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狼图腾读后感(汇总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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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图腾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描述的是大草原腾格尔地区人民的生活。

一望无际的草原和依稀可见的蒙古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
深刻的回忆。在这本书中，狼，却是令我感到敬佩和震撼的
一种动物。

随着他的描述，仿佛我也身在大草原。体会到了草原的广阔，
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热情好客，以及人与狼之间的那种微妙
关系：活着，爱狼敬狼也杀狼；死了，为了能升上心目中的
腾格尔，他们却愿被狼所食！在牧民的生活中离不开狼，是
因为在与狼的战斗中学会了生存；在狼的生活中离不开牧民，
是因为在与牧民的争斗中练就了强壮的体格和非凡的智慧。
在草原上，狼与牧民早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本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汉族知青——陈阵在蒙古
的额仑草原，跟随睿智的毕利格老人和一些见多识广，热情
好客的蒙古人民去见识狼，了解狼。在这个神奇的地方，陈
阵渐渐的崇拜上了狼图腾，也开始“敬狼，爱狼，杀狼”。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饲养了一条可爱的小狼，与它一起度过
了许多美好的日子里也逐渐了解认识了狼。他慢慢扳转了长
期对狼的不良印象。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勇敢，智慧，顽强，
谨慎，勤劳的一个不羁的灵魂，那是属于狼的灵魂，狼的精
神。



在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对狼虽然没有偏见，但却一点也不
喜欢狼。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狼是最凶残的肉食动物。从不
能跟陌生人讲话的“狼外婆”，到不能欺骗的“狼来了”的
一个个故事中，“狼”总是扮演反面角色，正因为幼年时候
听到的这些故事使我们讨厌，憎恨狼。但当我阅读完这本书
后，才发现狼其实是团结，智慧的象征。在书中出现的每一
只狼都是不怕死不畏苦的，是真正的英雄。

故事中的小狼，从陈阵把小狼抱回来的那一刻起，就不停地
寻找机会回到狼群中去：狼群问它是不是狼中的一份子，它
却因为不会说“狼语”而被困住；每次放风的时候，都努力
去寻找狼群的痕迹……直到最后他终于为自由奋斗到终点，
哪怕被铁链活活把自己勒死也不屈服。这种种一切都说明了
狼宁愿为了自由去死，也不向人类低头。

不仅仅被陈阵“收养”的小狼拥有狼精神，在狼群中的每一
个狼都不例外。狼群之中的领导者——狼王，不仅仅拥有敏
捷的身手，超越群体的洞察力和对狼群的绝对控制权，还有
不凡的战术和永不服输的精神。狼王就是整个狼群的精神所
在，是支撑狼群的希望，所以狼王是一只永远优秀的草原狼！

狼不怕苦，不怕累。而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
和经受挫折能力都很差。虽然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我们缺少
的是吃苦耐劳和像狼一样伟大的精神。

看完《狼图腾》让我重新认识了狼精神。也让我明白了团结、
坚强、努力的真正含义。

狼图腾读后感篇二

读罢《狼图腾》这本书，给我最深的感触便是，在那个充满
血腥的年代为什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竟然仅用区区十几万
骑兵就能横扫欧亚?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



国呢?答案就是千万年来，游牧的草原人和草原狼，在腾格里
这方神气的热土上时魂归时，怎样来到的草原，去时草原还
是怎样。能摧毁几十个国家巨大城墙城堡和城市的草原勇士
的生命，在草原上却轻于鸿毛。最后完全回归于大自然的。
他们彼此缺一不可，当肉体的生命消失后，终于与草原完全
融为一体。

几乎在每一个汉族人心中，狼都是狡猾、贪婪、残忍、丑陋
的化身，老虎也猎杀动物，也吃过人，大家却说那是王者风
范，威风凛凛，高大威猛，五彩斑斓……多少美丽的形容词
都给了其他猛兽，这对狼也是一种歧视!原因很简单：狼对汉
族的威胁超过任何一种猛兽，比猛虎、狮子、熊、豹都来得
凶猛，来得气势汹汹，具有人类才有的攻城掠地的实力。从
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国人对待对手的态度，对于最有威胁的
对手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而是对其诋毁和谩骂，以致长久
以后，当狼民族衰退以后，历史的真相被湮没在滚滚黄沙之
中。但狼对人类的教导却是永远无法被湮没的。

