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秋天课文读后感受(优质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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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课文读后感受篇一

今天我们学习了我国一位诗人――王宜振的作品《秋天》。
文中作者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秋风拟人化为孩子，说他
在田野里打滚，说他在小路上奔跑，秋风那调皮的样子在作
者的笔下活灵活现。

文中还写到了秋实，即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写到了金黄的稻
穗，成熟的向日葵，五彩缤纷的野菊花，黄澄澄的苹果，紫
红的葡萄，举着红缨的玉米，红着脸的高粱。边读边想像，
眼前出现了一派丰收祥和的景象。

秋确是美好的，因为它有蓝似玻璃白如棉花的蓝天白云；有
一望无际香飘四野的庄稼；有那红如火灿若霞的枫林；还有
那…数不胜数美的故事，可再怎么美好的事物也会有灰暗的
一面，秋天也是如此，它有秋风扫落叶的悲凉；有寒风凛冽
失意的痛苦；有百花凋零的悲哀伤感。

其实，仅有观察的眼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坚强不屈的上
进心。它是生命的支柱，是辉煌人生的起点。拥有它，才会
冲破一切束缚，飞速地在成功之路上冲刺，直至生命的终点。

愿每人都拥有一颗坚不可摧、勇往直前的上进心！



秋天课文读后感受篇二

预习了这篇课文，我读懂了秋天是美丽的、秋天像一把钥匙，
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姑娘有一盒五彩缤纷的
颜料，她把大地装扮的绚丽多彩，秋天的雨像吹起的金喇叭，
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快做准备过冬吧!秋天的雨象征着
丰收，让小朋友唱起欢乐的歌!

秋天课文读后感受篇三

寒假里，我徜徉在书海中，享受阅读带给我的无穷乐趣。其中
《纯真年华》上的《钟的生日》这篇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发人深省，值得回味。故事讲了阁楼里的老钟到了风
烛残年的时候了，为了不让送奶的老人、女教师、医生工作
迟到，它放弃了给自己过生日――成为一座崭新的大钟的机
会，最后，它停止了滴答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秒。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触颇深。能够成为一座崭新的、漂亮的
大钟，这是每面钟梦寐以求的事啊，是什么使老钟放弃这样
的好机会的呢？我反复思忖，终于明白，是老钟忠于职守的
精神啊！童话中的老钟，是一只非常有责任感的钟，它认为
做钟的意义就是要走得准，要为人们服务，因此它没有倒回
时间，因为它不能辜负人们对它的信任。老钟放弃了躯体的
新生，却获得了精神的永生！

我不由得想起了永远的白衣战士――叶欣阿姨。的春天，一
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非典型肺炎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
叶欣阿姨所在的医院收治“非典”病人。作为一名护士长，
叶阿姨面对危险和死亡，毫不惧怕，尽量包揽对危重病人的
抢救、护理工作，而把同事关在门外。她深知，也许有一天
自己可能倒下，但能够不让同事受感染，她心甘情愿！叶欣
阿姨终于倒在了与非典型肺炎昼夜搏击的战场上。面对死亡，
她坚守岗位，履行了作为一名白衣战士的权利！



我不禁扪心自问：我守好自己的岗位了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行为真是羞于启齿。《钟的生
日》这篇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
会牢牢记住：守好自己的岗位！

秋天课文读后感受篇四

早上金风迎爽，田野被一层厚薄的细纱覆盖着，犹如仙境中
个别；秋风习习，稻谷欢啼着，翻腾着一层一层涌向遥方，
领出“沙沙……”的声音，它们在为昔年的丰收歌颂着，秋
虫啾叫，它们又恶像在替稻谷陪奏，形成了一曲接响乐。

有的稻谷未经收割了那些稻谷悄悄地躺在田面等农夫们去发
仓。稻田这边是一位老奶奶拿着锄头在掘红薯呢。红薯一个
一个钻没高空有的像梨圆圆的；有的扁扁的又大又圆。望着
她那谦脸的喜悦，必定又是个大丰产。红薯的街坊是绿油油
的大青菜，一片片湿淋淋叶子实逗己爱好。

原野旁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柿子树。葱绿的叶子暗藏着一个个
红通通的柿子把树枝皆压弯了腰熟透的柿子红红的，软软的
像一盏盏小灯笼，使我瞅了垂涎三尺。薄暮时份，工官伯伯
还在收割稻谷，淡咸的月光照在柿子上，似乎在给农夫伯伯
照明，有的还不熟透的柿子青青的、又大又硬大略功多少地
就要熟了。

秋天是个歉收的节令我爱凌晨的田家但尔更爱那金色的秋天。

秋天课文读后感受篇五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秋雨过后，苹果树上果实累累。石榴咧
开了小嘴。树上的梨像数字8一样金灿灿地挂在树上。地上的
南瓜圆鼓鼓的像一个个刚打完汽的轮胎。



“秋天的雨”要讲了秋雨用它那五彩缤纷的颜料，送给大自
然许多色彩。还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告诉小动物们做好过
冬的准备。秋天的雨多么神奇、多么美妙、多么让人陶醉。
我喜欢这篇课文，它给了大地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一
首欢乐的歌。

秋天真神奇！秋天真美呀！我喜欢秋天。

秋天课文读后感受篇六

“草丛里，虫声合唱已接近尾声，怎么用力都掩饰不了那曲
终人散的凄凉。”

“秋天的死亡”，这名取得十分有新意。秋天并非生命体，
那又何来死亡，短短五个字，引出了读者的好奇心。

“凄切”、“擦伤”、“尾声”、“苍凉”、“曲终人散”，
无不散发着凄凉悲伤的气氛，写出了生物的心情。

二段写到艾略特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但又无可奈何，他知道
自己是无法改变死亡的，只能写出抗议的诗文。

五到九段，作者写出了生物对死亡的理解与他们自己的坚持，
在死里逃生，可又找不到生在何方的感受，让吾心痛不已。
有的动物死得平静又美丽，可死亡又的确让人和动物痛苦之
至。

万物为友，四海为家，所过之处皆为坟墓，我们生来就是为
死做准备。有些人死得千古流芳，有些人死得遗臭万年，在
活人眼中有区别，而在物质的层面上，他们已尘埃落定，毫
无差别。那活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死亡之前享受罢了，
在人世间体会了恨、爱、喜、痛，之后方可西去，沉睡到永
远。



同学们，生为死，在死之前，要轰轰烈烈，把生之画挥洒到
极致。这样，方可无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