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 送东阳马生序读
后感(精选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一

今天学完了送东阳马生序后，我是对宋濂年轻时的求学毅力
深感敬佩。且不说我们学生中有没有人做到，至少我是做不
到。

宋濂求学路上难又难，幼时贫穷潦倒，便向藏书之家借
书，“手自笔录”,按期归还，哪怕是冬天也不例外。

真的，我对冬天时写字是深有感触的，试想，凛冽的寒风吹
进屋内，将稚嫩的手割得遍体鳞伤，冻得通红，写字是相当
困难和痛苦的，而宋濂竟可以凭毅力坚持下来，在下自愧不
如啊。

宋濂长大后，向声望高的人请教经书上的问题，大师虽
未“稍降辞色”,有时还会责骂宋濂他们弟子愚笨，可他“色
愈恭，礼愈至”,不驳一字。

看至此，我再次被宋濂的精神折服，换做别人，被人责骂，
早就反驳回去了。还在站在那里任别人发泄怒气？在我们看
来，这种人分明就是傻子，但宋濂他可不傻，要是傻的话，
还会成为一代名人吗？我被他求学的执着所感动。

当宋濂终于成为硕师的一名弟子时，从家到学堂的路也不是
那么好走的。况且，同舍生是风度翩翩，衣装华丽，而宋濂
却是一身破衣，还能做到“略无慕艳意”,要知道，从古至今，



人们的攀比心理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的儿女，能做到如此，
实属难得。

于是，宋濂，一位我不怎么熟悉的文人，在我心里升华到一
个全新的高度。无论是寒冬里坚持按期归还的毅力，弱冠时
请教硕师的求学欲，被责骂的忍耐力，一颗不攀比的淡泊心，
都是值得我学习的优秀品质。更是中华儿女应有的品质。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二

宋濂从小勤奋好学家里贫穷没钱买书来看就常常向藏收的人
家借亲手抄录和他们约定日期归还。在非常冷的冬天里砚台
都结了坚固的冰手指冻得没法屈伸他仍然不敢懈怠、偷懒。
当他出外去追随老师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走在深山大
谷中。酷寒的冬天、凛冽的冷风大雪积了好几尺深脚、皮肤
都冻裂而不知道。他博览群书最终成为明代的大学士。

有时候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心却飞到了窗外；对老师苦
口婆心的教诲我缺乏应有的兴趣和激情；父母不惜自己省吃
俭用为我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我却不知心存感激……与宋濂
相比我自感有相当的距离。正如宋濂所言我的学业没有大的
进步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天资不够聪明的话只能归因于不如宋
濂专心和勤奋了。

我曾经看过标题为《要“穷”孩子不要“富”孩子》这样一
篇文章印象很深。这是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父母教育孩子的文
章。文章介绍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每个家庭都相当富
裕。但是父母却让孩子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冬天父母让孩子
穿很薄的衣服磨炼他们的意志；从小让他们到大海中冲浪、
冒险锻炼他们的胆量。我想也许这就是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
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吧！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今天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希望学校、家庭
乃至整个社会多给孩子提供锻炼的机会磨炼其勤奋好学、不



怕吃苦的意志使其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有更出色的表现。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三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
成“流水账”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送东阳马生序读
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重读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一时想起曾经看过的许多名
人学士求学成识的历程，其中所讲道理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启
发意义。

《送东阳马生序》不是板着面孔说教，也非轻施谀词以恭维
对方，而是现身说法，针对时弊以加针砭，强调勤学苦读的
重要性。叙自己“为学之难”，求师之艰，先以环境的恶劣
突显其坚苦不移，后以“烨然若神人”的纨绔子弟为对比反
衬其独得其乐，正由于如此，不计客观条件的艰苦，执着追
求，虚心求教，他才能“遍观群书”，而列于君子之列，居
天子之侧，四海称其姓氏。再从食、住、书、师四个方面对
当今太学生的学习生活予以对比：太学生无衣食之患，鲜服
美食；高堂大厦，群书毕集，师随左右，不像自己当年
有“冻馁之患”、“奔走之劳”、“求而不得”之苦，可是
条件好了，却有“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作者在充分比
照的基础上其理颖然而出：“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
耳，岂他人之过哉!”