狼做的事情之所以会十拿九稳，是因为他们做每件事情前都
会先想好策略。

《狼图腾》很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草原狼
丰富多彩的杀敌方法。开篇就是一个草原狼围捕黄羊的大战
役，波澜壮阔，纵横捭阖，动静结合，一气呵成。真正的作
战时间不过十几分钟，但作战前狼群耐心的伏击、精妙的设
围、细致的观察，营造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紧张
而又亢奋的氛围;而作战时的迅雷不及掩耳、放掉还有战斗力
的黄羊而击其余部分的智慧，颇有些卑鄙却极其实用的狼抓
黄羊的绝招，又让我们拍案叫绝，赞叹不已。这动静之间，
却将草原狼卓越的智慧、耐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出来。

狼的智慧也是非常惊人的，几乎可与人媲美。在生活中，他
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本领与智慧来克服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



难。狼的本领狼的智慧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们也是在几千
年艰苦的草原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变幻莫测的草原气候、恶
劣的草原环境、各种动物的逃生本能还有来自人的巨大威胁，
使得狼始终生活在险境之中，随时都处在被饿死、冻死、打
死的境遇中。

人不是狼，狼的各种策略也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
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狼身上借鉴很多东西，但学习草原狼也不
能拘泥于具体的战术，而是要锻炼自己勤于思考、善于应用
策略的能力。

主动的去观察和学习，积极的思考，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采
用不同的方式，在实战中磨炼自己，这就是狼的智慧源泉。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只要你有丝毫的放松，就可能会被
社会淘汰，这很像狼群生活的大草原，公平而又残忍。所以
我们也得有狼的危机意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给自己加压，
正如张瑞敏所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置之死地而
后生，往往不利的形势更能激发一个人的潜能。“背水一
战”，“破釜沉舟”，正是这个道理。

狼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是野兽中最有集群优势和团队意识
的动物，一条狼是一个优秀的单兵，而一群狼就成了一支牢
不可摧的特种部队，在《狼图腾》里，作者亲眼见到的狼识
天文懂地理能看云知道天气，组织打围，在战略战术上都是
无懈可击，再加上坚忍的意志，实在是太完美了。读《狼图
腾》，看那些让人血脉喷张的狼群的捕食故事，更是能鲜明
的看到狼群的威力。狼群由狼王统一指挥，进则同进，退则
同退，协同作战，无往不利。比如围捕黄羊的时候，有狼去
寻找大雪坑，有狼去骚扰，有狼去伏击，在总攻的时候也是
井井有条，狂而不乱。更让人称绝的是，狼群即使在撤退的
时候也井然有序，猛狼冲锋，狼王靠前，巨狼断后，完全没
有鸟兽散的混乱。当狼逃生时，它甚至可以咬断伤腿，刮骨
疗毒是治伤，而狼是自伤，颇有壮士断腕的壮烈。当狼袭击



马群时，它甚至可以选择最危险的自杀式打法。当搬迁时，
小狼宁愿被勒死也不屈从，让人感慨训老虎易，训小狼难。
狼与生俱来的血性和傲气，帮助它们在恶劣的草原环境中生
存下来。草原上以前也有老虎等其它动物，之所以只有狼独
存，原因就在于此吧!

孙子兵法“云倍则敌之，十则围之”，可就是这几十条狼就
敢围猎几千条黄羊，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名动历史的
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空前绝后的等而围之已经是军事史的绝
唱，而狼却更胜一筹。秦人本是游牧民族，长期和狼征战，
也许这正是狼教给秦人的兵法吧。

