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父亲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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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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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读后感篇一

认真读完《我和父亲季羡林》后，就有一股强烈给您写读后
感的冲动。

我深深地理解您及您的家庭。我只是一位普通读者，以前对
季羡林老先生知道的不多，看了您的这本回忆录后才进一步
有所了解。我觉得您的父亲那样对待您和您的家人，首先是
旧中国普遍实行的包办婚姻惹得祸，其次是出于他个人的性
格缺陷（内向、固执、太过传统，他一生都没能迈过心理上
那个“坎”）。还有，由于过去种种造成的不如意现实，因
自己可能无力反抗，或很难改变，只好无奈认命。为了坚守
他内心中传统的仁、义，最终决定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献给所
从事的专业——事业！

他老人家是最痛苦的，因他除了取得了事业及社会上的，其
他方面却得到的太少，您和您的母亲及家人因此而无辜遭受
了一生中巨大的感情灾难。

据我观察，一代代的父辈们懂得“父爱”的实在不多，绝大
多数人的家庭观念也十分淡漠（尤其在农村）。我想这主要
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父道在作祟。我与您的遭遇有点相似，
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并且永远支持您！

祝您健康长寿，静心安享晚年生活！



父亲读后感篇二

自从我读了《父亲的布底鞋》这篇作文时，我颇有感受。

文中父亲之所以一直穿着布底鞋，那是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现
在是有钱人，但是血管里流的是农村的血，骨子里有农村人
的那份质朴和忠厚。

每当父亲穿起布底鞋，就会想起小时候；父亲小的时候，家
里很穷，父亲没有衣服穿，吃不饱肚子，但是，父亲刻苦学
习，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在贫困的威胁下，许多同学都辍
学回家放羊，可作者的父亲咬着牙，用他宽阔的肩膀和晶莹
的汗滴硬是供父亲念完了初中。父亲以他农村孩子的吃苦耐
劳和憨厚老实，取得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

就因为这样，在爷爷心中升起一片愁云：“娃争气，可哪来
的学费上学呢？”就在第二天早上，村里的人提着米、鸡和
钞票来送父亲。父亲的四奶奶在父亲走时，塞给父亲一双布
底鞋，还对父亲说：“这年头大伙儿困难是实情，可人活一
辈子，不能老想着自己，还要多替别人想想，谁家没有这个
难处啊？你四奶奶我活倒这把骨头就盼子孙后代能出人才，
将来做个大官，让咱们村子所有人都能吃饱饭，孩子都能念
上书。人不能光活自己。”这就是父亲一直穿布底鞋的真正
原因。(.)

我读了《父亲的布底鞋》以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得讲良心，
不能只图自己过得好，还要多替别人想想！人不能光活自己！

父亲读后感篇三

《心碎的父亲》是一篇诚实而感人的文章。

作者是一个小女孩，她出生灾难就已经开始了，苍白的脸色
和蓝色的眉毛，作者5岁大时就发烧40。，在抢救下脱险了，



但也因确诊患上了“法乐氏四联症”的先天性心脏病，随时
都有可能停止心跳。她十六岁那年，她才知道自己患的是一
种接近绝症的病。后来三天，她都是失眼中度过的。在医院
的附近的一家家药店，她就想结束了她的生命，这时，她的
父亲跑过来抱住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心脏移植手术，这样
才能持续她的生命。天是她的父亲就支工作，不幸的是父亲
从5楼坠下，在死亡的'刹那，还惦挂着她。保护着他自己的
心脏，最终没有做移植手术，因为他心碎了。

这一篇文章体现了父爱的伟大，生病了，父亲为了治好病，
要干活，才能付,才能付医药费.我也是一样,我5岁也得过重
病,在医生、爸爸和妈妈的照顾下，两个月后，我又恢复了健
康。所以我也知道病魔的恐怖，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

父亲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篇叫《父亲的考题》文章。

这篇短文主要讲了一个儿子事业有成，对金钱追求到了别无
所求的程度了。儿子自以为是，因为他心算能力很强，父亲
说，一列火车往前开，一站一站停，一站一站上下客，这样
经过了好多好多站，才到达终点站。儿子得意的问父亲是不
是要计算上了多少人？下了多少人？最后还有多少人？可父
亲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共停靠了多少站？”儿子顿时
懵了，不知如何回答。

这个故事告诉我：人的一生不是用来计较金钱的得失的，而
是应该知道哪一个阶段付出的多，哪一个阶段付出的少，哪
里有欢乐，哪里有痛苦……只要你认真地把握好人生的每一
个细节，这样你才能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才能真
正体会完整的人生。

我现在属于在学习的阶段，我一定要抓紧有限的时间好好学
习，在学校上课认真听讲，又快又好地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作



业和各项学习任务。平时在家，要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家庭
作业，课余时间要多读书，多吸收知识，这样才能充实自己，
将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本领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家庭
有帮助的人。

