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腾制度读后感(实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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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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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腾制度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本由衷地赞扬蒙古草原狼视死如归、不屈不挠的强悍
品质的书；这是一本深刻的揭露游牧民族百战百胜、以少胜
多的根本原因的书；这是一本无情的批判农耕民族软弱性、
妥协性的书《狼图腾》。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本近五
十万言的旷世奇书，已经被我啃了五六遍了。每读一遍，我
都会闻到人狼大战那动人心弦的腥风血雨；每读一遍，都会
感到蒙古人对狼那复杂微妙的深厚情感。

这本巨著的作者姜戎，在三十几年前，作为一名北京知青，
到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在长达11年的岁月中，一次次的人
狼大战不仅没有让他恨狼，讨厌狼，反而让他迷上了狼。他
钻过狼窝，掏过狼崽，甚至养过一条小狼，他孜孜不倦的探
索着草原上无形的狼图腾，草原上的狼如一叶小舟，载着他
到达了狼图腾深处的精神世界。狡黠、智慧、顽强、不屈、
尊严。《狼图腾》给我的启示实在太多了，多的三节车厢都
装不完。在此，我只挑选两个方面的感触与大家分享一下。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有洞的动物还好
说，天黑可以钻进洞里安稳的睡觉，可没有洞的动物呢？稍
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草原上的黄羊，睡觉的时
候耳朵都支楞着，一有风吹草动，撒腿就跑；草原狼也一样，
睡觉的时候耳朵也为它们站岗；蒙古老人们都能做到一躺下
就睡，一听狗叫就醒。而与这些草原精灵相比，我们内地的
汉人就大不一样了，对人毫无防备。诚然，永远不相信别人



是不可能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相信，所有的话都去相
信，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一味的相信别人就可能吃大亏。

据蒙古老人说，蒙古草原上曾经也有老虎、狮子，可为什么
看似比老虎狮子柔弱的狼能赢得这场胜利？实际上虽然狼单
挑打不过老虎，但狼是群居动物，其战斗力当然在老虎、狮
子之上了，有时候狼王一声长嚎能调集几百条狼打围歼战，
别说是狮子、老虎，就是这片草原的主宰者人也挡不住，辛
亏人不在狼的食谱上，否则人类也该在草原上消失了。而现
代人几乎一点也不懂得团结，大企业把小企业吞掉的情况已
屡见不鲜，其实那些小企业只要联合其他小企业，被吞掉的
就不是自己了，可惜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个理儿，看着自己的
企业被吞掉只能干着急。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的国家只有增强危机意识、发
扬团队精神才能赢得一席之地，否则必然会被这个弱肉强食
的世界淘汰，作为这个强国的接班人，我们更需要以狼的精
神，冲破阻挠、战胜困难，使我们的国家雄赳赳的屹立于世
界之林！

图腾制度读后感篇二

《狼图腾》——一次盛大的独属蒙古草原狼的宴席。这本书
是可敬的作者：姜戎先生用他三十多年前的宝贵记忆，写下
了这狼的传奇，画下了这精神上的图腾，让人们正确地认识
蒙古狼。这是这个给时代的人们写的一场精神的盛宴。

姜戎以前是一名北京小知青。他自愿去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
原插队，长达十一年之多。在他插队期间，多次与草原狼相
处：钻狼洞，养小狼，与狼作斗争……蒙古狼是他的敌人也
是朋友，它给他解释了蒙古狼宁死不屈，顽强，狡黠这些性
格背后的故事。

小说塑造了一个叫陈阵的人物形象，全文以他为中心，写出



了一个个与狼打交道的精彩故事。一步步给我们揭开了蒙古
草原中信奉的“狼图腾”的秘密。

记得陈阵刚开始与高大雄壮的蒙古狼接触的时候，他正在回
去寨子的路上。他骑着一匹青马，来到山谷口，遭遇到了饥
肠辘辘的蒙古狼群。蒙古狼群先把陈阵包围起来，然后用气
势试探敌情，恐吓陈阵。看见计划失败，蒙古狼王毫不沮丧，
接着派侦察兵跟踪试探。可是最后在这样一个千钧一发之际，
陈阵和青马冷静地用他们各自的智慧吓退了蒙古狼群，挽救
了自己的生命。就因为这件事，陈阵被蒙古狼的一举一动吸
引住了。他觉得，蒙古狼触及了他的灵魂……他心中渐渐有
了一个模糊的“狼图腾”。

陈阵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跟狼群作斗争，最后还不顾危险，
养了一只小狼。而正因为这只小狼，陈阵对蒙古狼的情感彻
底升华，敬佩又敬畏。

故事的最后，我看到无限的悲凉，因为人们对保护环境意识
的薄弱，造成了这般局面。其实，这也是给现在的我们敲响
了警钟。

而如今，许多动物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纷纷濒临死亡，野
生的动物越来越少……我不想以后只能在动物园里看到没有
了原始本性的动物，也不想我们的后代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原
始的美丽。

看完这部小说，蒙古狼群仿佛也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高昂着脖子，高傲地嚎着，不愿屈居任何人之下——也许，
这是我心中的“狼图腾”吧。

图腾制度读后感篇三

最近读了姜戎的《狼图腾》，从翻开第一页起就被这本书给
深深的吸引了，那些文字把我带进了广袤额仑草原。让我和



那里的人，那里的狼，那里的一切亲密接触。起初以为狼只
是喜欢群居的野兽，凭借着数量的优势扑捉一些小动物，苟
且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生物而已。