这个世界始终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即便厮杀的工具不再是尖
牙利齿，不再是刀剑枪戟，但是本质是不会变的。有能力的
人就能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新的厮杀利器来赢取最大的利益。
难道不是么，考试升级如斯杀，商场勾斗如斯杀，官场暗涌
也是如斯杀，向往人道主义乐土的人士也不妨扣心自问一下，
自己是不是这种厮杀格斗后的胜利者?是不是能给失败者真正
的怜悯和体恤呢。自古就有自然的成败法则，狼坚持不懈地
贯彻这一法则，我们应当敬佩，甚至以狼为师才能真正掌握
自己的命运诠释“适者生存，弱者淘汰”的自然法则。

狼的坚韧是最值得佩服的，一个民族如果有这样坚韧的性格，
那么它一定会强大。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毛主席领导时期的中
国，生活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国内征战，国外封堵，以气
候论不亚于蒙古高原的酷冷寒冬。正是有那一份狼的坚韧，
才有了现在的国际尊重。我要学习狼，就要学习他的坚韧，
对命运的挑战残忍，也敢对自己残忍，残酷的锻炼才有了蒙
古战狼非同一般的犀利。

狼图腾读后感篇三

读了《狼图腾》这本书，我感到了汉族人是多么的愚笨、懦



弱，草原狼是多么的聪明、机警、强悍、狡诈、勇敢、机智、
雄心。

这本书主要讲狼，但也映衬出了额伦草原的茂盛。但我们呢？
我们不但不保护它们，还在额伦草原上大肆地杀戮草原狼，
以为草原狼是个天大的祸害。而且我们还唱着“打不尽豺狼
决不下战场”这样有着歪理的歪歌。当时的我们还没有意识
到保护生态平衡这样的道理。而蒙古人呢？就算他们杀狼也
像成吉思汗一样不把狼杀绝，要维护生态平衡。这个道理蒙
古人人人皆知，我们呢？却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又深刻
得感受到了汉人的愚笨。

这使我想起了20xx年北京的沙尘暴，如果我们汉人保护草原，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的春秋时期，有一位人尽皆知的军事家叫
孙武，他写的有一本书叫《孙子兵法》，大家都读过，都知
道。可它的前身也是狼的计谋。我们都说蒙古猎人聪明，可
是它们那些招也是学草原狼的。因此，狼的聪明可见一斑。

想当年，蒙族的将军拖雷仅用三万精兵就横扫中原，靠的是
什么？他们靠的是智慧。比如说他们在打围时，总要放掉一
些，如此做来，年年都有得打，年年都有的收。但他们都是
学狼的。如果把汉族和蒙族比喻为狼的徒弟，那么，在蒙族
出师的时候，汉族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儿。因此，我
还能感受到汉族对狼的偏见有多么的深，狼和我们比是多么
的聪明。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有五大朝代他们分别是唐、宋、
元、明、清。这五个朝代的将军都读过《孙子兵法》，可是
蒙古人成吉思汗率领他的军队，把中国自金、南宋以后的历
史全部改写。中亚、波斯、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历史也全
部改写。中国的火药，随着蒙古骑兵可是、开辟的横扫欧亚
的大通道传到了西方，后来轰破了西方的封建城堡。可是，



狼在历起到的作用，却被我们这些愚笨的汉人写的历史中给
一笔勾销了。可能有些人会问：“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我们汉人写的书尽替汉人说话了。

说到这里，让我想到了世界闻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写的一个
童话故事：《狐狸和狼的故事》。这个童话里面有多少歪理
啊！他把狼的形象严重扭曲了。在他的故事中，大灰狼是一
个非常愚笨的家伙。可是在大自然中，实在没有比狼更完美
的野生动物了。可见我们小时候非常抢手的《安徒生童话》
里有多少歪理啊！

我们都说狼凶残，可他们那里凶残呢？有人会说：“它们敢
杀重伤兵！”我倒认为他们这是行善。为什么呢？其实，我
们到不如想象草原狼为什么这么骁勇善战。原因是他们能干
脆利落的杀掉重伤兵，为整个狼群减轻负担。还有，我们还
可以想想你愿不愿意负伤，我想回答肯定是不愿意。如果狼
负伤了，而且还是重伤，它肯定会生不如死。这时如果把它
解决掉的话，可以让它不再痛苦；可以激发群狼的斗志；还
可以为狼群减少负担。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再看看我
们，如果有战友负了重伤，生不如死。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
是叫卫生员，而不是把它解决掉，好让他摆脱痛苦、为部队
减轻负担。但如果这样做的话，轻则批评，重则处分。在这
个问题上，狼是干脆利落，而人是犹豫不决。我们都说狼凶
残，可凶残的却是我们。在此，我只想说：“人不如狼！”

