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 怀念母亲读
后感(通用15篇)

公益项目的开展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共同推动社会
公益事业的发展。在进行公益活动时，要充分考虑相关法律
法规的约束和规范。以下是一些公益项目的总结和展望，希
望能够为未来的公益活动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的思路。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一

“孝”这个字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每人都
有自己的理解。学了这篇课文，我对“孝”字有了更深的理
解。

这篇课文主要写了季老先生对自己没有为母亲尽孝的自责自
愧和对祖国母亲的眷恋。最令我有感触的还是季老先生深深
的自责，和他的这种痛苦，我相信这种痛苦他终身难忘，我
也不希望我有这种痛苦。我要做孝子！我要从现在开始为父
母尽孝，永远不要体会到季老先生的这种痛苦。

其实作为一个小学生“孝”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孝”是做
好自己的作业不让父母操心；“孝”是考出好成绩，让父母
开心；“孝”是帮助父母做家务；“孝”是为父母夹菜，盛
饭……只要让父母省心，让父母开心，对于我们来说就都
是“孝”。

妈妈做了一天的家务累了，吃完饭，我主动帮妈妈洗碗，看
着我认真地戴着手套，穿着围裙，一点一点的认真刷洗着，
妈妈欣慰不已，一个劲的说我长大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我也露出了我灿烂的笑容。这就是“孝”。有一些同学
说：“这算孝吗？”这怎么不算？这就是我们的孝，这是最
简单的“孝”。即使是最简单的“孝”，也能让父母开心，
让父母欣慰。在为父母尽孝时，我也体会到了快乐，看到父



母这欣慰的表情，被父母表扬，自己不知道也有多么的开心。
为父母尽孝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的古训，父母生我们养我们，
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尽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父母给我们里多少恩泽啊，我们就是一生也报答不完。我要
做孝子，用行动证明我是孝子！

我要做一个孝子，从现在开始尽孝，此时正是“尽孝进行
时”！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学习了季羡林爷爷的《怀念母亲》这篇课文。这篇
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两位母亲—亲身母亲和祖
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充分表达了作者
对亲身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我读完这篇课文，想起了自己和妈妈。

记得有一次，下着大雨，我忘记了带雨伞，别的同学都被自
己的爸爸妈妈接走了，我知道妈妈生病了，爸爸出差了，他
们两个不能来接我，便开始像大雨中跑去。突然，一个黑影
在我眼前出现，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妈妈，我三步并成两步
跑向妈妈。回到家，我看见妈妈的衣服都湿透了，眼泪情不
自禁的往下流。

记得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伤了，我的脚由于摔得
太严重了，几个月都不可以走路，妈妈更是细心的照顾我。
我每天上学都要妈妈背着我，我读六年级在5楼，妈妈更是背
我爬了多少步楼梯。

我知道，天下的母亲是伟大的，我们应该想季羡林爷爷那样
好好学习他哪种对母亲的爱。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读了季羡林爷爷写的《怀念
母亲》这篇课文后，让我思潮起伏。其中这篇文章说到
了“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时，我的心早已热血沸腾。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季老读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去世，十分
伤心。后来，又去德国留学。他这下既怀念自己的母亲，又
怀念祖国母亲。有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房东太太
对我说，她的儿子今天要回来，十分思念他。季老突然想起
了自己的母亲，也十分怀念她，说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
样的。

是啊，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家庭里，母爱
都在无微不至的小事中体现出来。下雨了，母亲撑开了一把
大伞;天凉了，母亲为我披上了保暖的外套;生病了，母亲把
我马上送到医院……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充满母爱。母
爱是伟大的、无私的。这样的小事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这就是母亲对我们伟大、无私的爱。

既然母亲的爱这么令我们感动，那么祖国这个不寻常的母亲
也做了多少令我们感动的呢。在祖国母亲的爱中，让我感触
最深的便是5.12大地震。在四川大地震中，祖国母亲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受灾群众。你们说祖国母亲是不是也默默
的帮助我们?在祖国母亲的爱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便是九年义
务教育。在贫困的小山村里，有许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后来
自从有了九年义务教育，免去了学杂费，给村民们省下了一
笔不小的钱，从此小山村里的孩子，都上起了学。

