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大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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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一

沈从文的《边城》中所描绘的茶峒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山
清水秀，美不胜收。在这样一个唯美的地方，一切都很淳朴，
生活淳朴，风俗淳朴，以至于连爱情也很淳朴。茶峒边白塔
下有一家人——一位摆渡老人，老人的孙女翠翠和一只黄狗。
一年端午节，翠翠和祖父走散了，却碰巧得到了船总的二老
傩送的帮助，回了家，那一刻，他俩情窦初开了。谁知大老
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但是天保最后成全了傩送自己外出闯
滩，却不幸遇难，二老也因此离开了翠翠，而老船夫也因担
心翠翠的婚事而在一个雷雨天溘然离去。一切都没了，但那
段凄美的爱情却在读者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边城》虽是一个悲剧，但是二老为翠翠唱情歌的那段故事
却是无比美好。没错，走车路看似平坦，但是怎么能和马路
的浪漫相比呢?整个故事，妙就妙在这条弯弯曲曲的马路，是
最淳朴的爱了，而真正牵动翠翠的心的，也正是这种淳朴浪
漫的爱情了。这段故事，也正诠释了少男少女之间的感情。

但是，在整个爱情中，翠翠似乎起了主导作用，翠翠喜欢二
老，这点翠翠自己也一定清楚。而二老也喜欢翠翠，这原本
是一拍即合的事，但是翠翠却太过羞涩了，甚至连一句“愿
意”也不肯说，这么一个悲剧，也可以说是翠翠一手造成的。
羞涩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面对这种事时有时真应该果断一
点，因为在面对朴实而单纯的人时，过分的羞涩也许比什么
都可怕。



不过，在小说最后，也不乏有希望存在，正如书中所写“也许
‘明天’会来”。“明天”是多久呢，虽然无法知晓，但翠
翠的路还很长，也许真能“等”到了也说不定。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二

再次捧起《边城》，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顿时觉得天地是
大么的开阔，空气是那么的清新。手中的书好比是一杯清香
扑鼻的绿茶，让人顿时忘掉困倦，忘掉烦恼，不由得慢慢品
味这湘西的美景和风情。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几篇文章，
希望你们喜欢。

最近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一直很喜欢湘西、乌镇那
样子的江南水乡的情景，总想着有一条船，撑起船桨，在有
水草的河里游曳。

很喜欢江南的水乡。水是传播文明的载体，在历史文化的发
展过程中，水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希望能去江南水乡旅
游。

老船夫的大方，大老二老间的理解与宽容，天保的舍己为人，
傩送的正直，杨马兵的善良……正是有了这些人，这小小的
边城才显得美丽，没有了利益的冲突与私心的争斗，哪里都
会成为心灵的天堂。

边城带给我的不仅是心灵的宁静，也有思想的升华。

我不想太感性地赞美翠翠身上的人性美，因为我怕翠翠会经
不住现实的残酷;我也不想太理性地批判翠翠身上的封建意识，
因为我怕那样会遮住翠翠看美的眼睛。

边城的故事还没有真正的结束……



再次捧起《边城》，犹如置身于世外桃源，顿时觉得天地是
大么的开阔，空气是那么的清新。手中的书好比是一杯清香
扑鼻的绿茶，让人顿时忘掉困倦，忘掉烦恼，不由得慢慢品
味这湘西的美景和风情。

可以说《边城》中尽是美景，这里没有城市的烟尘和喧嚣，
有的是青的山，绿的水，处处透着灵气，透着让人神往的气
息。置身其中，心旷神怡，恍若漫步于仙境一般。这里的人，
勤劳，质朴，善良，诚恳，他们相互协 作，相互帮助而不计
报酬。

船摇橹于亘古记忆中的茶峒

荡漾一代又一代的心醉

他们厮守着这一切

余晖下的茶峒

命运的偶遇素描哀婉的画卷

泼墨在哈达的古老土地

寒风中瑟瑟发抖的

仅存的虎茸草

昨夜风雨漫卷仅存的虎茸草

这土地燃尽最后的薪火

白塔巨响陪葬一切

在灰烬中睡沉



东去的流水，流走无数的曾经

却不能涤清昔日的倒影

炫舞了碎片的残阳

那模糊的剪影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三

每个人都向往自已的居住的地方有一片一望无际的蓝天，一
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一片充满生机的大地，但很多在城镇居
住的人又希望自已能居住在农村，居住在一个简单的世界里。
可能这就是作者写作的思路吧！在边城里，到处都显现出淳
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

