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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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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一

毛泽东在1925年秋写的《沁园春长沙》，意思是正值青年朋
友意气风发。当时在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前往当时革命活动
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毛泽东同志从1911年到1925年，曾数
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在这峥嵘岁月里，作
者和他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
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面
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
好河山的沉沦。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
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这一段描
写形象地概括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和其战友雄姿英发的战斗
风貌和豪迈气概。

整篇词上片写了作者重回橘子洲头，在橘子洲看到的的湘江
之景，下片回忆了往昔峥嵘岁月，表现了诗人和战友们为了
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形象含蓄地给
出了“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以天下为己
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敢于改造旧世界的革命青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这一句表明作者独自
来到橘子洲观看到这漫妙之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句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了秋天的山上，枫叶
红透漫山。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八个字，动静结合，既写出了在
红山映衬下的湘江美景，有表现湘江边的生机勃勃，欣欣向
荣之态。而在柳永的《雨霖铃》中，同样是写江面景色，柳
永却用“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毛词写得
气势如此之恢弘、强硬，而柳词却显得婉转、伤感。毛词与
柳词风格之软硬、深浅立现。

“鱼翔浅底”虽在写鱼。却又更衬托出了湘江水之清澈。与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有异曲同工
之妙。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沁园春·雪》这篇诗词。它是毛主席第
一次才智的充分表现，使人读后对毛主席气壮山河的豪迈之
情佩服不已。

诗的上文，毛主席用优美的辞藻来描绘了江山的千姿百态，
描绘出了江山多娇，使人读后不由得赞叹：多美的江山呀！
多么博大的空间呀！

下文则是毛主席雄视千古，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成吉
思汗这五位封建帝王加以评说；举大端而论，与上面的空间
相照应，写出了浩瀚的时间，用一个“惜”字，把表面看似
无联系的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幅壮丽的历史长卷。

我读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才真正对这位使中华人民
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伟大领袖真正了解了，才真正知道
了这位救世主的胸怀。他的胸怀，可以和博大的空间等量齐
观，这才是一代伟人超越常人的地方。

整个词是描写和议论结合，情感与景物相生，气魄极大，感
人极深，每读一遍，便觉得有一股浩然之气使人眼界开阔，
心胸旷阔。这是一首雪的赞歌；这是一幅祖国壮丽山河的画



卷；这是一首历史人物的诗品；这是一首革命英雄为人民幸
福而奋斗的高歌！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三

毛主席，现代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
诗人，书法家。这篇《沁园春·雪》是他于1936年2月，当时，
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提出适时建
立抗日民话族一战线的方针，并决定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到
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当东征军途径陕北清涧沟时适逢大雪，
面对雪花纷飞无比壮观的北方山河。毛主席胸中豪情激荡，
他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这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词
章。

沁园春·雪是一首长调，以咏雪起兴，大气磅薄。写景，纵
横千万里；论史，上下几千年。

这首诗写出毛主席对自己的自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
看今朝，其中今朝代表自己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心想：抗
日一样会胜利，因为唐代如此鼎盛，但与我双来“稍略风
骚”，虽然他们武器装备先进，但他们“只识弯弓射大雕”。
这种自信多么难能可贵呀！我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一
定要充满自信，只要相信别人永远不如自己，奋勇前进，才
会夺得成功的桂冠。

这首词又包含了诗人的豪放。“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
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其
中“舞”、“驰”化动力为静，把山作银蛇，高原比作蜡象，
生动准确。后一句虚写，寓情于景，洋溢着热爱祖国山河的
豪情，更是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想：我们不仅要学习诗人
巧妙的构思，奇特的'写作手法，更要学习诗人的豪放。这首
词以“北国风光”句，再先“望……”后“看”，继而
由“引……”至“惜……”，最后以“俱往矣”，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收尾，一气呵成。词中又多短句，并以四字句



为，因此节奏鲜明。这就使全词在韵律上也颇显豪放。

每当我消极时，便会想到主席的这首词，它使我振奋。这振
奋化为前进的动力，使我不断前进，前进。每当读到这首词，
便会激起我心底的涟漪，激起我的爱国情怀，鞭策我，使我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四

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作为湖南农民运动直接
领导者的毛泽东，又将去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国
家前途和个人前途是一样的光明。因此虽然他已经32岁，过
了青春时期，不再有虚幻的感情爆发，但他骨子里依然流淌
着诗人之血，当他在离开长沙去广州之前，重游橘子洲，我
们不难想见他内心的喜悦和高昂的激情。穿过80年的漫漫时
光，我们似乎依旧看到，这个瘦高个子的伟人在略有寒意的
秋日午后，用浓重的湘音吟唱的样子。

