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母读后感(通用7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慈母读后感篇一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经说过：会读书的人，用两只眼睛，一
只眼睛看纸面上的字，另一只眼睛要看到纸的背后，也就是
说，要读出文章中隐含着的意思。

今天郑老师给我们读了一篇《母爱》的文章。故事是这样的：
在青海省的一个沙漠地区严重缺水，每人每天只配给3斤的用
水量。有一天，一头老牛拦住了运水的军车，想舔点水喝。
军人首先对着老牛大声呵斥，并用火来吓它，但是毫无用处。
后来老牛的`主人用鞭子使劲抽它，抽得老牛皮开肉绽，但是
老牛依然纹丝不动。军人没有方法，只好舀了一瓢水给老牛，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老牛竟然不喝，只是向着夕阳的方向叫了
几声，这时从远处跑来一只小牛，小牛喝完水后，老牛轻轻
地舔了舔小牛的眼睛，小牛也轻轻地舔了舔老牛的眼睛，然
后，遍体鳞伤的老牛带着小牛慢慢地回家了。

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不禁使我想起了妈妈对我无微不至、
数不胜数的关怀。记得有一天，我夜里发高烧，妈妈心急火
燎地起来给我找药，可是家里的退烧药都过期了，急得妈妈
连外衣都没有顾的上穿就往卫生所跑。吃了药还不见效，妈
妈又起来用凉毛巾缚在我的额头上降温，夜里不知给我换了
多少次毛巾。因为浑身发热，我不停地瞪被子，妈妈又一次
又一次地帮我盖，让我焖汗、散热。妈妈一宿没睡，第二天
早上，烧终于退了，我又可以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望着妈妈疲惫而又欣慰的眼神，我不由得心想：妈妈，您真



好。

今天听郑老师读这篇文章，使我真正懂得了“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含意了。

慈母读后感篇二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那天，我真的尝到了母爱的味道，
似水，无痕!

那天，妈妈为我做了一道我的'最爱菜肴——红烧马铃薯。中
午回家，特别饿，几乎把一盘马铃薯都吃光了。到了晚上，
出现问题了。胃部有点痛，妈妈知道后，急忙为我冲了胃药。
我才喝了两三口，便开始呕吐不止。妈妈急坏了，小心翼翼
的扶我上床，刹那间，我看到妈妈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眼角
噙着的泪水。我不由心头一暖转而心碎，久久不能平静。

呕吐过后，胃部还是不舒服，还是睡不着。睡在我身旁的妈
妈也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感觉已无大碍，妈妈就放心出去
买菜了。可没等妈妈回家，我又吐又泻，我的不安惊扰了邻
居，他们慌忙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回家后，轻拍我的背，为
我缓解痛苦，不停的问我的症状。那一刻我身体虽然很痛苦，
可心头涌上一阵暖流，流遍全身。事后，我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是马铃薯中毒。原来妈妈为了节省开支，买了便宜的
马铃薯，却没想到马铃薯已经变质了。妈妈知道后，后悔地
哭了。我安慰妈妈：“妈妈别哭，下次注意就好了。”妈妈
点了点头，让我睡觉，好好养病。

过了几天，我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和妈妈有说有笑。但脑海
中总挥之不去妈妈对我的爱。现在每当回想起来，就有一股
暖流涌遍全身，似水，……说不清，或许，这就是母爱的味
道吧!



慈母读后感篇三

这篇《牛的母爱》讲了一个极缺水的沙漠地区，《牛的母爱》
读后感。这里的人和牲口一年就用三斤水，人和牲口只能靠
这三斤水生存，有一天，有一只母牛冲开了绳子，强行闯入
沙漠里唯一的运水车，也是必经之路，读后感《《牛的母爱》
读后感》。终于，运水的军车来了。母牛迅速地冲上了它们
面前，军车马上刹车，母牛沉默在车前，军车也没有说什么，
双方依然5分钟过去了，还是保持沉默，造成了堵车，后面
的`司机说个不停，性急要打走母牛，可母牛不为所动。

后来，牛的主人来了，拿起长鞭狠狠地打在瘦骨嶙峋的背上，
牛被打的鲜血淋淋，皮开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让开。
鲜血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哞叫，和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
得分外悲壮。这时司机说：我愿意把水给牛，但是牛接过水
后，并没有喝，只是仰天长哞，不远，又传来了一阵小牛的
声音，小牛跑来后，把水都喝完了。母牛的脸上也出现了笑
容。

20世纪末的一个晚上，当时从电视里看到让人揪心的一幕时，
我想起了幼时家里的贫穷困窘，想起了我那至今在乡下劳作
的苦难的母亲，我和电视机的许多观众一样，流下了滚滚热
泪。

我相信这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只有母爱。别人总说我
们小孩子是天使，我不觉得，我认为天下所有的母亲才是天
使，而且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慈母读后感篇四