狼的计谋有很多，我觉得这几点可以借鉴。其一：不打无准
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
章法。其二：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最不易
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
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
以身殉职。我们先不说其四乃至其三百六十五，我们先说为
了胜利粉身碎骨这一点。在此，我打个比方：假如，你今天
中午必须吃肉。如果不吃，你将会被饿死。但你的家长不让
你吃，你敢和他们拼命吗？我想有些人会说：“不敢，谁敢



和家长拼命啊！”但饿狼敢这样做。就算你在它面前放一只
可以吃了它的狮子，他也敢为了生存放手一搏。从我打的这
个比方中，我可以感受到汉人的懦弱和胆小。

如今的额仑草原已经被我们这些愚昧的汉人给掠去了昔日的
辉煌，想到这些，我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无限的惋惜。

狼图腾读后感篇四

读《狼图腾》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那会我正在上高三，正
是高考复习最要紧的时候，拿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爱不释手，
读了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每次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自己
埋头看《狼图腾》，看完后对狼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狼性
精神对我当时影响还是蛮大的。可是那会没有过多在纸上来
渲染这种情感。今天想到话题本色，我想倒正好可以把《狼
图腾》派上用场，狼的本色才决定了狼在游牧民族心中的图
腾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疆土最广的时候是在元朝，疆域一直延展到
了地中海地带，那是中国征服世界的最长脚步，在世界扩大
了中国的影响力。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人，是少有的统治
了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善于马术和运动作战，就是在
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中原需要防范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有着
重大的威胁。蒙古族的图腾是狼，用《狼图腾》中老人的话
讲，是狼教会了他们生存和作战。《狼图腾》中对狼的描写
也是绘声绘色，很多场面展现出了狼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
骁勇民族的图腾，那就是坚持本色。

一个人怎么能够突出自我，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给别人展
现出自我独特的性格优势，那就是要坚持住自我本色，而不
是去为了迎合别人而做作，因为这种事现在已经有很多愚昧
的人在做，我们再去重复就显得我们通俗化，就好比一张复
印出来的纸，没有自己的本色，别人一拿一把，也就没了自
我的价值存在。



《狼图特》的作者在小说里面是一个线索人物，也是全文的
主人公，他用自己与狼相处的经历和亲历狼的事件，告诉了
我们狼的本色是有血性、懂智慧。我们知道，狼是肉食性哺
乳动物，但是它凶猛不及狮子老虎，速度不及猎豹，凭借什
么与其他更凶狠的动物抗衡呢？它们凭的是一种团结精神
和“军人”的血性，以及“军人”的服从力。狼是群居性动
物，它们在猎取动物和防御进攻时都是群体作战，而且它们
的进攻都是有组织性的，就像是发动一次战争，分工及其明
细。在狼群中，以狼王为首，团体中一切狼的行动都必须要
服从狼王的指挥，所以狼群是有纪律性的，而且一点都逊色
于一个军队，所以狼往往是作战专家研究的对象。我们在
《狼图腾》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么两个描述。一个是狼群在遭
遇攻击时，一旦有狼受伤，为了不连累狼群，受伤的狼会向
反方向逃跑，牺牲自己而换得狼群的安全。还有就是对于狼
群里的老弱病残，在与狼群安全相权衡时，狼王会杀掉部分
老狼，为的是整个狼群的生存，也是保持整个狼群的战斗力，
这是一种智慧。另一个是狼群在遭遇马群的围攻时，它们根
本不会考虑投降，狼群会在狼王的组织下，寻找马群的攻击
弱点，然后会分批地进行突围，它们会不惧战马马蹄的厉害，
直窜马肚底下，撕破马的肚子，很多狼会被战马踩死，但后
面的狼只会临危不惧，这就是狼的血性。这我又想到了作者
养的狼，当时作者抱养了一只小狼，他希望把狼驯服的像狗
一样，为了改变它的狼性，也是为了它的生存，他用狗来哺
乳这只小狼，为了防止它攻击人群，作者把狼的犬牙拔了，
这样的话狼就失去了捕杀能力，对于作者的这个举动，草原
里的老人说狼是不可能被驯服的，他也不赞成这个举动，毕
竟狼是这个民族的神。后面这只狼每次听到狼群的嗷叫，就
会变得很暴躁，可是它没了犬牙，不可能再回归狼群，但它
的狼性一直没有改变，后面它不肯进食，生病饿死了。狼为
什么成为了这个民族的神，就是它们的本色是“军人”的血
性，不可战胜，所以狼也被人所敬仰。

