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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钱学森读后感篇一

我今天读了一篇关于钱学森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记者采访钱
学森的儿子钱永刚的一篇文章。

钱学森晚年有一次跟钱永刚聊天时说：“那个时候工作特别
忙，压力也很大，就顾不上你了。”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
当年钱永刚7岁。“回国后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
钱永刚说，小学六年中，一到四年级是走读，五、六年级住
校;初中三年是走读，高中是住校。“父亲对我的教育，可以
说是‘不教育’。从小到大，他对我的功课基本不管。”

我觉得钱学森不是不关心自已儿子的学习，而是自己根本没
有时间来关心。钱学森第一次回国的十年，正是自己风华正
茂的十年，但他并没有把这十年留给自己，让自己好好的来
生活。他却把这十年给了国家。为国家怎么怎么样。在这十
年里，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用10年时间把导弹、火箭搞成了;
又过了几年，把卫星做成了。钱学森那时承担着非常大的压
力。

我读完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闪亮的名誉下，还有这么心酸
的历程。

钱永刚说，“人们对他的敬仰，除了对他成就的尊敬，就是



对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的一种赞叹，一种佩服。”

钱学森读后感篇二

2011年春节期间，利用闲暇时间，我读了《平凡早就的伟
大——钱学森传》。在这个网络风行的时代，能够坐下来读
一本好书、品一杯铭茶，似乎早已是一种美好的.回忆。《钱
学森传》让我重温了久违的惬意时光。

这是一本写钱学森生平的人物传记。全书文字优美，脉络清
晰，以顺叙的方法介绍了钱老先生的一生。钱老先生的不凡
事迹深深吸引了我，让我每次一翻开书就不舍得放手，在不
知不觉中，时间匆匆滑过。

全书从介绍钱先生的家族背景及他的父亲钱钧夫和母亲章兰
娟开始，讲述了钱父的博学与广交，钱母的聪颖与善良，更
讲述了钱学森的父母对幼子的一份良苦用心。父亲讲述的鲲
鹏的故事让钱学森从小就志存高远，母亲在知识上的言传、
在德操上的身教让钱学森享用一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终生的。文章继
而介绍了钱先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种种轶事，从小飞镖的游戏
到上海交大的尖子生让我们看到了“英雄出少年”的钱学森。
少年时代的钱学森已经显示出不凡的天资。如果说钱学森少
年时代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天资聪颖，那么他留学期间的经历
恰恰告诉我们“天才，百分之一是灵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
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学习，即便节假日也不中断。这份
坚持说明了先天的资质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超乎常人的努
力和踏实的作风也不会有最终骄人的成就。也许正是他超乎
常人的天分和勤奋，才使得他作为一名学生就有足够的底气
去挑战学术权威、28岁完成卡门—钱公式、36岁成为麻省理
工终身教授、回国后，创建力学研究所、成功打造了“两弹
一星”。这些成功应该就是对他过人的智慧和勤奋学习、踏
实工作的回报。



钱老对我国航天事业的贡献世人皆知，钱老的民族气节亦让
人感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想说的是：在钱老无数的光
环、近乎完人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他勤奋好学、踏实严谨、
坚持不懈的精神，也应该看到他为了祖国的兴盛无私奉献的
精神，还要看到他热爱艺术、趣味高雅的情操。这也许正是
我们现代的年轻人所缺少和值得反思的。

今后，我一定会重读此书，他的一生就是一本励志书，让人
回味的太多，每次翻开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落笔之际，已是深夜，抬头仰望夜空，星星寥寥……

钱学森读后感篇三

一首好歌，能催人奋进，一幅好画，能陶冶性情，一本好书，
能打动人心，受益终身。读了《钱学森传》，我感触颇多，
心情激荡不已。

钱学森，1911年1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34年毕
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学习，1936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师从
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先后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人之
一。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创立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
公式”，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1955
年回国，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
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被授
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与钱伟长、钱三强被周总理合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
钱”。2009年10月逝世于北京。

同许多伟人一样，钱老也留下了许多经典话语，让人印象深
刻！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从1935年到1955年，



钱学森在美国整整20年，20年里，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生活上拥有丰厚的待遇，美国给了他很高的荣誉。然
而，钱老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依然放弃一切决定回
国。时任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声称“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
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
去！”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
的家，对他实施监视拘禁。1955年10月，经过周总理在与美
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提前释放15名在朝鲜战
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阻力
回到了祖国怀抱。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
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
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
科学家。这是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钱老的颁奖词，
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
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
生的深思。回应“钱学森之问”，中组部、教育部于2009年
起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
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出身在和平年代，看到的是一个
蒸蒸日上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国。我们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
习环境，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相比钱学森，他身处那样恶
劣的坏境依然忠贞爱国，坚持奋斗，自强不息，我们以他为
荣，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拼搏精神，勤勤肯肯
工作，踏踏实实做人。

钱学森读后感篇四

钱学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而我，非常的崇拜钱学
森，所以，我在暑假，看了一本《钱学森传》，这让我非常
的有感悟。



同许多伟人一样，钱老也留下了许多经典话语，让人印象深
刻！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从1935年到1955年，
钱学森在美国整整20年，20年里，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生活上拥有丰厚的待遇，美国给了他很高的荣誉。然
而，钱老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依然放弃一切决定回
国。时任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声称“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
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
去！”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
的家，对他实施监视拘禁。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
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提前释放15名在朝
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钱学森终于冲破重重
阻力回到了祖国怀抱。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
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
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
人民科学家。这是20xx年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钱老的颁奖
词，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今天的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出身在和平年代，看到的是一个
蒸蒸日上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国。我们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学
习环境，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相比钱学森，他身处那样恶
劣的坏境依然忠贞爱国，坚持奋斗，自强不息，我们以他为
荣，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拼搏精神，勤勤肯肯
工作，踏踏实实做人！

钱学森读后感篇五

《钱学森传》我花了大概五天的空余时间读完的，钱老一生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爱国热情!最令我佩服的是刻苦专研的精
神!最令我敬佩的是他一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祖国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由于钱学森回国，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
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20xx年10月31日，钱老安详的去了，虽然钱老离开了我们，
但钱老留下的宝贵科学文化遗产，钱老的精神却永远的留给



了中国和留在了人们的心中，钱老一生的经历也会激励着我
们一代又一代......

正如《钱学森传》所描述的，钱老一生都是勤奋刻苦的。钱
老最崇拜的两人是列宁和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他还为此
特意买了本相对论书来研究，一页一页的翻，虽然不是太懂，
却一直不放弃的专研着，后来还专门选了相对论这门选修课，
为后来的物理学方面举得的巨大成就买下了伏笔。虽然是一
件小小事，却展示出了一个科学家所具备的专研精神。也告
诉我们，要把一件事做得成功，要的不仅仅是最初的兴趣，
还有长此以往坚持不懈的专研精神!

钱学森在全球的科学家地位都是极高的，在20世纪40年代就
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二
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

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曾评价说：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值
五个师，宁可枪毙了也不能让他回国。而伟大的主席却评论
说：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
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美国火箭专家克拉克则评价
说：zhong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

钱学森一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归根结底，正是源于钱
学森勤奋努力刻苦专研和绝不放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回到现实，回到我们的生活，具备这样精神的又有多少?是什
么导致了这样精神的缺乏?是懒惰，是贪图享乐，是安于现状，
是不思进取......

读《钱学森传》，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强壮自己的队
伍中：多读书，读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