳累，只有开心的笑容。

家是一盏温暖的灯光，一个温馨的问候，家是奋斗停泊的港



湾，，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才能让它远航，家是产生力量的源
泉，同学们请好好关爱你们的家长吧！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四

其实，我认为《散步》的情是淡的，但它让人品味到的`，是
最让人动情的。

有时候人并不明白，为什么一次散步，一束鲜花，一个微笑
能带给父母或长辈那么多的愉快。仅有一个人人都为他人的
家庭，才真正幸福。，就不会有家庭纠纷，离婚等惨剧。人
应当是能将心比心的，仅有这样，人们才能不吵架。但我又
何尝不应当如此呢唉，我曾带给父母多少喜，多少忧啊！

但就算我不这样，又能如何呢老实说，真的，我有些叛逆。
我为此苦恼不已，仅有挫败才能带个人经验，我是不懂的，
就算我能讲出个道道来。也许我要经过十几年才能真正懂啊！
人生无常，父母又能陪伴我们多少时候呢我必须要珍惜这时
日了！

人生苦短，我的生命有限，但我要让它更有意义！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五

有时候，一首诗赋亦能感悟岁月沧桑，一篇文章，恰似度过
匆匆一生。惊天骇事会引发世界的震撼，一件小事，却也让
人叹为观止。莫怀戚先生的《散步》便是如此。

初读短文，并无什么惊叹之处，它好像就是一件小事，一篇
并不出彩的文章，可当你再品一遍，却似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竟从几个不起眼的字品出了“我”的责任，于是深深陶醉于
此，越看越震撼，越看越不可思议，仅仅散步一件小事，却
体会了中华尊老爱幼的美德。它好似一盏灯，照亮了世界每
个角落。所以说，读书如品茶，品得越久，韵味越浓。



大词小用，是这篇文章的风格；以小见大，是这篇文章的手
法；尊老爱幼，是这篇文章的哲理。或许我们不该只停留于
表面，只是看着文章，我们更应该去付之行动，去做、去认
真地做，将中华悠久的美德传承接力，传下去。它不是形式，
是行动！

想想父母，想想孩童，父母是过去，孩童是未来，你我是现
在。回报父母，是你的本分，照顾孩童，是你的责任；只有
二者兼行，这个家庭，民族乃至国家才会进步，才会复兴。
肩上担的是责任，心之所向是光芒，每一次对父母的回报都
是你前行的力量，不要等来不及的'时候后悔！

寥寥几字，一段故事，一种人生。

丁泽林同学的一句话：

来日方长，我希望用我的爱，守住那份干净的热爱与美好！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六

儿子说老师让家长写一篇《散步》的读后感。开始还真觉得
麻烦，在儿子的一再要求下，读完了这篇短文。没想到的是
这一篇短短的文章，让我的心里荡漾起了阵阵涟漪，感慨不
已。

首先，这段描写“到了一处，我蹲下，背起了母亲，妻子也
蹲了下来，背起了儿子”……“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稳
稳地，走得很仔细，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
整个世界。”这个画面在我的眼前久久不能褪去。我真想自
己就是这画面里的主人翁，只可惜自己常常在外奔波，孩子
他爸也常年在国外，这似乎成了我的奢望了。还真是羡慕他
们这亲亲热热的一家四口呐。

其次，“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



就很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
点头，便去拿外套。”……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关心他的母
亲啊。我想我的老妈也已八十多岁了，虽说身体硬朗却也是
老迈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在她老人家下楼到院子里散步的
时候，在我能陪着她一起走走的时候，陪陪她呢？我想妈妈
一定愿意女儿陪伴在身边，散步起来脚步才更加的稳健和愉
快吧！

这篇短文，给了我启示，我想今后的每一个周末就拉着儿子
和老母亲一起去散散步，虽然我们的城市已没了小路，也没
了田野，那么，就在这宽宽的街道上看看人流，看看琳琅满
目的商品，感受着时代的气息，那也是一家人在一起快乐地
享受时光吗？让我们享受亲情，享受这世界吧！

散步文章读后感篇七

由此我还想到了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像作者一样孝敬父母
的人。我们学过《许世友四跪慈母》这篇课文。许世友1905
年2月28日出生，当他十三岁那年，因为家境贫穷当看到母亲
卖妹妹时，他为了亲人的命运，给母亲下跪，请求母亲把幺
妹留下来。第二跪是：1926年，许世友参加了革命，成了敌
人搜捕的主要对象，他们捉不到许世友，就毒打他的母亲。
他让母亲受到连累，遭到毒打，心中十分难受。第三跪是：
许世友看着家里东西被烧光，仅有两座草棚，许世友百感交
集便跪在了地上。第四跪是：临别之际，许世友跪在了地下。
为了革命事业，他不能留下来照顾受苦受难的母亲，心中满
是愧疚和心痛。从中我们能够看出许世友对母亲深厚的`感情。

“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到了晚年都十分尊
敬自我的母亲，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