有时候我们为了生存在改变自己，为了迎合在委屈自己，但
不管我们怎样，我们都不能丢失了自己的本色，一个人的本



色就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 。

狼图腾读后感篇五

在我的记忆中，狼，好像一直是扮演着一种邪恶，狡猾，奸
诈的角色。小时候，我不听话，妈妈就说大恶狼来了；通常
把贪心的人说成是有狼子野心；把恶毒的人说是狼心狗肺；
把美国帝国主义叫野心狼。总之，一切坏念头狼几乎都具备
着，我们汉人也把狼恨了个透。

然而，这只是我门汉族人民的思想，草原人，则把狼当神一
样的供起来。生着学狼，死了喂狼。《狼图腾小狼小狼》这
本书，并没有说狼有多么多么的凶暴、残忍。而是讲述了一
只聪明但不狡猾，神奇又不邪恶，顽强而不奸诈的草原精
灵——小狼。

记得还在放寒假，当我看这本书的第一眼时，我就给它判了个
“死刑”，认定这本书是一本典型的“恐怖书”，就因为封
面是一只狼。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了“血腥”、“残
忍”、“凶暴”这几个词。结果，事实证明我错了。人，不
可貌相，书，更不可貌相。怀着不屑的心情开始读，回味无
穷的心情读完。

这本书令我爱不释手，百看不厌。我越看越入迷，仿佛走进
了狼的世界，与作者一起与狼共舞：陈阵是一个北京知青，
因为种种原因，他和另外几个知青一起来到了额仑草原。与
其他知青不同，陈阵迷上了草原狼。于是，在老阿爸的反对
下，在游牧人们的嘲笑下，恨狼人的虎视眈眈下，陈阵还是
义无返顾的，坚决果断地养了一只狼。之后，就是一系列人
与狼的趣事。但是最后因为小狼“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
让陈阵怀着痛不欲生的心情，打死了他亲手养大的小狼。

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的自由刚毅之魂。



读了这本书，我似乎明白了这句话其中的含义，但更多地，
是对生命的一种感悟，一种认识。

书中的小狼，给我上了一堂堂有趣的课。汇起来，就是一节
生命课。小狼在被囚禁时，我还单纯地以为，小狼会像某些
英勇人士一样，从此一蹶不振，天天思念自己的家乡，不自
由，毋宁死，绝不就范。这回，我又大错特错了。小狼失去
自由后，照吃照睡，不仅不绝食，反而更加狼吞虎咽，拼命
地吃，让自己好好的。吃饱睡足后，便找准机会伺机逃跑，
去争取新的自由与生命。从这可以看出，小狼珍视自由也珍
爱生命。回头想想，是啊，如果自己被人抓走，是英勇就义？
还是乖乖屈服？我想，大多数人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叫天
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可能更多地是不知所措吧。但小狼的
这种精神告诉我们：不屈服，不就义，更不要茫然。要主宰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靠自己逃出去！珍爱自由的同时，更
要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有了生命，才有机会，才有一切！

我想说，在大自然面前，每个生物都是相等的，不分“高
级”，“低级”之说。每个事物既然有弊就一定有利，没有
绝对性。比如狼，虽然会偷草原人的牲畜，但是它们维护着
草原的生态平衡，草原全靠狼，它的功大于过。人类无法主
宰地球，更不能与动物们比功劳！

