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优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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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篇一

随手在儿子的书橱上取出一本书——《毕淑敏散文集》，当
我翻开那厚重的积淀，看着那蚂蚁般的铅字在书页上变幻，
体验着许许多多掷地有声的话语与思想，尤其是其中一篇文
章叫《提醒幸福》，读后觉得很有感触，她在书中说，人要
时刻感受和提醒幸福，她还说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
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
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
不断地训练。
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
们想象的那样少。
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
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
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
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
世上有预报台风的，有预报蝗虫的，有预报瘟疫的，有预报
地震的。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
的征兆。
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你不要总
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你也不
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得更大，使幸福很快地流失。而需静静地



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
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
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
们。
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
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
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
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
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
成功、团圆……
它们都酷似幸福，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它们
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揭去帏幔，才发觉它有
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
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天平两端，苦难体积庞大，幸
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
斜，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
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就看你是否珍
惜。
我们要提高对于幸福的警惕，当它到来的时刻，激情地享受
每一分钟。据科学家研究，有意注意的结果比无意要好得多。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这是春天啦！心里就
会泛起茸茸的绿意。
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
久地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
所以，丰收的季节，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年，我们还有漫长
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
喜悦。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不
要管以后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
喷喷的面包。
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踌躇片
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
独自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
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不留一丝渣滓。让我们一起举杯，
说：我们幸福。



所以，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父母膝下时，哪怕他们鬓发苍苍，
哪怕他们垂垂老矣，你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因
为天地无常，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会无限追悔此刻的时
光。
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这只是你心灵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
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
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
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的时候，那些人类
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
经生活过。
读着《毕淑敏散文集》，体验着毕淑敏对幸福的理解，才发
觉自己多年来，行色匆匆，韶华渐去，忽略了太多的美好。
于是告诫自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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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林）

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篇二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读者》上看到那篇《青虫之爱》了，
只记得文中讲到的妈妈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第一次看到虫子
就被吓到，为了不把自己的恐惧感遗传下去，为了孩子的健
康成长，虽然自己二十几年来对虫子谈之色变，当时也已经
吓得毛骨悚然，但是，还是亲手将掉落身上的青虫轻轻地取
了下来。每每想到此，不禁肃然起敬。

不想，开学第一天，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天经过校门小
卖部，晖儿就发现了三盒春蚕。妈妈定睛一看，密密麻麻、
大大小小的白色的小虫子，在翠绿的桑叶中蠕动着。血液顿
时往上涌，人也不自觉地往边上靠，拉着你的手就想迅速逃
离。妈妈，这是什么虫子，我想养！你的一席话令妈妈不知
所措，轻声告诉你春蚕。你一把将妈妈拉到盒子边，店主也
鼓励买几只给你饲养。可是，自从毕业实习时被同伴吓得晕



过去之后，就没有再敢看一眼这蚕了。再看一眼，妈妈觉得
双腿也发软了：放学再来吧！拉着你的手就逃离了。原想，
时间一过你也就忘记了，没想你一直惦记着：妈妈，蚕咬人
吗？不。它是好的吗？是的。那我们养几只吧！想想妈妈有
什么理由不让你饲养呢？想到了《青虫之爱》，想到了那位
妈妈，不禁觉得惭愧！

勇敢些，再勇敢些，千万不可把自己的恐惧迁移到孩子身上。
不断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可是，第一天，妈妈的勇气还不够，
一见到还是浑身发毛。在家里，在宝贝的一再要求下，妈妈
挣扎了一个晚上，又想到了《青虫之爱》，第二天上午，终
于买下了。买的是五只，可后来才发现店主爷爷给了好些只。
看到你，天天抱着蚕宝宝的盒子，,一天天照看着它们，观察
它们的一举一动，滔滔不绝地向妈妈叙说着你的新发现，不
觉心潮澎湃。感谢《青虫之爱》，感谢那位妈妈带给我的勇
气与力量，才使我们能够观察、分享这生命的变化。

现在，妈妈已不再象起先那么害怕了，虽然，宝贝偶尔把蚕
宝宝放在手心里，还是不觉地惊恐起来，但是毕竟克制住了。
现在，我们的蚕宝宝有三只已经开始吐丝结茧，黄的，白的，
可爱极了。突然觉得妈妈的童年多么苍白啊，连只小虫子都
没曾定眼细看过。现在，终于弥补了这一遗憾了，谢谢你，
儿子！

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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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篇四

读《毕淑敏散文精选》，常常惊异于她如何从并不复杂的人
生经历中采颉了那么多瑰丽的珍珠，在读者面前如孔雀开屏
显示了一幅灿烂的生活美景。

只为不安分的医生把她的职责发展到极致，不仅要治病，还
要救人，她成了心理医生。

心里的咨询让世界在她面前展开了一扇窗，使他有机会走进
各式各样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毕淑敏是一位母亲，她用母爱感受着孩子的成长。

