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优秀8篇)
环保宣传是为了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手段。在编写环保宣传材料时，要善于利用统计数据和实
例来支撑观点。动手动脑保护环境，共建绿色未来。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一

读罢《我与地坛》作者由最初的对生命的厌恶到努力活下去，
这巨大的生命信念的转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在世，幸
福也好，痛苦也罢，几乎每个人都会受到挫折，难免精神空
虚，每个人有着属于自己承受苦难的方式。

大都市给予我们五彩缤纷的生活以外，同时也给予我们巨大
的生活压力。我们要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好更自如。我也拥有
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仅为着那儿，是
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这些年，这里也曾经是
我轻松快乐时、沉郁苦闷时、平静自信时、软弱迷茫时都会
情不自禁想去的地方；它更是我每天清晨与孩子一同出门，
他去上学，我必打卡的地方。沿着海沧湖慢跑，进入初冬，
瑟瑟的凉风吹进骨子里，面对寒风肆无忌惮地吹，我还是义
无反顾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奔去。

一路上我观赏着落叶的枝丫，细看那一抹欣喜的绿；拾起零
零落落点缀草地的落花，还有那一片片落叶，它不甘于这个
季节带给他的飘落，所以他选择改变，迎风追逐；跑道上和
煦的金色阳光透过树叶映在叶面上，多么美的画面。这就是
我晨跑时路边的风景，虽说现在是冬季，它有春的气息，秋
的画意。

读罢此文，我决定把这一幅幅美景打印出来，有些美景与片
段也适合收藏，它属于我，若干年后把照片拿出来翻一翻，
又是一片朦胧的温馨回忆。寻找我自己的地坛，在我记忆的
彩带上，又将是一幅刻骨铭心的画面。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二

或许是对这位正值壮年，本应大展宏图，却突遭双腿瘫痪打
击，但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痛苦、迷茫甚至绝望的作家的好
奇与同情，我一直乐于读他———史铁生的文章。

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是写他的母亲。自然而然的阅读。有意无
意的在他的文章中寻找契合点。一个身体走入绝境的人，在
冥想和回忆中，写尽了生之曲折。

最先接触到的是他的《我与地坛》。名字虽看似与地坛有关。
但更多得是写他的母亲。在他失去双腿的`那段时间，他郁闷、
逃避、心灰意冷，终日独自一人推着轮椅到地坛去。在老树
下或荒草边或颓墙边默坐、呆想。然而这却给母亲出了一个
难题。她知道他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他出去走走，但
她又担心他。有时，史铁生在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会
来找他。对于他的出行，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惊恐担忧，正如
作者所说“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母亲这是在自我安
慰，自我祷告。是给我的暗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
然长逝以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的那些漫长时间，
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安，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
低限度的祈求。”对于史铁生的母亲来说，她有一个长到二
十几岁忽然瘫痪的儿子。她情愿把痛苦加注在她自己身上。
她小心翼翼的顾忌着史铁生悲痛的心，即使那时的她正身患
肝病，却更加担忧孩子的未来和他的心结。

然而就在史铁生快要撞出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
匆匆离去时只有四十九岁。直至母亲猝然长逝，史铁生才开
始清醒。对于母亲，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倔只留下了悔恨，没
有丝毫骄傲。那时的史铁生还太年轻，他被命运冲昏了头脑，
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人，殊不知儿子的不幸在
母亲那里时要加倍的。而母亲在临终前，仍念叨着她那有病
的儿子和还未成年的女儿。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着，只留给
作者无尽的伤痛和怀念。



母亲的去世，也许是史铁生最大的遗憾。在她去世后，她艰
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让人动容。作者所刻
画的“母亲”形象深入人心，就像世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
我也会从中读懂史铁生的忏悔与悔恨，在生活中不留遗憾。

成熟的思量，下次阅读，也许会有其他想法了。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三

一位身残志坚，不向命运屈服的伟大作家，一本撼人心田，
不被流行掩盖的经典作品——这个暑假我阅读了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下面我就来谈一谈这本书的理解。

