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到来读后感(模板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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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一

自从两个星期前，我从杨老师手上接过这本新出版的《中学
生成才三部曲》之后，就一直在断断续续的阅读。

直到今天，才把所有的文章都仔仔细细的读完。

掩卷之余，不禁感慨万千。

这本书虽然从题目上看，是面向中学生和青少年的，可一旦
翻开其中的内容，就会发现，不仅学生、老师和家长，每一
个关心青少年成长和中国教育的人，都能学到太多的东西。

看到一篇篇中学生发自肺腑的感言，我不禁一次次回想起自
己的学生时代。

虽然他们现在学习的时代和环境，与十多年前的我已经有明
显不同，但面对的问题，却没有改变。

我能深刻的感受到，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受到家长和老师
双重期望和压力的他们，心中的那份委屈和无奈。

应试教育的目标是分数和升学，无论是学生、老师、家长，
都要紧紧的围绕这个中心，而所有的压力、误解和矛盾，也
都由此而出。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们，渴望有多彩的生活和自由的时间。

但繁重的学习任务让他们远离了内心的渴望，压抑了生命的
活力。

很多人不能理解家长和老师的苦心，在青春期逆反心理的作
用下，顶撞老师、抱怨父母，甚至离家出走。

我们可以说他们任性和不懂事，但是，他们毕竟是成长中的
孩子，如果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方式得当，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对此，我们讨论谁该多负责任，已经没有多少意义。

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把那些处在迷茫、痛苦、困惑中的心
灵，引回到自信、乐观、理想的道路上来。

在这本书中，很多发自内心肺腑的感言，都出自这样的孩子
之口。

正是他们的家长，把他们送到“财智赢家”训练营。

才让他们如同迷途的浪子，重新回到父母身边，回到久违的
课堂上。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和想法。

如果谁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一定很了不起。

而他如果能在短短的两天一夜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一定是一
个能创造奇迹的人。

如果你参加过“财智赢家”训练营的课程，或者读到过相关
新闻报道和书报资料，那么你就会认识这个创造奇迹的
人——杨金翰老师。



在这本书中，很多学生、老师和家长，都用亲身的经历，告
诉我们他们是怎样见证奇迹发生的。

其实，很多被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愿意
去相信。

没有信，就没有行动，更加没有成果。

而杨老师和“财智赢家”训练营所做的，就是将“你是天生
赢家”这样的信念，给了那些因学习落后和生活失意等原因，
失去信心的青少年们。

使他们重新认识到了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老师所做的，不仅仅是教育，而且是
启蒙。

教育和启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是以外在的知识文化
去影响人，而启蒙是开启一个人原有的内在潜力。

很多参加过杨老师课程的学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成绩
由倒数变成前几名。

老师没有改变，课程没有改变，而改变的只有学生自己。

正是因为他的内心和想法改变了，他的行动才改变了，而最
终他的人生才会发生质的'飞跃。

很多曾经误入迷途，被家长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孩子，因此而
考上了重点和名牌大学。

他们能不因此而感激杨老师和“财智赢家”训练营吗?从那些
学员的来信中，我能真切的感觉到，每句话后面的感恩之心。

青少年是人生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我在那个年龄也曾有过迷



茫和失落，并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很多本来可以避免
的痛苦和失败。

我想，如果当初我能遇到杨老师和“财智赢家”这样的训练
营，那该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无论是在我上学的时
代，还是在今天，我们都太需要“财智赢家”这样的训练营，
太需要像杨老师这样的教育者。

在应试体制和分数至上为主导的教育模式中，无论是大学、
中学、还是小学，都把注意力放在知识的灌输上。

因此造成很多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学生。

而有的毕业生，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有很多知识和学问，
但智商高、情商低、缺乏远大理想，不懂人际交流，在激烈
竞争的社会中难免失败。

更有甚者，有才无德，不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才能回报社会，
而是投机取巧，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最终害人害己，落
得惨淡收场。

