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风读后感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读后感
(优秀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秋风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又读了一首诗，名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
杜甫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是他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之
一。

这一年的八月，杜甫的茅屋被秋风刮破，风停之后又下起了
大雨，诗人一家因屋漏而彻夜不得安眠。但就在如此窘困的
处境中，诗人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希望“天下寒士”都
能安居广厦之中，免遭风雨侵袭之苦。并表示如若这一愿望
得以实现，宁可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诗中表露的这种忘我
的崇高精神境界，是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的具体体现。
这首诗既记事又抒情，写得气势跌宕，朴实深沉，激动人心。
诗篇历千载而不朽，并使当时诗人居住的茅屋---成都草堂扬
名天下。

诗人用很平常的语言，先为我们刻画了这样一幅画面：在八
月的一天，秋风刮得很猛烈，把诗人家位于江边的草堂茅屋
上的茅草卷走了很多，茅草随风飘洒到了江郊，有的被刮到
高高的树梢上悬挂着，有的低低地飘转沉入池塘。诗人跟着
被吹飞的茅草跑，想捡回它们，却看到一群来自南村的顽皮
的孩子，把诗人家的茅草都捡走了，他们快速地跑入竹林，
诗人怎么叫他们都好像没有听见。因为诗人年老无力，所以
追不上他们，只好慢慢地拄着拐杖走回家中，边走边叹息忧



愁：“没有茅草铺盖屋子，晚上睡在屋顶破漏的房里可怎么
过夜呀！”

不一会，天黑了，风也停了，愁云密布，该睡觉了，但房屋
漏雨，外面下着大雨，屋里的雨就像天上垂下来的麻线，整
个屋子又湿又冷，本想盖上被子取暖，可因为家里穷，被子
用了多年都没有换洗，又冷又硬，如一块铁板，加上诗人的
小儿子夜里总睡不好觉，爱在床上折腾，早就把被里蹬破了。
自从经历“安史之乱”，诗人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觉得
今天的夜晚尤其显得那么漫长，怎样才能等到天明！

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发出了沉重的感慨，他想：多么
希望眼前能够出现一幢幢宽敞的大屋，使天底下所有贫寒的
人都能安居乐业，不再像我一样遭受风雨侵袭、流离失所、
难以安宁。如果这个梦想能够实现，有千万间房屋为天下人
遮风挡雨，那么我这个老朽在这破茅屋里受冻而死也心甘情
愿，含笑九泉了！

学完这首诗，我既同情诗人乱世颠簸、生活贫寒、遭受风雨
侵袭的不幸经历，又佩服他那推己及人、心怀大众的博大情
怀。这就是杜甫----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没有在自
伤哀愁中淡忘自己的'使命，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这篇流
传千古的诗篇。

秋天的气候怡人，即使是深秋，也只不过是多了些许寒意，
却更具另一种韵味，可就是在如此充满灵气的季节里，谁又
会想到一位曾写过千古绝唱的大诗人大文豪正在一座破烂不
堪的茅屋里忍饥受冻，贫穷潦倒？这就是一位忧国忧民、才
华横溢的文人所处的境地。况且当时他还有官职，竟然过
着“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生活，更让
人想不到的是，即使他过着如此的生活，却有“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这需要何等广阔的
胸襟呀！这就是身处漏雨茅屋还存有忧国忧民情思的杜甫，
就是这样一代文豪，让人赞叹、让人敬仰。



我笑他痴，笑他傻，笑他对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朝代，还如
此忠心耿耿，像一个孩童一样天真烂漫，对别人没有丝毫防
备之心，处处遭人迫害，即使如此，心中还有着他那“圣
明”的君主，对自己的朝代复兴还抱着希望，收复了失地他
更欣喜若狂，吟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
佳句。

我敬爱他身处漏雨的茅屋，心中却想着无家可归，受苦受难
的黎民百姓，敬他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我想，一个人的最
高境界莫过于此！

翻开历史的画卷，皇帝昏庸无能，宦官当权，埋没的有抱负
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又何止杜甫一人呀！像李贺的怀才不遇，
龚自珍载着“浩荡离愁”辞官还乡等，不胜枚举。

合上书本，打开窗户，深秋的寒意似乎更浓了……

1200多年前，杜甫为了躲避战乱，流落到四川，在成都市南
的浣花溪畔搭建草堂，在此住了四年时间，写了二百多首诗，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此诗作于公元761
年秋，是诗人一家窘迫生活的真实写照。诗全面叙述了风雨
飘摇中的草堂境况后，推想出“天下寒士”的悲惨生活，大
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
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按照传统中国文人的生存习惯，在自身难保时本该独
善其身，诗人却偏要“穷则兼济天下”。由此可见杜甫人格
之高尚。在古今中外诗人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杜甫，最同情
的也是杜甫。他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心
想走“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可惜生不逢时，空怀报国大
志，一生悲苦到不仅在四川成都只有茅屋，而且甘肃成县自
己的亲生骨肉还因饿寒而死。从小到大，杜甫在我心中的印
象也一直在改变。孩提时，读他的《春夜喜雨》：“好雨知
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读出的是一位快



乐的诗人。(.)

