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 我与地坛读后感
(优秀8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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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一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写一份读后感，
记录收获与付出吧。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下面是
小编整理的我与地坛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读完史铁生《我与地坛》，我心里颇不平静的。

史铁生，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对于一个年
轻的生命，正值风华正茂之际，将一生在轮椅中度过，这种
灾难是惨痛的；对于这个人生无法改变的转折点，是任何一
个人也难于接受的。

然而，令人敬佩的是，作者最终接受了存在的事实，这一切
应感恩于：地坛，给了他一个沉静的环境；母亲，给了他最
自由的默默关爱；地坛里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给了他对生
命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感悟，让作者最后终于从生命的低谷中
醒悟过来，从残废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在文学上获得成功。

我总是在想像揣摩作者的心情：“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
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突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
了。”心情是何等的颓废与消沉，一次又一次把轮椅摇到地
坛逃避，“以致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死的'事”，
想了好几年，终于让作者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



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
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
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
日。”由此可见，作者对生活是充满乐观的。

对生命思索的初始困惑以及最终对生命深沉的理解，不禁令
我想到自己：n年前的一段时间，工作的起落与社会地位的落
差，让我极其的自卑与痛苦，我弄不明白：人为什么要轮流
享受一翻生命，再消失，一直都困惑在“人”生存的意义中，
时代的主人与淡泊的人生在我的生命不断交叉与纠缠，最终
发现，原来自己所喜欢所努力追求的美好，并不是自己能力
所能改变的现实。经常这样翻来覆去地想，以致让我感到生
命是一种负累，一种包袱；以致形成一个消极的观点：无所
谓怎样过，生到死，也不过是几步之间；以致那段时间常常
跑去书城去寻找有关“死”的一些书来阅读。阅读让我心情
渐渐地平静，转向阅读哲学与佛学方面的书，并买了回家致
于专心地读，弟见我这样极为生气痛心，书被他扔到窗外去
了。但是缘于受书本根深的中毒和一位虔诚佛教中的朋友，
她的某些观点对我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渐渐地不爱食肉，拒
绝食肉，看见肉食像看见了血，反胃和呕吐。母亲见我这样，
既伤心又难过，甚是担心我的健康，以致任何一个人都没办
法令到我改变素食观念。吃素食的日子持续一年有多，我经
常独自静静思索循入空门，思想上一度极其的沉默与消沉。

有一天，在一本书上我读到这么一句话：“一个真正看破红
尘的人，不一定要循入空门，在红尘之中坐看红尘，才是真
正的大彻大悟。”从此，这句话打消了我循入空门的念头。
后来，不经意又翻起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乱世佳人》，给了
我一种极大的振奋力量，重新唤起了我对生活的热爱。

因为喜欢阅读书，让我也常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今天，读史铁生的文章，让我又一次心潮汹涌，难于平静，
作者所幸的是有一个理解他的好母亲，让他可以思索自己的



人生，让他可以在地坛来去自由，这不是一般的母亲可以做
到的，作者初初不懂“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要加
倍的”，当作者获得成功的喜悦，想与母亲分享的时候，这
时才深刻体验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深切。
”“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回来找我了。”读此时，不禁
令我心头哽咽，人往往失去了亲情才真正懂得珍惜与知道珍
贵。

读《我与地坛》，让我明白了一个人生哲理：当生活遭遇到
挫折和打击，要学会正视存在的事实，要善于思索人生，对
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透的理解，才有足够的勇气活下去。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二

关联词:母爱，生命，人性，信念，灵魂。

从小到大，遇到的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会影响人生轨迹，接
受命运也许能让我们更坦然的.面对人生，“我”的一生就像
地坛的一生，享受过繁华似锦，也经历过萧条破败，最终还
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平静地回顾。

关于作者，在没有从作品感受作者性格之前，一直以为他是
一个坚韧不拔，身残志坚的“伟人”，在这本书里，我看到
的更多的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他有崩溃，有敏感，
有不可理喻，有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无所适从，甚至有想
过结束生命。任何伟大的顽强背后不是求生的无可奈何嘞。

