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歌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秋天的歌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们学习了我国一位诗人——王宜振的作品《秋天》。
文中作者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秋风拟人化为孩子，说他
在田野里打滚，说他在小路上奔跑，秋风那调皮的样子在作
者的笔下活灵活现。

文中还写到了秋实，即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写到了金黄的稻
穗，成熟的向日葵，五彩缤纷的野菊花，黄澄澄的苹果，紫
红的葡萄，举着红缨的玉米，红着脸的高粱。边读边想像，
眼前出现了一派丰收祥和的景象。

秋确是美好的`，因为它有蓝似玻璃白如棉花的蓝天白云;有
一望无际香飘四野的庄稼;有那红如火灿若霞的枫林;还有
那…数不胜数美的故事，可再怎么美好的事物也会有灰暗的
一面，秋天也是如此，它有秋风扫落叶的悲凉;有寒风凛冽失
意的痛苦;有百花凋零的悲哀伤感。

其实，仅有观察的眼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坚强不屈的上
进心。它是生命的支柱，是辉煌人生的起点。拥有它，才会
冲破一切束缚，飞速地在成功之路上冲刺，直至生命的终点。

愿每人都拥有一颗坚不可摧、勇往直前的上进心!



秋天的歌读后感篇二

看，大自然爷爷又在变魔术了，把万木葱茏的夏天变成了绚
烂多彩的秋天。今天，我们小记者跟着梁老师一起来到了菀
坪新湖村，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大自然的风景，体验丰收
的喜悦。

秋天有浓郁的桂花香，香甜的烤红薯味……但是，我最喜欢
的是那清新的稻香。走在新湖村的水稻田埂上，一股淡淡的
稻香味扑面而来。秋风吹过，稻田里掀起一阵阵金色的波浪，
向我们涌来，水稻姐姐们一边梳头一边笑弯了腰，仿佛在谈
论着秋天的美好。

看着这一望无际的稻田，我仿佛看到了农民伯伯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仿佛还看到了袁隆平
爷爷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是满满的自豪感。

秋天有红彤彤的火龙果，金灿灿的梨子……但是，我最喜欢
的是黄澄澄的橘子。走进新湖村的.橘园，树上挂满了一个个
小灯笼似的橘子，让我垂涎欲滴。我迫不及待地摘下一个又
大又黄的橘子，小心翼翼地剥开橘皮，放一瓣橘肉在嘴里。
哇！又甜又多汁，真是令人回味无穷。我心想，要赶紧摘一
些回去，给我的老师和家人们尝尝这新湖村的橘子。

回味这甘甜的橘味，我耳畔仿佛响起了刘禹锡的声音“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秋天的歌读后感篇三

这个学期，我们学了史铁生爷爷的文章《秋天的感念》。课
文主要讲史铁生爷爷的母亲在世时，史爷爷不珍惜，到他的
母亲逝世后，他才珍惜，那时已经晚了。

其实，史爷爷的这篇文章，给了我们一个严厉的教训：在你



身边的每一人，你都一定要珍惜，若不珍惜，到他们不在时，
你再来珍惜，那就已经晚了！

我又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离我远去、不在我们江永
读书了的朋友——邱航。

终于，这个学期，他转学了，没人知道他现在什么地方、在
什么学校、家庭住址是什么。我非常想他，可却联系不到他，
因此我心里很难过。

不过以前他说过，他走了以后有空还会回来看我们的，我真
期待着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好好儿地待他。

朋友、老师、弟弟以及所有我不认识的`人，珍惜在你身边的
每一个人吧！

秋天的歌读后感篇四

《秋天》的作者是王宜振，这两首诗歌写秋天，充满着童真
童趣。

清晨，白蒙蒙一片，似薄纱笼罩的田野，好像给水稻最后的
滋润。太阳出来了，金黄饱满的稻穗低着头，把稻秆压弯了，
挂在谷粒上好似珍珠的露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一阵风
吹来，金浪翻涌，耳边传来了沙沙的声音。再放眼远眺，一
望无垠的田野里，收割机不停地忙碌，隆隆的机器声和沙沙
的金波翻涌声交织在一起，凑响了一曲欢乐的丰收赞歌。

诗人让自己直接变成了自然与世界的发声器官，对于诗歌的
痴迷让诗人与世界成为一个统一体。这里与其说王宜振先生
具有这种超自然的诗歌构造能力，倒不如说对于世界的爱使
他获得了这种超越常人的能力。像这个世界一样，他时常用
诗歌的形式带给我们惊喜。



王宜振的诗歌能够以一种对世界崇敬的心去写，因为他对世
界心存敬畏。他的诗写给那些心存敬畏之心的人，也是写给
那些具有一颗孩子一般纯真的心灵的人看的。在这样的诗歌
面前，只有让自己矮下来，再矮下来，才能听到内部的声
音——像倾听草丛内部的声音，像倾听来自黑夜的消息。

它决定着大地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秘密。我们的目光不能高过
它的目光，像树梢无法高过太阳。可以说他的诗歌是至情所
致，王宜振的诗歌拒绝俯视的阅读姿势和写作姿势，他的写
作姿势是心灵向上的仰视。

表现了王宜振对秋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表达了他对祖国大
好河山、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秋天的歌读后感篇五

这是秋季的一天，就在这么平凡的一天里菲利普像重新渡过
了自己的一生。

菲利普年轻时候因为坚持自己所谓的原则而丢失了珍贵的爱
情，这样不但葬送了自己的幸福，也带来了两个家庭大半生
的悲剧。可是更悲剧的是即使是在心爱的人的灵柩面前，悲
痛欲绝的菲利普也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造成的这一切。因为
老年的菲利普性格并没有变化，正如小说所写：”菲利普后
来也没有改变性格，他没有后悔过自己把全副精力扑在了建
设新生活上。“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我想即使是现在他
也还会选择原则而放弃自己心爱的人。无谓的坚持是菲利普
的悲剧，可是菲利普的悲剧首先就是时代社会的悲剧。

这个悲剧具体真实地放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典
型的社会生活，那是的苏联被左倾思潮淹没，人们都被卷进
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在那种政治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环
境里，追求建设新生活，对政治生活的热衷，以及内心严肃
的使命感、历史感就成为那个时代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必备的



价值观念，但问题在于对政治近乎狂热的宗教式的追求导致
了这样一批青年的盲从、愚昧、头脑简单，甚至不惜牺牲自
己的一切。在这里只能说菲利普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典型。
但同时我们不可忘记这也是菲利普个人的悲剧。虽然菲利普
的悲剧有一定的社会因素，但他个人思想性格的缺陷也是显
而易见的。

其实菲利普的个人悲剧对于个人而言有可能避免，但对于社
会而言又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