如今，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
屋上三重茅……”读出的是一个悲苦的诗人。和一位人格高
尚、让人崇敬的平民诗人。

秋风读后感篇二

秋天沉睡了三个季节之后，在立秋这个季节更替的门相上醒
来，一步一步送走了夏季的燥热，远离了蛙声蝉鸣。秋风这
个秋天的使者，忙忙碌碌地舞动着凉爽，涂抹着秋天的垣赫
与繁荣。秋风如同一位不知疲倦的妙手丹青，提着颜料，马
不停蹄在秋天的画布上挥毫泼墨。秋风行至田问，把高梁稳
涂抹得鲜红，像一个个火把在青棵之上；把谷德浸染得金黄，
继而又让那段实谦逊地低下了头；把玉米律九层袄内的丝线，
由浅粉过渡到深揭，把粒粒玉米都用激情形胀饱满后再涂抹
成金色，像一颗颗金色的牙齿嬉笑着丰收；秋风在棉田里，
呼吸问就把棉蘸吹成或雪白、或粉红、或绰紫、或米黄色的
花朵，换口气再吹成绿油油、饱鼓鼓的棉桃，深呼吸，
又tupgl顿的棉桃用满腔的心事殊破肚皮，吹成一朵朵圣洁温
暖的棉朵，像一朵朵轻盈柔软的白云绽放在棉棵之上……秋
风行至果园，她热辣辣的亲吻，差得苹果满面通红，俏悄孕
育丰硕的秋实；把梨吹得金黄，在阳光下摆曳闪耀；把柿于
染得红里透黄，像一盏盏灯笼挂在树梢；把一串串葡萄抹得
紫亮，像一颗颗圆润的玛淄亲密地簇拥相抱……秋风行至池
塘，想停下来歇歇脚，喘口气，荡皱了碧水，吹飞了串旷滩
头泛起芦花的云白秋风行至树林，匆忙问把枫树涂红，把杨
柳涂黄。看着那红红黄黄的色彩，秋风似乎还不满意。她游
荡着，从这棵树上游荡到那一棵树上，用勤快而利索的双手，
如同掳棉花的农妇一样，迅速地摘下片片落叶，一迫又一迫，
不知疲倦地摘着叶子o她的手所掠过的丛林，片片秋叶旋转着
翻飞飘军，依依不舍地离开大树的怀抱。

秋风这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她不放过任何一探树，对于那些



独悬空枝的金叶，她表现出细腻而顽皮的态度，她有足够的
耐心和丰富的情感，手指轻盈而细致，似乎又无限留恋。她
轻轻地弹拨着那些叶片，像似舍不得让它们坠落，但她无意
间吸出的气息，还是让叶片焕然飘落。秋风没有一丝伤感，
或许她根本不值得悲凉。凋谢和败范等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
的，准确的，尽善尽美得恰到好处。一切都真正繁华过一季，
归于凋谢。

秋风匆匆忙忙，不停地奔走着，尽心尽力地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赶在季节交替前搞完最后一片落叶。

秋风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又读了一首诗，名字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
杜甫作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是他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之
一。

这一年的八月，杜甫的茅屋被秋风刮破，风停之后又下起了
大雨，诗人一家因屋漏而彻夜不得安眠。但就在如此窘困的
处境中，诗人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希望“天下寒士”都
能安居广厦之中，免遭风雨侵袭之苦。并表示如若这一愿望
得以实现，宁可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诗中表露的这种忘我
的崇高精神境界，是诗人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的具体体现。
这首诗既记事又抒情，写得气势跌宕，朴实深沉，激动人心。
诗篇历千载而不朽，并使当时诗人居住的茅屋---成都草堂扬
名天下。

诗人用很平常的语言，先为我们刻画了这样一幅画面：在八
月的一天，秋风刮得很猛烈，把诗人家位于江边的草堂茅屋
上的茅草卷走了很多，茅草随风飘洒到了江郊，有的被刮到
高高的树梢上悬挂着，有的低低地飘转沉入池塘。诗人跟着
被吹飞的茅草跑，想捡回它们，却看到一群来自南村的顽皮
的孩子，把诗人家的茅草都捡走了，他们快速地跑入竹林，
诗人怎么叫他们都好像没有听见。因为诗人年老无力，所以



