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光读后感(大全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那
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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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读后感篇一

上个星期，我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了《月光曲》这篇课文，
从中我懂得了二百多年前，德国有位很伟大的音乐家，他不
仅谱写了许多爱国曲，而且心地也很善良。

月光曲是他谱写的曲子之一，传说是这样谱成的：有一年秋
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金色小镇
上。他听到了一阵钢琴声，是他的曲子。屋子里有人在谈话，
从话中，他得知这兄妹很穷，付不起他音乐会的入场卷。贝
多芬走了进去，弹起了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到了，就问是不
是贝多芬，并能说出乐曲的感受贝多芬没有回答，又弹起了
一首曲子。穷兄妹两听着，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景象。当
他们发送陶醉时，贝多芬早已回到了客栈，把刚刚弹的曲子
纪录了下来。

前几天，学习了《月光曲》这篇课文，从中我懂得了二百多
年前，德国有位很伟大的音乐家，他不仅谱写了许多爱国曲，
而且心地也很善良。

月光曲是他谱写的曲子之一，传说是这样谱成的：有一年秋
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
他听到了一阵钢琴声，是他的曲子。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从
话中，他得知这兄妹很穷，付不起他音乐会的入场卷。贝多
芬走了进去，弹起了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到了，就问是不是
贝多芬。贝多芬没有回答，又弹起了一首曲子。穷兄妹两听
着，眼前出现了一幅生动的景象。当他们陶醉时，贝多芬早



已回到了客栈，把刚刚弹的曲子纪录了下来。

贝多芬这首月光曲传说就这样谱成了，他不像别的音乐家那
样高贵，他帮助了这穷兄妹俩，是因为他听到了。他自耳聋
以后，还可以弹的那么好。我们应该学习贝多芬的这种高尚
的品质，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是那个国家
的骄傲，我们呢，我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我要想
贝多芬学习。贝多芬可以帮助残疾人完成他们以为遥不可级
的愿望。音乐真实一个好东西呀！虽然盲姑娘的眼睛看不见
了但是音乐在她心中又点亮了一把希望之灯！点燃她的人生。
虽然这对贝多芬不算什么，可对那盲姑娘可是一辈子要感谢
的事我们要帮助比我们小的小朋友，我们要帮助比我们年纪
大的老爷爷奶奶，我们要帮助身体不健全的残疾人等，其实
我们要帮助的人有好多，只要我们发现了就去帮助他们，那
么，你可能也会从中学到一点知识或是道理。同时也能提高
自己的素质我要像贝多芬一样做一个点灯人。

听着美妙的音乐――《月光曲》让我想起前几天学的《月光
曲》这篇课文，学了这篇课文让我懂得了一些道理：尽管身
份悬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人与人之间还要彼此尊重
的，这是我从贝多芬言行举止学来的，同时，我也要像盲姑
娘学习学习，盲姑娘很懂事，不像我整天到惹麻烦。

我不光懂得了一些道理还更加了解了《月光曲》呢！《月光
曲》分四个阶段，起初是舒缓的，接着是柔和的，然后是快
速有力的，最后是高昂激的。

月光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富有情趣，曲折感人的一本童话故
事书。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月光下的肚肚狼》。

‘可怜可怜肚肚狼吧’这是它一生中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它
是一只神奇而又平凡的乞丐狼，它有一个秘密，就是能在月



圆之夜变成王子，唱出动听的歌，它叫肚肚狼。

肚肚狼有位好朋友‘玉碎先生’，玉碎先生是仓鼠中的贵族，
因家族没落，所以想让肚肚狼变成王子的壮举来让家族再次
辉煌起来，玉碎先生和肚肚狼用尽各种办法积攒黑宝石，填
满，铺满，从而来让变身时间更长一些，玉碎先生是个狡猾
的仓鼠，而肚肚狼是只不贪财，老实的狼。

肚肚狼与小红鞋的友情是肚肚狼最为珍惜的一件事，为了让
小红鞋治病，肚肚狼不惜从玉碎那里拿出所有的宝石，给小
红鞋来治病。还有一次，肚肚狼遇到一处窖井盖被小偷偷去
了，它就一直守在那里，防止人们掉下去，随后还配合警察
抓住小偷，二肚肚狼不要两千元的奖励，而是要了一个漂亮
的模型窖井盖作为纪念。在我们看来不应该讽刺它很笨，而
是应为它的善良而感动!

