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通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一

我看书的速度是非同寻常的快，可倪萍的《姥姥语录》这本
书，让你像寻宝一样，一路都是耀眼的金子和珠宝，让你舍
不得往前走，。又像在做关联题，倪萍的姥姥和我姥姥，关
联度很高，相似度很大，唯一的不同，就是，姥姥的子女没
有她那么富有，可以给姥姥买很多明贵的衣服，变着花样带
姥姥去高档饭店，五千多块钱一斤的人参，像买菜一样，买
给姥姥，那也是姥姥应该拥有的生活。有关于姥姥的记忆如
电影般出现在脑海中。回忆的越多，看书速度也就越慢，对
姥姥也就越发思念。妈妈前几年身体不好，医生说，要尽量
吃，自己家麦子磨出来的面，对胃好。可我们家的麦子都是
收割后，直接卖掉了，好多年没有吃过自家产的面，姥姥家
更是如此。她和姥爷年纪大啦，淘洗麦子更是特别累得活，
都是直接买面。可因为为了让妈妈身体快点好，姥姥要不定
期淘麦子，磨成面给我家送去。麦子都是姥姥磨成面，更我
们家送一大半，自己留一小半。当然，那不是为了自己吃，
而是为了给妈妈做些她喜欢吃的东西送过去。我特别羡慕妈
妈有这么一个妈妈，她那么大啦还被姥姥宠溺着，姥姥知道
所有我妈爱吃的东西。我妈嘴馋时，一个电话“娘，我想吃
菜包子啦！”“娘，我想吃油饼啦”，妈妈上午打了电话，
第二天，姥爷就骑着车子送来了。妈妈真得是特别喜欢吃，
吃着还说着“还是俺娘包的包子好吃，”我们每次放假回家，
都先去看姥姥，在姥姥家吃了好吃的，走时，姥姥硬要给她
女儿带点。有次姥姥面不够了，包的包子不太多，就没有给



妈妈带，回来时，看我什么都没有，她说，“你们怎么没有
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那一刻感觉她忽然像个孩子，被姥
姥一直宠着，就长不大。妈妈生病后，不能干活，地里要拔
个杂草，打个农药，收割庄稼，他从不曾让我爷爷奶奶干，
都是早上姥爷骑着车子带着姥姥来，晚上天黑之前再走，一
天干不完，第二天，第三天仍旧继续。就连吃的馒头都是我
姥蒸好送来的，姥姥还时不时打电话问妈妈，“馍吃完没？
吃完还让你大给你送”。我就问姥姥，你不累吗？姥姥
说，“不累，那是俺女儿”。一辈子，姥姥就这样，围着灶
台转，这个灶台喂饱了几代人。就连我的外甥，还动不动要
去姥姥家吃好吃的。姥姥做的也都是很平常的饭，可里面确
是在多么昂贵的饭店都品尝不出来的味。

姥姥除了灶台，还有顶针，我们几个姨还有舅家的被子全是
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大姐，二姐出家的十多双被子是姥姥
做的。我们每次上学前带的被子都带有姥姥的味道，如此温
暖。

只希望姥姥能老得慢一些，让我们有机会，好好孝敬她。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二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孔子的名言，也是我最喜欢的
名言。

寒假里，我认真地读了《孔子》这本书，让我学习到很多知
识。书上，记载孔子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从小就热爱学
习，在15岁那年就定下终生学习的志向。从此以后，它谦虚
好学、勤奋刻苦、热爱学习、饱览文籍。最后他具有相当的
人格魅力和极其渊博的知识，同时也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

孔子的根本思想是“仁”和“礼”。它包括了刻苦用功，尊
老爱幼，有差别地去爱人，提高自己的修养等。



所以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礼有仁的中国人。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三

刚看过这本书，哭得稀里哗啦，我对倪萍的好感来源于小时
候，那个年代，她是太多人心中的梦中情人。因为她美丽、
得体、闪闪发光，谁不喜欢这样一位遥不可及却又观之可亲
的女子？爸妈一家人看春晚都是赞不绝口”她被奉为央视的
当家花旦，她美了那么多年，所以当她素面朝天身材臃肿的
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观众不干了，她不被允许衰老。

