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 繁星春水读后
感(精选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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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一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再来时，

万千同类中，

何处更寻你？

教室里的面孔虽然再熟悉不过，可是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同
学之间少了一点坦诚，多了一层隔膜。过去，我们无话不谈，
现在，我们都变得沉默寡言。每个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烦
恼和秘密。你还是你，可我们却不再是童年时的我们了。偌
大的校园里，我却找不到儿时最亲密的小伙伴了。

只这一枝笔：

拿得起，



放得下，

是无限的自然！

有些人不理解这句话，可我却很喜欢——既然我们背上了学
习的书包，是不是就该放下那无忧无虑的嬉戏时光呢？既然
我们选择了前进的方向，是不是就该告别过去的日子
呢？“拿得起，放得下。”与其蹉跎岁月，不如把握现在。
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才能换来明天灿烂的微笑。

在《繁星·春水》的优美小诗里，我读出了成长的含义。很
多的困惑似乎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就让童年留在那美
好的梦里吧，此刻，青春的我们必须扬帆远航！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二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名叫《繁星·春水》的诗集。

这本诗集是冰心老奶奶在青年时期写的。《繁星》和《春水》

成了当时所谓的“小诗的流行时代”，当时这类小诗被称
为“春水体”。《繁星》和《春水》所表现的思想性相当博
大和深厚，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不乏泰戈尔思想影响的痕迹。
冰心很崇拜外国诗人泰戈尔，《繁星·春水》就是学习泰戈
尔的《飞鸟集》而来的。

读惯了白话文的我，读起《繁星·春水》，我就有了很深的
感悟。《繁星·春水》一再抒写和表现的是歌颂和赞美母爱。
在《繁星·春水》里，母爱是最值得赞颂的博大无私至高无
尚的人类情感，它是生命的源泉，美到极致和人生的港湾。
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只有母爱是拥有永
恒一致的。在《繁星》一二零：

母亲啊！



这零碎的篇儿，

你能看一看么？

这些字，

在没有我以前

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

后来被引作《春水》的序诗，由此可以看出冰心老人内在的
这份深意。

在歌颂和表现母爱之外，对童真的追忆、描绘和赞美，同样是
《繁星·春水》寄托理想、消泯人生痛苦与迷茫的归宿和主
题。在冰心的心中，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
时含泪的微笑。

冰心不仅是母爱和童心的抒写者、赞颂者，更是伟大的自然
的歌颂者。在她的心目中，自然的美是普遍的、永久的，几
朵花、几颗树、一片的云霞、一天的星月、一阵的鸟声、虫
声、风声、泉声、雨声，都能让人感觉到它无尽的美感，获
得难得的情感享受和生命体验。正因为此，她对自然界的一
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有着无恨的爱心和亲切感，她引自然进
入自己的思想和文字，而将自我投入到自然的山水之中，并
与之合二为一了。

总之，我读完了《繁星·春水》有了感悟。《繁星·春水》
中一本难得的好作品。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三

如果问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那莫过于纯洁的母爱！对
此，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也唱出了对慈母的爱的赞歌――



《繁星春水》。

记得在冰心写的《繁星？春水》中曾经有这样的一首小诗：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能躲到你的怀里。

妈妈把我们带到这个美好的世界来，让我们去享受别人的爱
护；妈妈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辛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妈
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总是支持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当我
们摔倒了流血，最痛的不是我们，是妈妈的心；当我们不听
话，妈妈动手打我们，最痛的同样是妈妈，正所谓“打在儿
身痛在娘心”。可是，当妈妈帮我们补衣服刺到手指，妈妈
仍然会觉得开心，因为如果她的痛能够换来我们的快乐，就
算是痛不欲生，对于妈妈来说也是值得的。这使我想起一首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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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吟》

妈妈对我们所付出的实在太多了，而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一生
也没办法报答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真的真的是世界上最最最最伟大
的人，而这怎么可以用三言两语表达出来呢？在这个地球里，



每个人只有一个亲妈妈，我们必须争取在有限的时间中为妈
妈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妈妈生日的时候送上最真挚
的祝福，唱出《世上只有妈妈好》，就这么简单，妈妈也会
觉的心满意足！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四

《繁星》中多是歌咏自然、母爱、童真、人类之爱的隽丽晶
莹小诗。这些诗是诗人生活、感情、思想的自然酿造。冰心
的童年是偎依在自然的怀抱里成长的。

她纯洁的灵魂在蓝天大海和母爱中浸泡过，少女时代又经中
国传统的教育和西方教会学校的深刻感化，于是母爱、人类
之爱和自然之爱的爱的哲学，便得到了强化和神化，而狂风
暴雨般的“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又使她受到一次
全新意识的“政治”洗礼。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自然会在她生活和思想里产生火花，理
想、现实、自然，都有距离;矛盾、虚无、苦闷，是很难超越
的人生。

深蓝的太空繁星闪烁着，是它们无声的对语和赞颂。童年是
人生的花季，纯洁无瑕，有一个绚丽的幻想的天空。但是童
年是短暂的，于是诗人感叹道：“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
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诗人对于童年的甜美回
忆总是伴随着对母爱及大自然的由衷礼赞。

她写婴儿、青年、母亲，写梦幻、宇宙、自然，多角度地反
复吟咏，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十分丰富的。“我们都是自然
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两句话，把人类同大自然的关系深刻地阐明了。“母亲啊!天
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
到你的怀里。”这种感人的甜美母爱，是人类之爱伟大旗帜!