从童蒙时期起，故事、寓言、童话、课本，甚至电视节目，
我们接触到的一切文化载体，都不倦的告诉我们学习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治学。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诫子书》中的名
句：“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其后的一句却是这“澹泊”“宁静”的
根本来源：“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
无以成学。”一语中的。



有从小就好学，不怕艰苦的.。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
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
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无资。
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及其稍长，而
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
忘寝食，惟读书是务。”王冕七八岁时，“依僧寺以居。夜
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
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知。”还有诸如凿壁借光、囊萤
映雪，以及头悬梁、锥刺股等等故事，都是少而勤学的典范。

还有年长而勤学，孜孜不倦的。张九成被贬官到横浦，“其
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
年。”以至于“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可
以与马克思同志相媲美的了。杨时到洛阳求见程颐，“时盖
年四十矣”，犹肯“程门立雪”，不仅于自己求学治学助益
非常，也造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吕蒙“士别三日，即便刮目
相待”，连孙权都赞他“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了。

师旷说：少年的时候喜欢学习，就象初升的太阳一样；中年
的时候喜欢学习，就象正午的太阳一样；晚年的时候喜欢学
习，就象点蜡烛一样明亮。董遇读书利用“三余”的时
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清楚明
白的提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他们都从理论上概括了
学习的真谛——勤奋。只要肯勤学，不论客观条件如何，都
会学有所成的。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四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高尔基的名言伴随着我在生
命的每一时刻，宋濂这位古代的伟大文学家对学习，对读书
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余幼时即嗜。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藏书之家，手自
笔录，计日以还。”读到这句，我感觉随着高时代的进步，



人们对于阅读种类的筛选，也让人无从下手、内容也更简洁
轻便。五花八门书籍让人的精神世界感到无比空荡，但他却
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真正喜爱一件事物的时候，无论物质
生活多么贫困，一定会穷尽力气去得到对于自己来说珍贵无
比物质，这是一份旁观者无法体会到的。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籍对于他来说是
位多情的老朋友，每日都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他不因
生活中简陋而同等地对待精神世界。相反，总是以积极乐观
的心态来丰富内心的空闲。对于他来说，老师的苛求、同学
之间的攀比、书籍的得来不易，都是人生经历中一种别样财
富。在以后的道路中，他比别人拥有更多、更广的空间来追
求那一伤独属的宁静致远。

在文章中，他不以“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这
样差好的意境来表达自己不幸中又拥有的幸福，却以“穷冬
烈风，大雪深数尺”的现实状态来描绘自己的求学之苦，这
又使我联想到：当今社会中，真正有几个人拥有那一份独享
的宁静――读书时光。在高速度的生活下，我们忘记了幼时
睡觉时妈妈在耳边轻轻地品读书籍时那份好似与世隔绝的人
间仙境。有时在繁忙中突然的一愣，可能我们的脚步将会放
慢，将会察觉那路边正开的灿烂的.野菊花，也会体会到身旁
人那不经意的微笑，这会使你的生活多一份欢快、少一点繁
琐事。

“少年辛苦终身事，没向光阴惰寸功。”是对全文的总况，
在这首赠序中我也明白了：少年时期辛苦学习，将为一生的
事业扎下根基，切莫要有丝毫懒惰，不能浪费了大好光阴哦！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五

导语：《送东阳马生序》是明代宋濂送给他的同乡、浙江东
阳县青年马君则的文章。下面小编为您推《送东阳马生序》



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

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惊异的是古人与现代的我们在学习态度
和从师尊师方面的差异。仔细思虑起来，我觉得我们值得学
习的除了类似于“悬梁刺股”这样的学习方式外，更重要的
是一种学习态度。

宋濂家里穷，没钱买书，那时也没有复印机，就只能借别人
家的书来抄。“抄书”啊!什么概念!就是为了能看到更多的
书。而现在的我们呢?成千上万的中学生，为了玩电脑、打游
戏，书摆在眼面前都不读，更别说做些什么读书笔记。我觉
得这是一种“时代病”。我们这个时代，摆在学生面前的选
择太多了，而且大多是独生子女，平时是家里的掌中宝，根
本不懂得什么读书苦，得书艰，要他们来学古人什么“凿壁
偷光”?根本不可能!