读完到“我的祖国母亲，我是第一次离开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母亲也频来入梦。”后，我思绪万千，和作者比起来，
就惭愧了脸都红了，看看作者，再看看自己，简直是连他的
一根小指头都比不过，我以前让自己很丢脸，就是：唱国歌
的时候，经常乱改歌词，故意跑调子。有时还把红领巾摘下



来，乱丢，还把红领巾玩起来，把红领巾蒙在脸上当神秘的
蒙面人，还用来擦椅子、擦桌子，还用来抹脸。还有，我把
垃圾乱丢，很不讲卫生。见到同学摔倒在地上了就哈哈大笑，
还故意地讽刺、嘲笑。

我们深知：不管是自己的母亲，还是祖国母亲，都对我们有
着深深的爱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四

当读了《怀念母亲》一文后，我心潮难平，震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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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季羡林的这种爱母亲与想要迎养
母亲的信心真令人感动!“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
席。”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他因为母亲的死去，伤心了
一天又一天，痛哭了一天又一天，着真是出自深深的爱母的
情感呐!

我想到了我自己：

有一次妈妈正在看新闻，我看了看时间，对妈妈说：“妈妈，
我要看动画片!”妈妈不肯，我一把夺过遥控板，把电视调到
少儿屏道，还惬意的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抖抖脚，喝
着酸牛奶，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完全不顾妈妈的感受。

现在，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
力，孝敬母亲。

作文频道编辑为大家整理的就到这里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五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却又培养了千千
万万朵“花”自从我学了《怀念母亲》这篇课文后，使我受
益匪浅。

这篇课文通过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两位母亲——生母与祖国
母亲，以及对他们的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充
分表达了作者对生母永久的悔恨和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是啊，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家庭里，母爱
都在无微不至的小事中体现出来。下雨了，母亲撑开了一把
大伞；天凉了，母亲为我披上了保暖的外套；生病了，母亲
把我马上送到医院……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充满母爱。
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这样的小事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
中，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这就是母亲对我们伟大、无私的爱。

既然母亲的爱这么令我们感动，那么祖国这个不寻常的母亲
也做了多少令我们感动的呢。在祖国母亲的爱中，让我感触
最深的便是5.12大地震。在四川大地震中，祖国母亲纷纷伸
出援助之手来帮助受灾群众。你们说祖国母亲是不是也默默
的帮助我们？在祖国母亲的爱中，让我感触最深的便是九年
义务教育。在贫困的小山村里，有许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后
来自从有了九年义务教育，免去了学杂费，给村民们省下了
一笔不小的钱，从此小山村里的孩子，都上起了学。



记得有一次，早上阳光明媚，可妈妈却说今天会下雨，让我
带雨伞，可我不听妈妈的劝告执意不带雨伞。第三节课时，
乌云弟弟来替太阳公公接班，一会儿天上便下着倾盆大雨。
放学了，我站在屋檐下等待雨慢慢变小，可是雨好像没有要
停下来的意思，我看着别的同学一个个被自己的爸爸妈妈接
走，我开始后悔没有听妈妈的劝告，我便淋着雨朝家的方向
跑去。突然，一个黑影在我眼前出现，我仔细一看，原来是
妈妈，我三步并成两步跑向妈妈。

回到家时我发现妈妈的背上全湿了，我的眼泪情不自禁的往
下流。

还有一次，我正在电脑前津津有味而的看着电视，看到正精
彩的部分时妈妈却叫我去扫地，于是我说：“你有手有脚的
不自己去扫，还让我去你烦不烦啊....."话还没说完两个刻
苦铭心的耳光已打到了我的脸上......