她的小诗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理，所以我们说她的诗是典型
的哲理诗。“人类啊!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
一的归宿。”“小孩子!你可以进我的园，你不要摘我的
花——看玫瑰的刺儿，刺伤了你的手。”“青年人啊!为着后
来的回忆，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
沙。”“真理，在婴儿的沉默中，不在聪明人的辩论
里。”“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小。”

诗集中几乎是随便哪一首，都具有一般人没有发现，或很少
思考的既朴素又深刻的哲理。这些小诗，就像永含不化的口
香糖，真是令人回味无穷，我们从中得到的是经验，是教训，
是关于社会、人生、世界、宇宙、自然的哲学箴言。

苏雪林说，冰心的诗将那些常人抓不住和猜不透的人生、哲
学内涵，通过“一朵云，一片石，一阵浪花的呜咽，一声小
鸟的娇啼，都能发现其中的妙理;甚至连一秒钟间所得于轨道
边花石的印象也能变成这一段‘神奇的文字’”。还说，她
的诗虽是几句，有时数万言的哲学讲义都解释不出来，
而“她只以十几字便清清楚楚表现出来了”。

冰心这些趣味盎然、发人深思的格言式小诗，多有淡淡的哀
愁。在艺术上，早年她追求“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
境界，她的诗也具有这些特点。

艺术上，赵景深称她的诗“一是用字的清新，二是回忆的甜
蜜”，而苏雪林则用冰心评论泰戈尔作品的四个字——“澄
澈”与“凄美”来评论她诗的艺术风格。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五

冰心一生信奉“爱的哲学”，她认为“有了爱，便有了一
切”。在这本书里，她不断唱出了爱的赞歌。她最热衷于赞



颂的是母爱，她赞颂人类之爱，赞颂童心，同时她也赞颂大
自然，尤其是赞颂她在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因此，歌
颂自然，歌颂童心，歌颂母爱，成为冰心终生创作的永恒主
题。

在此，我就谈一谈其中的几首小诗。“童年啊！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多么的生动形象呀！
多么恰当的比喻呀！可不是吗！童年往往是人的一生中最快
乐、最幸福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地玩，随便地跑、跳……
没有人能阻止你对玩具的乐趣。而且童年时的功课也不是那
么的繁重。在那时，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事。等到长大，回
忆起那时的我们该是多么的快乐与兴奋啊，可是时间终究不
能倒流，无情的泪水还是填满了那纯真的心灵。那时的快乐
是梦里的再现，最后的童年体验，也只能随着梦而去了。

再如“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
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冰心的比喻是那么的贴
切，世上还有谁能比母亲更了解我们的。母亲这个伟大的人
啊！是我们躲避风浪的地方，是我们歇息安睡的地方，是我
们倾诉心肠的地方……你能给我们慰抚，你能给我们经验。
那样丰厚的怀抱确也加了一丝安全与温暖。

“空中的鸟啊！何必和笼里的同伴争噪呢？你自有你的天地。
”是啊，鸟儿你拥有一片蓝天，你有你的自由可以在空中快
乐的飞翔。你怎懂那牢笼的残酷，它剥夺了你的自由，比起
自由，那美丽而封闭的笼子又哪比得上啊！你还是好好想想
吧！你可知那笼中友的心是怎样的痛苦！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六

她的诗，无论度过多少个春秋都不会被遗忘； 她的诗 ，对
于饥饿的人来说就是一碗香喷喷的佳肴；对于失败者来说就
是扶助起他的一只手；对于平凡人来说却是一次升华；对 于
世外高人来说更是一双望穿世界的天眼。她的诗是那么有特



