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恰同学少年读后感(通用8篇)
在商业领域，条据书信通常用于确立合同、确认订单和解决
交易纠纷，它是商业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何写一封
得体的条据书信是人们经常面临的挑战之一，因此我们需要
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技巧和规范。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条据书信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和帮助。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一

这部作品以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生活为主线，
充分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优
秀青年为追求理想而奋发向上的斗志，敢以天下为己任的抱
负与情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从这本书中，我感受到了以前中国是那么弱小。让许多中国
人在这片国土上没有安全感。安全感从何而来？一切都源于
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而且我还发现，以前的女孩子不太能上学，只有那些富人家
的女孩子，才有可能上到学，大部分呢，都去给别人家做丫
鬟来维持生计，从中就一个小姑娘，名叫阿秀，她是刘俊卿
的妹妹。他的父亲是摆臭豆腐摊的驼背。他的父亲和妹妹未
能够供刘俊卿读书，父亲一狠心把女儿卖给别人家当丫鬟。
可刘俊卿竟然不珍惜，还把妹妹赚来的那一点点工钱，用来
买了一双锃亮的皮鞋。到校门口的时候，刘俊卿把行李从他
爸爸的肩上拿下来，自己扛着行李朝前走，两人拉得老远老
远。校长问他，这是他的什么人？刘俊卿却说，这是他顾来
挑行李的。

看到了刘俊卿，我便觉得，这真是我看到的最不知道感恩的
人，一点都没有羞愧之心和感恩之心。如果把刘俊卿换做是
我，我绝对会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点点的读书机会和时间，
我会用来更努力地读好书，不会注重自己的外表，我认为，



心灵美比外表美更重要。

当然，里面的主人公是我们的开国主席毛泽东。他小时候也
有做得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脾气十分倔强，很要面子等。
但他十分爱看书，只要捧上一本书，就停不下来。他还有一
个好习惯，就是他喜欢把报纸上面的那些边边角角，剪下来，
用来做笔记，只留下那些报纸上有字的部分，而且他不懂就
问，见谁都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看的书，你
一翻开来，就会发现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他写的字，哪些
是书上本来就有的字。因为他这个原因，原借他书的人，借
了一次书后，都不肯借给他了。

当然，毛泽东的成长，不仅仅是因为爱看书，还得益于包括
严格的家教和帮助他的老师。袁吉六、杨昌济等老师都非常
喜欢他。毛泽东读书时偏科，他喜欢的科目，就学得特别好，
每一门功课第一。不喜欢的数学、画画、音乐等科目，都是
倒数第一。在上音乐课的时候，毛泽东一开他那个破嗓子，
嗓门大得就连隔壁教室的学生都听得见，太难听了。在上数
学课的时候，毛泽东就拿出课外书，在桌子底下偷偷地看。
在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要求画半壁见海日，他画了一条横
线，一个半圆，就算是半壁见海日了，每次第一个交了之后，
就开始看书。老师们都拿他没有办法。校长孔昭绶，也特别
喜欢毛泽东，要求他喜欢的科目就一定要考全校第一。不喜
欢的科目，必须要考60分以上就可以。

看完这本书，我想到自己也需要加把劲了，有这么多老师喜
欢我，我千万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从今天开始努力学
习还来得及，加油吧！我要牢牢记住这句话，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二

少年是什么?是长大了的孩子，是即将踏入青年的大孩子。难
道只是这么简单的意思?不，近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他们的



《少年中国说》中详细地说明了少年的用处与责任。“造成
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
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意思很明确，造出封建中国之人，都是一
些老顽固。造出以少年为主的新中国，是全中国少年的责任。
说明少年是中国的未来，少年的变化，更是中国的'变化!如
何制出能肩负如此责任的优秀少年?多在于教育。如何制出能
教出如此学生的教师?多在于师范。于是，在湖南公立第一师
范和周南女中，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向警予、陶斯咏
等同学在五年的学期里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在这五年里，
发生了许多事情，他们一起面对。一起在岳麓山上感受大雨，
亲近自然;一起在袁世凯“登基”大典上奋起，抵抗军队;一
起吊唁病故的易永畦;一起开办工人夜校;一起为了长沙百姓
的安危，二百人一起用计策应对三千人的军队……书中，我
们明白了老师的苦心，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读懂了社会的险
恶，少年的雄志。回忆这段历史，我与他们一起抒情，一起
感慨，一起悲叹!我们是恰同学少年!我要成为雄于中华的少
年，我要创造少年的中华!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三

