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同班同学读后感 恰同学少年读后
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同班同学读后感篇一

这几周，我一直在看《恰同学少年》这本书，里面的章节有
趣而生动，又常给予我启示。每当我细细品读时，内心总会
受到震撼！

尤其是书中的第九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提到
有一次，毛泽东无意间看到萧三床上有本《读史方舆纪要》，
这可是名书啊！毛泽东情绪激动起来，两眼也直发光。他向
萧三借这本书看，但萧三却摇了摇头，说：“这可是我哥哥
的书，他花了好几块大洋才买到的。再说我们每次借给你书，
还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里面的批注比正文还
多，这让我哥哥看你的批注还是正文呢？”最后在毛泽东委
婉地恳求下，终于，萧三吃了豆腐软了心，把书借给了他。
但是由于习惯，毛泽东一不留神又在这本书上写了满满当当
的`批注，不留一些空隙。我被毛泽东这种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精神深深地震撼到了，我决心要向他学习。

我平时看书的时候不喜欢做圈划、做批注。但孙老师要求我
们看书一定要多做圈划，她说这样能提高我们阅读的质量，
还能让我们对句子的理解更加深刻。但我阅读的时候，最多
做几十页的圈划，越到后面越懒得提笔，笔迹最终渐渐消失，
因为我认为做圈划是一件不仅枯燥，而且费力气的事。但是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必须改变自己原先错误的想法，读书
不应该嫌弃辛苦，害怕麻烦，而且做圈划、批注养成习惯后，



就会成为阅读时的乐趣，带领你进入更深层的世界，还能够
帮助我们学好语文。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毛泽东不动笔墨不读书的精神，
当我们读每一本好书的时候，记得多圈划，多批注，多思考，
多做笔记，这样才能让我们更深入、透彻地读好一本书！

同班同学读后感篇二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主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成绩很好
的人，因家里出不起钱，使他们不能读到自己心仪的大学，
人生之路遇到了阻碍。这让他们很苦恼，但没有因此自暴自
弃，他们想着去读低一点的大学，学费少一点的学校。

大家找到一份报纸，发现师范大学可以免费读。于是他们就
踊跃报名，第一关是写作文，写完作文看成绩之后，发现他
们几个人都已经被录取了。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师范五年半读
书生活。在这五年半当中，他们也遇到了各种困难，
如：“换新校长、逆书等等”。但他们都因自己的坚持，不
退缩，勇敢克服了各种困难。

可有的人在生活却恰恰相反，有些事没有做好，造成后面事
情的.连锁反应，也变得不好起来了，最后不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虽没能做好这件事，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努力去尝试，
就不退缩，坚持就一定能做好。中途碰到困难，不要气馁，
冷静下来整理思绪，把对的坚持下去，就能成功。学习当中
也是这样，不能因一件小事就被难倒，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像
毛泽东那样，坐下来冷静思考，或者寻找帮助，这样，这道
坎就过去了。

同班同学读后感篇三

在寒假里老师推荐这本书给我，那就是《恰同学少年》，我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本书讲述了毛泽东等人年轻时的故事，毛泽东在湖南师范
求学的生活，充分展示了他的好友——向警予，杨开慧等，
为了理想，坚持不懈的优秀品质。

在看这本书时，我最敬佩的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做了错
事，知错能改！有一章写他和老师吵了一架。因为他的作文，
他认为自己写的作文很好，可是老师却认为他写得不好，就
给了四十分，所以毛泽东很生气，就和老师吵了一吵。去问
老师为什么我的`作文写不好，他很勇敢。知道自己错了，袁
门立雨，直到老师原谅他，才进屋里去。

这本书讲了少年毛泽东求学时的故事，他努力学习，快乐地
成长。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同班同学读后感篇四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这句出自李白《少年行》，刚
好解释了少年的意气风发、壮志凌云。

《恰同学少年》这本书写的是毛泽东等一些少年在湖南第一
师范求学过程中的学习与生活。它给我的感触很深，书中的
人物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最佩服的还是少年时的毛
泽东，他与多少那个时代的少年一样，拥有远大的梦想，他
有壮志凌云的气魄，他喜欢乐于助人。他知道革命需要坚强
的体魄，所以经常锻炼身体，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就
努力去实现它，无论遇到什么风险，也一往无前。书中还有
一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就是刘俊卿，他的家庭很
穷。当刘俊卿考上第一师范，他的父亲四处借钱，只为给他
买一件新衣服，挑着行李去送他上学，路上毫不厌倦的给他
交带一件又一件事，可到了学校门口，他却对老师说，这是
他雇用的挑夫。这让他的`父亲非常心痛，一直安慰自己
说“他不是有意的。”，更过分的是，他用自己妹妹辛苦赚
来的钱拿来买昂贵的鞋子，只为表明自己家不穷。刘俊卿不
仅没有感恩之心，也没有羞愧之心，一次次做错也不去反思，



表面华丽内心空虚。

“恰少年同学，风华正茂”少年强则国强，珍惜现在良好的
学习环境，实现自己的梦想。

同班同学读后感篇五

看完恰同学少年，合上书，心里一阵阵激动与澎湃仍久久未
能平静。

书中，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经历了一段充满热血与激情的时光。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结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好友，聆听了各
位老师的教导，一起追寻理想。

正如题记所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毛泽东，蔡和森，萧
子升三人，个个都是传奇，而造就他们的，绝不仅仅是老师
传授的知识，也绝不全是天赋异禀，而是一起进步，荣辱与
共，相得益彰，在这过程中，好的`思想被潜移默化，好的思
想被发扬，不足被改进。这就是毛泽东等伟人能够成才，能
够拯救家国的重要因素。

拥有一个好的朋友，往往就拥有了一位好的老师，在与他们
的交谈中，往往能受到启发，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启示。

在书中，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的友情便是最好的例子。
毛泽东在萧子升那里学习了书法，也是通过萧子升才有缘进
入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又在蔡和森那里变得不再那么冲动，
用理智控制自己。

而萧子升和蔡和森都学习了毛泽东的xiong怀大志，奋发向上，
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品质。嘤其鸣声，求其友声。最终，三
人都为国家和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耳边回荡着毛泽东雄心壮志的宣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要多结交好



友。好一谓有志，二谓有才，三谓有爱。爱谓博爱与小爱。
三好朋友一定会领着我们，上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