俗话说的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

教育的根本和首要目的，是要培养一个人高尚的品格、健康
的心灵，远大的理想。

其次才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

而如今的应试模式和分数标准，无疑是本末倒置，不仅给学
生、老师和家长带来巨大了压力和问题，更间接的产生很多
负面的社会效应，造成整个民族的素质整体下滑，实在令人
担忧。



而杨老师所提出的“人性根本教育”理念，却弥补了当今应
试教育的不足，为素质教育的实践，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多年来的教育实践和成果已经证明，杨老师的“人性根本教
育”，确实改变了学员们的人生信念和态度，进而改变了他
们的生活和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老师的工作，不仅仅是教育和引导，
还是启蒙和救人。

这并不是某些学识渊博的教授可以做到的，更不是单纯传授
知识的教师可以项背的。

我相信，当杨老师的教育方法被推广到整个中国和世界其他
地区时，他会成为比戴尔·卡耐基和拿破伦·希尔更伟大的
人生导师。

杨老师的教育方式，不仅集成功学、励志学、心理学、语言
学于一体，更重要的在于，从根本上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
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no.1，而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启蒙。

我从来都不主张人们去看那些成功学和励志学的书，因为在
我们这个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精神虚无的消费
主义时代，这些书里面，充斥了大量厚黑和诡计内容，不啻
为误人前程的精神鸦片。

但我却强烈的推荐杨老师的书，他的书是启蒙之书，用仁爱、
感恩和快乐的力量，点燃每个人内心久已忘却的心灯。

如果你的心灯还没有被点燃，那么，请你来到“财智赢家”
训练营的大家庭来吧，这里有我们都渴望的光明、友爱和温
暖。

《童年》主要讲了童年生活的记忆里，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坟



场上荒凉的一角，

高尔基三部曲读后感。

那天下着雨，我站在小土丘上，看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幕
坑里 ,从此，我就失去了父亲，来到了外祖父的家，开始了
另外一种生活。

一连串的变故就像秋天阴冷的雨季，让我生活在压抑之中。

而外祖母的笑容和有趣的童话故事，则是我生命中和煦的阳
光，一直温暖着我寂寞的童年。

高尔基家里可真穷啊，从小爸爸就去逝了，就跟外祖父和外
祖母一起过日子，全靠外祖母的笑容和童话故事伴着我的童
年。

童年的那些磨难也成了他后来成长的经验。

在外祖母家两个为了分家而闹得不可开交的舅舅，让家里弥
漫着仇恨的气氛，而不怀好意的表兄更是让主人公吃尽了苦
头，只有外祖母的爱像和煦的春风温暖着他幼小的心灵，正
是这些爱没有让他对生活失去信心，反而让他在以后的生活
中充满希望。

《在人间》讲了高尔基在少年时期自食其国的故事。

他当过鞋店的学徒，当过画师的徒弟，后来又在船上打过工。

他看到了更多困难生活的人和自已同样命运的孩子。

使他更加懂得只有坚强才能活下去的道理。

船上的人告诉他书中有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



从此他便开始挤出所有零碎时间，阅读所能得到的书籍。

他从书中找到了新的人生乐趣和新的希望。

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他的意志和体魄。

也更明白生存的重要。

书籍使他了解到生活的本质，也使他知道了许多从前不知道
的事情。

原来书中的世界那样的浩瀚与丰富，又是那样深邃与奇妙，
足以使你忘掉生的伤痛与死的恐俱。

使他深深懂得只有斗争才能活下去，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

《我的大学》写了高尔基新的人生轨迹，他读大学的梦想，
被现实生活击的粉碎，但他懂得社会才是真正的大学这个道
理。

这时候他已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定、对未来充满希望’任何苦
难都打不到有的有志表年。

虽然说他的心情时而悲状，时而忧伤。

但终究还是能战胜一切困难。

你也许知道高尔基这个熟悉的名字，但你也许不知道这个伟
大的作家生活经历。

那就请你读一读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吧。

本书是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三步由，作者描写了他童年、少
年和大学时代的生活经历。