狼图腾读后感篇六

我一向对动物的兴趣不减，永远！

一听说《狼图腾小狼小狼》这本书出版我便苦苦哀求妈妈给
我买一本。妈妈经不住我的苦苦哀求便带我去书店，一进书
店，凭我“泡”书店的本领：对书摆放的位置了如指掌，我
一晃就没了影。不一会我大喊：“妈妈，在这里。”我顿时
便呆住了封面上的图画栩栩如生；书内精美的图画；大大的，
饱满的字。令我吃惊，一看我便深深地被吸引住了。



我满怀欣喜地抱着书走回家，一打开我便被小狼的形象深深
地吸引住了。主人公陈阵与小狼之间的亲情与友情带给我心
灵强烈的震撼和感动。

看着看着我的心不自觉出现这样一段话：这本书一系列很心
酸很痛心的故事，读来让人扼腕叹息，结局使我潸然泪下。
自古以来，狼一直扮演着一个凶恶狡诈的角色，什么狼狈为
奸、狼心狗肺，好像只有狼这个字眼才能更好的诠释“坏”
的含义。而《狼图腾小狼小狼》却不一样，它没有通过人们
长期形成的偏见来看待狼，而是描绘了一个独有魅力，一个
虽聪明但不狡猾，一个神奇让人惊叹的草原精灵。

看完这些我不由的认为狼的智慧与才能、狡猾、很有团体精
神。狼的自由自立，狼的强悍卓越……都是无人能及的！

狼图腾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又读了《狼图腾》，讲的是4个北京知青掏了7只狼
崽后又绕开了路走，因为怕狼妈妈跟上来。

到了家，道尔基把小狼拨开，一看就知道是4只小公狼，3只
小母狼。

并抓出最大的一只公狼崽给了陈阵，自己也养了一只。

剩下的5只可就惨了，陈阵想：可不可以把剩下的小狼再送回
去?可又一想，母狼一定发现小狼没了，正在发大怒。

如果回去送小狼，岂不是把自己的小命也给送了?所以，陈阵
只好让道尔基处理剩下的五只狼崽。

道尔基的做法太残忍了，把小狼一个一个扔上了天，后再摔
死。



道尔基又聪明又残忍。

聪明是因为陈阵、杨克、梁建中谁也看不出一只狼崽是公还
是母，而道尔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残忍是因为人家小狼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摔死它?如果是我，
我一定把它好好地养在家里，每天给它们吃肉。

自从我读了他们有了可爱的小狼一节，我就十分想养一只自
己的小狼崽，每天带它去学校，然后，它再自己回家，这样
想着觉得太好了。

陈阵真是爱狼呀，还想把另外五只小狼送回家，可是，这可
能小狼还没有被送回，陈阵就已被大狼咬死了。

如果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去蒙古大草原见识一下凶猛勇敢的
蒙古狼和同样聪明的蒙古牧民，也掏一只自己的可爱机灵无
敌小狼来养。

狼图腾读后感篇八

自古以来，狼给人们的印象都不好，给人们留下了凶恶狡诈
的形象，久而久之狼就成了“坏”这个词的代言了。《狼图
腾》里面狼的形象却不是这样的，《狼图腾》没有通过人们
长期形成的偏见来看待狼，而是描绘了一个独有魅力，一个
虽聪明但不狡猾，一个神奇让人惊叹的草原精灵。

刚刚拿到《狼图腾》的我，已被书封面上的那双幽幽的眼睛，
深深地震撼住了：那是一双多么冷的眼睛，绿莹莹的，射出
来的目光像锥子一样，让你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你仿佛从
其中看到了草原深处的秘密，和它那种天生的深不可测和强
者的威力。封面的黑色仿佛给它盖上了一层迷雾，但那双眼
睛却是那么清晰，那么明亮，那么让人感到一种压迫感。



