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藤的阅读感想 海燕读后感课文海燕
读后感(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藤的阅读感想篇一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
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时高尔基的作品《海燕》的结尾。上周，我们刚刚学习完
《海燕》这一课。不知为何，第一次读这篇文章，就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描述的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三个
场景，并传神般地刻画了坚强不屈的革命者——“海燕”的
形象。“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当暴风雨在
酝酿之时，海燕预言到了胜利，高傲地前行。其他海鸟——
海鸥、海鸭、企鹅都胆怯地躲藏着，只有勇敢的海燕，坚持
真理，坚持正义，欢乐地号叫。当暴风雨即将来临，海燕终
于尽情地怒吼，期待着凤凰涅槃般的新生。自此，全国性的
革命浪潮——十月革命，被全面掀起。

读完这篇文章，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都无比的激
动。学习这篇文章时，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高尔基的
《海燕》为何有如此强的感染力呢?我想，主要有这几点：

第一，高尔基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形象地表现出俄国十
月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磅礴气势。高尔基生动
地描写了一场战争，海燕与暴风雨——无产阶级革命者与沙



皇统治势力的斗争。大海象征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海鸥、海
鸭与企鹅分别象征着假革命与不革命者，而雷声、闪电、狂
风、乌云都是沙皇政府的镇压手段。这样的表现手法，把抽
象的道理转化为了具体形象。它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
力地抨击了沙皇政府残暴的镇压手段。

第二，高尔基把海燕与海鸥、海鸭、企鹅进行对比，这样写，
使海燕坚定的信心与海鸥、海鸭、企鹅的恐惧形成鲜明对比，
突出了海燕所象征的革命者，勇敢无畏的精神。又以风、云、
雷、电的宏大气势，衬托海燕形象的高大。

第三，由于《海燕》这篇文章是一篇散文诗，兼备散文与诗
的特点，语言优美，又不乏感想，所以，表达这种慷慨激昂
的情感也很容易。特别是最后几段的描写，仿佛像一张张油
画，一一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最后几段把海燕比作了“飞舞
的精灵”。我认为，这不是海燕在呼喊，这是海燕的灵魂，
那勇敢无畏的灵魂在呼喊!作者把这篇文章描写出一种“灵魂
的神化感”，文章的深度就不仅仅在于革命了。

当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你会感到又回到了那个时代，那个群
情激奋的时代。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这强有力的呐喊：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
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藤的阅读感想篇二

是春花。

在散文家，诗人朱自清的笔下，春花的色彩更为绚丽:“红的
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春花散了遍地，在大多数
人眼中并不足为奇，也不曾细细观赏它。但是，朱自清先生



用他所观察到的春天，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春天画
卷。

春在何处?

在“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
赶趟”，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
飞来飞去”。

冬去春来，一年四季不断的交替，轮回。让我们从今天起，
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与大作大家朱自清先生俯下身来，
观察春天的脚步。一草一木皆为春，让我们将自己瞳孔里煜
煜发光的春天描绘下来。

“万紫千红总是春”。要观察春的步伐，不妨先观察处处吐
露的春花。读起朱自清先生的《春》，让我不由的追忆起记
忆中的春天，放逐梦想与希望的春天!

作者朱自清用动人的笔触来描绘他所看到的春天，为我们呈
现春花，春草，春风，春雨，春勤的画面。

除了春花，就是满山遍野的春草。它有破土而出的坚韧，以
及勃勃生机，活力，作者笔下的春草更俏皮活泼，如:“小草
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在我们欣赏朱自清先生的生花妙笔的同时，又不由的感叹春
天的美好，给人带来活力，希望和力量，而春草，又将活力
与力量充分的展现。这是一种艺术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时间在一点点溜走，不要再等它消散，赶快，换上一件绿色
的衣服，投身到春天的怀抱!