古代的学生子弟想求学，得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地去拜师，
到了老师那儿还得看老师的脸色，老师心情不好，靠边站去!
可看看现在的中学生，他们好象把书本上的“师生平等关
系”理解成了“师生互换关系”。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湖南的一所中学里，一位老师跪下来求学生好好读书。
这个举动看似让人感动，但是也从侧面影射出现代中学生的.
待师态度。“尊敬师长”这个美德是中华民族保留了几千年
的传统，“天地君师亲”，从这个顺序就看得出，古时候，
老师是排在爹娘之前的，比爹娘还重要，可现在的学生不是
把老师当爹娘了，是把自己当爹娘了。

我觉得看一篇文章不能一个劲儿的说空话，要学习!要模仿!
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自省，学会他的态度。宋廉手都冻僵了，
仍旧在抄书。你要学什么?学毅力!宋廉家穷，无钱买书，但
他好学，于是就抄书来学;学诚信!宋廉借书从不敢稍稍超过
约定的时限;学勤奋!宋廉跑到百里之外求学，被老师多次责
骂，也从不灰心、不抱怨;学吃苦!宋廉上学要走山谷雪地、
忍饥挨冻，但他也没有放弃过;学会满足!宋廉一句“以中有



足乐者”足矣，自己从中享受到读书的东趣，其他的吃喝玩
乐不值得羡慕;学为了理想、为了追求，去不懈的努力，让自
己心中充满快乐!

一种好的学习方式只是形式，一种好的学习态度才是读书的
精髓!

每个人都渴望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
活。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人们在享受优越的生
活时，也极易养成惰性，尤其是青年学生。读了宋濂的文
章——《送东阳马生序》，我对此感受尤深。宋濂从小勤奋
好学，家里贫穷，没钱买书来看，就常常向藏收的人家借，
亲手抄录，和他们约定日期归还。在非常冷的冬天里，砚台
都结了坚固的冰，手指冻得没法屈伸，他仍然不敢懈怠、偷
懒。当他出外去追随老师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走
在深山大谷中。酷寒的冬天、凛冽的冷风，大雪积了好几尺
深，脚、皮肤都冻裂而不知道。他博览群书，最终成为明代
的大学士。

有时候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心却飞到了窗外;对老师苦
口婆心的教诲，我缺乏应有的兴趣和激情;父母不惜自己省吃
俭用，为我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我却不知心存感激……与
宋濂相比，我自感有相当的距离。正如宋濂所言，我的学业
没有大的进步，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天资不够聪明的话，只能
归因于不如宋濂专心和勤奋了。

我曾经看过标题为《要“穷”孩子不要“富”孩子》这样一
篇文章，印象很深。这是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父母教育孩子的
文章。文章介绍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每个家庭都
相当富裕。但是，父母却让孩子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冬天父
母让孩子穿很薄的衣服，磨炼他们的意志;从小让他们到大海
中冲浪、冒险，锻炼他们的胆量。我想，也许这就是澳大利
亚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吧!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今天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希望学校、家
庭乃至整个社会多给孩子提供锻炼的机会，磨炼其勤奋好学、
不怕吃苦的意志，使其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有更出色的表现。

读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我有数不尽的感受想要表达
出来。

我感动于家贫却依旧嗜学的宋濂，就像人们感动于那个天黑
了都不肯回家的孩子一样。辗转六百多年，当今的社会条件
与大学士宋濂那时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可是，当
今社会又有哪几个杰出的人才能够与宋濂相提并论呢?这也许
就是环境变化的原因吧!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坚强，幸福的环
境却会使人懒惰。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澳大利亚父母教育孩
子的文章。文章介绍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国家，每个家
庭都相当富裕。但是，澳大利亚的父母却秉着再富不
要“富”孩子的原则，让孩子们过着清贫的生活。冬天，父
母让孩子穿很薄的衣服，磨炼他们的意志;从小让他们到大海
中冲浪、冒险，锻炼他们的胆量……我想，也许这就是澳大
利亚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之一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如今这样优越的生活
条件下，我更希望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多给青少年提供
一些锻炼的机会，磨炼我们勤奋好学、不怕吃苦的意志，使
我们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有更出色的表现。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六

《送东阳马生序》讲述的是现代的那些为科举考试而读书人，
讲述他们的恒心。他们把四书五经读了上百遍上千遍，但是
他们度不会感到腻烦，他们认为想要为国家做贡献，做这点
致力是必须付出的，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在宋濂的这篇赠
序中就向世人展示了一代大文豪艰苦的求学历程。



