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卖米读后感(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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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卖米读后感篇一

读完《卖米》这篇文章，我的心境久久不能平复。文中辛苦
一天期待能卖个好价钱却粒米未卖的母亲，一下子让我想起
了因分粮忍受屈辱而寻死的母亲。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一年四季总是起早
贪黑，家里、地里连轴转。爷爷奶奶年迈，我们兄妹四个年
幼，老的老，小的小，在村里常常被人看不起。那时候，地
里的活仅有母亲一个人干。为了多挣工分，母亲总是拼死拼
活地干，和大老爷们一样，干出粪拉粪、修河堤之类的重活
儿。尽管这样，由于挣得工分少，我家总是缺粮户。

有一天午时，母亲高兴地对我说，生产队要分粮了，让我帮
着她撑粮袋。一路上，乡亲们拉着车子，有说有笑地往村里
的粮仓走去。

我开心地在大人间跑来跑去，母亲默默地跟在后面。开始分
粮了，队长每喊到一家户主的名字，那家人便欢喜地拿着粮
袋过秤装粮。分完了一户又一户，我忍不住催问母亲：“咋
还轮不到咱家呢？我急着吃白面馍呢，前几天我看见巧玲吃
白面馍了，光想上去咬一口。”说着，我故意给母亲扮出个
馋样。母亲笑笑，拍了拍我的头，却没吭声。

等到最终，天都黑了，也没听见队长喊母亲的名字。这时候，
母亲细心翼翼地走到队长面前，低声问道：“大兄弟，俺家



分的粮呢？”队长看都不看母亲一眼，没好气地说：“前几
天不是给你说了，你家挣得工分太少，得拿钱来买。你不拿
钱，咋给你家分粮？”母亲陪着笑脸说：“我已给孩他爸传
话了，让他赶紧给家里寄钱。等钱寄回来了，立马交给队里。
”队长不耐烦地说：“这样吧，你们啥时候把钱拿来了，我
就把粮分给你们。”母亲急了：“大兄弟，您就先照顾照顾
俺家吧，这几天家里都快断顿了。”队长蔑视地看了母亲一
眼说：“你们家就你一个娘们干活，六七张嘴吃饭，想让队
里养活你全家？”母亲像遭受了莫大的屈辱，竟杵在原地很
久。突然，她扔下车子和粮袋，扭头疯了似的往村南头跑去。
我吓得紧紧跟在后面，任凭我哭着喊着，母亲也不回头。我
心里害怕极了，生怕母亲出什么事。一向跑到村南的机井旁，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开始痛哭起来。黑暗中，她撕心裂
肺的哭声，像刀尖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赶紧
跑到她身边，紧紧拽住她的胳膊，哭喊着让她回家。母亲看
着惊恐未定的我，一下子把我揽入怀里。过了好久，母亲才
渐渐回过神来，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职责制。我
们村第一年刚推行时，乡亲们的心里七上八下都没有底，有
的想承包土地自我干，有的还想继续跟着生产队干……就在
大家犹豫观望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狗蛋爷第一个提出来要
承包土地“单干”。我的母亲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第
二个跟着要“单干”，惊呆了村里的不少人。他们背地里议
论纷纷，说母亲不知深浅，要出风头。好心的邻居也多次劝
说母亲不要逞能，可母亲十分要强，非要承包土地单独干。
生产队里那些平时看不起母亲的'人也很高兴，他们认为，最
终有机会把我家这个“包袱”给甩掉了，等着看我们家的笑
话。

之后，在母亲的坚决要求下，生产队按人均2亩地的标准，给
我们家7口人分了14亩地。分地后，母亲满心欢喜，越发干得
起劲，每一天风风火火忙个不停，浑身上下好像总有使不完
的劲。在母亲的辛勤劳作下，分地后的第一个麦收季节，我



们家的14亩地获得了大丰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家的
三间屋子里到处堆的都是麦子，一家人高兴得不知怎样办才
好。爷爷奶奶忙着补粮袋，买席子围粮囤，而我和弟弟妹妹
们坐在麦子上恣意玩耍，开心的不得了。这一年，母亲最终
在别人面前挺直了腰杆。

第二年，那些等着看母亲笑话的人，看到我们家吃上了白面
馍，他们纷纷效仿我家，提出来要承包土地“单干”。打那
以后，我们整个村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职责制，村里的所
有土地全部分包到户，家家都有了自我的土地。

