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实用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
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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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中是否也在寻找这样一片野花呢？

今年暑假，奶奶叫我弹钢琴。在练习下，技术越来越好。优
美的音乐充斥了整个屋子。我把奶奶喊来，听听我新练的曲



子，期望得到一个肯定的赞赏。“还行！”一曲终了，奶奶
竟是这样答复的。如果在平时，奶奶定会拍手叫好：“好！
好！彦彦最棒了！如果换做是我，一星期还学不会呢！”。
我一时被气得头昏脑胀，鼻子一酸，只差没流下两粒“麻
油”。事后，我才明白：奶奶是想告诉我：钢琴并不局限于
这一首曲子，应当不断摸索新的曲子，攀上新的高峰。

是呀！我们应当储备着充足的力量和充沛的爱，以抵挡“庭
院”外的霜雪与苦难。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篇二

毕淑敏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下面小编整理了毕淑敏散文读后
感600字，欢迎阅读!

好的书让人受益匪浅，有可能终生受益。读散文集，更是能
让你的情操在相应的时间里得到陶冶。在众多的散文家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毕淑敏了。她的作品，一扫20世纪80年代末
文坛琐碎平庸的文风，被人称赞为是“对当代小说的一种拯
救”。

毕淑敏，国家一级作家，从事医学工作20余年，拯救过无数
垂危的生命，帮助过无数来访者走出生命的低谷，被誉
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故事的起伏，精湛的文笔，让我不得不读了一遍又一遍，感
受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有一个片段让我感悟至深：

“为什么不读书”?夏导问。“没钱”“为什么没钱”?“因
为钱在我妈妈那儿”。“你妈妈在哪儿”?“我不知道，我妈
妈跟着人跑了，她不要我了，她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卷跑了。

就剩下我和爸爸，爸爸说他一个人也要供我读书，他就上山



挖药材，他在最陡的崖上看到了一兜贝母，人家都看到那兜
贝母了，可是谁也不敢去采，只有我爸爸上去了，他就再也
没回来。”这篇《源头朗》在描写火石到大城市生活、求学
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

著名作家贺绍俊曾经说过“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
说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疾
患而开的心灵处方，这源于她的善良和对人的心里隐秘的洞
悉。”

读毕淑敏的书，能体会到一种特别的爱，让我沉思许久……

毕淑敏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她同样是一位慈祥而又可爱
的母亲。

在《混入北图》这篇文章中，毕淑敏的母爱与她对儿子的教
导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那时，北京图书馆是最大的图书馆，哪里有各种各样不同
种类的图书，但那里却有规定：只对成年人开放。不知是不
是遗传了毕淑敏，她的儿子从酷爱看书，对文学充满了好奇
心与求知欲。当他长到十几岁已经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毕淑
敏在他苦苦的要求下，不得不带儿子“混入”北图，满足孩
子向博览全书的愿望。

本文主要讲述了毕淑敏到儿子进入北图的过程和看书的过程。
其中详写的是进入的过程。在过程中，运用了心理描写和生
动的动作描写，表现了母子二人害怕被识破的心情，但儿子
也急切想去看书的复杂心情。在好不容易进去后，儿子恨不
得把全馆的书都看一遍，所以，他直到闭馆才依依不舍的离
开。

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毕淑敏的这篇文章中，
充分的体现了儿子对读书的渴望，甚至把博览全书为理想。



的确，在我们少年时代的时光是很宝贵的，我们在学习上，
不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多多去闯闯，
在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下，就能够让你体会到世界是包罗万象
的。在青春时，何不去拓展自己的领域，为梦想努力，像毕
淑敏的儿子一样，有志气：“长大一定要光明正大的从正门
走进北图，因为那是贵宾的通道!”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篇三

乐，一个人人都盼望的情感，而我就在读毕淑敏散文当中感
受到了乐!

毕淑敏是一个能将生活中的情感点滴带入写作中的淳朴作家。
她的文章有滋有味，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构成，再将她的体会，
她所了解到的背景加入其中，便成为篇篇打动人心的散文。

她的散文有沉思篇，有人生感悟篇，有心灵处分篇等多个篇
幅。一缕弥漫着的香烟，一丝绿植芬芳，一点生机的鸟鸣，
便描画出一篇文章，一幅图画。

我很喜欢读每天都冒一点险这篇散文，很有意境。文章讲述
的是毕淑敏的三个险事，教导我们人生因险而精彩。所以每
天都冒一点险，不仅可以抗衰老，还可以活跃生活。我读了
之后感到冒险原来在人生中有这么重要，也不禁发出感慨，
多冒冒险必定会让我增大胆量，受益匪浅。

我喜欢的另一篇文章叫精神的三间小屋。如果让我推荐作品
的话，我定会推选这篇文章为演讲主题。它贴近生活，教育
我们要在心间树立三间小屋。第一间是：盛着我们的爱与恨，
第二间是：盛放着我们的事业，第三间是：安放着我们的自
身。

她在文中这样阐述道：三间小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非



常世界，建立精神的栖息地，是智慧生灵的义务，每人都有
如此的权利。是啊!安放着我们喜怒哀乐的三间小屋，代表着
希望，代表着生灵万物的平和，所以，人一定心中都要有这
三间精神小屋，它们是你心的核心，是你情感发泄的控制总
部，是接受打击、接受喜悦的基地。

读久了毕淑敏老师的散文，真会不自觉地称她为师。散文情
感浓厚，内容朴实，令我看了就脱不了身，总想多看几篇。
其实我的许多经历都和毕淑敏老师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她
说的到底我重不重要?，我曾经也有这样的疑惑，并问过我自
己这样的问题，我在她的散文中找到了答案我很重要!