从这个被真实记述下来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
的高尔基对小市民习气的深恶痛绝，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对
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童年》是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
曲中的第一部。

它讲述的是阿廖沙(高尔基的乳名)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
年生活。

小说从“我”随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祖父叫“我”去
“人间”混饭吃结束。

外祖父开了家染坊，但随着家业的逐渐衰落，他变得吝啬、
贪婪、专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狠心地剥削
手下的工人。

有一次阿列克谢因为染坏了一匹布，竟被他打得昏死过去。

幼小的阿廖沙也曾被他用树枝抽得失去知觉。

他还暗地里放高利贷，甚至怂恿帮工去偷东西。

两个舅舅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

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阿廖沙过早
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

舅舅们为争夺家产而争吵斗殴的情景使小阿廖沙饱受惊吓。

这一幕真实反映了俄国下层人民沉重的生活状况，批判了小
市民的自私残暴。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也有温暖与光明。



这就是阿廖沙的外祖母和另外一些人，过的另外一种生活。

外祖母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对谁都很忍让，有
着圣徒一般的宽大胸怀。

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廖沙敏感而孤独的心，她对阿廖沙
的影响，正像高尔基后来写的那样：“在她没有来之前，我
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
领到光明的地方，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
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外祖母使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
心，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

这段时期为了生活，他与外祖母摘野果出卖糊口，当过绘图
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

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
打交道，他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

生活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

在小说中，描绘了俄国社会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高尔基自传体小说部，写少年时他正式走上社会，工作阶段
的生活。

用细致的语言刻画了下层社会人们的悲惨生活，描绘了一个
半孤儿(阿廖沙父母双亡)怎样奋斗，在社会上艰苦生存，并
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经历。



15岁以后，高尔基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便独身一人前
往喀山求学，他以为“科学是无代价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
人们的”，他不可能被接受入学，只好在面包店做工。

起早贪黑，每个月仅有三个卢布的工钱。

高尔基求学的尝试终于失败了。

人世间的艰辛激起了高尔基奋斗的决心，他“大口地咀嚼
着”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书，这是他在贫困潦倒中最知心
的朋友。

1892年，他终于当上了尼日尼城著名律师拉宁的文书。

这位律师曾给高尔基很多帮助，他的高度文化修养和高尚道
德情操深深感染了他。

高尔基曾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比任何人都更要感激
他。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二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盲姑娘在黄昏时动情优美地唱着美
妙、无忧无虑的歌， 她清脆、纯美的歌声道出了她神往的那
个光明灿烂的远方和她那颗热恋光明、向往光明的心，让我
感到心泉叮咚们，我们理应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

生活中有乐观向上精神的人还有许多。

如山东历城县十六里河联中的校长被诊断为脑血栓，这是一
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躺倒了，但他一定要站起来，要走，国为他有——一种坚



忍不拔的意志;因为分有——一股顽强不屈的毅力;因为他
有——一腔沸腾翻滚的热情。

这些力量使他重返了离开两年的心爱的校园。

同样，拥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拥有天簌般的歌声却是一个
盲女，多么令人婉惜。

可盲姑娘的眼睛却燃烧着希望之火，盲姑娘的心里却热恋着
光明磊落，向往着光明，这是不是更令正常人汗颜呢?这位盲
姑娘是如此的光鲜美丽。

盲姑娘的那支闪着光芒的歌，会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响起。

那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那老师说这篇文章“质美、文
美”，的确读这篇文章就是一次“美”的旅行，不是吗?文章
首先给我们创设了一个美的意境：夕阳西下，晚霞似火，歌
声流淌，还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色更美呢?所以我认为文章中贯
穿始终的景色描写，并不单单是为了结构上的首尾呼应，和
反衬人物心灵，更重要是它把我们每一个读者置身于一个美
好和谐的唯美境界，让我们在感受景物之美的同时，去体会
人物的心灵之美，所以我们还应从美丽的景色中去体会更深
的人性之美。

