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模板8篇)
诚信是人际关系中必备的素质，它能够建立和谐、稳固的人
际交往网络。在担任职务时，我们应该秉公执法，不以权谋
私、不徇私枉法。我们邀请了一位诚信专家为大家撰写了一
篇关于诚信的专题文章，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一

今天，我们学习了《怀念母亲》这篇课文，感受到了季羡林
老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季羡林，被誉为“国宝”，他是一位大作家。我曾经学过他的
《小苗与大树》今天，我学了这篇课文，了解了他对母亲那
份思乡之情。

读怀念母亲笔记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
活里没有书籍就好象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象鸟
儿没有翅膀”。这个假期，我读了《怀念母亲》，感受到了
季羡林先生失去母亲时的悲痛和在现实中对母亲的想念。

在《我的女房东》中，作者用文字描绘了一个平常的德国妇
女，她相貌很平常，衣着很平常，谈吐很平常，总之她平常
的都不用别人提防。但她却对季羡林先生象对自己的儿子一
样，关心他，每天还把她做的事详细“汇报”一遍。所以她
在作者眼中，她就是不收费的“义务教员”，也是关心他的
另一个“母亲”。

《怀念母亲》中的一个个悲伤的故事，让我体会到现实社会
中的残酷和美好。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二

在每个人的学习生涯中，都会读许多书籍，有的是散文诗集；



有的是名言警句；还有的是文化名人自身体验的书籍等
等······我就读过季羡林老师的《怀念母亲》，被里
面季羡林老师的悲惨遭遇所深深吸引，也为他的遭遇而感到
不幸。

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季老先生6岁离开生身母亲去城里住。
在他读大学二年级时，母亲不幸去世。至此，季羡林先生就
成了孤儿，他痛苦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后来，季
羡林老先生到德国留学，不知道到为什么，祖国母亲也频来
入梦。为了说明当时的感情，他就在德国写了几篇日
记：“看到房东太太见儿子还没回家，那着急的样子，我就
想起故国的母亲，故国的朋友。我真想回家，有时想的不能
忍耐······”

这时，我便想起我的妈妈，她同其他人的妈妈一样关爱自己
的孩子。她担心我，教育我；跟其他母亲一样不辞辛劳的赚
钱，为我买学习用品，买衣服。可是，我却不为妈妈着想。
有一次，妈妈让我帮她刻字，我正在看电影，就不耐烦地说：
“妈妈，这东西太难了，我做不出来！”说完，我又津津有
味的看起了电影，妈妈叹了一口气，就自己匆忙的刻字。

看了《怀念母亲》这篇课文后，我非常羞愧，因为我太不懂
事了！我下定决心，以后要好好孝敬母亲。

今天，我怀着一颗感动的心，和全体同学一起学完了季羡林
写的《怀念母亲》一文，被季爷爷写出的每一个字，每一个
词、每一句话，都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作者虽然与亲生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母子感情却丝毫未
减，相反因为母亲的离世，更加加深了作者对母亲的愧疚，
并为不断地怀念母亲。由此，作者对祖国母亲的爱也可见一
斑。

当我读到房东太太对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回家，从学校回来，



她高兴得不得了……这，我感受到一们母亲站在窗前，望着
小路，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回来，可是小路上行走的这么多的
人群中，连自己孩子的影子都没有。这位母亲一直从早晨等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位母亲都还没有绝望，可是，当时，
帝位母亲的脸看上去是那么的无耐，那么的沮丧，此时此刻，
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妈妈，我想，我的妈妈是否也像这位
母亲一样，我放学还没有回家的时候，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家
呢。我记得有一次，天下着小雨，妈妈拿着一把伞，在校门
外等我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妈妈把雨伞遮在我的头顶上，
而自己都淋湿了。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母爱是那么无私。

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爱和关怀；在遇到疑难
问题的时候，是母亲帮我们解决；从嗷嗷待哺到学会走路，
都是母亲一手教的。母亲给予了我们太多太多，不是吗？如
果没有了母亲就等于是一个灵魂不全的人，小时候和母亲在
草地玩耍的画面，都将成为永久的回忆。母亲为了自己的孩
子，可以牺牲一切抛弃一切，母亲也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一心求佛，佛祖告诉
他：“你看见的第一个光脚为你开门的人将是你的圣人。”
青年便挨家挨户的敲门，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第一个赤脚
为他开门的人竟是他的母亲！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可是
我们往往看不到这种付出！