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们从开头的“独立寒秋”就知道了。至
于他为什么是一个人来，这个问题虽然触及了诗歌创作的某
种背景；但对我们赏读诗歌来说似乎不是很重要。而从诗人
的创作过程来说，“独”字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们习惯将这
首词分为“独立寒秋”图、“湘江秋景”图、“峥嵘岁月”
图和“中流击水”图，重点分析本词“景中显情”的生动表
达和“化悲秋为乐秋”的高迈境界。的确，这样的文本分析
解决了词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手段，尤其是远近仰附的视角变
换和鲜明的色彩对比，很好地彰显了诗人的开阔胸襟，拓展
了秋词的内容范畴。

但是，当我们进入诗人的内心，就会发现“独”字贯穿了全
词。我们可以将本词中的几个关键动词拿出
来，“立”“看”“问”“忆”；因为这几个动词串起了本
词的主要内容，所以有“领词”之称。“独立”，他才强烈
感觉到寒意，而这个寒不是心寒，相反，他的内心是高亢的；



因为“独”，他才“看”得细，慢慢浏览体会风景的细节，
静静观看辽阔江面的船只和高旷青天的雄鹰，才可以看到水
底的鱼儿，看到秋天中亮丽的色彩；“独问”，他才会揽景
兴怀，自言自语直抒胸臆，喷发内心的喜悦和高昂的激情；
而最后，是因为“独”才“忆”的，正是一个人来的，他才
会怀想故人往事，才会展望未来。可谓是抒尽襟怀一“独”
字啊。

我们设想一下当时是诗人和他的众多朋友一起来的，那会怎
么样呢？他应该把一部分心思放在朋友身上吧？因为他离别
了，所以必须和朋友交流、对话、论辩、祝福，他就不会那
样专注地看风景、想往事、发幽思，那么，他也许会记载下
当时的场景，而我们也许就会读到另外一种版本的《沁园
春·长沙》了。

是的，特定的写作场景会影响写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
分析文章的时候想一想自己就是作者，揣摩一下写作者的写
作姿势、写作习惯、写作氛围，那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写作的奥秘。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五

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
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
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
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
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孔子也把
“大”与崇高联系起来，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
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高
美，在毛主席诗词中，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体现得最为鲜明。
《沁园春长沙》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篇什之一。

风华正茂一段峥嵘岁月



崇高美表现于内在方面，则为伟大高尚心灵的反映。古罗马
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就提出崇高是“伟大心灵
的回声”。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回
声的抒发。这种抒发，首先是通过回忆引出的。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作者想起曾和当年
的同学和朋友，在橘子洲一带散步，游泳，畅论天下大事的
情景，回忆起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这首词写于1925年深秋。大约是在毛泽东同志离开湖南前往
当时革命活动的中心广州时所写的。毛泽东同志从1911
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期
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世界大战、
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
界形势的巨大变革。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
又一座峥嵘的高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这峥
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
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
意气风发，热情奔放。诗人巧妙地化用了《庄子·田子方》中
“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的意境，来形容新时代的青年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自由奔放的胸襟。（挥斥，自由奔放的意思。方遒，正当旺
盛有力的意思。过去有人解释“挥斥”为批判驳斥，“方
遒”为专家权威，是不准确的。）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对“峥嵘
岁月”“挥斥方遒”的进一步具体化。面对“万山红遍”的
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
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
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
在长沙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新民学会，开办了平民夜校、
文化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领导了



驱逐张敬尧等军阀的活动。特别是创办《湘江评论》，成立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湖南地
区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些既是“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具体内容，又是写作这首词的时
代背景。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会词中闪耀着
的革命者崇高心灵的美的光芒。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六

读毛泽东的诗，总会感觉到很强的时代感，总会感觉到他要
抒发的感情是那么的浓烈，是那么气吞山河，《沁园春长沙》
读后感300字。无论是《长沙》还是《雪》，虽是写景，却不
失诗中要表达的抱负。

读毛泽东的诗，是需要深究的，是需要深思的，是需要融进
他所处的环境的。我们没有身临其境，却倍受君临天下的气
势。是的，中国从来就需要这样的有志青年。

《雪》，磅礴的山峦连在一起，何等壮丽的冬色。寥寥几笔，
生动形象的冬雪图就展现在眼前。似没有纹身也一样铭心。
写景同时抒发远大的理想，是一代风流人物的表现。

《长沙》，深远的秋景在毛泽东的笔下，不但没有令人感
到“悲”秋，反而有另一种感觉：秋原来是可以像春一样充
满生机和生命。于是硕果累枝头的季节，解放了人们的旧思
想。对四周枫林如火的真实写照，寄寓着他火热的革命抱负。