虽然我不是学高八斗、学富五车，但我看的文章也是不计其
数。但大多数文章都是过眼云烟，可是，有一篇却是却令我
刻骨铭心。它叫作《割肝救子，母爱齐天》。



主人公的名字叫做陈玉蓉，她的儿子得了肝豆状核病变。为
了救自己的儿子，她只能将自己的肝移植一部分给他。她必
须消除重度脂肪肝。她每天走十公里，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
的饭团。七个月过去后，她终于消除了重度脂肪肝，并救回
了自己的儿子。她终于陈功了！

啊，为了孩子，陈玉蓉不惜一切代价，捐献肝；为了孩子，
陈玉蓉不得不下定决心减肥。时间之长，付出之多，努力之
大。七个月啊，每天都得走十公里，每餐只吃半个拳头大的
饭团。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谁能想到，在成功移植肝的背
后，陈玉蓉究竟付出了多大的汗水、泪水和血水啊！其实，
生活中的'母爱也随处可见。每当你晚上正在做作业时，桌子
上是否有一杯热腾腾的牛奶？每当你起床时，是否早已闻到
了早餐的香气？母爱其实真的无处不在，只有当你观察生活
中每一个小细节时，你或许能发现它的踪迹。

陈玉蓉，这个美丽的名字。她是十大感动中国之一的人，我
敬佩她的母爱，母爱齐天。

慈母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篇普通的课文，但它却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江南雨的
《母爱》。

这篇文章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在青海省的西部，一个极度
缺水的沙漠地区，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挣脱缰绳，顽强地拦
截住送水车队，即使主人的皮鞭已让它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也不肯离开，这一切不为自己，只为了让它的孩子能喝上救
命的水。读完这篇课文，我被深深的震撼了。一头老牛，为
了自己的孩子，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忍受着皮鞭的拷打，
这不就是最伟大的母爱吗？我感动着，同时也幸福着，因为
我也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母爱。记得有一次，我生病需要喝
苦苦的中药，妈妈把热好的中药递到我手上，鼓励我要坚强
地喝下去，当我把药喝完后，妈妈马上递上一杯清水给我漱



口，然后，又像变魔术一样往我嘴里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糖块，
多么仔细又是多么周到的妈妈。还有一次，妈妈送我上英语
班，路上，我不经意的说了一句话：“我想喝菌汤。”妈妈
送完我上英语班，回家时天就已经黑了，而且妈妈已经工作
一天了，可是她却不顾劳累，去菜市场买骨头、买蘑菇、买
作料，回家花三个小时煲汤，只为了我下课回到家能喝到热
乎乎又有营养的菌汤。

母爱，她在妈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在妈妈对我无时无
刻的牵挂中，也在妈妈充满爱意和期望的唠叨中。重新读江
南雨的这篇《母爱》，重新体味母爱，我悄悄对自己说：要
让妈妈更幸福！

慈母读后感篇六

今天中午，我在家里看一篇《母爱》的文章，这篇文章留下
深刻印象。

在一条路上，运水车路中间是碰上一头快渴死的母牛挡在路
中间，不管人们怎没打他推他，可他一动不动，有一个人说：
“这头牛肯定可得不行了，给他一点水喝。”然后人们到一
点水喝，可这头母牛只看了看呼唤一声，忽然一头小牛一步
步来到这里喝水，可这头母牛没有喝。这点是用死抗争来的
水不喝。只给自己的`孩子喝，这种把希望给了孩子，不给自
己一滴水的精神，我被打动了。

想到这里，我想到了妈妈，没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妈妈，只
要听妈妈的话我就面足了。有一次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商
店，爸爸都给自己买一些东西，给我们买。妈却不一样妈妈
知道我喜欢吃啥、喝啥，都给我买。妈妈种只顾别人不顾自
己的行为给我打动。

长大了，我要自己挣钱，自己养家。做一个孝敬老人，爱心、
热心肠的人。



慈母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最后的姿势》这篇课文。文章讲述的是汶川
大地震中51岁的普通教师谭千秋用自己的身体为四位未能逃
出教室的学生撑起了一片天。

5月12日，谭千秋老师像平常一样在给学生上课。他在讲“人
生的价值”是大公无私，为他人着想，为集体和国家着想。
突然，楼房摇晃起来。“地震了！”他立刻意识到。“大家
快跑！”当然短暂的几秒钟学生不能全部跑出去。他就把没
逃出去的四位学生拉到课桌下，手撑在课桌上，挡住了倒塌
的水泥板，四位学生得救了。

读了这篇课文，使我深深懂得了老师的伟大：老师站在讲台
上，离门口最近，灾难来临时最容易逃生。但他不是自己逃
生，而是指导学生迅速撤离教室，并用肉体报住了四位学生
的`生命。老师虽然去了，但是他最好的姿势像他的名字“谭
千秋”一样，将精神永存，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