高尔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现在，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不再是母亲怀里撒娇的小
娃娃了，我应该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做一个
孝顺长辈的好孩子。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六

文章了作者对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
“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读了这篇课文我感受到了作者是一位重情重意的人，母亲的
离去让他感到十分孤单，同时他又为没有在母亲身边多呆几
天而感到终身遗恨。对祖国母亲，他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特
别是在身居异国他乡的时候异常强烈。他经常想到故乡，故
乡的老，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并不同普
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浓浓地糊
在心头。虽然我没有作者这种身在异国他乡的体会，但是我



能感受到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是怎样的想念祖国母亲。
我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的感受，因为我们是黑头发，
黄皮肤的中国人。不管在哪儿我们都和祖国血脉相连，有一
颗不变的中国心，我们是龙的传人！

怀念母亲的，我能理解，也能体会。因为我每次离家三四天，
都会特别的想念、妈妈，想起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关
心。因此，作者怀念母亲的情感我也能体会到。

怪不得古今中外，有那么多赞美母亲的文章和诗句，母亲的
爱，只有付出，不求回报，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七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又培养了千千万
万个花朵。今天我学了一篇叫做《怀念母亲》的文章。这篇
感人至深的文章，深深地写出了作者对母亲的遗憾和愧疚，
还有对生身母亲和祖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
慕，使我真的好感动。

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咽，寝
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从此，他失去了母亲，一想到母亲，
他就会泪流不止，感到十分凄楚。他到德国之后，经常梦到
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35年11月写的四篇感人的日记
中，我读出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远在祖国的
朋友。在那之后，他写了一篇名叫《寻梦》的文章，表达了
他热爱两个母亲的情感。

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一定要向季羡林学习。我有时对母亲
发脾气；有时还不肯做家务，没有更努力地学习。而他从小
失去了母亲，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点影响，
反而更加热爱、思念母亲，更加勤奋学习，考取了博士学位，
并去德国留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母亲。在



《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一生最大的悔，就是
没能孝敬母亲。”这样一位大学者，取得了那么多成就，最
终后悔的却是没能孝敬母亲。记得有一次，妈妈做饭，有点
忙不过来，让我去帮忙。我为了能够安心地看喜欢电视，就
说：“还没看完呢，你自己没长手。”读完季老的这篇课文，
我觉得心里酸酸的，我的脸红了。

现在，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
力，孝敬母亲。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八

在前几天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了《怀念母亲》这篇课
文。这篇课文对我的印象很深，我不得不说出我的心情。在
季羡林失去母亲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及其的难过《怀念母亲》
的读后感。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季羡林说他一生有两个母亲，但是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
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季羡林在异国他乡的德国的日子里他无时不刻的思念着在古
国的乡村父老和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老先生还是完成了在德国留学的`学业。要
是我，我绝对不会在留学的地方继续的读下去。我不会离开
我的亲人，即使我有学业，那我也不会。

在季老先生的眼里，学业是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在我的眼里
亲人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很多
的例子。我想在你心中亲人也是你们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吧。



你们也会说季羡林先生很傻，我倒不觉的有怎样，应为那时
候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即使不知道理，那我也会尊重
季羡林先生，人们都会有生老病死的情况，我只是希望我们
能懂得这个道理。

我想这样能学好学业，我宁愿这样做-----我就会直接呆在留
学的地方继续留学。我不想被任何人笑话，我也不想成为同
学的笑柄。

我想学季羡林又不想学季羡林那样，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想法
好，不用这样懦弱。

还是用我的胡洁的头脑好，用自己的头脑想办法，不用别人
的东西来做。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九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名叫《怀念母亲》，这本书记载了季羡
林写的许多散文，书又分为两辑：灵性抒怀和生活悟语。

让我记忆最深的一篇名叫《怀念母亲》。《怀念母亲》作
于1998年，是季羡林先生所著《留德十年》中的第十一篇。
在这篇散文中，作者主要写的是他自己对两个母亲的怀念之
情。作者六岁离开生母，在无数个夜晚里想念母亲。在时间
的推移，当作者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这是作者心里不仅有
着对生母的怀念还有这对祖国母亲的怀念。并用着自己的怀
念写了一篇散文——《寻梦》。