春读后感(二)



藤的阅读感想篇三

“亲爱的爷爷，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
村子里去吧!我再也受不住了!……”读过《凡卡》的人都知
道，这是凡卡在给爷爷的信中恳求爷爷把他带回去时说的话。
当我含着泪水读完《凡卡》这篇催人泪下的文章后，对凡卡
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凡卡》这篇课文描写了一个由农村来到城市做学徒的9岁儿
童凡卡的悲惨遭遇。凡卡是生活在沙俄时代的穷孩子，9岁就
到鞋匠家做学徒，过着非人的生活，经常挨打、挨饿、挨冻。
他实在忍受不了了，才给爷爷写信，恳求爷爷把他带回去。
凡卡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命运呢?那都是因为他生长在俄国沙
皇统治最黑暗、最残暴的年代。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穷孩
子是永远得不到幸福的。而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
的少年儿童，却从小过着幸福的生活。

凡卡年仅9岁就做了学徒，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新中国那些跟
凡卡年龄相仿的少年儿童，却都早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凡
卡经常挨老板的打，受伙计们的捉弄，而我们这一代大都是
独生子女，在家里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含在
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摔着。父母疼爱我们还来不及，哪
里舍得打我们。

凡卡一日三餐都只吃那么一点点东西，还经常饿肚子，而我
们经常吃鸡鸭鱼肉，吃什么都讲个营养。可我们并没有满足，
仍然让父母买这买那，还经常浪费粮食。我自己就曾经把白
花花的大米饭倒掉，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凡卡睡在过道里，没有床，经常挨冻，而我们现在住在楼房
里，冬天有暖气，住在里面暖烘烘的，一点也不冷。

凡卡的童年是孤独而悲惨的，而我们这些生长在社会主义大
家庭里的孩子，每一天都充满欢乐与温馨，人人都有一个金



色的童年。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凡卡那恳求爷爷把他带走的话语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给您
跪下了，我会永远为您祷告上帝。带我离开这儿吧。要不，
我就要死了!……”我又陷入了沉思中，凡卡只不过是受摧残
的沙俄人民的缩影，在那个黑暗的社会，有多少穷孩子和凡
卡有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啊!

通过学习《凡卡》这篇课文，我知道了我和凡卡的生活有着
天壤之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珍惜
今天的幸福生活，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好好学习，长
大以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

藤的阅读感想篇四

今天，我读了《囚歌》这篇文章。感触很深。

这篇文章讲述了叶挺将军被国民党捕了之后，被关押在囚室
里。叶挺在里面遭受着摧残。但是，摧残的是身体，灵魂是
永远也摧残不了的。面对国民党的威迫利诱，叶挺仍然坚强
不屈，写下了这首正气浩然的《囚歌》。这首《囚歌》一直
鼓舞着狱中的革命者与反动派做斗争。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深深佩服叶挺的为人，为了人民现在
的幸福生活而抛头颅，洒热血。扪心自问，在当时那种情况
下，要换做我，说实话，恐怕早投降了，用不着一天，可能
被折磨，诱惑几个小时就投降了。而叶挺却坚持了十个月左
右，最终获得了自由。其困难真是难以想象，可见，叶挺有
多么坚强不屈啊!

自由谁不想获得啊!但是，就像叶挺在诗中写的“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人的身躯哪能从狗洞爬出!是啊，为了自由失去了人
格和人性，这样，就算获得了自由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叶挺的诗是他的伟大心声，是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
忠诚，也是他对敌人的满腔仇恨和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极度轻
蔑。

1946年，叶挺死于空难。根据调查，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
做了手脚。时至今日，听了这个消息，我仍然很气愤。叶挺
这么一位忠勇的爱国将军，反动派竟然那么无情地杀害了他。
那么，1949年，国民党落荒而逃，也就不奇怪了。

在这建党90周年的时刻，让我们向叶挺将军致敬吧!也向所有
像叶挺那样的革命先烈致敬!他们是新中国的大功臣，他们将
永垂青史。

囚歌读后感(五)