其实，在我还没有真正打开这本书之前，我已经无数次的从
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口中知道了史铁生是一位身
残志坚的人，他双腿瘫痪，在妈妈和朋友的帮助下乐观而坚
强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心中充满了豁达与感激。我本想这样
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作品必然也是充满深刻难懂的哲学理念，
但是，阅读之后我才发现，他的文章通俗亲切，可以把深刻
的道理通过有趣生动的语言传达给读者，发人深省而又让人
很易接受。下面我就想说一说我看完这本书以后，和以前不
一样的感受。

首先，通过这部书，我对wenhuadagemi之前，之后的那一
段时光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理
解了什么是“插队”什么是“扒火车”，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产物，所特有的紧张，混乱的气息，他们
就像放射线一般，从30年前向我射来，告诉我过去的事情，
让我反思到当下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或许这就是书籍与阅
读的力量和魅力吧，它可以带给我们各种各样自己不曾亲身
经历的感受。其次，这部书还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从前城市
里乡村里孩子的生活环境。在“八子”“看电影”两篇作品
之中，史铁生回顾了自己童年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闹嬉戏，一
起为了手中仅有的两张电影票而想方设法地摆脱一堆“弟



弟”的跟随，一起去到“岔道口”看电影，一起模仿电影中
反特的情节却最后吓了爷爷一跳……这些生活场景或许都只
能存在在那一带孩子的心里，而我真的感到很幸运，能够从
书中感受到那个时候孩子们心中的淳朴，天真，以及他们在
没有过度电气化的时代里单纯的`快乐，还有从兄弟手足之中
体会到的温暖亲情。在现在越来越发达的城市之中，我们新
一代的青少年整天面对的都是钢筋水泥架起来的无情的高墙，
孤独，无助，寂寞，伤感一次次冲刷煎熬着我们的内心，就
在这一次次的“洗礼”之中，我们变得冷漠，变得复杂，变
得没有人情味，最后变得连道德也没有了。这真是一种时代
的悲哀，可是，那种40，50年代之前的快乐的童年生活，如
今肯定难以回来，它们只能存在老人的记忆里，存在平凡人
对生活的记载里，如果没有打开这本书，那段时光就永远不
会出现在我的心中，我的脑海那份愉悦与幸福就永远不会轰
击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让我对现实加以反思。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四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作品，是史铁生花十五年的结
果，文章中作者写了对人生的感悟，在文字中作者有了很省
的`感情，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因为腿疼来到了北京的一个大医院，
从此以后，史铁生再也没能站起来过，他在人生的最重要、
最狂妄的时候不幸失去了双腿，这个疼痛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在这个惨痛中，是他的母亲唤醒了他的意志，在这里史铁生
有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坚强地走了下去。

然而，他打败了困难的挫折，每个人都不可能會一生都一帆
风顺的，會遇到种种不可磨灭挫折，种种的抗拒不了困难，
只要我们愿意去挑战、去克服。就不可能會有做不成的事。

《我与地坛》史铁生的文章中让我学會了坚强的意志，让我
对生命的意义又加深了解。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五

在读《我与地坛》时，我仿佛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倾听一位
知己细细地讲述他的故事，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这篇散文给我的感受是：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珍贵的东西叫幸福，它看不见，摸不着，
却一向在你的身边。有的人认为幸福是荣誉，是金钱，是权
力，而我认为，幸福是母亲对你深深的爱。

经过阅读《我与地坛》，我也深深的反思了自我对种种不对。
写作业时，妈妈让我身体要挺直，肩膀不要一高一低，我总
是会反驳一句：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暑假里，我每一天都吃
冰条，妈妈说，女孩子冰条吃多了对身体发育不好。可我还
是趁您上班了，偷偷吃。我还记得许多这类的事，可是在做
过之后没有勇气对您说对不起。妈妈，我爱您！是您给了我
一个充满爱与奇迹的世界；是您在我身边不断的督促，鼓励
我去勇敢地放飞自我的梦想；是您给我自信，让我微笑着去
应对生活。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六