离开了生母，又远离了祖国母亲。季羡林是抱着思念在哥廷
根度过了桑海桑田的日子。思念是一种病，然而在这十一年
里，他早已病入膏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异
乡的日子里，季羡林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我有时对母亲发脾气；有时还不肯做家务，没有更努力地学



习。而他从小失去了母亲，得不到母亲的呵护，却没有受到
任何一点影响，反而更加热爱、思念母亲，更加勤奋学习，
考取了博士学位，并去德国留学。在哥廷根的时候，他并没
有忘记母亲。在《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一生
最大的悔，就是没能孝敬母亲。”

我是家中的小宝贝，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家人
天天围着我们赚，享尽了一切爱，而我呢，不但不懂得知恩
图报，还满口抱怨这个不好，那个讨厌。我是应该好好反思
一下，我应该珍惜现在家人带给我们的爱。不要等到一切都
晚时，就会像季爷爷那样造成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所以，请朋友们，和我一起好好把握和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
每一分幸福。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

文章介绍了作者对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一位是祖
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读了这篇课文我感受到了作者是一位重情重意的人，母亲的
离去让他感到十分孤单，同时他又为没有在母亲身边多呆几
天而感到终身遗恨。对祖国母亲，他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特
别是在身居异国他乡的时候异常强烈。他经常想到故乡，故
乡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并不
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
浓浓地糊在心头。虽然我没有作者这种身在异国他乡的体会，
但是我能感受到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是怎样的想念祖国
母亲。我相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的感受，因为我们是
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不管在哪儿我们都和祖国血脉相
连，有一颗不变的中国心，我们是龙的传人！

怀念母亲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因为我每次离家三
四天，都会特别的想念爸爸、妈妈，想起他们对我无微不至
的照顾、关心。因此，作者怀念母亲的情感我也能体会到。



怪不得古今中外，有那么多赞美母亲的文章和诗句，母亲的
爱，只有付出，不求回报，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一

翻开课本，第二单元中有一篇“国学大师”季老（季羡林）
所写的《怀念母亲》，每读起这篇课文，我总会感慨万分。

“母亲”这位最让人怀念的人，是任何人心中永远的牵挂。
而季羡林的母亲却在他读大学二年的时候弃养。对于母亲，
他一直有着深深的悔恨。这一点便可从“我怀着不全的灵魂，
抱终天之恨”所看出来。

想起自己的母亲，我心中顿时愧疚万分。我一直认为母亲对
自己好，全是应该的，更没有想过长大后如何去报这份亲、
这份情。对母亲的样子更是记得牢牢地，不曾忘记。而季老
在无限怀念母亲时却只能幻出母亲那模糊不清的面影。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二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
欢呼，为你祈祷，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每当听到
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季羡林老先生写的《怀念母亲》。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母亲弃养，他非常痛苦，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对母亲抱终天之恨。然而祖国目前频来入梦，
他很想念故乡和老朋友，然后他就抱着对祖国母亲和生养母
亲的思念在德国度过了十一年。

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由的检讨自己，自己有没有对目前
孝顺呢？小时候我不知道母爱是什么，只知道那是母亲应该
为我付出的，可是现在我长大了，知道了母爱的意义，可是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抱母亲。读了这篇《怀念母亲》后，我明
白了时间不等待，孝顺要赶快，不然也会像季羡林老先生一



样抱终天之恨。

季羡林老先生不仅对生养母亲充满思念，对祖国母亲也是刻
骨铭心。

身在异乡的他被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笼罩着，身边没有一个朋
友，一想到祖国母亲，就心潮澎湃。

季羡林先生那颗孝心和赤子情怀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怀着对
生养母亲和祖国母亲崇高的敬意和爱慕，我要发愤图强，报
答母亲，报答祖国。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三