色！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惊世的成语，只有阳光般的比喻，只
有真实的存在，只有一些不被看重的话题。可别小看他们，
他们是一杯热茶，他们是身边的琐碎。他们是真实的影子。
看过她你便会被他们改造。成为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看透
了世界不怕跌倒的人。不论你现在多么潦倒，还是多么得意，
有了她你就会明白生存的意义。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惊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别看同样的只是
一首诗，一首朴华的言喻诗，可诗的含苞中却孕育了成功与
失败，有人评论，成功与失败只在一念之间。而失败者如不
行动，反倒更加潦倒落魄，最终，等待背后的却是永远的失
败与等待，守株待兔，最终是让你更懒散。当一次侥幸中，
你等来了一次成功，可终究的等，却早旱死了你刚孕育下的
成功种子，也有人只羡慕别人，惊慕别人的功绩，在一旁仰
慕别人的美丽且成功的花，而自己却不总结，不思考，不积
累。而最终酿成的结果是羡慕长久成嫉妒。成功的花不单单
是走走过场就罢了，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份可贵的信心和不屈
的信念。她的成功也是在经历过九九重难，万次重生，千次
磨难和无不止尽的风暴之后才诞生的。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只要你曾经付出，曾经努力过，我相信风雨之后就是彩虹，
风雨过后就是阳光，丑小鸭也能变成天鹅。相信吧！ 成功就
在下一个路口等你！

当我读到“言论的花儿，开得愈大，行为的果子，结得愈
小”时。我便想到濮真，朴实，诚信，也想到孔子的学生的
言论： 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就算你口头应答很快，但行动是否能一同迅速呢？
谎言和言论的应声越快，则实际行动的证明就愈慢。之所以
我们不能轻言于他人，否则会尝到别人轻视的眼光。

诗集任意的一首诗，都是极其普通的，没有优美的文字，也



没有无边无际的谎言。可他们都具有哲理。这一首首小诗，
就像一颗永远含不化的糖。有的很多经验教训藏匿其中，她
的诗，也帮助我们看清了家庭的意义，母爱的暖，父爱的严，
亲人的关怀，以及社会的种种事情都反映了出来。她的诗，
是一面明晃晃的镜子，她教取了真、善、美的心得。也批判
了丑恶与恶毒。在她的笔下，连平时最小的事物也焕发出了
光彩！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七

《繁星春水》这本书是我头一次接触，看惯了白话文的我，
一下子来看诗集，就觉得有点不适应，不过也别有一番滋味，
这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冰心。
这是冰心所写的，她是当代女作家和儿童文学家，她已步入
文坛，便以宣扬“爱的哲学”著称。

翻开书，首篇导读便吸引了我。讲到冰心是如何创作诗集，
从小到长大，充分体现了冰心在写作方面的天赋。她的诗主
要以母爱，童真，自然著称。整本书的前半段都是有诗歌的
形式写的。她不愿描写苦难的人生，因而就选择了“理想
的”人生，作为自己讴歌的对象。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天空，何曾听得
见它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短
短几句，却勾勒了一幅清幽、明丽、自然和谐的图画。从
《繁星》里面我最有感触的一段是——“母亲啊！天上的风
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能躲到
你的怀里”。还有“母亲呵！我的头发，披在你的膝上，这
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青丝。”看！多么亲切的诗句，多么富
有诗意啊。虽只有短短几句话，却对母亲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之情，整体联想自然，读来委婉柔和。但能体会到做母亲是
多么的伟大。从后面的散文里我了解到，冰心从小体弱多病，
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她任然坚持读书，成为了村里第一位读
书的女孩子。



纯静之美，读这些小诗，似乎很亲切。因为冰心将大自然中
最纯最本色又十分普通的东西用轻淡优雅的诗句表现出来，
不加以任何人为的修饰，不添以任何华美的词句;带着一丝温
柔的忧悠，或一些深深的内在美，在那娓娓道来的诗句中，
满含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是她冰清玉洁之心的再现。

《繁星.春水》就如同一杯茶，似浓又似淡。就像一支傲雪的
腊梅;它淡的沁人心脾，如一枝出谷的幽兰。让我们细细的品
尝它吧！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八

《繁星·春水》不止有爱的篇章，还有蕴含生活哲理的乐章：

我不会弹琴，

我只静默地听着；

我不会绘画，

我只沉寂地看着；

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

我只虔诚地祷告着。

是的，接受别人的优点，学会欣赏，就是最好的办法！

当我们漫步山林，看着美丽的夕阳，看着那一抹抹霞光；当
我们走进大山，看着奔腾的瀑布，看着那一股股山泉。这时，
你用心去欣赏，去感受，那夕阳倾泻的山林和飞流而下的瀑
布带给你美的享受。

《繁星·春水》如一杯茶，似浓又似淡。



它浓浓的，芳香无比，像一朵傲雪的腊梅；

它淡淡的，沁人心脾，如一枝出谷的幽兰。

读它，就像品味一杯醇香、甘美的茶。

读繁星春水的读后感篇九

深蓝的天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的对语？

沉默中，

微光里，

一篇一篇的读过来，优美的诗句犹如清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我的朋友！别了，我把最后一页，留与你们！不知不觉
读到了最后一篇，简单的几句话，留下了更多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