毕淑敏那平实却激情的散文使我久久难忘，我仍不时翻翻这
篇，看看那篇。那种被毕老师渲染得瑰丽多彩的、生动活泼
的故事情节，相信一定会让我难以忘怀，而那种被毕老师描
述得具有感悟、具有哲理的道理也将广为流传。

感谢毕老师为我带来的乐，虽说乐自由我，但这是乐自由书，
相信这种阅读的喜悦，将传递给更多的读者!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篇四

一个蓝色的'橡皮泥萝卜，摆在桌前，预示着自己未满足的童
年。你也许会说：“萝卜不是红色的吗？怎样变成蓝色萝卜
呢？”如果你想明白答案，就来读一读毕淑敏的《蓝色萝卜》
吧！

萝卜和童年，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却在作家的神来之
笔下，显得密切相关，人的一生有几个童年呢？答案永远只
会有一个——1个童年。这篇文章中的一位母亲，只因为自己
的虚荣与粗暴，夺去了自己孩子的仅有童年，请家长扪心自
问，自己的童年是否过的愉快、无忧无虑呢？对于我来说，
一个初中生来说，童年是遥远的、是梦寐以求的，在我心中
它是比金钱贵万倍，可是它已离我而去。



毕淑敏是一位感性与多情的心理学者，在文章中，她通常将
情感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使我对她的作品爱不释手，这篇
便是我的最爱。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文章中孩子被拿走橡皮泥时的情景，但他
那时的心境我完全能够感受，仅仅因为一个“孝”字，他就
能忍痛割爱把自己的最爱抛弃了，但他的母亲没有想到，正
是因为此，孩子的童年被剥夺。

我相信，上亿孩子中，有60%~80%的孩子的童年被家长所剥夺，
我从小就被父亲所学习我毫无兴趣的东西，等我在一次比赛
中失利了，父亲从不安抚我，反而责骂我，试问，对一样毫
无兴趣的事物，你怎能打起精神去学习，更谈不上去比赛得
名次了，从小我便喜爱画画，妈妈极力赞成，可是因为“学
了没用”的理由将我去培养毫无兴趣的滑冰！就在今日，我
下楼去锻炼身体，看到一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孩童和父亲无忧
无虑地玩耍，家长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孩子的脸上绽放着欢
乐，这场面让我羡慕不已，竟在一旁发起了呆。再次读了一
遍毕淑敏散文，我仿佛沉浸在母爱的怀抱中舒适不已。

散文的大门为你开着，所有的感动与温柔，尽在你翻开的一
瞬间。愿你把握今日，展望完美的未来！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篇五

有一种文体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读者的脸颊，又如滔滔的
江水拍打着失败者那干枯的心灵。咦，那是什么？哦！原来
是散文。

既然是散文，毕淑敏则是那散文中最有创作力的作者之一，
在我初读此书时，一种莫明的亲切感、一种难得的求知欲也
油然而生，它让我不停断、也不厌倦地往下读，有时我会随
着作者的不幸而潸然泪下，或是因作者的美满结局而欢心雀
跃！我记得我第一天读毕淑敏的散文，它叫《我的故事》，



它把自己的悲惨和她妹妹的幸福写得淋漓尽致，它写出了母
亲对她的不公，但她仍然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外国语附属
中学，以及后面的参军入伍当上了军医，当然还有成为博士
生时的风光，这些林林总总的好事她一笔描过，文章中主要
写得还是那些凄凉的过去，但是从字里行间根本无法看见她
对生活和她父母的恨，而更多的是一种希望，是对新生活的
向往。

在我读第二遍时，不知怎的，我读出了另一种东西——感恩，
读出了她对周围事物的感恩，大至世界，小到家庭，感觉她
后面美好的生活都是由于她的母亲。之后的几篇文章都让我
有深深的体会，我明白了人世间许许多多的是是非非，还真
是磨难，一种对困难的坚贞不屈，当然还有爱，有母爱、父
爱和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但在我看来，作者追求的是一种
博爱，还有一种对生活的观念。在散文的旅途中有困厄和风
雨、艰难和险恶，但是这不会阻止真正旅行者的脚步，散文
正是以一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激起人们不倦的向往。

《林清玄散文》读后感

张晓风散文精选春

朱自清散文

贺信的散文

青春散文悼词

孟子散文特色

余秋雨散文对电视散文创作的意义

大学青春爱情散文



毕淑敏散文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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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中是否也在寻找这样一片野花呢？

今年暑假，奶奶叫我弹钢琴。在练习下，技术越来越好。优
美的'音乐充斥了整个屋子。我把奶奶喊来，听听我新练的曲
子，期望得到一个肯定的赞赏。还行！一曲终了，奶奶竟是
这样答复的。如果在平时，奶奶定会拍手叫好：好！好！彦
彦最棒了！如果换做是我，一星期还学不会呢！。我一时被
气得头昏脑胀，鼻子一酸，只差没流下两粒麻油。事后，我
才明白：奶奶是想告诉我：钢琴并不局限于这一首曲子，应
当不断摸索新的曲子，攀上新的高峰。

是呀！我们应当储备着充足的力量和充沛的爱，以抵挡庭院
外的霜雪与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