整本书读下来酣畅淋漓，本来想说读书的时候，把好的句子
标注出来，后来发现要真是要画，简直密麻的不能看了。相
比细腻的描写，更佩服他深邃的思想。

关于未来的拷问，关于生活的质询，觉得以我的人生阅历想
要完全通透的理解简单故事背后的道理还是有些困难。或许



人到中年我再来读一次，会有不同的体会。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三

其实《我与地坛》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更是一本智慧。它让
我们在另一个角度观察生命，在绝望和希望的临界点品味人
生。

作者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从此他再没有
站起来，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对于人生来
说，最可怕的大概就是“生命的反差”。如果史铁生与生俱
来就是这样的状况，那倒恐怕没太大痛感了。可问题在于，
命运为史铁生安排了一个残酷的圈套：先送给他一副比健康
人还要健康的身体， 然后一个急转弯毁了他，这种巨大的灾
难突然降临，对于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是极
其残忍的。面对这样的不幸和苦难，他开始了对生命的思索
与追问。

他“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在经历
了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他最终拒绝了死亡。他在
书中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
的节日。”这句话的沉着稳重深深撼动了我。生死不是我们
能选择和掌握的，我们所能够做得只是好好地利用生与死之
间的时间。 然而，面对挫折和苦难，有些人却选择了亲手扼
杀自己的生命：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己的
喉咙；日本著名小说家川端康成在写作公寓里含煤气管自杀
身亡；中国当代诗人海子在留下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后，卧轨自杀这些事实让人触目惊心，留给世人的只有
感叹和惋惜，追其根源是对生命的不负责，对生命的不重视。

其实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
一次，我想我们应该好好把握。诚然，人生难免有许多坎坷，
但这不应成为逃避生活的理由，又有哪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
顺的呢？正是有了这些磨练，才使我们体味到人生的乐趣。



我们应该懂得热爱生命，重视生活的磨练，体验友爱、负责、
学会珍惜自己，省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史铁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顽强地走了过来，文坛上多了
一个新秀。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史铁生天天在轮椅
上过着，他的母亲为了他不再受到伤害，便让“跳”“跑”
等字眼在嘴里消失了。我们也应该为这一细节而感动，那是
一种默默的伟大的母爱。作者朴实的一句话应当成为名
言：“儿子的一切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加倍的。母亲想帮
助儿子走出困境却不知怎么帮；儿子一个人出去，心中害怕
却不能阻止；儿子不愿有人跟着，母亲心中理解却难以忍受
担心受怕的煎熬悄悄来寻，又时时提醒不能被儿子发现。这
样的母亲注定是天底下活得最苦的母亲。就像作者在文中写
到的那样，“她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
去。”

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候，他想与母亲分享快乐，很
遗憾的是，他的母亲再也不知道了，已经永远在天涯守护着
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何必要让自己
感到悔恨时才醒悟呢？还是父母在身边的时候，对他们好一
点，文中作者多次问到：“我为什么要活着？” 而我们又能
为母亲做些什么呢？ 我在自己内心深处回答的是：为了母亲，
为了亲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未尽的责任。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四

这本书讲了作者双腿瘫痪后，心情十分失落，就摇着轮椅进
入了家附近的地坛。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就和上下班一样，
别人上班他就摇着轮椅进入，别人下班他便摇着轮椅回家，
不论严寒或酷暑。

他写过许多的小说，可是都没有出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写的小说终于获奖了，可是他的母亲却已经不在了，如果
她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自此以后作者开始走好运。但是



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身体缺什么就最想要什么，他想踢
足球，打篮球和游泳……其中最想做的是田径。

读完这本书，我有很大的启发。人在遇到困或者人体残疾后，
不能退缩，不能被困难打倒，而要向着光明的未来继续前进。
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努力着你就成功了！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五

深夜，关掉书桌上早已发热的台灯，起身，打开书房的门。
门前依旧放着与往常一样的小凳子，上面有一盘水果，一杯
牛奶。习惯性地拿起这些回到房间。

今夜，却久久不能入睡……

停止了在床上的辗转反侧，打开灯，床头柜上躺着一本崭新的
《我与地坛》。如水的月光从忘记拉上了窗帘的窗户间斜射
入室，肆意的在书面上留下浅浅的嫩黄色印迹，而它似从沉
睡中苏醒，等待着我。这种感觉是这样的熟悉，如同史铁生
对那古坛的低语：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
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被蜜香浸满的童年里，有我的母亲每天来回奔波的身影。回
家的路上，车后的我高兴地唱着老师刚刚新教的儿歌，车前
的母亲奋力地骑着，嘴角高高地上扬。还记得，我总爱缠着
母亲给我讲故事，于是那时候的梦里，总有善良的小红帽和
坏心的大灰狼。还记得，母亲总爱给我织漂亮的衣服，于是
我时常趴在母亲的旁边，翻乱那一张张印有花纹图案的几何
纸，玩弄着一团团五颜六色的毛线球。