肚肚狼最终用它的歌声治好了小红鞋的病，在故事的结尾，
出现了个意外——月全食，因此，肚肚狼没能变成王子。但
肚肚狼依然用动人的歌声治好了所有生病的人，它的善良赢
得了别人的尊重!

从这个故事中我知道了：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其实并不重要，
只要你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在别人的心里，你就是王子!

月光读后感篇三

读完某一作品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
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月光自行车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我最喜欢《月光自行车》这本书。书里讲了 6个人的童年生
活，讲述几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其中，让我
难忘的，还是“风铃儿的石门槛”、“长大了想当一位老妇



人”和“村口的宋歌”几个篇章。

“风铃儿的石门槛”主要讲了风铃儿的母亲到海外做保姆，
长时间不回家，她便把家里的石门槛当成了妈妈。一天，风
铃儿看见了家里的玉米，想到了妈妈喜欢吃玉米，她便决定
种玉米，等妈妈回来给她个惊喜。风铃儿这种尊老爱幼、孝
父亲母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村口的.宋歌”讲了宋
歌从小被亲妈抛弃，由他爸爸一手养大。因为宋歌的后妈生
病，所以宋歌替她去卖菜。有一天，在卖菜过程中，她遇到
了自己的亲妈，可是，她死活不愿跟亲妈回去，而是要照顾
对她恩重如山的后妈。这个故事，告诉我要学会孝敬、照顾
长辈，以这种方式来报答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长大了
想当一位老妇人”主要讲了甘雨在一节课上说出了长大后想
当一位老妇人的愿望。原因是有一天，甘雨在骑自行车时，
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妇人，不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那
位老妇人竟然饶恕了他，这个故事，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学
会宽容别人，因为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几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珍惜短暂的童年时光，让自己的童年
时光开开心心地度过。童年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们还
要尊敬长辈，孝敬父母，让我们一起快乐的度过短暂的童年
时光。

月光读后感篇四

8月19日星期四天气

意境与真情交融，艺术与人格辉映。

只是一个传说。贝多芬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时候，来到了
一个靠近莱茵河的小镇。忽然贝多芬听见了一首曲子从一所
屋子里传出，那，正是他所创作的曲子。他走近一探，听了
屋子里传话的声音。



一个姑娘说：“这曲子多难弹呀！我只是听过别人弹过几遍，
记得必不熟悉，要是能听贝多芬亲自谈谈该多好呀！”

一个男人说：“是呀，可是我们家太穷了，入场惶贵了！”

姑娘又说：“哥哥你别难过，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

贝多芬听到这儿，姑娘的痛楚和那种无奈深深地感染了他。
他推开虚掩的门。这里的情景让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男人在
做皮鞋，在一架旧钢琴面前，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长
得很清秀，只是眼睛瞎了。

“您来找谁?”

“我是为这个姑娘弹一首曲子的。”

“您找错人啦。”

贝多芬没有说话，坐在钢琴面前静静地弹了一首曲子，是姑
娘刚才弹的那一首，弹得很动听。这次，他是用心去弹得。
一个这样懂音乐爱音乐区双目失明的女孩，每个人都会这样
做，即使是坏人。

姑娘激动起来：“弹得多纯熟，多富有感情啊！您，您就是
贝多芬吧！”

贝多芬没有说话，只是问姑娘还想听哪一首。

很偶然，风吹灭了还燃着的蜡烛，清幽的月光照在了一切事
物上，显得那样和谐，这下子，贝多芬的灵感，如涌至来，
借着月光，他按起了琴键，一种面朝大海，一轮月光缓缓升
起，瞬时间万物染上了银灰色，水天连接，诗意朦胧，若隐
若现的感觉。趁兄妹俩还在沉醉的空子，贝多芬连忙跑向家
中，花了一夜的时间，把其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有名的



《月光曲》的来源。

贝多芬的这次作曲无意的，哎，人常常在有意中失去却又在
无意中得到。但是，有一种东西，不是单单靠无意就可以得
到的。贝多芬扎实的功底与世人学不来的认知，也是这次创
作的原因之一。是的，一切靠灵感，没有灵感不会传做出可
以成为千古绝唱的作品。但是与其单纯说是靠灵感，还不如
增加点什么：是爱心产生了灵感，他在靠灵感做出的'曲子。
还有，那是上天在帮助他产生灵感哩！