《狼图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汉族知青——
陈阵在蒙古的额仑草原，跟随睿智、崇尚腾格里和狼图腾的
毕利格老人和一些见多识广的蒙古人，在这个山美水美的地
方，渐渐地崇拜上了狼图腾。窥视狼群狩猎、见识狼群偷袭
羊群、挖狼洞、养狼崽、面临了狼灾。这些让陈阵记忆犹新
的事情慢慢扳转了长期对狼的不良印象，他仿佛看见了一个
勇敢、智慧、顽强、忍耐、谨慎、有冒险精神的一个似乎有
形却无形的灵魂。这灵魂让他着迷，让他不停的探索狼的奥
妙。

当他看见老练的狼王带领身经百战的狼群，弹无虚发的狩获
大量的猎物时，他被狼群的超群智慧所吸引，也被狼群种种
奇怪的举动所迷惑；当他看见狼群陷入一个个艰难的窘境，
却丝毫不胆怯、不退缩，反而齐心协力共同解决困难，他又
为狼群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智慧而赞叹。狼是一种多么神秘的
动物！它的智慧无人能比，它的组织能力超于寻常，它无与
伦比的军事天赋仿佛与身俱来！它并非人类所想的那么坏，
其实，在蒙古族人的眼里，它是毅力、勇敢、智慧、团结等
众多品德的化身。

陈阵模模糊糊地看到且领悟到，狼图腾是一个强大、神秘、
极具魅力和吸引力的图腾，它能在冥迷之中影响着一个人的
信仰，让狼——这个并不凶恶反而能让人痴迷的灵魂铸进人
的心。

世上曾有一个未解之谜：为什么成吉思汗只有区区几万大军，
却能够横扫东亚，建立一个强大而神秘的王国？许多蒙古族
人都毋庸置疑地认为：这是因为成吉思汗是草原人。一个草
原人，是必须与狼打交道到的，而与狼打交道，不知不觉中，
狼的智慧就慢慢融入了成吉思汗的思维中。无论是狼训练的
方式，还是狼打仗的计谋，或者是狼的毅力、勇敢、思维方
式，都将给成吉思汗带来不可小看的威力。

这就是狼啊！虽然狼会偷食人类的牲畜，但这丝毫不能掩饰



狼的非凡的威力，它捉食草原上的鼠类，使草原的鼠灾得到
大大的缓解；它运筹帷幄，使人类学到了大量的计谋；它坚
强现实，不白日做梦，只为目标而奋斗，比起这一点，我们
人类逊色了很多。可许多人类不肯正确的面对狼的优点和缺
点，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绝不可能绝对，如果只死拽着狼
的缺点，疯狂的消灭狼，恐怕，不久的不久，也将是我们人
类的末日了。

狼也是为了生存，并非只有人类以食为天，世上千千万万的
生物都是以食为天，这个世界绝不可能为了让一种生物活下
去，而让另一个生物失去生存的权利，包括人类。大自然是
由每一种生物环环相扣组成的，如果你剥夺了其中一个生物
的身存权利，而你也将受到灭顶之灾。当一片片树林倒下时，
随即而来的泥石流摧毁了人类的房屋，夺取了人类的性命；
当人类放出污水，破坏了海洋生物的生活环境时，自己的生
命质量因水质量的变坏，而得不到保证。人类是自私的，他
不能容忍任何一种生物来掠夺他的财产，而目光短浅的他不
知道，在他残忍地残害了一个生灵的同时，大自然都将给他
记上一笔永远不能抹去的账，而这笔账，在未来，将放大无
数的威力，慢慢的偿还给他。陈阵懵懵懂懂的领悟了。

是呀。狼也许只是掠走了一只羊，但如果我们猎杀了一匹狼，
就是掠走了一小部分人类未来的生存空间。每一个生物都该
受到保护，它们是维持生态平衡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像剑齿
虎、渡渡鸟，这些曾被我们赶尽杀绝的动物，都不可能再开
出绚丽的生命之花了。难道这些用死亡换来的警钟，难道还
不能让人类醒悟吗？我们该丢掉残害生灵的斧子了。