可人生就是这样无情，她只得把笑容留给观众，把眼泪留给
自己，雕刻在她脸上的那些沧桑啊，只有她记得曾经是怎样
绝望。很多年过去了，大家感叹倪萍老的快？原来在大家眼
中，倪萍会美一辈子，她也该美一辈子的啊！不管倪萍容貌
怎样变化，她终将是那个无法替代的倪萍，她承载过很多人
美丽的梦，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生存规律，她不是神。
对她这些年的经历有所了解，我敬佩她，能够一肩挑起一个
大家庭，俯身护住怀里的孩子，笑脸迎接亿万观众的倪萍，
我要为她鼓掌！她永远对得住大家的掌声，在任何她所涉足
的领域，她都值得喝彩。

《姥姥语录》是本难得的好书，这世界，真情最难得。我向
来喜欢亲近老人，看这本书的时候仿佛看到自己的奶奶外婆
邻居，这样质朴传统的中国精神，值得我们传承下去，这是
放在任何时代都会温暖人心的“姥姥”。我本书我给五星级
好评。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倪萍的《姥姥语录》，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语言，
书中的姥姥，不是遥不可及的伟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神灵，她就是我们身边可亲可近的普通老人，但就是这样的
一个朴素老人，她就像一杆称，让我遇事在上面称一称，便



明白了几斤几两，让我心中有数。

有这样的一个老人，好像一张刷不爆的银行卡，告诉了我们
无穷的人生道理，让我品尝了姥姥至始到终的善良，也慷慨
地给我们一笔又一笔精神财富，让我懂得了无限风光在险峰，
让我知道了工作就像是爬山，要想达到顶峰，不仅需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以积极、自信的心态去面对，更需要
我们拥有超常的毅力和忍耐力。

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人生要多读书，学无止境；让我明白
了路漫漫而修远，坚定了勇攀高峰的信念；让我知道了保持
自我，知足常乐，享受当下美好生活的重要；聚集身边的小
幸福，品味生活的大快乐。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五

今天终于把看了倪萍大姐的`《姥姥语录》，我感到很温暖，
很感动！就像奶奶，妈妈的话儿，很贴心，很实用。看完了。
很是让我感动。

作者以“唠家常”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裹着一双小脚，大半辈子围着锅台转的平凡的老太太——姥
姥。姥姥却用一生的生活经验，指导着自己的为人处事，并
潜移默化地教育着自己的后辈，那些看似平常的话语却透着
豁达，透着大度，透着善良，透着哲理，透着智慧。

姥姥说：“不管啥事你想不通倒过来想就通了，什么人你看
不惯换个个儿就看惯了。是呀，生活中很多事需要换个角度，
换个位子思量，往往就能得到海阔天空的乐观场面。

姥姥说：”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是呀，
再大的事，再难的关，总会过去的。很简单的话，仔细品品，
很有些哲学的味道，耐人寻味。



姥姥说：”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
锅米你吃不了，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这是何等
的境界，她告诉我们，表面上我们帮了人家，实际上，是人
家接纳了我们。

这是让我在生活中很有用的一本书，这是教我做人的一本书。
看了倪萍的《姥姥语录》，我感到很温暖，很感动！就像奶
奶，妈妈的话儿，很贴心，很实用。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六

看了姥姥语录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其中还有很多我不懂的
道理，我很喜欢文章中的姥姥，她勤劳能干，一生过的十分
充实，她善良好心，即使自已并不是很富裕也愿意接济他人。
她只是一位平凡的姥姥，但因为她无穷的智慧和99年的人生
之路，她的形象显得越发越光辉起来。

我也想去书中的水门口看看，看看是怎样的环境让姥姥拥有
如此多的智慧。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
你就得躺下。孩子，别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是啊，
人世间少不了生死离别，却是无法避免。亲人走的时候，谁
不会悲伤谁不会心痛。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不是吗，我们能做
的，就是好好对待自己，不要让他们走的仍有遗憾，珍惜身
边爱自己的所有人，不要等到失去了他们的爱，才会珍惜。