藤的阅读感想篇五

在一节语文课中，我们学了一篇课文，题目叫《尊严》。学
了这篇课文后让我们很是感动。

有一个人很饿，但别人给他东西吃，他不要，他坚持要用自
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

这让我想到老师的一个故事：

有一群逃难的人，他们很饿。有一个大富翁知道后他想显示
一下自己的财富，就命令属下把食物摆在大马路上。

那些逃难的人逃到这里，看到马路上有这么多的食物，就发
疯似的去抢。

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
大富翁把美酒端在手上，对这位年轻人无情地说：“嗟，来



食。”那位年轻人说：“不要，我不要嗟来之食。”过了不
久，那位年轻人活活的饿死了。

是的，我们要讲尊严，诚信因为有了尊严，我们就等于有了
精神上的一大笔财富。如果这个人连尊严都没有了，那他形
同一个躯壳，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尊严读后感(二)

藤的阅读感想篇六

我在读《尊严》一文时，觉得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人，活
得就要有尊严!”

哈默，生活在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州，饥饿中的他却不白吃
别人东西。

在课文中，作者把杰克逊大叔与哈默的对话与人格尊严突出
来了。读着这篇文章，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生活里的许多例
子。

比如，有个人到一家去讨饭，多数人随便给他点东西一打发
就完事了，可我看到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对来
讨饭的人说，你把这堆砖搬到后院，给他二十元钱，这个人
说谢谢，这位老人说，你不用说谢谢，这是你应该得到的，
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理当得到这些钱，你完全有能力自己
养活自己，为什么要出来讨饭呢?后来，这个讨饭的人在事业
上终于成功了，特意来感谢这位老人。这个老人对他说，人
活着就要有尊严。

哈默，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意志坚定到杰克逊大叔
要他先吃饭后做事，但哈默硬要先做工再吃饭，可杰克逊大



叔多次劝说都没用，最终赢得了让杰克逊大叔的敬佩，爽快
地把他留下来帮他做工。

二年后，杰克逊大叔又把他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了他，而且预
言：哈默将来一定是一个百万富翁，因为他有尊严。

我也决定像哈默一样自己要有自己的尊严，如果一个人他丧
失了尊严，他就是一个不要脸的人，是一个不要人格的无赖。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丧失尊严。要做个像哈默一样的人。

有尊严才会有志气，有斗志，才会奋发图强，不断进步。

藤的阅读感想篇七

我手捧着朱自清爷爷的文选，读着读着，我脑子里浮现出一
副美丽的景象，我更加爱上了“春天”。

一副春天特有的景象：桃树，梨树，杏树上都开满了一朵朵
娇艳的花，有的红的像熊熊烈火，有的粉红粉红的，像天上
的朝霞，有的洁白的像雪花，花儿散发着迷人的香味，闭上
眼睛，树上仿佛结满了桃子，杏子，梨子!蝴蝶，蜜蜂围着花
儿翩翩起舞，野花数不胜数：杂样儿，有名字的，无名字，
都像赶集似的聚在草丛里，像一只只彩色的眼睛，像一棵棵
闪烁的星星，一闪一闪的调皮地眨着眼睛。在朱爷爷的笔下，
春草是如此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园子里，田野里，瞧
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

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
藏。”如果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喜爱之情，怎能写出
这等精彩之笔!在朱爷爷笔下，春风、春雨都显得那么美。风
中的柳枝是多么温柔，风中的乐声是多么动听，风中的气息
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还有，那绵绵的春雨像牛毛、像花
针、像细丝、像薄烟，表现了飘渺朦胧之美。我读着读着，
仿佛正在春风中尽情地欣赏一部春天的乐章，一幅春天的写



意画。朱爷爷对春天真挚的赞美之情，已不留痕迹地融入了
景物描写之中，让我读来回味无穷。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春》的文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
望”。是呀，春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苏，象征着希望。
当春风轻轻地吹过，春姑娘的脚步走遍大地，她告诉人们该
翻田播种，农民们听到春姑娘的叫声，家家户户忙忙碌碌，
欢声笑语犁田翻地，播种插秧，田间变成了欢乐的戏院。水
塘中的青蛙也奏着唱着春歌，正如杜甫诗中所说“听取蛙声
一片，稻花香里说丰年。”这忙碌的田间却成一幅生机勃勃
的闹春图。

