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读后感 怀念母亲读后感(实用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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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怀念读后感篇一

当读了《怀念母亲》一文后，我心潮难平，震动很大。

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觉得季羡林的这种爱母亲与想要迎养
母亲的信心真令人感动！“我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
安席。”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他因为母亲的死去，伤心
了一天又一天，痛哭了一天又一天，着真是出自深深的爱母
的情感呐！

我想到了我自己：

有一次妈妈正在看新闻，我看了看时间，对妈妈说：“妈妈，
我要看动画片！”妈妈不肯，我一把夺过遥控板，把电视调
到少儿屏道，还惬意的躺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抖抖脚，
喝着酸牛奶，津津有味的看着电视，完全不顾妈妈的感受。

现在，我已是六年级的学生了，应该从小孝敬母亲，帮助母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哪怕只是帮她泡一杯热茶、拿一
双拖鞋。何况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不是那个
只会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了，我必须趁后悔前，尽自己的
力，孝敬母亲。

怀念读后感篇二

季老，一位因为失去母亲而悔恨，离开祖国而怀念的著名教



育家，生前悔恨和遗憾一直充满心头，他读大学而年级时丧
母，而后到德国留学，不仅仅只怀念母亲，还增添了祖**亲，
对两为母亲的爱，他时时感到欣慰。

你前对母亲好吗？你为她做过什么吗？你出国留学，不是你
的愿望吗？

母亲一生为我们操劳了许多，费尽毕生心血，你回报她了吗？

一次，我坐飞机去日本游玩，坐车去旅馆时，看见一面飘扬
在天空的鲜红的五星红旗。

当时我心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不时在回想故乡的生活场景，
那些亲朋好友更是在我眼中不断出现，我热泪盈眶，思念故
乡。

写这篇文时，我就有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无法形容的，只能
够细细聆听，聆听心灵深处的触动。

怀念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怀着一颗感动的心，和全体同学一起学完了季羡林
写的《怀念母亲》一文，被季爷爷写出的每一个字，每一个
词、每一句话，都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作者虽然与亲生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母子感情却丝毫未
减，相反因为母亲的离世，更加加深了作者对母亲的愧疚，
并为不断地怀念母亲。由此，作者对祖**亲的爱也可见一斑。

当我读到房东太太对我说，她的.儿子今天回家，从学校回来，
她高兴得不得了……这，我感受到一们母亲站在窗前，望着
小路，等待着自己的孩子回来，可是小路上行走的这么多的
人群中，连自己孩子的影子都没有。这位母亲一直从早晨等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位母亲都还没有绝望，可是，当时，



帝位母亲的脸看上去是那么的无耐，那么的沮丧，此时此刻，
我突然想起了我自己的妈妈，我想，我的妈妈是否也像这位
母亲一样，我放学还没有回家的时候，也在家里等着我回家
呢。我记得有一次，天下着小雨，妈妈拿着一把伞，在校门
外等我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妈妈把雨伞遮在我的头顶上，
而自己都淋湿了。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母爱是那么无私。

怀念读后感篇四

母爱是伟大的，是无私的，是令人震撼的!人生短暂，每个人
都要经过生老病死，而母亲的爱却永远停留在每个孩子的心
中。

如果你读了这篇文章，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流泪，油然而生出
一中“情”。它讲的是：史铁生自从双腿瘫痪以后，脾气变
得暴怒无常。他不明白母亲已重病缠身，但母亲依旧来安慰
史铁生，让史铁生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生活不要绝望。可母
亲一次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结果母亲去世了，但她临终
前还牵挂“我”和妹妹。

读了这篇文章，我深深地体会到母爱的无私奉献，母爱是伟
大的，令人震撼的，感人肺腑的!文章中的母亲虽然自我患了
重病，但她要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意志上去鼓励儿子和安
慰儿子，让儿子对生活充满信心，让儿子像秋天的花一样坚
强，烂漫，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坚强的母亲。

对照史铁生，想想自我，也是如此。这不，快入冬了，我每
一天早上都要缠着妈妈给我做早饭，妈妈没有一口回绝，而
是豪爽的答应了。妈妈忍着寒冷给我做早饭，前几天就感冒
了。咳嗽声不断地从妈妈的卧室传来，我当时羞愧无比。我
为什么要妈妈给我做早饭呢?妈妈为什么要答应了?咦，这不
就是母爱吗?母爱就是体此刻这些细小的地方，它是生活中的



一点一滴，让人不容易发现。

母爱，它是伟大的，是无私的，是令人震撼的，是感人肺腑
的，是催人泪下的!母爱是平凡的，但母爱是伟大的，它蕴涵
着每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把孩子当成一个宝贝，一本书，
爱不释手。

怀念读后感篇五

前几天，老师教一篇新课文——《怀念母亲》。这篇课文是
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爷爷写的，课文讲述的是季羡林爷爷
六岁离开生母，到城里去住，在母亲身边待几天，又回到城
里，后来，母亲只活四十多岁，季爷爷痛苦几天，食不下咽，
寝不安席，从此季爷爷成一个孤儿，一想到母亲，季爷爷就
泪流不止。