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的故事。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不过其实也没什
么，不就是和老师吵吵架，叛逆几下，和同学讨论讨论世界，
玩几下，其实大家年轻的时候都做过，至少我哑行者做过，
而且叛逆程度、轰动效果，甚至我可以说思想深度也不亚于
他小时候，而且俺那时候比他年轻多了。当然也不是贬低泽
东同志了，毕竟那时候他也年轻。像你，像我，像他一样年
轻，所以也理所当然发生的是一样的故事，像你，像我，像
他。当然后来就不一样了，就不再像你，像我，像他。到底
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又怎么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样。
那就是我哑行者研究不透的课题了。



也看到了他的.家庭，他的亲人，他的爱情。和大家一样，血
浓于水的亲情，卿卿我我的爱情。只是后来，数位为革命牺
牲了，妻子、孩子、弟弟、妹妹。说是为了革命，不如说是
为了他。因为没有他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他的带动
就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搭上这么多
的亲人，搭上这么多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这也是哑行者
我研究不透的课题，我只是感觉革命前的世界没有烂到无可
药救，革命后的世界也没有好到盛世太平。

当然现在的人太多说值，至少主流观念是会说值得的，但是
未来，怎么说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肯定的是哑行者不会，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么大的事业、这么大的理想，这么大的追
求。在我眼里，中华五千年都没有这么大的东西值得这样的
付出。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四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的题目出自毛泽东写《沁园春·长
沙》一诗中，毛泽东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
回想起和同学一起在长沙度过的时光。而这本书的内容，主
要写的正是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年半的学
习生活。

在这本书的众多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非
常爱读书，有一次毛泽东的草鞋破了，杨昌济老师给了他一
个铜板，叫他买双新鞋，毛泽东路过书店，看到了《西洋伦
理学史论》的广告，就买了一本。毛泽东知错就改，有一次
他在作文课上，顶撞了袁老师，虽然犯下了严重错误，但是
在他知错后，就立马赶到了袁老师家里，袁门立雨，向袁老
师认错。毛泽东虽然有一些科目不好啊，但是他很努力。毛
泽东，浑身是胆，在溃兵湘军准备进长沙城抢东西的时候，
带领200来名学生，把敌人吓住，面对敌人的要求，勇敢的前
往敌营，在计划被敌人揭露的时候，虽然出了一身冷汗，但
是面无惧色，最后敌人还是缴枪了。



毛泽东如此爱看书，虽然我也很爱看书，但是如何给我一块
钱，我路过书店，未必会选择买一本书。毛泽东虽然顶撞老
师，一开始还不肯认错，但是，在他知道错后，以袁门立雨，
向袁老师认错，我们一般人恐怕都做不到。毛泽东虽然英语
不好，但是他很努力，没有灰心，而我有些地方做不好就烦
躁，我应该向他学习。毛泽东的这些优点，是他成为著名军
事革命家到著名领袖的关键。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著名人物少年时代经
历，也让我认识了民国初期的混乱的局面，令我受益匪浅！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五

《恰同学少年》这个书名听起来就新颖，老师也极力推荐，
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了解书中人物的学生时代。

现在，我看到了第八章，可已经被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
等人的精神所打动，他们不怕强权的胆识和爱国的热情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钦佩杨昌济、孔昭绶这些教书
育人的优秀园叮毛泽东的豪迈、蔡和森的冷静、萧子升的儒
雅……这一个个鲜明的人物给这部小说增添了各种色彩。

空城计、和敌人谈判……这些惊心动魄的事都能体现出他们
是多么勇敢，没有像他们这样的英雄人物就不会有我们现在
的中国。如果说抵抗敌人的是把枪，那他们就是枪上的子弹；
如果说抵抗敌人的是虎，那他们就是虎的牙齿。“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他们就是最富有的，最强壮的，因
为他们有寻求真理、奋发向上的斗志；有“敢以天下为己
任”的抱负和热情；有改造中国、富强中国的雄心壮志。

他们追求真理、追求信念、追求理想的`执着，是我们所要学
习的，我想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吧！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六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满腔热
血地读完了《恰同学少年》。

这本书是一本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小说，它讲述在二十世纪旧
社会时，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为国家、为民
族，为了理想，为了志向而所做的一切。这本书字句间有抑
制不住的胆识、豪气、智慧越看越觉得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
着青春活力。

我觉得毛泽东的智慧、胆识可与诸葛亮相比。因为在长沙城
马上面临一场军乱时，他能临危不乱并去侦察敌情。并组织
同学，大摆“空城计”。他与蔡、萧三人假装是桂军与敌人
进行谈，再用鞭炮丢进洋铁皮桶里，炸出的声音像是枪打的
以此虚张声势，吓唬对方。当马疤三从城里逃回敌窝汇报真
实情况时，毛泽东以他稳坐泰山之势，使对方对马疤三的话
半信半疑。最后警察郭亮放的一枪救了他三人的命。