读《光明的心曲》有感今天，我读了《光明的心曲》这篇文
章。

读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耳边不时回荡起盲姑娘
唱出的'婉转动听的曲子。

《光明的心曲》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我”在花园的林阴深
入听到了优扬、动听的歌声，不禁走过去，发现竟是一个双
目失明的姑娘在歌唱，心头油然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情。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知道了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困难与挫
折，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气馁，而应该像文中所写的盲姑娘一
样勇敢的去面对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颗向光明、不
惧困难的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生活创造出更多的奇迹!试
看古今中外的伟人们，哪一个不拥有盲姑娘这种热恋光明，
向往光明，不怕挫折的精神呢?就拿驰名中外的海伦·凯勒来
说，她很小就失明了，可是她却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而
是勇敢地站起来，努力地学习知识，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
著作，最后成功地走完了一生，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宝
贵的精神财富。

不论是你，还是我;不论是一个伟人，还是生活在任何一个岗
位的平凡的人，我们都应该像盲姑娘一样有着一颗热恋光明，
向往光明，不怕困难的心灵。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成功，才能不留遗憾地走完这
宝贵的一生!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三

也是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的林荫深处，飘出
一阵优美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位小姑娘。她唱得那么动情，
我迎面走去，她竟然仿佛没看见，依然优美地唱着：“在那
遥远的地方……”

看清她的眼睛时，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一双多么漂亮的
大眼睛，然而，又长又黑的睫毛下，覆盖着一层灰色的阴
翳——啊，竟然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姑娘!

“……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

从她那清脆而又纯美的歌声里，从她那幸福而又神往的微笑
里，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足以驱散她眼前黑暗的光明。



唱吧，姑娘，有一颗热恋光明，向往光明的心，你的生命是
不会黯然无光的。

墙上的夕阳晖早已消失，夜色在我的小屋里弥漫开来，双目
失明的姑娘那支闪着光茫的歌，又在我的心中响起来。

p副标题e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四

她最终的所有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就，定离不开自身的不懈努
力，也让我懂得，无论人在多么艰难的生活环境下，都不可
以放弃自我，而要战胜眼前所有的困难，乐观对待身边的一
切，乐观对待生活，这样生活也会善待你。

同时，也要善待大自然给予你的一切。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五

《光明的心曲》是一篇以人物为描写对象的优美散文。作者
赵丽宏先生运用外貌、神态、动作描写刻画了在自己生命深
处唱歌的盲姑娘形象。她热爱生活、热爱阳光，对生活满怀
希望，对人生充满向往。她用悦耳的歌声传递着光明的心曲，
也照亮了这个世界，给作者，也给读者以震撼、鼓励。

在教学目标的定位上，我注重解读文本，前两个目标立足于
文本：第一，有感悟地朗读课文，学会抓住重点句子赏析；
第二，理解文中的“盲姑娘”形象及“心曲”含意，体会人
性美。后一个目标适当拔高，引导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能有
自己的情感体验，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启示。

让学生在短暂的40分钟内有所得，是我在教学中一直追求的
目标。因此，在课的设计思路上，我设计了五个环节：创设
情境，“舞蹈”导入；朗读课文，感知内容；研讨、探究，



领会主题；分析品味，拓展迁移；鉴赏感悟，升华价值。这
五个环节，理论上讲是逐层深入，发展能力，紧扣“美”字。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环节之间的衔接、过渡还欠火候。

什么样的课堂才有活力、智慧和情趣呢？著名教育专家朱永
新教授提出六个特征：一是参与度，即学生的全员参与，全
程参与和有效参与；二是亲和度，即师生之间愉快的情感沟
通与智慧交流；三是自由度；四是整合度；五是练习度；六
是延展度，即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向广度和深度延展，从课
堂向社会生活延伸。基于此，我尽量引导学生领悟、探究文
本，挖掘创新潜质，力求让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上放飞。