等人们失去一件东西时才后悔莫及，但拥有他的时候却不珍
惜，祖国母亲和亲生母亲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也要知
恩图报才行！

动物等父母老了也会照顾他们，更何况是我们人呢？我们要
感恩生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用行动来回报他们！

今天我读了《怀念母亲》这篇文章，读完后，却发现不知什



么时候，眼睛里早已热泪盈眶。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
作者对亲生母亲与祖国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爱
慕，并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悔恨。

当我读到第二自然段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掉了下来。作
者六岁就离开了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仅仅回故乡两次，
而且都是奔丧，才陪了母亲几天。当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季羡林得知这个消息时，整天
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是啊，母亲在临终前也未见上自己最
亲爱的儿子一面。这时，我明白了：什么金钱、荣誉、地
位……都没有这难能可贵的亲情重要。作者季老为此悔恨终
生。

再看看生活中的我吧。别说是做家务，就连帮父母洗脚、按
摩这样的小事都不做。父母辛辛苦苦做好的饭菜，只要是稍
有一点不合我的口味，我就挑三拣四。没办法，父母只好为
我重做。有一次，妈妈让我扫地，我撅着嘴拿起扫把在地上
随便画了几下，就算完工了。妈妈数落了我两句，可我却与
妈妈顶起嘴来。唉，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同学们，千万不要等到自己后悔时……现在哪怕是在父母下
班后给他们递上一双拖鞋，送上一杯热茶，给父母捶捶背、
捏捏腰……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给他们极大的安慰。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孝敬父母！

从作者对母亲的感情可以看出母亲在子女中的地位是用如何
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作者的遗憾，我相信很多子女也有这样
的遗憾，父母还在的时候，就应该多孝顺自己的父母，多抽
时间陪陪自己的父母。

有一些孤儿一身都没有见过自己母亲，有些孤儿做梦多想见
自己的母亲一面，希望得到母亲的爱和关怀，得到母亲的鼓
励和支持。虽然现在我还是一个学生，但是我也要多抽时间



多陪陪我的父母，好好地孝顺自己的父母。

母亲是我在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如果缺少了母亲我将成为一
个没有母亲的孤儿，一个灵魂不全的人。如果我缺少了母爱，
就算我有成功的事业，我也会觉得没有母爱是我一生的遗憾。

作者在《怀念母亲》中写到了作者了作者小时候，就离开了
母亲到城里去住其中两次回乡，在母亲身边没待几天，就回
去了去了。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只活了四
十多岁。这是作者到死的时候也不能消除的遗憾。

后来，他到德国留学，母亲多次的进入到他的梦中来，作者
无时不刻地想念着母亲，母亲的怀念一直陪伴着作者度过了
在欧洲的十一年。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三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又培养了千千万
万多花朵，我学了一篇《怀念母亲》的感人文章。读了《怀
念母亲》这篇文章，我觉得我要向季羡林学习。我有时不听
母亲的话，惹母亲生气；有时还不肯做家务，没有更努力的
学习。而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没有得到母亲的关爱，得不
到母亲的呵护。我却这么不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这些日子，
和季羡林这么一比，我感到很惭愧。季羡林懂得感恩，当他
取得博士学位，并去德国留学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母亲。在
《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一生中最大的悔，
就是没能孝敬母亲。”这样一位大学者，取得了那么多的成
就，最终悔恨的却没能照顾自己的母亲。

现在，我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从小学会孝敬父母。帮助父
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哪怕只是帮母亲泡一杯热茶、
那一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只会在母亲怀里
撒娇的小孩子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



留下遗憾，要尽一切权利去孝敬父母。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四

这是一篇由季羡林老爷爷写的文章，回顾他老人家，几十年
前的时光，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想念母亲的事。

季羡林老爷爷在六岁时就离开生母，去城里住。中间只回过
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他母亲身边呆了几天，仍然回到
城里。在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母亲弃养，只活了40多
岁。季羡林老爷爷当时很痛苦。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
魂不全的人。他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
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

之后他到德国留学，住在一座叫哥廷根的孤寂的小镇上不明
白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
离开她。离开的时间仅有短短几个月，不明白是为什么，我
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