《雪》与《长沙》是异曲同工，共奏中国美好江山的'悠扬乐
韵。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当我读到江山如此
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时，心中热血沸腾，我想到了在战



斗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是建国六十周年，在这六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那时的中国穷困潦倒，那时的中国人吃
的饭菜质量很差。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质量有
了很大的提高。以前中国人传递信息是靠自己的双腿而现在
科技的发达改变了方式。现在人们都使用网络、电话来传递
信息，这样省时省力。

那些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的血总算没有白流，中国现在日益强
大，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那些英雄们虽然与
世长辞了，但是他们那种保家卫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
永远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八

汪国真说过：“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那么如
今，我们站在历史的彼岸，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回眸过去的
峥嵘岁月和盛世年华，以史为鉴，时刻准备出发。

“中国”，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中国”，一个坚挺有力的
名词。每当我写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觉得笔画横有横的铿
锵，竖有竖的庄严。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国人都如汉字一样，
一笔一划都是书写正气，苍劲而恢弘地续写传奇。江山是先
人打下来的，在无数伟人中，我格外敬佩毛泽东主席。他的
文才武略、壮志雄心点燃了我内心的火把。或许是因为看过
《恰同学少年》，我无比热衷于《沁园春·长沙》这首词。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群有志于报国的热血青年萌动着，他
们的影响力势不可挡，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向着天空伸展，
朝着最亮的星星伸展，他们试图摘下它，他们要改变中国！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
自由。”字字句句都张扬着不凡的生命力，让我心潮澎湃，
这也许是一种根植于心的民族情感亦或是中国人对于汉字心



灵上的一种共通性。也难怪海外游子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
都是我们的祖国，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他们在异地，哪怕
只是看到大街上招牌里有些许汉字，也会感到十分暖心，十
分亲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这儿便是呐喊，面
对天地的呐喊，这种霸气和胆魄注定：中国将被这样一群人
改变。

我曾经很“冲动”地想过要打破平静的生活，创造一种属于
自己的年轻景致，可毛泽东主席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群青年考虑的
是抨击黑暗，宣扬真理，激浊扬清。我似乎有了些醒悟，原
来我以前所谓的“创造一番景致”只是追随新潮，虚度青春。
我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奋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
于地球。”站在这端回首，我隐约有了一股压力，又有了一
股动力，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读书的价值，不禁自豪地会
意一笑。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九

作者: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天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作品赏析

【注释】：

沁园春：词牌名，由东汉的沁水公主园得名。

橘子洲：在长沙附近的`湘江中。

舸(ge3)：大船。

同学少年：毛泽东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就读于湖南第
一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毛和萧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
开始了他早期的政治活动。

遒(qiu2)：强劲。

遏(e4)：阻止。

【题解】：

一九二五年秋，湖南省长赵恒惕再次通缉毛泽东。毛离开长



沙去广州，这首词大概是离长沙时所作。

沁园春·雪读后感篇十

沁园春雪这首诗想必大家都读过吧，甚至背得滚瓜烂熟。没
错，这首诗就是我们国家伟大的伟人-毛主席的一首红遍大江
南北的诗。这首诗就是为了进行抗日，红军在1936年2月，渡
河东征进入山西，取得了多次胜利，并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
线。《沁园春雪》即作于此时。

这首诗给我的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一首雄壮的写景抒怀之作，
并且这首是在抗日时期写的，我爸爸也是一个“抗日迷”。
我爸爸叫我背这首诗，当时我还很不愿意，但我背完这诗，
我就深深地被这首是吸引。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与抒情为一炉，水乳交融，主题鲜明，
体现出了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上阕写景，意境优美，气
势恢宏，洋溢着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豪放。下阕议论，由景
生情即由祖国山河的壮丽引出对历代英雄的评价，抒发诗人
的抱负。这首是现在已成为中学生必学的诗词，你想想对现
代文学影响有多大?你可以想想现在的诗词有多少有这种的情
感和美句。

想想60年前，70年前的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奥运梦圆
北京，五洲健儿齐聚，各国政要云集，我们无比自豪。重读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加被毛泽东词作雄浑的气魄，开
阔的意境，壮丽的画面，博大的情怀所打动，更加感到这首
词字字千钧，句句写实，毫无夸饰，绝无虚言，它的预言，
一一成为现实。今天的中国，“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正
迎接五洲宾客;今天的中国，更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
雄竟折腰”，中华儿女正在为振兴中华，实现强国梦而努力
拼搏;历史将继续证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