在现在的`生活，没有打仗，可是我想问一句，毛泽东的胆识、
军事才能又有谁能比呢？他为国担忧的思想又是多么难得可
贵呀！现在有的人不是为金钱就为名利绞尽脑汁、不择手段，
反正都是为了自己。

当然，毛泽东的才能如果不是被良师杨昌济与昭绶等众多老
师的呵护他也不能成万夫雄。老师再怎么好，如学生不愿学
习，也等零。当一个好学生要学毛泽东，他既肯动脑，又肯
动笔墨，所以他看过的书总是批注很多，写满了心得。写批
注可以提高写作水平，又可以帮助消化书上的知识。毛泽东
不懂就问，每一个问题他会先去查资料，再去问他人。所以
他又成了“时事通”。如果学生都像他一样，每个都成材。
我想我今后也如此的学习。

看完《恰同学少年》，我立志要做一有胆识幼儿园工作总结、



智慧的活力女生！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七

怀着对领袖的无比敬佩，怀着对时代风雨的'好奇，我读完了
《恰同学少年》。它讲的是在二十世纪旧社会时，毛泽东、
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青年为国家、为民族，为了理想，为
了志向而所做的一切。这本书句间有抑制不住的胆识、豪气、
智慧越看越觉得全身上下仿佛都洋溢着青春活力。

恰同学少年给了我太多的感慨，我感慨毛泽东的胆识，蔡和
森的睿智，刘俊卿的懦弱。

我觉得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周围的人，
他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想想看，如果没有一位有新思想
的好妈妈，蔡和森也许只是一个吃家产的少爷；如果没有一
位帮他的好妈妈，毛泽东也许只是一个小学徒；如果没有孔
昭绶对“天才”的格外照顾，也就没有毛泽东后来的伟绩了。
如果没有蔡和森的支持，也许王子鹏永远只能当一个娇气的
大少爷。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没有了身边的人的支持有何成大
器？俗话说得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
再厉害的天才没有他人的协助也只是独杆司令一个。而独杆
司令是无法获得大的成功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就拿纣王来说吧，
纣王没才？不，他很聪明，那他为什么会失去他的天下呢？
因为他的残暴使那些协助他的人纷纷远离，于是，他失去了
他的天下。

回首历史长河，有谁的成功没有别人的帮助？再拿现在来说
吧，为什么现在那么讲究人缘？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拉拢自
己的人际网？因为没有人可以十全十美，没有人支持你，是



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让我们有感恩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每一
个人吧！

恰同学少年读后感篇八

这几天，我读了《恰同学少年》这本红色书籍。 这本书主要
介绍了以毛泽东等青年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求学生活为
主线，充分展现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
斯咏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为寻求理想而奋发向上的斗志，敢
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复与情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心壮志。

书中写道，毛泽东家境贫寒，很穷。俗话说得好，“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毛泽东在幼年时期便以拥有非凡的意志与毅
力。

毛泽东对自己的观点一定是坚定不移的。有一次作文课，老
师说他的作文锋芒过甚，只给毛泽东的了40分，毛泽东立即
质问老师为什么自己的作文只能得40分。老师说毛泽东的作
文锋芒太过，要注意含蓄内敛，就像梁启超一样，整天在那
里喊口号，3分的事情能喊出17分来。毛泽东忘了自己是学生，
忘了自己在教室里，对着老师大喊：“我告诉你，袁吉六，
你要骂我的文章可以，但我绝不允许你骂梁启超。梁启超就
是我写作文的偶像！！！”老师也大吼一声：“毛泽东，你
反了你？！你给我滚！滚出去！”毛泽东先愣了一下，就冲
出了教室。老师大喊：“毛泽东，你出了教室，以后永远也
不要来上我的课！”由此可见，毛泽东有多么的犟。

相对比而言，我们的生活环境比毛泽东好得多。但为什么我
们就不能像毛泽东那样，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中华民族的
新一代领袖，让古老的大帝国——中国重新富有生机，开始
蓬勃向上呢？就因为我们没有毛泽东所具备的素质。

1、毛泽东有着非凡的毅力和意志。



2、毛泽东坚持己见，不到迫不得已，绝不退后。3、毛泽东
是绝对不会向敌人屈服的。毛泽东具有做一个好领袖的所有
能力，他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