父亲读后感篇五

父爱，在很多时候都被母爱的光芒所掩盖。看完了这篇文章，
父爱才在我的眼前显现，一点一点地高大起来。

“牙齿不行了”“耳朵不行了”“记忆不行了”，一连三
个“不行了”。每个人的父亲都会有这一天，只不过有的父
亲还未牙不行、耳朵不行、记忆不行罢了。可是？这一天又
怎能躲得过去呢？衰老这是每个父亲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儿
女们，假如你的父亲还在身边，那你可真够幸福的，当然，
我也真够幸福的，因为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还来得及报答他。
你问一问你的爸爸吧，在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几天里，是
谁为你做牛做马般地服务？不是你的妈妈吧，除非你的妈妈
是劳模。反正我是爸爸帮我服务的，他帮我盖被子，帮我换
衣服，帮我倒水……虽然这是我十岁的时候才知道的，不过
我依然很感动，津津有味地设想他帮我做事时的场景，虽然
我没有一点印象。

爸爸的头上都有白发了，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霜，这是因为
他每天都有要为我操心，为我的成绩、为我与同学的相处、
为我的身体……他的每一根白发都是因为我。当我成绩不好
时，为我分析原因；当我与同学闹不愉快时，教育我如何与
同学相处；当我生病时，为我找医生。爸爸的腰仍然是笔直
的，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的腰会再也直不起来。

.牙可以装假的，耳朵可以用助听器，可是孙继泉的父亲的腰
再也直不起来了。“父亲的腰好像更弯了，几乎弯成了直角，
像一棵即将倾倒的老树。”这棵树总会倒的，一倒就再也起
不来了。当你的父亲还在有生之年的时候，赶快去帮他去完



成他的愿望吧，如果你是个学生，就送他一个红彤彤的满分；
如果你是一个学者，就送他一顶有着红穗子的博士帽……正
如作者所说“在父亲的腰弯下去的时候，他自己无力抑制，
我也无力让他挺直。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父亲选一根
顺手的拐棍了。”你没法让他不会老去，你只能让他在能看
当你的时光里更快乐一些。

“父亲的腰，是人间最结实的`桥，一边是现实，一边是理想。
父亲的腰，弯了，我们的身子站直了。如果在人间找一个最
伟大的桥，必是父亲的腰。人间正因为有父亲的腰，天才没
有塌下来过。”这是牛又丰的话。

父亲读后感篇六

《父亲的眼泪》是约翰?厄普代克晚年短篇小说合辑，以一种
回忆的姿态来叙述往事，虽然笔调看似清淡，叙述如散文般
娓娓道来，但是回忆却是很重，往事并不轻松。对于年轻的
读者来说，这样深重的情感或许并不容易被理解。

本书中的故事主要围绕着亲情的话题展开，父母与儿女之间，
丈夫和妻子之间，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从年少时刻意的
疏离，到年老时想要寻求的亲近，从母亲的溺爱到父亲的尊
重，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之间在处理彼此感情上差异等等，都
反应出一个社会的问题。

书中另一大主题是关于中年人甚至老年人的婚姻以及婚外情，
不同城市不同年代不同职业的美国人，都纠缠于同一个问
题——那就是婚姻的忠诚度。在美国，离婚和再婚似乎是一
个十分普遍在现象，所以即使离了婚的夫妻或者同父异母的
孩子，彼此之间通常都能很融洽的相处。

我最喜欢的两个短篇《父亲的.眼泪》和《幻影》，它们就几
乎包含了所有的这些元素。而在故事的叙述上，厄普代克对
生活细节观察入微，对人情世故洞察敏锐，在情感的处理上



也比较含蓄。这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对于人生与世事的坦然和
淡定。

人都是年纪越大越喜欢回忆，或许对于老人而言，真的是过
往才是最重要的吧。只有被记住的人和事，才是真正有价值
的，那些在回忆里发光的片段，才是生命中真正闪耀的东西。
对于晚年的厄普代克来说，过往或许就是他创作最大的灵感
和动力。

父亲读后感篇七

《父亲的节日》是一个值得令人思考的故事，读《父亲的节
日》有感。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当“我”得知一位男孩给爸爸准备父亲
节礼物时，为自己没准备礼物而感到尴尬，当父亲看到女儿送
“我”父亲节的礼物时，“我”再一次为没准备礼物而尴尬，
父亲不但没责怪我，还给我一沓钱，让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看完这篇文章，我不禁感慨:这世间，爱恐怕是最珍贵，最美
好的东西了，如果失去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父
母的爱恐怕又是所有爱中最无私、最真挚的爱了。

回想起以前的所作所为，我就惭愧地低下了头：以前，妈妈
为了锻炼我和弟弟的生活自理能力，让我们做菜、做饭、洗
碗、倒垃圾，而我却厥起了小嘴，很不情愿的接受了，现在
看完这篇文章，我羞愧万分，因为我知道妈妈是为我好，现
在我还小，没什么负担，而妈妈却有生活压力、家庭压力、
工作压力，每天都要操劳，不知要比我累多少倍呢！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明白了：真爱似烈火，让幸福在心底
燃烧；真爱似暖风，带走我的一切顾虑与烦恼；真爱似太阳，
让我的生活沐浴着幸福的阳光；真爱似阳光，轻轻抹去我伤
心的泪痕，真爱细微时似喷头，让可爱的小水珠在我身边欢



快地跳动；真爱博大时似大海，包容我过去一切的过时。

这篇文章告诉我：当我把幸福之门打开，享受爱的时候，别
忘了心怀感激。它不仅告诉我许多道理，而且让我又迈上了
一个思想的颠峰，这真是一篇值得思考的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