是的，意境与真情交融，艺术与人格辉映。谁说爱不值钱，
他的潜能永远是无限的。

即景生情即景生情人们长说即景生情，真正迷人的、可以让
人产生灵感的景，是爱。

这种无形却胜有形的景色是很迷人的，不是人工可以刻意去
造出来，也不是的大自然可以偶然做出来的。

博兴实验小学六年级二班董正阳

月光读后感篇五

（一）

这个星期，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月光曲》，从这篇课文中，
我知道了200多年前，有一位德国着名的音乐家，他用毕生谱
写了许多爱国曲子，而且他的心地也很善良。

这是一篇意境优美的课文，讲述了德国着名音乐家贝多芬因
同情皮鞋匠兄妹而为他们弹琴，有感于盲姑娘对音乐的痴迷
而即兴创作出《月光曲》的传奇故事。

传说是这样的：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



河畔的一个小镇上，他听到了一阵钢琴声，弹的正是他的曲
子，他听到了皮鞋匠兄妹的谈话，被打动了，于是为他们弹
奏了刚才皮鞋匠妹妹弹奏的那个曲子，盲姑娘猜出了他就是
贝多芬，贝多芬被盲姑娘说的几句话感动了，一个双目失明
的姑娘，这么爱音乐，有这样懂音乐，知音啊！正是因为遇
到了知音，所以贝多芬产生了要为她弹奏曲子的想法——创
作激情顿时而生。才创作出了这首，《月光曲》。

贝多芬悄然而来，悄然而去，给穷兄妹俩带来了一片温馨的'
人间之爱，一次没的艺术享受，给子的创作带来了一次意外
收获。既表现了贝多芬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和热爱，又表现了
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华。同时告诉人们，音乐的创作
也是需要真挚的情感的！

（二）

今天，我们学了一篇意境优美的课文——《月光曲》。文章
主要讲述了德国着名音乐家贝多芬为穷鞋匠兄妹弹琴，即兴
创作出《月光曲》的传奇故事。

在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着
名钢琴家贝多芬先生要给穷鞋匠兄妹弹琴？我就仔仔细细地
读了几遍，终于知道了答案。贝多芬从兄妹俩的对话中，被
盲姑娘善良、美好的心灵和热爱音乐、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
地震撼了。贝多芬发现盲姑娘很会体贴人，关心人，当她提
出自己想听一遍贝多芬亲手弹的曲子时，哥哥说：“可是音
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盲姑娘听了就立刻安
慰哥哥：“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谁不想拥有一张贝多芬
的音乐入场卷呢？热爱音乐的盲姑娘更是如此。

我非常佩服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写的第九自然段运用了写
实和联想相结合的方法，仿佛让读者听到了这首又舒缓又动
听的乐曲。



贝多芬悄然而来，悄然而去，给穷鞋匠兄妹俩带来了一片温
暖的人间之爱和一次美的艺术感受，也给自己的艺术生涯添
加了辉煌、璀璨的一笔。

音乐是一盏明灯，照亮了盲姑娘的心灵；音乐是一副良药，
治好了盲姑娘的眼睛；音乐是一个上帝，它塑造了一个美好
的灵魂；音乐是一个开心果，让盲姑娘忘记了烦恼，得到了
快乐……音乐啊！你是崇高的，快乐的，善良的！

（三）

小镇上一间房子里，一个失明的女人正断断续续弹着贝多芬
的曲子，街上的贝多芬听见了，就进了这间传说是这样的：
有一年秋天贝多芬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吃
过晚饭他在乡间散步，忽然听到了一阵断断续续的琴声，弹
得正是他的曲子，他听到了兄妹俩的谈话，他被深深的感动
了。于是他就给盲姑娘弹了一遍曲子，盲姑娘猜出他就是贝
多芬，很激动，于是贝多芬即兴谱写出了《月光曲》。