可人类好像还没有醒悟，仍向在他们心中罪深恶极的生物，
一次次举起了屠刀。在这本书的结尾，讲述了一个如噩梦般
的悲惨结局：由于狼遭到了大量的捕杀，曾经美丽的额仑草
原已经是一个山不再绿，水不再清，草不再肥，生灵不再丰
富，鼠灾严重的地方。再度来到这里的陈阵，心里充满了无
法发泄的悲痛和失望。



而读完《狼图腾》的我，心也很沉重，很沉重。在大自然面
前，每个生物都是平等的，而人类却愚蠢的认为自己是这个
星球的主宰，即使是主宰，也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即
使剥夺了，但总有一天，还是会还的。人类啊，醒醒吧！

狼图腾读后感篇九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叫《狼图腾》。这本书讲的是：一名
叫陈阵的知青在1971年从北京来到了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
草原去劳动。随后他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还让他了解了狼
和蒙古族之间的故事。

在看这本书后，我知道了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战法:第一，不
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
很有章法；第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
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第三，最值
得称赞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为了胜利粉
身碎骨，以身殉职。

还知道了成吉思汗是怎样仅用区区几十万骑兵就可以占领了
中亚、匈牙利、波兰、和整个俄罗斯，并击垮了波斯、伊朗、
中国、印度等文明大国，而且还消灭了西夏几十万铁骑、大
金国百万大军、南宋百多万水师和步骑、俄罗斯钦察联军、
罗马条顿骑士团；还迫使东罗马皇帝采用中国朝代的和亲政
策，把玛丽公主屈嫁给成吉斯汗的曾孙的。其中我觉得最精
彩的部分是：有一次陈阵所在的生产队要围猎狼群，因为那
群狼把一群军马给杀死了，还差点害得一位游牧民死亡。

狼图腾读后感篇十

“图腾”这个词语由来已久，它的意思是：把某种动物或植
物当成一个民族或个人崇拜的对象来看待，比如我们汉族就
把龙当成图腾，因为龙代表吉祥；维吾尔族的图腾是夜莺，
因为夜莺纯朴、勤劳、善良……但是，有哪个民族会把残忍



凶恶的狼作为图腾呢？狼有什么值得人去崇拜呢？所以一看到
《狼图腾》这本书，我就被书名给深深吸引住了，我迫不及
待地打开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想在书中寻找答案。

在很久以前的蒙古草原上，住着许多牧民，他们快乐地生活
着，可就在他们生活的草原不远处的小山上，隐居着一群狼。
终于有一天，狼群开始攻击人类，牧民们很害怕狼群，可是
狼一次又一次地破坏让牧民们终于决定带着一群猎狗去驱赶
可恶的狼。但是一次次的行动，一次次的对抗，人们总是战
胜不了狼群，人们对狼群从开始的害怕变成了势不两立。牧
民与狼的对抗持续了很久，牧民们渐渐发现了战胜不了狼的
原因，那就是狼是一种非常团结、机智的动物。于是，蒙古
族的牧民们就把狼作为图腾，以此来激励自己要像狼一样团
结机智，就能战胜各种困难。

场景（一）

场景（二）

按照惯例，学校在12月准备举行一次长绳比赛，虽然我们班
也组了一支长绳对，可却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练习。眼看着比
赛的日期越来越近，大家决定利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进行练
习。队员是按时在操场集中了，可开始练习了才发现有严重
的问题：同学经常绊倒，前后连接不顺畅……不少同学都有
些垂头丧气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商量解决的方法。首先队
员们一致认为互相埋怨很不好，更是给大家增添压力，打击
自信心积极性，所以相互鼓励安慰非常重要。在接下去的反
复练习中，我们又发现，只要将绳子两头缩短，并且甩高一
点就可以减少同学绊倒的次数。而队员间的连接顺畅则需要
稳定的节奏。解决了心理和技术困难，练习变得高效而热烈
了。终于在比赛那天，我们获得了第一名。

多么相似的两个场景，都是面对困难团结一致，机智地解决
困难。动物固然没有我们人类的智慧，但是它们身上具有的



一些特殊品质或者说是天性，确实值得我们人类学习：蜜蜂
的勤劳，猴子的机智，蚂蚁的团结，狗的忠实—— 只要值得
我们学习，任何一种动物都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