从季爷爷的日记中的`“甜蜜”和“凄凉”这两个词可以看出
季爷爷身在异国感觉与自己的祖国，与自己的母亲距离远，
与亲人的接触少，心中有忧愁，所以感觉凄凉。但又能对常
怀念起祖国的亲朋好友，感到他们的关爱无处不在，所以心
里又是甜蜜。

亲生母亲是伟大的，祖**亲也是伟大的。在四川5·12大地震
时，祖**亲伸出援助之手，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祖**亲。母
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不求回报的。有首诗写
得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怀念读后感篇六

文章了作者对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一位是
祖**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读了这篇课文我感受到了作者是一位重情重意的人，母亲的



离去让他感到十分孤单，同时他又为没有在母亲身边多呆几
天而感到终身遗恨。对祖**亲，他也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
是在身居异国他乡的时候异常强烈。他经常想到故乡，故乡
的老，心里有点酸酸的，有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并不同普通
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的，有说不出的，浓浓地糊在
心头。虽然我没有作者这种身在异国他乡的`体会，但是我能
感受到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是怎样的想念祖**亲。我相
信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的感受，因为我们是黑头发，黄
皮肤的中国人。不管在哪儿我们都和祖国血脉相连，有一颗
不变的中国心，我们是龙的传人！

怀念母亲的，我能理解，也能体会。因为我每次离家三四天，
都会特别的想念、妈妈，想起他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关
心。因此，作者怀念母亲的情感我也能体会到。

怪不得古今中外，有那么多赞美母亲的文章和诗句，母亲的
爱，只有付出，不求回报，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

怀念读后感篇七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季羡林爷爷6岁离开生母，在就读大学二年
级时，母亲弃养。在这期间季羡林爷爷只回过两次故乡，都
是奔丧，只待了几天。因此，季羡林爷爷抱终天之恨，悔恨
自己没能尽孝。

季羡林爷爷还在文章中提到过，他在离开自己的故乡——中
国，留学在哥廷根时，想念中国的念头就不断地涌上心头。
有时想念中国的念头强烈起来后，留在国外的念头竟消失的
无影无踪。

而有的人就跟季羡林爷爷恰恰相反：他出国旅游时，在国外
吃好喝好，竟把祖国忘得一干二净。当他回国时，还是恋恋
不舍；还有甚者（即有条件的人），还在国外定居了！这时，
我真想问他们一句话：“你们平时满口的爱国都哪儿去



了？”

怀念读后感篇八

星期天，我们学完了第六课《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老爷
爷六岁离开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只回故乡两次，都是奔
丧。只在母亲身边待了几天，便又回到城里。在他读大学二
的级的时候，他的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季羡林老爷
爷痛哭了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席。他很想随母亲于地下，
可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后来季羡林老爷爷到德国留学，不
止生母频来入梦，祖国母亲也频来入梦。他作为海外游子，
祖国之思和新人之思朝夕萦绕。最终，他用自己的学业报答
了这两位母亲。

我想起了我自己。有一次我们一家人看电视，我一看表，马
上和爸爸抢摇控器，因为《陆贞传奇》要播出了，面爸爸想
看新闻，妈妈了想看。就这抢来抢去。我这样做真是太不对
了。我一定要改正这个坏毛病。

我要认真学习，报答爸爸妈妈。

这篇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
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

母亲是崇高的，母亲是伟大的，而祖国母亲又培养了千千万
万个花朵，今天我学了一篇，叫做《怀念母亲》的感人的文
章。

这篇文章中写了季羡林六岁离开母亲，在他读大学二年级的
时候，他母亲弃养，只活了四十多岁。母亲去世，他食不下
咽，寝不安席，痛哭了好几天。从此，他失去了母亲，一想
到母亲，他就会泪流不止，感到十分凄楚。他到德国之后，
经常梦到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母亲。在19xx年11月写的四篇感



人的日记中，我读出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还爱着祖国和远
在祖国的朋友。在那之后，他写了一篇名叫《寻梦》的文章，
表达了他热爱两个母亲的情感。

怀念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又读了一遍《怀念母亲》。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语言学家、翻译家、
作家季羡林老爷爷，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文章以散文
和日记的形式诉说了华人对生身母亲和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

季羡林老爷爷六岁就离开了生母，寄养在叔叔家。六岁啊！
大家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六岁在干嘛？在妈妈怀里
撒娇，讨价还价买零食吃，跟爸爸嚷着买玩具……季羡林老
爷爷打六岁起就再没见过母亲，再没感受过母爱是什么滋味。

读大学，父母相继离世，他的世界更孤独了。在他初到德国
时，便一直思念着母亲和祖国母亲。这种怀念一直很强烈，
这种怀念令他不得安然入睡，正如他日记中"我有时想得简直
不能忍耐"。就这样，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季羡林
老爷爷渡过了在欧洲的十一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父母老时才懂
得去关心，不然我们就会抱憾终生。不要再等了！同学们，
让我们努力学习，长大后好好报答父母、报效祖国吧！

李高阳同学是我班的学习标兵，勤奋、踏实的学习态度为班
上同学树立了榜样。这篇考场作文语言朴素率真，一气呵成，
在读中能深入文本、联系实际扪心叩问，突出了感之主题："
不要再等了！同学们，让我们努力学习，长大后好好报答父
母、报效祖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