屋子，弹起了姑娘刚才弹的曲子，之后贝多芬又弹起了一首
新的曲子，月亮照进屋子，蜡烛灭了，贝多芬望望月亮，弹
起了这首《月光曲》。《月光曲》就是这样被贝多芬创作出
来的。贝多芬真是一个音乐天才，当月亮的光照射到屋子里，
结合那种清幽的感觉，创作出这样的动听的曲子。闭着眼睛，
用心去听，我仿佛看见，明朗的月亮下，波涛汹涌的大海，
正气势汹汹的朝我涌来，后来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平静，直到
海面上风平浪静，突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把
你吞没。

读了这篇课文我知道了不管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不管是有
钱人还是没钱人，他们都有权利去爱音乐，有权利痴迷音乐，
同样有权利能创造出音乐。



月光读后感篇六

第九十八号男孩月光男孩(谁都猜得到这是谁)

有一天，接到一通香港的电话，口音很香港，语气有点揶揄，
有点居高临下，对方报上名字，我有点意外，那名字是香港
的大明星。

他在电话里说，他人在台北，而他的朋友指定我接待他。他
说他想去很特别的地方，香港没有的地方。

我决定带他去公园见识一下。我带他进了公园，找了个树影
中的座位，阴影很重，不逼近二十公分之内，别人绝对看不
出来是他。

他很乐，两手揣在口袋里，不停地“嘻嘻”笑着，观察此起
彼落，你进我退地小仪式。接近半夜十二点时，公园广播响
起冷酷地女声，叫大家出去，说公园要关门了。他听得更乐
了，一直夸这个录音的女生“够无情”。

我带他出了公园，在路口埋伏好，让他见识十二点整公园锁
门前，会有多少人从公园涌出来。当他看到形形色色的男生
三三两两如河水四三分岔，漫入土中时，他又一直“哗，好
多人。”

看了两个钟头，他说可以了，于是我要陪他回饭店，他说饭
店没有好音乐，他不要回饭店。于是改成我带他回我家。进
了我家，他望向窗外，喃喃自语：“月亮呢?刚才在公园里的
月亮呢?”

我放了音乐，倒了酒，然后叫他躺在靠窗台边的沙发上，透
过窗子向上看，就可以看见高挂的月亮了。他躺上沙发后，
分我一个垫子，要我也躺在沙发旁的窗台上，这样他就可以
看着我，跟我聊天，又同时可以看见我背后的月亮。



我只好顺从地把窗台上的盆栽植物一个一个移开，乖乖躺上
窗台。窗台其实有点窄，我躺好以后，望着他，跟他说这样
有点危险，我如果往后翻，可能会翻出窗外，掉到楼下去，
死掉。

“我一定会抓住你，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他看着我，脸
上似笑非笑。他又补了一句：“我发誓。”

那晚，我当然没有摔到楼下去。

第二天，他就回到香港去了。之后我们没有再通过电话，也
没有再见过面。

后来他就跳-楼死掉了。

当我想起那个夜晚的时候，我就会随便找个窗边的沙发躺下，
让月光照在我的脸上。

我会一直看着月亮，一直看，直到月亮太亮，我把眼睛闭起
来。

月光读后感篇七

我是一个从小迷恋于音乐的人从小就酷爱弹钢琴这门艺术无
事时总做着“长大后在宽大的舞台上一边演奏一边听台下观
众为我的精彩琴艺而热烈鼓掌鲜花一束一束向我簇拥而来”
的白日梦。

我非常羡慕那些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和想象丰富的作曲家们。
尤其是世界最著名的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以前我只知道
贝多芬十一岁就开始在剧院的乐队里工作工作的同时他也跟
着乐队的指挥——奈费学习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和作曲
法。我只知道17岁的贝多芬就担起全家生活的经济重担。我
只知道贝多芬27岁时不幸患了耳聋病病情一年一年不断恶化。



我只知道贝多芬一生创作了许许多多优美的曲子是人类艺术
上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直到前不久学完《月光曲》这一课
后我对贝多芬又有了进一步地了解。这篇文章写了贝多芬在
一个有月光的夜晚因同情一对穷兄妹而为他们演奏又有感于
他们对音乐的痴迷而随兴创作出《月光曲》的传奇故事。我
深深的被贝多芬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与热爱的情感打动了一股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而又被他丰富的想象能力所折服。是呀美
好乐曲的产生不仅要依靠丰富的想象力更要依靠高尚而真挚
的情感。创造不会很难它就在于你对生活中得人物、事的关
注中产生。

创造乃人生之乐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