现如今，母亲再也不种地了，家里的十几亩地也全部流转给
了种植大户，但她对土地的情结永远不变。

文档为doc格式

卖米读后感篇二

读了《卖米》。这篇文章很平实，很淡然，有一种安和的力
量。

作者飞花写这篇文章的年纪，是多大不清楚，应对贫弱的现
实，有无奈和悲痛，抱怨，或许是因为当时经历卖米这件事
情时，飞花那时候是中学生，十五六岁，仍然纯洁，质朴。

然而，通常底层人民的严肃在于，在健康平安的前提下，费
尽所有力气，仅能维持生活。

一旦健康不保，或者遭遇意外的伤害、打击，挫折，就真的
很难，陷入雪霜的境界。

这真的是一种很脆弱的微平衡，就像站在一根线上的不倒翁，
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掉下去。



不幸的是飞花的家庭，她爸爸多病，妈妈的手有不便，弟弟
年幼。

这在农村，真的是很难。农村的农业，在过去机械不发达的
年代，田地里的农活都是体力活，男主人病了，虽然女人也
很能干，但依然是很弱的。

所以贫病交加的家庭，是她的状况。而农民又是底层。所以
在卖米这种交易中，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不仅仅是他们，
就是其他的农民也是没有的。可是她家的米好，所以收米的
人愿意在当时的价格上1块5分加三分钱，他们呢，想按上场
的价格，在加两分钱，就死一块一毛，结果没有谈妥。

在临近收场的时候，收米人依然出1块5分，她们想卖1块8分
钱，收米人说，开场时，都没卖出去一块8分，此刻收场了，
谁收？还说了一句，做梦。

她们也生气，于是就担着米回家了。

她担的是重一点的，途中米撒了，妈妈说了她一句，因为心
疼米，没有关心她的脚扭伤否，她难受了一下，之后很快调
整过来，回家了。

到家后，她跟爸爸汇报了经过，爸爸，没有怪妈妈，直说那
些米贩子黑心，只赚农民的钱，并说，在城里一斤米卖一块5
毛呢。可是转而，妈妈说，明天去转步的场，卖米，爸爸说，
少担一点，一个人担50斤左右就能够了。但，那是十几里的
山路啊。

她说，别因为价钱又卖不出去，妈妈说，不会了不会了，无
论是1块8分，还是1块5分，都要卖掉的。

她很纠结，难过，想哭，可是不想当着父母的面哭，想被窝
里哭的。



可是头一占枕头，就睡着了，她太累了，睡的又香又甜。

这件事就算完了。

也许是她仍然年轻，十五六岁，天真，淳朴，虽然现实幸苦，
那时候不那么敏感。她的父母，心态上，却高于一般的农民，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暴躁的情绪。不然，就是她在写作时加工
过了。她之后在身前最终一封信种写到了，她是属于心态比
较好的，她说她她素来有些傻气，对于太过抽象的概念，不
大能理解。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之一，而她也是容易随
遇而安的一个人。她也有悲痛难过的时候，可是更注重眼前，
那些抽象的飘渺的担忧很少困扰到，反而是那些琐碎的细节
更令她关注。生活从来不会是完全的光明，也不会是完全的
黑暗，即便是阴云漫天的日子里，也会记住往日的阳光，并
憧憬明日的完美。

也就是说，她是一个不那么深刻，不固执的，心态宽厚的人。
她很进取，乐观，阳光，因为从她现实的经历看，她从中学
开始，都几乎在辍学的边缘，是教师的惜才，她在重点高中
读了一年，之后因为经济，转到普通高中。

她还出去打工，因为家庭不能依靠。她的心态还行。如果这
种性格能够遗传的话，她的父母也是很善良进取的人。虽然
他们贫病加身。

她天分很高，心态也好，所以写出来的文章，才很平实，很
客观，很实际。才能有一种很大的力量。吸引人，感动人。
所谓力透纸背。那是当时事实的力量。是很有说服力的。

有一句话，说，很多人的努力远远没有到拼天赋的地步，就
在自我设限了，这是向上的限制。这大概是真的。现实中，
更多维持微弱平衡的穷人呢，还没有经历过绝望，自我就先
崩溃了。所以，穷人，想要逆袭，都要豁出去的，真的拼命
的。不然的话，留在底层，依然费尽力气，还谈不上半点尊