《我与地坛》讲述了作者与地坛的关系和他与母亲的爱，让
我们感受到智者精神的魅力，以及澄净的思维和深切的领悟
带给我们的启迪和引导。“一个被命运打倒而最终又站起来
的人与一座古园的`故事，从颓废消极到平静感悟的转变”。
作者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岁失去了双腿，艰难挣扎于人世，
他在地坛遇到的人和看到的事以及一系列的感悟，终于让他
在绝境中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和生命的可贵。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七

其实《我与地坛》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是一本智慧。它让
我们在另一个角度观察生命，在绝望和希望的临界点品味人



生。

作者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从此他再没有
站起来，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对于人生来
说，最可怕的大概就是“生命的反差”。如果史铁生与生俱
来就是这样的状况，那倒恐怕没太大痛感了。可问题在于，
命运为史铁生安排了一个残酷的圈套：先送给他一副比健康
人还要健康的身体，然后一个急转弯毁了他，这种巨大的灾
难突然降临，对于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极
其残忍的。面对这样的不幸和苦难，他开始了对生命的思索
与追问。

他“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在经历
了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死亡。他在
书中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
的节日。”这句话的沉着稳重深深撼动了我。生死不是我们
能选择和掌握的，我们所能够做得只是好好地利用生与死之
间的时间。然而，面对挫折和苦难，有些人却选择了亲手扼
杀自己的生命：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
喉咙；日本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在写作公寓里含煤气管自杀
身亡；中国当代诗人海子在留下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后，卧轨自杀这些事实让人触目惊心，留给世人的只有
感叹和惋惜，追其根源是对生命的不负责，对生命的不重视。

其实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
一次，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诚然，人生难免有许多坎坷，
但这不应成为逃避生活的理由，又有哪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
顺的呢？正是有了这些磨练，才使我们体味到人生的乐趣。
我们应该懂得热爱生命，重视生活的磨练，体验友爱、负责、
学会珍惜自己，省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史铁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顽强地走了过来，文坛上多了
一个新秀。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史铁生天天在轮椅
上过着，他的母亲为了他不再受到伤害，便让“跳”“跑”



等字眼在嘴里消失了。我们也应该为这一细节而感动，那是
一种默默的伟大的母爱。作者朴实的一句话应当成为名
言：“儿子的一切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加倍的。母亲想帮
助儿子走出困境却不知怎么帮；儿子一个人出去，心中害怕
却不能阻止；儿子不愿有人跟着，母亲心中理解却难以忍受
担心受怕的煎熬悄悄来寻，又时时提醒不能被儿子发现。这
样的母亲注定是天底下活得最苦的母亲。就像作者在文中写
到的那样，“她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
去。”

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候，他想与母亲分享快乐，很
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再也不知道了，已经永远在天涯守护着
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何必要让自己
感到悔恨时才醒悟呢？还是父母在身边的时候，对他们好一
点，文中作者多次问到：“我为什么要活着？”而我们又能
为母亲做些什么呢？我在自己内心深处回答的是：为了母亲，
为了亲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未尽的责任。

我与地坛读后感以内篇八

江南的高温天悄然而至。街上行人似乎少了些，连楼下乘凉
的居民们也不见了踪影。在盛夏的午后，翻开《我与地坛》，
去寻一处清凉。

那深蓝色的封面，给人以心旷神怡。手指触摸着封面上微微
凸起的书名，觉出它对往事的述说。

书中讲述着史老先生的人生旅途。刚开篇，就出现了一座废
弃的古园。这座古园历尽四百余年的`沧桑，注视着史老先生
的成长。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领
悟，对未来的期待。

史老先生的青年时期，因为一场病，双腿残疾。正值人生最
美好的时光，史老先生却失去走路的时机，换作任何一个人



都会有抱怨，有不甘心，有失魂落魄。这样的时期，我们需
要独处。于是史老先生找了一个宁静的去处，单独思考。正
如他所说：“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
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他在这个僻静的地方静静思考各种
事情。

一开始，他觉得整日呆在这样的地方是逃避，是为了把自己
的世界与外界隔绝。他在这里一连几年，看书、写作，确实
好受一些。渐渐地他会一连好几小时地想关于死亡的事。终
于，他弄明白了，一个人的出生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而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那么是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那一天迟早会到来。除了生与死，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