读完这本书，我几乎不敢下笔描绘。

爱弥漫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酣畅淋漓，读来令人震撼。

流畅的语言，慎密的思维，精辟的分析，将我拉入爱的世界，
久久不能回神。



任何关于爱的阐述，在它面前都显得非常卑微，我只能告诉
你们，细细去品味你身边的爱，你才会真正的明白爱的真谛。

作家毕淑敏是一本书，需要细细品味，这本书是澄清的，健
康的，充满活力的。

他生活在平常人中间，给我们展示的是当代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

读他的'书，掩卷深思，常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身之感。

书中不仅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更写出了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
的哲理，这就是他的散文独具魅力的原因了。

也正是我喜欢这本散文集的原因了。

想让自己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这个学生拼命的学习，认真
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课余时间，别人都约着出去玩，
而这个学生却能抵得住诱惑，在家学习。

他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则另一个学生，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从此对“目标”这个词不屑一顾，他开始沉迷于游戏，网吧，
一有时间就抱着游戏机，成为“低头族”，他整天生活在游
戏中，没有目标。

是啊！其实寻找目标并不是一件难事，关键是要学着给自己
树立一个目标。

树有了目标，就能长成参天大树；花有了目标，就能开放的
愈发美丽；人有了目标，就能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因此，
我们从现在开始，建立一个自己的小目标吧！



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篇五

刚从同学手中得到这本精美的《毕淑敏散文集》时，我看见
了毕淑敏三个大字印在了书封面的右侧，中间还有两根带着
太阳的藤条丛书封面的缝里钻出来，颇有两根藤条出墙来的
意思。真趣味！说着，我便推开了这座庭院的大门。

《我在寻找那片野花》这篇文章调起了我的兴趣，索性一口
气往后看了下去。

我明白它们哪天张开叶子，哪天抽出花茎，在哪天早晨突然
就开了

读完毕淑敏的野花，我感触颇深。农村来的荞一向被同学歧
视，给她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经历百般挫折之后荞长大
成人，种种苦难却还干扰着她。因为家里支撑不起她上学的
费用，于是她抛弃了学业成为了一名印刷厂的女工来承担家
庭的`职责。她的一生就是如此坎坷、充满创伤，可是也不忘
回眸去欣赏那片野花。在她的心中，还储备着充足的力量和
充沛的爱，足以抵挡征程的霜雪与苦难。

毕淑敏散文提醒幸福读后感篇六

最近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上见到了毕淑敏，一位让人喜爱
与敬佩的作家。

翻开前几年买的《毕淑敏散文精品欣析》，再次感受了她那
虽说平淡却可以给人以启迪的文章。尤如一剂心灵鸡汤，它
不是药，却照样可滋润脾胃，妙手回春。她是直面现实，不
管美与丑，她的视线不曾拐弯，她的语言不会矫饰，因为她
的心灵不曾扭曲。

毕淑敏在文中曾说到，求闻达者要读书，因为书中自有黄金
屋和颜如玉；求德行者必读书，书犹药也，善医愚；求雅态



者也视书为利器，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与不读书的人，在
一天之内是看不出的。是啊，日子一天天地过，书一页一页
地读。清风朗月水滴石穿，一年几年一辈子地读下去。书就
像微波，从内向外震荡着我们的心，徐徐地加热，精神分子
的'结构就改变了，成熟了，书的效力凸显出来。她告诫年轻
人：“我们在读书时不要为现在某些表面的、功利性的东西
所诱惑，青年人应该关注自己的生命，关注生活中最本质的
东西。”

正因为从书中汲取了足够的养分，毕淑敏才敢素面朝天却心
颜常驻，才会不靠棍棒而铿锵有力，才敢于承认自己是老太
太。曾有记者问她：“一位上海的评论家说起女作家的长相
问题，说毕淑敏是个老太太了，您怎么看？”毕淑敏坦
言：“我今年五十多岁了，也可以说是老太太了。人是会老，
这是正常现象。但我认为写作不是事业，像大家熟悉的杜拉、
杨绛很老了仍在写作。容貌对我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我思想的力量”如她在文中说到：“我是一个保守的农人，
面对一块贫瘠土地上的麦苗，实在不敢把收成估计得太
好。”她又认为：“草是卑微的，但卑微并非指向羞惭。在
庄严的大树身旁，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都可以毫不自惭形秽
的生活，何况我们万物灵长的人类。”毕淑敏对自己清醒的
认识，让她有一份对自己内心的坚守。此份从容淡定，乃真
正书女练就的淑女。

有好书相伴，有幸，有毕淑敏的书相伴，犹幸，学习再学习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