追不上他们，只好慢慢地拄着拐杖走回家中，边走边叹息忧
愁：“没有茅草铺盖屋子，晚上睡在屋顶破漏的房里可怎么
过夜呀！”

不一会，天黑了，风也停了，愁云密布，该睡觉了，但房屋
漏雨，外面下着大雨，屋里的雨就像天上垂下来的麻线，整
个屋子又湿又冷，本想盖上被子取暖，可因为家里穷，被子
用了多年都没有换洗，又冷又硬，如一块铁板，加上诗人的
小儿子夜里总睡不好觉，爱在床上折腾，早就把被里蹬破了。
自从经历“安史之乱”，诗人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觉得
今天的夜晚尤其显得那么漫长，怎样才能等到天明！

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发出了沉重的感慨，他想：多么
希望眼前能够出现一幢幢宽敞的大屋，使天底下所有贫寒的
人都能安居乐业，不再像我一样遭受风雨侵袭、流离失所、
难以安宁。如果这个梦想能够实现，有千万间房屋为天下人
遮风挡雨，那么我这个老朽在这破茅屋里受冻而死也心甘情
愿，含笑九泉了！

学完这首诗，我既同情诗人乱世颠簸、生活贫寒、遭受风雨
侵袭的不幸经历，又佩服他那推己及人、心怀大众的博大情
怀。这就是杜甫----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没有在自
伤哀愁中淡忘自己的使命，用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这篇流
传千古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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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读后感篇四

秋天的气候怡人，即使是深秋，也只不过是多了些许寒意，
却更具另一种韵味，可就是在如此充满灵气的季节里，谁又
会想到一位曾写过千古绝唱的大诗人大文豪正在一座破烂不
堪的茅屋里忍饥受冻，贫穷潦倒？这就是一位忧国忧民、才
华横溢的文人所处的境地。况且当时他还有官职，竟然过
着“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生活，更让
人想不到的是，即使他过着如此的生活，却有“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这需要何等广阔的
胸襟呀！这就是身处漏雨茅屋还存有忧国忧民情思的.杜甫，
就是这样一代文豪，让人赞叹、让人敬仰。

我笑他痴，笑他傻，笑他对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朝代，还如
此忠心耿耿，像一个孩童一样天真烂漫，对别人没有丝毫防
备之心，处处遭人迫害，即使如此，心中还有着他那“圣
明”的君主，对自己的朝代复兴还抱着希望，收复了失地他
更欣喜若狂，吟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
佳句。

我敬爱他身处漏雨的茅屋，心中却想着无家可归，受苦受难
的黎民百姓，敬他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我想，一个人的最
高境界莫过于此！

翻开历史的画卷，皇帝昏庸无能，宦官当权，埋没的有抱负
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又何止杜甫一人呀！像李贺的怀才不遇，
龚自珍载着“浩荡离愁”辞官还乡等，不胜枚举。



合上书本，打开窗户，深秋的寒意似乎更浓了……

秋风读后感篇五

忘不了，李知府招商引资搞开发，三年再造一个新平江的雄
才大略得以实现。强拆强迁出人命的悲惨事件，就像发生在
眼前；忘不了，税务总管辛功敏，“见贼说贼话，见鬼说鬼
话，见人说狠话，见官说大话，见了女人就说甜蜜话”阴险
狡诈的丑恶嘴脸，多像某些人；忘不了，桃花岛上的尼姑庵
（关公庙被嫁接成了尼姑庵），小广场上的俊才比武，小菜
地血腥的耙刑，埋葬英雄时的悲情；忘不了，尼姑庵里的五
朵金花：紫金花，白莲花，黄菊花，红牡丹，兰花花。她们
个个美貌绝伦，才气冲天，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武功超群，
身手不凡。她们使天下男人垂涎，也使小说锦上添花。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陈巧嘴，此人能言善辩，为寻“秋风明
月刀”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了多少千山万水，翻过了多少沟
沟壑壑，决心要遍寻五湖四海，也要找到宝刀秘籍。后因遇
海啸飘泊到了祖国领地“钓鱼岛”被妄图抢占我领地的日本
娘们强行留宿，怀孕并产下一子，取名“野田佳彦”。看来，
“野田佳彦”是日本娘们和中国男人野合所生的私生子。怪
不得后人如此的仇恨中国人。也不知道“小野田佳彦”知不
知道他先人的身世，买岛闹剧推波助澜，整天掀起中日风波。
这个孽子！！

“秋风明月刀”时隐时现，平江府暗藏杀机，故事环环相扣，
情节引人入胜。《秋风明月刀》的精彩之处可圈可点。在我
看来，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武侠小说，很值得一看。但是，
又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