我这个任性的女儿直到现在才发现，我总是渴望自己快快长
大，却不知母亲也正以相同的速度老去。她将她的爱用一片
一片叫做年华的叶子层层覆盖，慢慢腐化，化作为我的养分。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六

在生命最灿烂的青春年华，命运却与史铁生开了一个玩
笑——失去了双腿。从此，他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失
去双腿，这种难言的痛苦也许会使有的人放弃生命，从此一
阕不振。史铁生，在失去双腿的最初，它与普通人一样，有
种对生活的放弃。——“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
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
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
另一个世界。”

然而，一座废弃的古园——地坛，改变了他的人生。这篇文
章中，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精湛的手法，却用它朴实无华
的文字中充满了史铁生真挚的情感，文字中的哲理，深深地
吸引读者。

史铁生二十一岁时，失去了双腿，在这个美好的年龄失去双
腿，无疑对他来说是五雷轰顶。这惨痛的灾难，对正年少轻
狂的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变得颓废，变得对生活失去
希望。然而，母爱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希望，史铁生拒绝了
死亡。当史铁生在痛苦中煎熬时，他的母亲又何尝不是
呢？——“儿子的一切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加倍的。”史
铁生来到了地坛，一个宁静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对
老夫妇、一个唱歌的青年、女教师、长跑运动员、弱智的女
孩……这些人，为他展现了生命的意义，让他领悟了生命的
真谛。

在他在地坛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时，他的母亲依旧在烦恼，
为了儿子的安全，她常常悄悄地去寻找儿子，有时甚至因此
而迷了路。史铁生很幸运，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的人，一
件件平凡的事，让他从生活的阴影里走出，重新振作起来。
可以说，史铁生的转变，与地坛，和地坛中的一切，是密不
可分的。



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也是独一无二的东西。没有生命，
梦想，成绩，都只是浮云。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其中一定
会有无数的挫折，而这些挫折，却不能成为放弃生命的理由。
而这些挫折，应该是激励你不断前进的动力，每一次挫折之
后，你的灵魂都将得到一次升华，你将变得更加成熟。不经
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正是因为这些挫折，我们才能体会到
人生的乐趣。只有经历挫折，才会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和
意义。

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希望。在残奥会上，有多少
残疾人为国争光，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伤残而放弃希望，
他们甚至可以超越那些健全的人。霍金，一位伟大的科学奖，
他所承受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命运将他永远地固定在了轮
椅上，但他却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认为：“我的手指还能活
动，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有终身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
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他并没
有退却，还成为了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远远地将那些健全的
人甩开，霍金用他的生命铸造了一个神话，完美地诠释了生
命的真谛。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七

“抬首，她是皎皎明月。俯首，她是莽莽大地。”

亲爱的史铁生伯伯，读完您与您母亲的故事，这两句诗就自
然而然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人们常说母爱如水般细腻柔
和，但其实不尽然。母爱是柔和的，但它也蕴藏着比水更为
坚韧的力量——或许正如您所言，那是在海上找一只船的执
着。

与您相比，我确实幸运得多——父母身体健康，自己正值花
样年华。现在想来，由于课务繁忙而对父母甩小脾气实在是
幼稚极了。您说想告诫所有男孩收起对母亲的倔强和羞涩，
请允许我扩大它的受众——女孩们也该如此。不过，我想这



一切的倔强与羞涩绝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是父母与孩子双方
默契的内敛导致的结果。父母的种种言行举止都透露着他们
深沉的爱，却少有父母会以直白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你们
是被爱着的，于是孩子们也只能以懵懂的理解来感知爱，从
而导致双方都心知肚明，但表现出来的，却多半是倔强与羞
涩。如您所言，收起没必要的担忧，或许正是融化双方表达
爱的隔膜的秘方。