姥姥这一辈子都没穿过艳色衣裳好料子衣服，可是她并不觉
得委屈。作者问姥姥，身为女人，一辈子没穿过高跟鞋，遗
憾吧?姥姥却摇摇头，说那年头，作者不包脚都算怪物了。作
者又问，一辈子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姥姥说，怎么没穿过裙
子?围裙也是裙子。对啊，围裙也是一种裙。姥姥一辈子都带
着围裙，一辈子都站在灶前，一辈子都那么勤劳忙碌。

书中的姥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大字不识
一个，学都没上过。可是她懂得善恶，懂得是非，懂得丑美。



她用99年的人生经历总结了一条又一条智慧，叫我们叹服。
姥姥的理儿很直白，很实在，她为什么不悲观不放弃呢?是无
奈还是现实?她从没想着以此来教育谁，给予谁，她就是这么
想的，这么过的，她认为是个人都该明白的理。

姥姥虽然不在了，可是她的精神和智慧却在我心中扎根。姥
姥用一句句平凡的话打动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真理。
人这一生中，乐就是福。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七

作者倪萍以“唠家常”的形式，讲述了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
育，却悟出许多人生大智慧的姥姥，别看姥姥说的都是土话，
大白话，但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那种朴实、真诚，没读过书
的姥姥用她承继和累积的生活经验指导自己的处事为人，并
将其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子孙，而就在这么质朴的语言中让
人深深感受到了倪萍对姥姥的深切怀念，以及姥姥对倪萍那
种无私伟大的爱。

姥姥的一生可谓活得明白，活得清醒，活得有数，她的包容、
豁达、感恩与执著，给他人带来挚爱的温暖，随着姥姥的远
去，我的泪水逐渐在往心底里流淌，也随着作者的想念开始
寻找已离开我们的至亲，寻找那些无限眷恋在一起的日子，
感受着回忆带给我们的幸福，仿佛能感觉她们就在我们身边，
一转身就会找到她们的影子。在这本书中，姥姥的那几句平
凡却富有人生哲理的话语一直记在我心中。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着，这叫帮人；有一锅米吃不
了，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

“靠山山到，靠人人老。靠来靠去你就发现了，最后你靠的
是你自己。”

“爱越分越多，爱是个银行，不怕花钱，就怕不存钱。”



“东西不在多少，话有时候多一句少一句就得掂量掂量，有
时一句话能把人一辈子撂倒，一句话也能把人抬起来。”

“有苦也不是坏事，苦多了甜就比出来了。你吃一块桃酥试
试，又甜又香，你再吃一斤试试？你那嘴呀就想找块咸菜往
嘴里塞。

孩子，别怕苦，苦它兄弟就叫甜哪！”

“日子得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走，大道走，小道也得走，走不
通的路你就得拐弯，拐个弯也不是什么坏事，弯道儿走多了
再走直道儿就走快了。走累了就歇会儿，只要你知道上哪儿
去，去干嘛，道儿就不白走。人活一辈子就是往前走，你不
走就死在半道儿上，你为什么不好好走，好好过呢？”

这就是姥姥，一个没有文化的中国老年妇女说出来的话语！
没有华丽的语言，却那么让人亲切，靠平凡去感动世人，用
一句句贴心的老理儿去点醒世人，我相信，这位可爱的姥姥
将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永生，时刻提醒着我们“乐就是福”。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倪萍的孝心。倪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每个月工资是21元，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她就给姥姥寄去
了10元钱，几乎占了工资的一半。她在电影《山菊花》中获
当年小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奖金六百块。她给姥姥买了
一块日本西铁城的小手表，而她自己带得是一块上海牌大手
表，那是她到济南上学时妈妈送给她的。 姥姥从二十年前就
跟倪萍来北京了，倪萍领着姥姥吃遍了北京最贵的饭店，给
姥姥买过最贵的镯子。她自己还没有钻石的时候，就给姥姥
买了，坐火车买软卧还要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单位介绍信的时
候，她就开始带着姥姥坐软卧。