狼是智慧的。这一点在草原狼捕杀猎物的时候体现的淋漓尽
致，它们的每一次进攻都堪称经典。它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
像在实践孙子兵法。在狼与人的争斗中，这种智慧也随处可
见。为了不使狼群暴露，独处而被人发现的狼，往往逃向与
狼群相反的方向，牺牲自己，保全群体。这绝非聪明，而是
智慧。

狼是团结的。它们很少各自为战，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狼王的
统一调度下进行。只要狼王一声令下，群狼便会排山倒海，
勇不可挡。即使是它们被牧民和猎狗围困，四面楚歌，它们
依然镇定自若，阵型不乱。

狼是勇敢的。狼从来都不畏惧死亡，它们为了冲垮马群，不
惜牺牲老弱的狼去撕扯外围壮马的肚皮，与马同归于尽。与
群狗的争斗中狼也是前仆后继，即使是战斗到最后一条也毫
不畏惧。在那片草原上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王者。

《狼图腾》让我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了狼，而更多的是让我
感受到了狼图腾精神的存在，使人产生一种崇敬感，改变了
我对狼的认识，使我更加认识了蒙古这个伟大的民族。我们
要吸取“狼图腾”之精华，像狼一样热爱生活，像狼一样坚
毅、百折不屈。此刻，我只想说“狼图腾”，它成为了我一
生的信仰！

图腾制度读后感篇四

远古时代的游牧民族真的比我们伟大勇敢多了

他们面对自然的灾害从来没有……反而变的愈发强大



这本书着重讲述了草原人与草原狼的事

真的想想，我们偌大汉族为什么曾经被草原的游牧民族攻的
山河破碎

宁死不屈

他们所有的勇敢机智强悍应该说全部归功与草原狼！草原狼
造就了他们的伟大与成绩

每天与狼的对抗已经让他们忘记了一切！只有生于死

我们在龙身上学到了什么?你学到了吗？草原人却跟狼学会了
作战与怎样艰难生存

我们如果有狼的那种精神，相信没有人在可以欺负我们。

图腾制度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纪实体的长篇小说。这本书由几十个“狼故事”组
成，那些凶神恶煞的草原狼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从书中一跃而
出。狼的每一次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战术；狼对气象，
地利的利用；狼族中的有爱亲情；狼与草原万物的关系；小
狼艰难的成长过程——无不使我联想到人类，人类社会的精
神和性格日渐顽靡雌化的今天，能读到《狼图腾》这本揭示
人性与狼性的成功作品，是我的荣幸。

起初，我认为狼只是一群群居动物，凶狠不及狮虎，迅捷不
及猎豹，同为食肉哺乳类动物 ，也只能欺负狐狸，它的存在
似乎只是衬托狼豹们的勇猛。就像一部电影它只能做配角。
然而，读《狼图腾》，随着情节深入，我发现我错了。

狼，原于狗一家 ，但它可比狗少了奴性，多了野性，不会为
了嗟来之食向主人摇头晃尾。因为狼知道，不可有傲气，但



决不可无傲骨。

狼，最凶猛的武器就是那上下四根狼牙。如果没有狼牙，狼
的强悍、勇猛、智慧、凶残、雄心、耐心、机敏、体力、耐
力等一切品性、个性和悟性统统等于零。狼牙就是狼的命。

狼，虽凶残，但却是母性最强的动物之一。为了孩子，它们
可以放弃食物，可以放弃生命！

狼，是草原生态平衡的守护者。说起草原，人们脑海里第一
幕肯定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湛蓝的天空下，马儿自由驰
骋，无拘无束；牛儿大口吃着新鲜清甜的绿草；人们大口吃
肉，大碗喝酒。可是几人知道，这一切归功于狼。草原上，
黄羊，旱獭，野兔等动物繁殖力极强，使草原沙化，造成极
大破坏。狼也控制着旱獭的数量，因为旱獭容易被蚊虫寄生，
所以狼也间接控制蚊虫的数量。可如今狼被贪婪的人们肆意
捕杀，我的心被刺痛了。在我的心里，人类成了最卑劣的生
物，而狼却如英雄一般。

狼，你那么伟大，你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海里，心里留下
永恒的印记。你是一个唯美的神话。

图腾制度读后感篇六

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能看到《狼图腾》这一有关于狼、游
牧民族、农耕民族的旷世奇书实属我们的荣幸。为何？因为
它的厚重；因为它的不可再现；因为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
几千年的拉锯冲突中，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
羊”的草原正在甚至已经被人们过度的索取而消失；因为任
由蒙古骏马驰骋的草原上已渐渐的失去了当地原有生物链中
的蒙古野狼......

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



再看此书，心中仍难以平静，眼前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狼
图腾，以及俊美的乌穆沁马，忠诚的猎狗，大片的羊群。那
一刻，我觉得全身的血液在扩张、在膨胀、在向往。

如果你看过此书，你会发现狼的生存，远比人类，及其他生
物更加艰难。对于狼来说，要与天斗，与地斗，与物斗，与
人斗。因此，狼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所表现出来的忠勇、
不怕牺牲、崇高的团队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它值得我永久的珍藏与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