课堂教学的预设与生成，是施教者必须处理好的一对矛盾，
预设是教师预先设置，是相对静态的；生成是学生思维碰撞
的智慧火花，是相对动态的。只有课前精心预设，才有课堂
上精彩的生成。《光明的心曲》这篇文章教学中，我注重以
下几个方面：

一、深挖文本――“新”，精心预设首先体现在“创造性地
理解和使用教材”。《光明的心曲》有一条线索“歌曲――
心曲――光明的心曲”，盲姑娘用心曲来表达对光明与希望
的热恋、向往和追求。让学生沿着这样的思路自主探索“歌
声”、“小姑娘”形象，水到渠成，取得收获。

二、随景入境――“美”，本文是篇美文，景美、歌美、人
美、心灵美、人性美、语言美……，整篇文章学完之后，凝
聚在我们心头的就是一个字“美”。小姑娘在母爱的支撑下，
接受生命的挑战，用爱心拥抱世界，终于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让学生在文本中、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为之敬佩、震撼。

三、即兴预设――“活”，由于是借班上课，我的导语设计
也结合了华士实验的教学楼名称“同心、同行、同乐”，较
好地引入课堂，但是没有想到学生进入多媒体教室，泾渭分
明地坐成男女两个方阵，我因势利导采用竞赛形式引导学生



探究。在分析、理解小姑娘形象、母亲形象，品味文章语言
等环节中，我也根据学生的回答随机调整、引导。

如果说这节公开课有什么感悟的话，我想以几点可以与同行
们共勉：教师要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面向全体学生；
教师要敏锐捕捉学生即时的思维火花，培养能力；教师要成
为学习中的首席，与学生共同挖掘文本，升华价值。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六

也是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的林荫深处，飘出
一阵优美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位小姑娘。她唱得那么动情，
我迎面走去，她竟然仿佛没看见，依然优美地唱着：“在那
遥远的地方……”

看清她的眼睛时，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一双多么漂亮
的大眼睛，然而，又长又黑的睫毛下，覆盖着一层灰色的阴
翳――啊，竟然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姑娘！

“……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

从她那清脆而又纯美的歌声里，从她那幸福而又神往的微笑
里，我似乎看到了那个足以驱散她眼前黑暗的光明。

唱吧，姑娘，有一颗热恋光明，向往光明的心，你的生命是
不会黯然无光的。

墙上的夕阳晖早已消失，夜色在我的小屋里弥漫开来，双目
失明的姑娘那支闪着光茫的歌，又在我的心中响起来。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七

也是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林阴深处，飘出一
阵优美的歌声，唱歌的是一位小姑娘，在手风琴的伴奏下，



她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心儿
呵，飞向那遥远的地方……”歌声像清泉，叮叮咚咚地在暮
色中流淌;歌声像阳光，洒在浓浓的绿阴深处。我看见唱歌的
小姑娘了，一件白色的连衫裙在晚风中飘拂，一只天蓝色的
大蝴蝶结，随着歌声在她头顶飞舞。她唱得那么动情，我迎
面走去，她竟仿佛没有看见，依然优美地唱着：“在那遥远
的地方……”

我慢慢地走了，盲姑娘的歌声却久久地跟随着我，环绕着我：
“在遥远的地方……”周围那一片悄然飘落的夜色，仿佛被
她的歌声照亮了。我的眼前，只有丁东作响的清泉，只有新
鲜灿烂的阳光，还有一对向光明的天空奋力扑腾的柔嫩的翅
膀，还有一双燃烧着希望之火的眼睛。

1.在整体理解全文的基础上，说说文题“光明的心曲”的含
义：

2.这篇文章的线索是“眼睛”还是“歌声”?为什么?

3.在作者的笔下，盲姑娘的形象美在哪里?

4.文中写母亲的作用是什么?