季羡林老爷爷在他的日记上写到：1935年11月16日。不久外
面就黑起来了。我觉得这黄昏的时候最有意思。我不开灯，
只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渐渐织上天空，织上对面的屋顶。
一切都沉在朦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静到不能再沉静
的氛围里，活动起来。这活动是轻微的，我简直不明白有这
样的活动。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
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一样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
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

11月18日。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
日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
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
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我的在故乡地下卧着
的母亲，我真想哭！我此刻才明白，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
样的！



11月20日。我此刻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
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我仰在沙发上，听风声在窗外过路。风里夹着雨。
天色阴得如黑夜。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

季羡林老爷爷还写了一篇散文，名字叫《寻梦》。开头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
却早不明白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最终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
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季羡林老爷爷在国外不仅仅不忘记自我的母亲，连自我的祖
国母亲，也从未忘记。异常是那句：一想到生我的母亲和祖
国母亲，我就心潮腾涌，留在国外的念头连个影都没有。这
句话实在是太经典了，极其形象的表现出季羡林老爷爷想母
亲的那种心境。

对，我们的一生就是要两个母亲，生母和祖国母亲，相比较
必须不相上下。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五

读了这篇文章，更使我激发了对李老师的的爱戴和怀念。

课文中的李老师在讲台上讲课，能使同学们有一股亲切感。
她上语文课总是循循善诱，条理清晰。同学们有不明白的地
方，她总是耐心指导，直到同学们都完全理解为止。

课文中的李老师离开学校，到了新的岗位上已经有半年多了。



但是芳芳还常常梦见教语文的李老师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课。

加油！芳芳，我们应该把对李老师的怀念化作学习的`动力，
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老师对我们的培养。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六

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然而每人却仅有一位母亲、
享有一份母爱，而我今日学习的这篇课文——《怀念母亲》，
作者却有着两位母亲。一位是生身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

课文的主要资料是这样的：作者六岁便离开了生母，在读大
学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弃养这给作者留下了终天之恨，之后
作者到德国留学，祖国母亲又成了作者梦中的牵挂，这种感
情异常强烈，对两位母亲的`怀念，一向伴随着作者度过了他
在欧洲的十一年时光，这篇课文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生身母亲
永久的思念与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和崇敬。

读完这篇课文，我的感触很深，我生活在和平年代、建设年
代、生活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今日。早上，刚起床，床头早已放好了母亲为我准备的衣
服，桌上早已摆满了母亲为我准备的我爱吃的饭菜，与作者
相比，我比作者好一百倍，我真是太幸福了，就这样，我还
是不是得对母亲发脾气，惹母亲生气，我真为我的过错感到
愧疚！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七

学完《怀念母亲》这篇季羡林老先生的课文，让我知道了季
老虽然在异国他乡但却不忘记生母和祖国母亲的孝顺母亲和
爱国的优秀品质。

《怀念母亲》主要讲的`是：作者季羡林读大二时，年仅四十
多岁的母亲就过世了，这对作者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很



怀念生身母亲。后来去外国留学，他进一步感受到了自己的
孤寂与伤感，又一遍遍怀念着自己的祖国母亲，从未断过。
这种怀念之情，一直伴随着作者在国外留学的十一年。

怀念母亲读书笔记感触篇八

有一个人，她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给予了我们无微不
至的关怀，她，就是给我们生命的母亲！

母亲，她是多么伟大啊！为了自己的孩子，她甘愿受苦受累。
当你吃好的，穿好的，美美地享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
一切从哪里来，又是谁给予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生活
是从母亲的汗珠里来，从母亲疲惫的身体中来，从母亲渐渐
发白的头发中来，从母亲日渐粗糙的手中来！那么，我们该
如何回报母亲呢？对于正在学习的我们，我想自己优异的成
绩是对母亲的'最好回报。

读了《怀念母亲》这一课，我还知道了，除了我们的生母，
我们还有一个伟大的母亲，那就是我们的祖**亲。在祖国这
片土地上，我们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学习着。

所以，我们不仅要感恩我们的生身母亲，还要感恩我们的
祖**亲。祖国的未来蓝图需要我们来描绘，为了祖国美好的
明天，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奋力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