严，这种尊重，无论是对自我，还是对周围人，她得不到，
他就不会施舍出去。

所以，要说贫穷是原罪，倒也不夸张。有一个出身贫穷的作
家说，穷人不配有梦想。她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歧视穷人，
而是她自我就死一个有梦想的穷人，她要改变，她已经改变，
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成功，而是她明白，穷人在追梦的路上，
有多难，或者是，一生都未有可能实现。

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这些故事能被传颂，是因为作者不是
普通的穷人，她是一个天分很高的聪颖的农民子弟，大部分
穷人的生活，不被认知。或者他们是如此的相像。

贫穷是一种罪，当你好不容易脱离它后，还会以它为耻。就
算你不，你飞上天后的，成功的圈子，也会让你以为。贫穷
本身是落后，可是落后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是，它能扭曲人性。
使人脆弱到不若一只蚂蚁。

所以，奋斗、拼搏，是为了改变，是为了摆脱啊。当然事实
有用，此刻穷人的底线大大提高，机械化，到此刻，农田，
修路建房，都不需要拼体力。可是很多穷人，他们下作，他
们的想法，思维惯性，依然停留在过去，那是对穷苦的深深
的恐惧。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深深刻在心里的伴随一生的
烙印。

飞花，没有被打败，她是一个贫弱中，高尚的人。可是她短
暂的生命，难道不是命运的束缚。好像穷人多病，她说她讳
疾忌医。病本身很客观，但穷，使得他们自身免疫系统低下。
受到一点侵扰，便无能为力。她的大病，从从确诊，到离世，
也可是短短两三个月。

我能从她的文章中得到的，我钦佩她的好心态，努力，她的
爸爸妈妈。这种心境是很无力的。也许能激发出一股力量。



总之，我们是都记住了她。

卖米读后感篇三

偶然，我读到北大才女张培祥的文章《卖米》，看后竞泪流
满面，好半天缓过神来，才感到心口被辛酸堵塞。面对生活，
恍然大悟。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啊！幸福，
来之不易须更懂珍惜！

《卖米》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父亲卧病，家中长女帮母
亲挑担卖米，本来以为米好可以多卖点钱，谁想到卖米的乡
人极多，米贩子们趁机集体压价，不甘心被敲诈的母亲一点
米也没有卖掉，更没有钱给父亲买药，最后只好赶更远的集
市去低价贱卖。

人跟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人在生活，有人只是活着。一斤
米两分钱的差价，150斤米也就三块钱。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谁，还会为了三块钱较真？谁，还舍不得吃一根两毛钱的葡
萄冰冰棍？谁，还会扫起洒落地上的米去喂鸡？答案是贫穷
的农民，只因为撑起一家很苦，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父亲
在家等着米换钱买药治病，姐弟俩上学要钱，当姐姐与母亲
出去卖米时，弟弟也才十一二岁的毛孩子，还不得不找着锄
头去放水。

原来，有些人只是简单的生活，就已经花光了身上所有力气。

还记得那个拿命对抗14级台风的货车司机周荣吗？20xx年8
月23日，台风天鸽登陆广东。货车司机周荣，试图用自己的
双手，撑住快要翻的货车，结果车倒人亡。因为，周荣靠货
车养家糊口，家是他的全部，货车是他的命。他只是想保住
全家人的命，却赔上了自己的命。

那一刻，周荣拼命撑起的不是货车，而是生活的重担。



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针，刺不到身上，
就不知道有多痛。幼时的我，曾经嘲笑奶奶，说她天热舍不
得开空调是小气，说她买菜时还价一毛或二毛是丢面子，说
她捡食掉落在桌上的米饭是不讲卫生，甚至还闹过问她当年
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的笑话。其实，在衣食无忧的今天，我
们更不应该忘却生活的艰辛。

生活，就像一杯苦茶，不会苦一辈子，但会苦一阵子。我们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握现在，珍惜拥有。不要为已经打翻
的牛奶哭泣，也不要为即将落下的叶子担忧。相信吧，快乐
的日子终将会来临！

人生不易，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卖米读后感篇四

读完《卖米》这篇文章，我的心境久久不能平复。文中辛苦
一天期待能卖个好价钱却粒米未卖的母亲，一下子让我想起
了因分粮忍受屈辱而寻死的母亲。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一年四季总是起早
贪黑，家里、地里连轴转。爷爷奶奶年迈，我们兄妹四个年
幼，老的老，小的小，在村里常常被人看不起。那时候，地
里的活仅有母亲一个人干。为了多挣工分，母亲总是拼死拼
活地干，和大老爷们一样，干出粪拉粪、修河堤之类的重活
儿。尽管这样，由于挣得工分少，我家总是缺粮户。