小朋友们告别了严寒的冬天，春姑娘高高兴兴像春燕一样飞
进了学校，学校立即从冬眠中醒了过来，花开得更红，草变
得更绿，小朋友们也更加美丽，容光焕发。是春姑娘给了我
们勃勃生机，一年之季在于春，我们是祖国春天的花朵，要
努力学习回报祖国对我们的培育。

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春读后感(三)

藤的阅读感想篇八

最近，我学习了课文《但愿人长久》。苏轼在月圆之夜想念
自己的弟弟苏辙，写下了著名的词《水调歌头》。在这首诗
中，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一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对于思念亲人，我有很深的体会。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
妈在苏州上班，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时候我才四五



岁，每当爸爸妈妈不在家，裙子，连上幼儿园都抱着，好象
这样的话妈妈就还在我身边一样。

有一次妈妈去上班了，我很想哭可又被我给忍住了，一直到
上楼睡觉的时候才关起门来哭，哭着哭着瞅着了。等我醒来
后，发现爷爷奶妈和姐姐都围在我旁边，姐姐问我是不是想
妈妈了，我说：“不是，我在幼儿园被人家打了。”唉，这
是我第一次说谎话，可是如果不说谎话还说真的吧?我有些害
羞。

我有过一次很危险的经历，差点走丢了。那一次，我的妈妈
离开家去上班了，好象是上午走的。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
候我对爷爷奶奶说要玩捉迷藏，然后我就跑了，还大
喊：“爷爷奶奶不要跟来!”爷爷问我去哪里，我就说要去找
妈妈。在大街上我遇到了两个陌生女人，她们问我：“小朋
友，你找谁?”我说要找妈妈。她们说：“我们来帮你找妈妈
好吗?”我点了点头，就跟着她们走了。

爷爷到处找我都找不到，他吓坏了，打了110。叔叔把全城的
路出口全部封闭了，拉响了警笛，就这样费了很大的功夫才
找到我。叔叔，不是他们，我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可
是，那时候的我什么也不懂，一心要找到妈妈，现在我就不
会再犯这样的错了。

藤的阅读感想篇九

学习了《乌塔》这篇课文后，我的感触颇深，从乌塔身上，
我收获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识。

现在的中国孩子，在家里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
帝"、"小皇帝"，家人百般呵护，什么事都不让做，而文中的
乌塔却大不一样。这篇课文主要讲述的是一个14岁的小女孩
儿乌塔，自己一人游历欧洲的事情。



课文中讲到乌塔为计划这次旅游，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来准备，
每到一地就要先查警察局的电话号码，还要给家里寄张明信
片或打个电话报平安。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乌塔自立、自强
的精神。可我们呢？有的同学不仅自己不敢出远门，甚至连
上学、放学都不愿自己走，更别说像乌塔那样游历欧洲了。
乌塔之所以能自立、自强，是因为她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这时，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比如：周末之前是否
制定了作息时间表？周末时又是否遵守了呢？要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才能逐渐养成自立、自强的精神。

课文中还提到乌塔的旅费全部都是自己在课余时间打工挣的，
没有拿家里一分钱。可我们却每天都向父母要零花钱买一些
三流食品吃，而且都是一天花光，也没有攒钱买学具，这实
在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乌塔曾经说过"光从电视和书本中认识世界总不完美"。我们
写完作业后，能看一会儿电视，读一会儿课外书，就已经很
不错了。而从来不会想到去亲身体验一番。光从一些课外读
物和电视节目中了解世界，是比不过亲身体验完美的，而且
亲身经历总比听说到的记忆要深刻，所以，只有亲自体会才
能有深刻的印象。

从《乌塔》这篇课文的学习，我了解一个有独立心很强的小
女孩儿乌塔。这篇课文使我受益匪浅，我下定决心，一定要
向乌塔学习，做一个自立、自强的好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