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理所当然地承受着母亲的爱，只是或
许您有所不知，当代的女孩男孩在母亲的过度溺爱之下有扭
曲的趋势。母亲的有求必应，孩子的骄傲恣睢，使“熊孩
子”的闹剧频出。在一次亲友聚会的饭局上，一位亲戚的小
孩把橡皮泥贴在了我的手机上，导致手机的收音孔全部失效。
当我极力遏制愤怒，向那位亲戚控诉时，这位母亲告诉
我：“孩子还小，别往心里去。”这位母亲的爱也许并不亚
于您的母亲，但毫无限度的包容无异于给孩子的恶习注入了
催化剂。母爱纯洁伟大，可抵一切磨难。吮着蜜爱成长
的“熊孩子”，以年龄为矛，母爱为盾，肆意践踏着成人社
会的礼俗。母亲的一句话似乎便将这场闹剧一锤定音，继续
纠缠反倒是我得理不饶人了。也许“熊孩子”的母爱之盾永
远不会失去，但年龄终究不会是长久的庇护。他们的恶习，
总会在日后被消磨成尘埃。由此可见，无节制的溺爱充其量
不过是减缓了“熊孩子”成长的速度。我着实钦佩您的母亲，
压抑心中无尽的悲痛，把好爱的尺度，留您一块自由驰骋的
小方地；我也着实钦佩您，在小方地里化悲痛为动力，干出
一番大事业。

感谢您，勇敢地揭开伤疤，向世人倾诉您的痛苦、您的歉意，
只为给孩子们一个善意的提醒：好好对自己的母亲，在她尚
有青丝之时。

我会静静守护我的皎皎明月、莽莽大地！



我与地坛读后感题目篇八

天色灰蒙蒙的一丝活气也没有，我有气无力的倒在沙发上看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变得沉静了，
仿佛把心交给了史铁生，与他一起在那个不热闹的地坛旁边
一待就是十五个春夏秋冬。自己仿佛看穿了什么，渐渐的身
子正了，人却变得既恍惚不定又庆幸着什么。他的故事占满
我的脑子是不是的就会浮现出儿子与母亲的情感纠纷，我有
些乱了，就靠在沙发上小寐。

我渐渐地被大脑支配仿佛自己就是史铁生，悄无声息地进入
了那个废弃的古园，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我一次次的和
死神对话，站在那棵大树下，望到了母亲找我脸上露出的焦
急神色。我还是打败了自己的心想通了拒绝了死亡要好好活，
对得起母亲。是她用爱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而后，一对老
夫妇，一位唱歌的青年，一名女工程师，长跑运动员，女孩
和她的哥哥。无数次给我鼓励，给我生命的海洋，给了我重
生的机会，坚强得走过来。

梦醒了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像莫泊桑那样割喉自尽，没有像
德国剧作家克莱斯特和妻子一起结束生命，这些死是对自己
对生命的轻视与不负责任，对父母的不孝。留下的只有可怜
罢了！

我想只对人来说，人生仅此一次，我们难道要随意的去玩弄
么？还是要好好把握。人生难免多坎坷，但这不能顺理成章
认为是逃避的理由，人生何来风平浪静？我们应该懂得热爱
生命，重视生活磨练，学会心疼自己。尊重生命是最起码的
责任，尊重生命是最基本感谢父母的方式。

哪个母亲愿意看到一个年轻额生命渐渐消失？但是她不敢，
害怕，担心伤害孩子的心。史铁生是在轮椅上度过的，她的
慈母为了不让他难过，就连平时说话也很讲究，那些“跑”呀
“跳”呀一类的字眼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这是一种怎样无



私的母爱呀？我深深感动着，也许做母亲的能深感到这点的
伟大吧！

史铁生没有放弃生命而是在文坛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都
功于上天和他的母亲吧，如果上天不给他有异常人的'一生他
会写出这么有感情的文章么，如果他没有这么一位好母亲叫
他反省叫他感动，那他有如何获得重生。当他第一篇文章发
表时，想要同母亲分享快乐，可是母亲太累了早早的被召了
回去，老天弄人，但是在一次次打击中史铁生承受住了继承
了母亲坚忍不拔如菊花般沉稳灿烂的爱。遗憾他的母亲不能
和他把酒言欢了，只能静静的再天的尽头默默祝福他。

阳光下母亲与我们共享温暖，风雨中母亲为我们遮挡庇护，
史铁生告诉我人生短暂，珍惜每一份温情和呵护，珍惜现在
的生活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