有一天午时，母亲高兴地对我说，生产队要分粮了，让我帮
着她撑粮袋。一路上，乡亲们拉着车子，有说有笑地往村里
的粮仓走去。我开心地在大人间跑来跑去，母亲默默地跟在
后面。开始分粮了，队长每喊到一家户主的名字，那家人便
欢喜地拿着粮袋过秤装粮。分完了一户又一户，我忍不住催
问母亲：“咋还轮不到咱家呢？我急着吃白面馍呢，前几天
我看见巧玲吃白面馍了，光想上去咬一口。”说着，我故意



给母亲扮出个馋样。母亲笑笑，拍了拍我的头，却没吭声。

等到最终，天都黑了，也没听见队长喊母亲的名字。这时候，
母亲细心翼翼地走到队长面前，低声问道：“大兄弟，俺家
分的粮呢？”队长看都不看母亲一眼，没好气地说：“前几
天不是给你说了，你家挣得工分太少，得拿钱来买。你不拿
钱，咋给你家分粮？”母亲陪着笑脸说：“我已给孩他爸传
话了，让他赶紧给家里寄钱。等钱寄回来了，立马交给队里。
”队长不耐烦地说：“这样吧，你们啥时候把钱拿来了，我
就把粮分给你们。”母亲急了：“大兄弟，您就先照顾照顾
俺家吧，这几天家里都快断顿了。”队长蔑视地看了母亲一
眼说：“你们家就你一个娘们干活，六七张嘴吃饭，想让队
里养活你全家？”母亲像遭受了莫大的屈辱，竟杵在原地很
久。突然，她扔下车子和粮袋，扭头疯了似的往村南头跑去。
我吓得紧紧跟在后面，任凭我哭着喊着，母亲也不回头。我
心里害怕极了，生怕母亲出什么事。一向跑到村南的机井旁，
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开始痛哭起来。黑暗中，她撕心裂
肺的哭声，像刀尖一样深深地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赶紧
跑到她身边，紧紧拽住她的胳膊，哭喊着让她回家。母亲看
着惊恐未定的我，一下子把我揽入怀里。过了好久，母亲才
渐渐回过神来，打消了寻死的念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职责制。我
们村第一年刚推行时，乡亲们的心里七上八下都没有底，有
的想承包土地自我干，有的还想继续跟着生产队干……就在
大家犹豫观望的时候，我们生产队的狗蛋爷第一个提出来要
承包土地“单干”。我的母亲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第
二个跟着要“单干”，惊呆了村里的不少人。他们背地里议
论纷纷，说母亲不知深浅，要出风头。好心的邻居也多次劝
说母亲不要逞能，可母亲十分要强，非要承包土地单独干。
生产队里那些平时看不起母亲的人也很高兴，他们认为，最
终有机会把我家这个“包袱”给甩掉了，等着看我们家的笑
话。



之后，在母亲的坚决要求下，生产队按人均2亩地的标准，给
我们家7口人分了14亩地。分地后，母亲满心欢喜，越发干得
起劲，每一天风风火火忙个不停，浑身上下好像总有使不完
的劲。在母亲的辛勤劳作下，分地后的第一个麦收季节，我
们家的14亩地获得了大丰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家的
三间屋子里到处堆的都是麦子，一家人高兴得不知怎样办才
好。爷爷奶奶忙着补粮袋，买席子围粮囤，而我和弟弟妹妹
们坐在麦子上恣意玩耍，开心的不得了。这一年，母亲最终
在别人面前挺直了腰杆。

第二年，那些等着看母亲笑话的人，看到我们家吃上了白面
馍，他们纷纷效仿我家，提出来要承包土地“单干”。打那
以后，我们整个村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职责制，村里的所
有土地全部分包到户，家家都有了自我的土地。

现如今，母亲再也不种地了，家里的十几亩地也全部流转给
了种植大户，但她对土地的情结永远不变。

卖米读后感篇五

而这些人他们身处基层，身为农民为粮食付出自己，身为工
人为基建付出自己，他们也都是在用自己的血汗共同建设这
个锦绣河山啊！为什么会有如次差距呢？难道辛酸与无奈只
是他们自身的.吗？当然不，城乡差距、阶层差距、贫富差
距……我们应该认清差距认清自身不足而导致的差距，而非
时代使燃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