5.作者在文中表现出什么样的感情?试举例说明。

6.文中的景物描写都是色调。试找一例，说说这样写的作用?

7.你觉得这篇写盲姑娘文章好在哪?请结合文章进行分析!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八

画面是多么的唯美，多么温馨，但女孩明亮的眼睛下，却隐
藏着一层灰色的阴翳。是啊，她是一位盲姑娘。



作者笔下的女孩是那么的不幸，又是那么的幸运，她的母亲
以平凡的母爱指引着女孩热恋光明、向往光明，为女孩点燃
了那充满希望的火种。虽然她无法用双眼观看这个偌大的世
界，看不到四季的变迁，可是她却是那样的坚强，以一个颗
热爱生命的心，让她的生命之路开出鲜花，花香四溢。

放眼世界，身体健康的我们更没有理由一厥不振，遇到困难
仓皇而逃。虽然没有过多才华横溢，至少我们都还活着，每
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梦想，或微不足道，或惊人，只要心中
有梦，我们都应该向前追逐。

人生旅途，你是否在努力歌唱那首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我
们的翅膀还很柔嫩，正需要充满激情的赞歌在淬火，正需要
那充满梦想的热情的来指引。所以，现在静下心来去思索、
去挖掘、去感受心灵最深处的声音，然后用它奏响属于自己
的那首生命之歌！

让我们一起，用激情、用梦想、用希望来追逐人们的美好！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读了《光明的心曲》这篇文章，我感到心泉叮咚，
谱写芬芳满怀的赞歌，我们应该有乐观向上的精神。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盲姑娘在黄昏时动情优美地唱着美
妙、无忧无虑的歌，她清脆、纯美的歌声道出了她幸福、神
往的微笑里含着的那个光明灿烂的远方和那颗热恋光明、向
往光明的心。

同样有乐观向上精神的人还有许多。山东历城县十六里河联
中的校长被诊断为脑血栓，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躺
倒了，但他一定要站起来，要走，国为他有一种坚忍不拔的
意志；因为他有一股顽强不屈的毅力；因为他有一腔沸腾翻
滚的热情。这些力量使他重返了离开两年的心爱的校园。



同样，拥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拥有天簌般的歌声……却是
一个盲女，多么令人婉惜。可盲姑娘的眼睛却燃烧着希望之
火，盲姑娘的心里却热恋着光明磊落，向往着光明，这是不
是更令正常人汗颜呢？这位盲姑娘是如此的光鲜美丽。盲姑
娘的那支闪着光芒的歌，会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响起。

光明到来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读了《光明的心曲》这篇散文，感触颇深。文章讲述
了在一个晚霞似火的黄昏，从街心花园的林阴深处，作者听
到了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姑娘在歌唱：“在那遥远的地
方，清泉在流淌，阳光在歌唱，心儿呵，飞向那遥远的地
方……”当作者发现这竟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小姑娘所唱时，
不禁心头一阵震颤。

读了这篇文章后，小姑娘那优美的歌声，似乎久久在我的耳
边回响，小姑娘的身影也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小姑娘
面对的是一个永远黑暗的世界，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对光
明是多么的向往和期盼啊，但她并不因为自己双目失明而自
甘堕落。

就像一本书上说的：“不幸可以折断一个人的躯干，但微笑
却挺起了人类的脊梁。”

世界上像小姑娘这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17岁的花季少
女桑兰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误，而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而她
又立下了一个新的目标：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对祖
国有贡献的人;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遭遇了耳聋的不幸，可就
是他，奏响了辉煌无比的生命乐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顽强
使得一代又一代人真正的懂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
生的征途中，遭遇不幸是必然的，却又是偶然的，因为不幸
的种类和程度是不同的。

《光明的心曲》作者笔下的那位双目失明而又天真可爱的小



姑娘，不也正是这样面对不幸的吗!我们要学习小姑娘那样笑
对不幸，我想：小姑娘这一生是不会暗淡无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