这段时间,我读了《怀念母亲》这篇文章，从中我感受到了季
羡林爷爷对生母的思念和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季羡林爷爷在城里读书 ，见不到母亲。而我们现在，每个星
期都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季羡林爷爷的母亲去世后，他痛苦
了几天，而我们在家里每日都在父母的爱的滋润下成长，日
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父母要我们帮忙时，总是说学
习繁重之类的语言一口回绝。

季羡林爷爷到国外留学时，总是对祖国魂牵梦萦，而我们不
在国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思念之情。我们在国内，日
日生活在祖国母亲的温暖怀抱中，却不珍惜，在校不好好学
习，在家里只记得玩，甚至在学校也玩字当头。

季羡林爷爷是那么爱祖国，在欧洲时，更是思念祖国。如果
是我去欧洲的话，我会把一切跑在脑后，尽情的在欧洲读书，
而爷爷在读书之时，也不忘祖国，让我感受到了爷爷对祖国
的热爱，而我却对祖国不那么热爱。记得有一回，我把一根
钉子放在铁道线上，火 车轧平了钉子，而火车也产生了一份
危险。



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季羡林爷爷对生母的思念和对祖
国母亲的热爱。我一定要想爷爷那样，发奋读书，为祖国繁
荣富强尽一份绵薄之力。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四

读了《怀念母亲》一文后，我心潮难平，震动很大：母爱是
伟大的，母爱也是无私的。在儿女灵魂的深处，要坚守对母
爱的回报，要学会理解母亲、感恩母亲。

在《怀念母亲》这篇文章中，作者季羡林先生讲到，他读大
二时，年仅四十多岁的母亲就过世了。这对作者来说是个很
大的打击，痛苦不时地伴随着他。后来他去留学德国，身居
异乡，更感受到了孤寂与伤感。一遍遍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
和自己的母亲，深深地烙在心里,从未断过。这种怀念之情，
一直伴随着他留学十一年的漫长岁月。

季老先生的这种对母亲的爱恋，令人动容，不禁让人潸然泪
下。“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这句话犹如
千斤重力击打着我的心，我也被陷入对母爱的感动之中。人
世间，感情万千，唯有母爱最真；人世间,情感千万,唯有母
爱最纯。

由此，我想到我的母亲，她对我的爱近乎溺爱。有时,我对她
的无礼，也不会触怒她，她仍然宽容了我。现在读着季老的
文章回想着我的妈妈，实在让我无比惭愧。记得有一次，妈
妈正在看新闻，我一把夺过遥控板调到少儿频道，就去看动
画片了。还惬意地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抖着脚丫子，
喝着酸牛奶，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喜羊羊与灰太狼》，完全
不顾妈妈的感受，她却没有丝毫的恼怒。别说我对母爱的回
报了，连最起码的礼貌和尊重都没有，这是何等行为啊？!

读了季老的文章，我才领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
亲不在”的道理。我们做儿女的应该从小孝敬父母，帮助父



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泡一杯热茶、递一双
鞋。事情虽小，但情意无价！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
个只会在母亲面前撒娇甚至胡闹的孩子了。我必须从现在做
起，从小事做起，把回报母爱融入实实在在的行动中，让爱
永远传承下去!

写怀念母亲的读后感篇十五

读了季羡林的《怀念母亲》，我深有感触。

课文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作者对两位母亲——1位是亲生母
亲，1位是祖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悔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
爱意。

和季羡林相比，我爱妈妈的情就=1杯“矿泉水”，季羡林对
母亲就像广阔无垠的大海。我爱祖国的情怀就好比一棵“小
苗”，而季羡林对祖国可以说是怀着深情厚意，好比一
棵“百年树”一样“高大”！

我是多么幸福啊！长这么大，从来不知道离开祖国母亲是什
么滋味。我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爱护和教育，同学们的关心
和帮助，在家里我受到爸爸妈妈的呵护。爱抚。我这一切都
是因为祖国！

周恩来有句话说得好：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
的泉源。我想，季羡林就是这样的人，他热爱祖国的高尚品
德令我终生难忘。

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时光，从小学好本领，长大以后把
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