读过这篇文章，我的第一感想就是我太侥幸了。

从时间上，我庆幸我没有生在封建社会，而是生在了二十世
纪，不必被当时的制度所压着，我喜爱我如今的`自由。

从家庭条件和生活上，我非常地同情他。他小时候由于家贫
以致于买不起书，他只好把从他人家借来的书抄一遍再还给
人家。即便是在冬天，墨汁都结成了冰，手指都很难蜿蜒，
他照旧会按照商定的时间抄完后送还给人家。他怕没有名师
指点，经常跑几百里路去请教成绩。冬天在深山巨谷中行走，
皮肤都龟裂了也浑然不知。他总是穿得破褴褛烂，但他素来
都不艳羡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人。

看看咱们如今的条件，你如果想看书，父母就会给你买；你
如果有成绩不会，父母就会给你请家教；你的衣服破了旧了，
就会给你买新的衣服。咱们的任何条件都不比他差，但是学
习却没有他那种用功刻苦的精神。

咱们的确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是不是咱们的条件太好了，让
咱们只懂得享用，却不懂得利用。咱们总是在叫苦叫累，可
是细心的想一下，中国现代时的人为什么能受得了，而咱们
去受不了呢？缺少一种想要刻苦学习的信心而已。如今的咱
们很侥幸，咱们要懂得身在福中要知福。

我读送东阳马生序有感篇七

囊萤映雪，东晋祖逖闻鸡起舞法剑，四汉孙敬昼夜苦读，以
绳系头悬屋梁，他们这么苦读勤学的精神已经让我益慕地不
得了，但是，今天我学习了《送东阳马生序这篇课文我对宋
濂老师的崇敬以及对他这种求学的精神真找不到任何词语来
形容了。

他因为家贫，没办法得到书来看，他实在爱读书，他就向别



人借来抄写，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真
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终于让他遍观群书，要是我们冬天一
到，早上就特别会赖床。总是不可起来，等到过了早读的时
间才起来，作者成年以后，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他就跑到
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去请教老师，而老师的脸色和语言都未放
温和些，但是作者还是尊重专心的请教老师，而我们上课时
总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更别说去请教老师了，因为作业
勤奋还是有收获的，去求学时，负箧曳屣，穷冬烈风，大学
深数尺，足夫皲裂而不知，到了住宿，四支僵劲不能动弹，
在饭店里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没有新鲜肥美味道可以享受，
跟作者住在一起的同学们，个个都穿着光彩照人好像仙人一
样，但是作者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自己吃的.和穿着不如别
人了，因为他清楚他是来学习的，要是我们现在啊，只知道
用珠宝来装饰自己，却不知用知识来装饰自己，我们现在都
追求时尚，愿意以大早起来打扮自己，却不愿意一大早起来
早读，作者是这样刻苦勤奋来求学的。

我百感交集，现在还有多少人如此勤奋学习，我们现在的坏
境条件变好了，却不再有那么多人爱学习了，为什么？我们
就不知道感恩和珍惜社会给我们学习坏境创造了一个这么好
的坏境呢？现在大部分学生对学习都特别松懈，想读就读，
不读就读，比起作者我们真是惭愧啊！我们应该去学习作者
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我们要也他为我们学习榜样！向他学
习。

——前几天，我读了一篇赠序，是明朝文学家宋濂赠给他的
学生马生的《送东阳马生序》，这篇赠序通过介绍作者的求
学经历来勉励马生勤奋学习。读了这篇文章，我确立了人生
的新目标，拥有了前进的动力。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确立了人生的新目标。是它让我知道了
路途的坎坷，人生的艰难，是它让我学会了坚持。“穷冬烈
风，大雪深数尺……”这就是作者当年的学习环境。它激励
我从失败迈向成功，在不断地体验挫折与失败的过程中完成



自己的人生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作者在校舍中不与别人比吃穿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同舍
生皆被绮绣，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尽管如此，作者还是“略无慕艳意。
”联系到自己来谈，以前我总是与同学相攀比，因此浪费了
许多时间和钱财。现在呢？我读了这篇文章后，已经为自己
树立了一个警示牌了：不要把过多的时间浪费于与别人攀比
上，这与图财害命没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