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梅花的读后感(精选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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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梅花的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梅花魂”这一篇课文之后，这里面主要讲的是：

1、“我”的外祖父在一遍又一遍的教“我”读唐诗宋词时，
每当读到诗人在外地思念家乡的句子的时候，悄然落泪。

3、因为外祖父年龄太大，所以不能回国，只能让我们回国时，
外祖父竟然哭了起来。

4、离别时，外祖父竟然把他老人家最喜爱的墨梅图送给了我，
并教我学习梅花的精神：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从来都是顶
天立地，不能低头折节。

5、到了大轮船上，并赠我一个绣着血色的梅花的手绢。

我觉得，外祖父非常思念祖国，梅花不仅仅是好看，而且还
有很多优点呢!不管经历过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
从来都是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一个中国人，无论在怎
样的境遇里，总要有梅花的品格才好。

我要学习这梅花的精神，就向雷锋叔叔一样，无论做什么事，
都要有梅花的秉性才好。



写梅花的读后感篇二

梅花又开了。一年一变，那朵朵冷艳、缕缕幽芳的梅花总让
我想起一篇课文——《梅花魂》。

我从中体会到了一个华侨老人眷恋祖国的赤子心，这样一颗
赤子心，这一种精神，似傲骨寒梅，坚韧中透着一丝刚毅；
这一种情怀，如大海般开阔！虽然作者的外祖父并不能如愿
回到自己那朝思暮想的故土，但他的心，依然在风一更、雪
一更中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一如梅花的秉性。

我们中国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一九四九年，时任加州理工大学教授的钱学森虽在美国有了
天下无双的名声，但当他一听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希望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建设祖国，即
便美国与他斗智斗勇了六年，他甚至为此被关进了监狱，最
终，历经艰难险阻，1955年，他终于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
祖国，在回国的邮轮上，他激动地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
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
的幸福生活。”由于他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
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祖国的国土再也不用遭受核威胁，他
为祖国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

我们今后也要像梅花一样“凌寒独自开”，做一个有骨气的
中华人！

写梅花的读后感篇三

梅花魂》这篇文章是著名作家陈慧瑛写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的
一篇。这篇文章讲的是：由故乡梅花的.开放引出来了对深爱
梅花的祖父的回忆，然后具体叙述了外祖父喜爱梅花，思念
祖国的故事。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这首诗是宋代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诗。
这首人人知晓的《梅花》走进了千家万户。如今，我们学了
《梅花魂》这篇课文使我感受到了很多……因为外祖父太老
了，而不能回自己的祖国，我能想象他是多么的伤心，多么
的无助啊！他因为不能回国而分外珍惜梅花。因为梅花不管
历经多少磨难，不管受到怎样的欺凌，都是顶天立地，不肯
低头折节。而我们怎么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呢？在一个又一
个的困难下低头、遇到一点儿委屈就哭……总之，我们还有
好多不足之处。

但是，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一名
中国人，就更应该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写梅花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学习了《梅花魂》这一课，这一课里面一共讲了
五件事，分别是：教诗词落泪、珍爱墨梅图、难归而痛哭、
赠送墨梅图和送梅花手绢。

我印象最深的是珍爱墨梅图和赠送墨梅图。珍爱墨梅图讲的是
“我”五岁那年，有一次在书房玩耍，不小心在墨梅图上留
了个脏手印，然后外祖父就训斥“我”妈。训罢，外祖父就
用刀片刮去污渍，又用细绸子抹净。赠送墨梅图讲的是离别
的前一天，外祖父把“我”叫到书房，递给“我”一幅墨梅
图，然后外祖父给“我”讲了讲梅花的品格和中国人的品格。

读完这篇课文，我知道了为什么叫《梅花魂》了，因为梅花
魂里面包含着梅花的品格和中国人的品格。我还感受到外祖
父的知识很渊博，也是一个很想回到祖国的'人。如果一个中
国人没有梅花的秉性的话，就不会像赵一曼那样不肯低头折
节。



写梅花的读后感篇五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不少古人都赞美过
美化，赞美它那种顽强不息，不怕寒冷的精神，它就像中国
人，像中国人一样有骨气、气质。

从外祖父言行举止中感到，虽然他生于“华侨”，躯体所不
在祖国，但心却和祖国连在一起，心事向着祖国，所以，外
祖父要好好保存墨梅图，是为了哪一天祖国也会像梅花那样
强壮，当读到一些思念家乡的诗句是，总会勾起哪浓浓的思
乡之情。

外祖父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拥抱祖国大地，但却为什么却将
清白的梅花和手绢一并赠送给我呢？因为外祖父将回国的愿
望和想法给予了这幅画，，也勉励孙女做这样的人。

比起我来，可就不同了，我生在祖国，长在祖国的食物，穿
祖国的服装——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可我还不满足，真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看到外祖父这种做法后，颇为惊讶，不
禁惭愧地低下了头。

其实，国外还有不少处于“困境”的老人，他们也盼望哪一
天，乘上飞机，飞向那块“金鸡”的地方，温暖地在一起，
聊起家常话，品起中国茶，谈起中国事，别有一幅滋味。

梅花在风雪中傲立，中国不断强大，算是完成了外祖父的愿
望了吧，希望更多华侨老人回到中国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写梅花的读后感篇六

这篇文章通过一位身在异国他乡的老华侨对梅花的挚爱，反
映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一如梅花，忠贞不渝，表露了一
位华侨老人的中国心。



朵朵梅花寄深情，情有独中因爱国。一位老人，他的三次哭
泣，次次让我心疼。

第一次，他由诗句想到了自己，思乡之情无法控制，因而潸
然泪下。这是外祖父第一次流泪，这泪水凝结着一位老人对
家乡、对祖国深深思念之情。这冰凉泪是思乡的泪。

这是外祖父第二次流泪。如果说第一次的无声流泪是外祖父
思乡之情的涌动，那么这一次呜呜呜地哭就是外祖父爱国感
情的宣泄。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只因未到伤心处啊！
外祖父思念家乡、眷恋祖国，他想回国却因身体原因不能回
去，多少心酸，多少无奈啊！这泪水是无奈的泪水。表现了
一位身在异国他乡的老人刻骨铭心的爱。

这是第三次写外祖父的眼泪，虽是泪眼朦胧，却让我们倍感
心痛。所谓落叶归根，能回到祖国的怀抱是外祖父的夙愿，
而今却成为终生的憾事。只能将这份情感寄托在梅花身上，
寄托在后人身上。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对祖国的深深眷恋，
这万千愁情郁结于心，这泪水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深情意，是
饱含着深情的泪。

哦！外祖父的情感，深深的把那浓浓的乡愁表达出来。感动
了我的心，哦！乡愁。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这是宋朝诗人王安石写的。梅花，
是那么不屈不饶，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的愈精神，
愈秀气。我们都是中国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不肯低头折节，
不能受到一点磨难就放弃。我要学习梅花的精神，坚贞不屈。

哦！我要学习那浓烈的梅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