多少年前，倪萍为姥姥买上出口的羽绒被;后来听说纯蚕丝的



被子好，倪萍又从杭州丝绸博物馆给姥姥订了一床;再后来人
们又说盖棉花被最好，倪萍又从新疆给姥姥买了四斤最好的
棉花做了棉花被。

家里最大的卫生间是给姥姥用的，最现代化的卫浴焊上两个
最土的扶手，又粗又难看，可是安全啊。

看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一定不要等到”子欲养而
亲不在“时再后悔，那时候一切都晚了。哪怕再忙，也要常
回家看看，一定要抽出时间多陪陪我们的父母，说说话，拉
拉家常;或是经常打个电话，哪怕是简单的一句问候，也会让
他们的心里温暖很久。

画语录徐小虎读后感篇九

看了姥姥语录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其中还有很多我不懂的
道理，我很喜欢文章中的姥姥，她勤劳能干，一生过的十分
充实，她善良好心，即使自已并不是很富裕也愿意接济他人。
她只是一位平凡的姥姥，但因为她无穷的智慧和99年的人生
之路，她的形象显得越发越光辉起来。

我也想去书中的水门口看看，看看是怎样的环境让姥姥拥有
如此多的智慧。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
你就得躺下。孩子，别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是啊，
人世间少不了生死离别，却是无法避免。亲人走的时候，谁
不会悲伤谁不会心痛。但是生活还要继续不是吗，我们能做
的，就是好好对待自己，不要让他们走的仍有遗憾，珍惜身
边爱自己的所有人，不要等到失去了他们的爱，才会珍惜。

姥姥这一辈子都没穿过艳色衣裳好料子衣服，可是她并不觉
得委屈。作者问姥姥，身为女人，一辈子没穿过高跟鞋，遗
憾吧?姥姥却摇摇头，说那年头，作者不包脚都算怪物了。作
者又问，一辈子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姥姥说，怎么没穿过裙



子?围裙也是裙子。对啊，围裙也是一种裙。姥姥一辈子都带
着围裙，一辈子都站在灶前，一辈子都那么勤劳忙碌。

书中的姥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大字不识
一个，学都没上过。可是她懂得善恶，懂得是非，懂得丑美。
她用99年的人生经历总结了一条又一条智慧，叫我们叹服。
姥姥的理儿很直白，很实在，她为什么不悲观不放弃呢?是无
奈还是现实?她从没想着以此来教育谁，给予谁，她就是这么
想的，这么过的，她认为是个人都该明白的理。

姥姥虽然不在了，可是她的精神和智慧却在我心中扎根。姥
姥用一句句平凡的话打动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真理。
人这一生中，乐就是福。

看见这本《姥姥语录》，一下子想到了我的姥姥。正赶上假
期，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倪萍通过文字转述着姥姥的话，
渗透着她对姥姥的爱。书里除了一句句姥姥的”至理名言“，
看不到姥姥的模样，但我隐约间感受到——一个活得真真切
切明明白白的老太太。

读完这本书读后有两点给我触动很大，一是姥姥的智慧，二
是倪萍的孝心。扉页上微笑着早年的照片，和蔼、可近的倪
萍，在经过了生活中的风霜雨雪吹刮后，不再是幸福滋润的
临家大姐，而是为一大家人忙前忙后的女人，为了儿子可以
付出一切的女人，是一个天蹋了可以擎天的女人，是一个心
里、肩上承载太多的女人，她是一个大女人。但我相信，她
是幸福的。

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追忆她与姥姥一
起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心底那一个个姥姥与
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令人为之动容，清澈质朴、真挚感人
的文字，温暖人心。细述这位纯朴、善良的山东老人生命中
的最后乐章，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
智慧。



她讲她的姥姥，让我想起我的姥姥。今年已经88岁的姥姥，
耳不聋眼不花，身体硬朗得很，不管村里谁找她，她都热情
相迎，姥姥常说：”别人信任咱，咱就得实心实意对人家。
做人一定得出好心眼，老天爷都看着呢“。虽然姥姥说的话
没有倪萍转述姥姥语录的精彩，但是理儿是一样的，都喜欢
拿老天爷说事。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她还经常嘱咐我
们要多看书多学习，哪怕一天多认一个字，一年还能认识365
个字呢。哈哈!她眼里的学习就是认字，我可爱的姥姥。

这本书，文字间褪去了华丽的修辞，却体现了最简单最质朴
的人生哲理，一时间我很难想象这位不识字的老人家能将很
多事情看得那么透彻，并且用非常简单的充满智慧的语言表
达出来，字里行间让人读出的都是自己明白的显而易见的道
理。读了这本书，突然觉得眼前的世界分外透亮，觉得那些
一时的不顺都过去了。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着，这叫帮人;有一锅米吃不了，
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是啊!今天我们如果我们都能
以这样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就会发现温暖无处不
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趁亲人还健在，
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让长辈感觉幸福、满足。 这
本书及时提醒自己爱我的亲人。再多一点!

久没有看过一本书，拿在手里就想一口气读完。一个99岁的
老人，自己就是一本厚书，吃过大苦，也享过大福。朴素无
华的语言里饱含着世间最透彻的智慧。两个晚上，看一看停
一停想一想，眼眶经常是潮湿的，想到两年前已经离开的我
的外婆，那些情景那些话语曾经我是多么的熟悉。一直想要
为我的外婆写一点东西，几度提笔，几度垂泪，几度止笔。
外婆是个佛教徒，每天过着早晚一炷香的生活，初一十五不
动荤腥，正月七月要守斋。外婆的腿动过两次大手术，这让
她的晚年遭了很大的痛苦。她始终认为这是她前世的罪孽太
重，这一生才会受苦，所以要多做善事。常常我看到她点燃
一支香和一盏油灯跪在灰暗灶膛前的蒲团上前额着地，低声
细语，很少祈求佛祖保佑她减少病痛的折磨，多是求着保佑



一大家四代几十口人能够平平安安，工作的能够工作顺利，
读书的能够学习好考个好学校。最后扶着灶台艰难的站起
来。20xx年的国庆，我回老家看她，带着相机专门想要给她和
外公照相，对着镜头她双手合十习惯性的做了一个礼佛的姿
势，神态安详，面容和善慈悲。中秋回家，妈妈翻着以前的
老照片对小侄女说：“姗姗，奶奶现在已经没有妈妈了
呀。”小侄女才刚一岁，这话更多的是呢喃自语。听到我觉
得很心酸。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我也会说同样的话。而今
天千里之外的我，有时想要为父母做一顿饭，洗洗碗，帮妈
妈带带小侄女，陪他们买买菜，甚至什么多不做，就是在家
呆着。却发现能够为父母做的却是少之又少，内心的愧疚无
以言说。

摘录倪萍《姥姥语录》部分语句如下：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你吃不了，
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

心里有气有怨，说出来就好了，不管真对真错，别留着，留
日子长了，就长在身体里了。

一碗水端不平，就只能装半碗。

天黑了就是遇到挡不住的大难了，你就得认命，认命不是撂
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天亮就是给你希望，你就赶
紧起来去往前走，有多大劲就往前走多远，老天会帮你。别
再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尽了，天亮就没劲了。

人的手不能轻易伸，只有一件事可以把手伸出来，救命的事。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上钱才值钱。

二十几块钱买个啥?买个吃的一会就吃完了，买本书吃一辈子，
好的书下一辈儿又接着吃，上算。



不管啥事你想不通倒过来想就通了，什么人你看不惯换个个
儿就看惯了。

快乐你别嫌小，一个小，两个加起来，三个加起来，你加到
一百试试?快乐就大了，你不能老想着一天有一百个快乐，一
辈子能碰上几个这样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