在现今的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是那样的陌生和功
利。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家似乎都卷入你争我夺的潮流当中。
在建筑物空间越来越狭小的同时，人与人的心灵同样显得狭
窄；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人与人来往的途径是那样的便捷，
但人的沟通却是那样的艰难。一道墙，不单是隔绝了人与人
之间的居住场所，也同时隔绝了人心灵的来往；一扇防盗门，
似乎避免了外人的闯入，但同时也囚牢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络。
但是在边城里，到处都显现出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
象！这也是边城最吸引我的地方。

现在许多人都为了利益生存，没有了利益什么事情都不答应。
这也正是从古到今的一个“陋习”吧。知识份子他们知道贪
污是违法的行为，但是他们却铤而走险知法犯法。这都
是“金钱”所驱动。又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贩子专门去拐卖小孩去卖，他们明知到被人抓到会承受巨大
的惩罚。但是他们也要去做这些作奸犯科的事情。



这都是“金钱”所驱动。三字经里也说过人之初，性本善。
人本来都是纯洁的善良的，但在当今世界许许多多的人都或
多或少的受到利益的驱动。所以，我是向往一个简单、淳朴、
勤俭、友善、和平的世界！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唤醒心中的
“本性”，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简单、淳朴、勤俭、友善、
和平，更加的“美”！

文档为doc格式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四

暑假里,我在家读了一篇文章,是讲感恩的,内容非常精彩。读
完后，我明白了得到别人帮助都要懂得感恩。

文章主要讲了：在一个闹饥慌的城市，有一个善良的面包师，
他让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集到一块儿，让他们每天都来领一
块面包。每次，大家都会把大面包抢个精光，却没人向面包
师说声“谢谢”，只有一位小姑娘，每次只拿到一小块面包，
还不忘对面包师说声“谢谢”。面包师被感动了，在做面包
的时候把一些金币放了进去，女孩发现金币后马上送了回去，
但面包师告诉她“你的举动让我感动，这些钱是我给你的'，
拿着吧。”女孩激动的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

读完这篇文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感恩其实不需要回报，
只要心中懂得感恩，长存感恩就行，因为感恩最重要的是一
种精神。比起文中的小女孩，我觉的我做的还不够。有一次，
妈妈带我到苏州灵岩山玩，我特别喜欢山上千姿百态的大石
头，便迫不及待去爬，可待我爬上去后就不敢下来了，我望
着妈妈又望望下面的万丈深渊，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心想：
“这下死定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叔叔把我抱了下来，
我却连声“谢谢”都没说，拉着妈妈的手就跑开了。自从看
了这篇文章后，我便感到十分后悔，我真不应该连“谢谢”
都不说，我应该向小女孩学习，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啊！只要人人都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那世界将变得更美好！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五

荡漾一代又一代的心醉

他们厮守着这一切

余晖下的茶峒

命运的偶遇素描哀婉的画卷

泼墨在哈达的古老土地

寒风中瑟瑟发抖的

仅存的虎茸草

昨夜风雨漫卷仅存的虎茸草

这土地燃尽最后的薪火

白塔巨响陪葬一切

在灰烬中睡沉

东去的流水，流走无数的曾经

却不能涤清昔日的倒影

炫舞了碎片的残阳

那模糊的剪影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六

《边城》给人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感觉，看了之后却觉得温暖
而平淡，人间的真情意，人间的风情，倒全是体现了出来。

书中的故事以湘西的`小乡村为背景，给我们描绘了一副民间
风情的画。从一个渡船老人和他外孙女寻求爱情的生活中，
体现了民间的真情真意和民间淳朴的爱情。还让人感受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之美。所谓情表达得最深。

友谊和关怀则是顺顺和杨马兵对祖孙俩的照顾，诚意满满，
不怕不动人。

边城读书心得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七

我们这个学期的第一篇课文就是老舍先生的著作《养花》。
我读了这篇课文有很深的感悟，使我明白一个道理。

这篇文章记述的是：老舍先生很喜欢花，也爱养花，他只把
养花当做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他不养那些珍贵的花草，他只
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他把花当做是自己的朋
友，老舍先生在工作的时候，总是写一会就到院子里去看看，
然后回到屋里再写一会，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让老舍先生
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要是赶上狂风暴雨
或是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累的气喘吁吁，要
是天气好了又得把花搬出去可是他却没有嫌累。但是他的辛
苦并没有白费，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让老舍一家
都感到骄傲，但也有让他们伤心的时候，有一次三百棵菊秧
还在地上没有移入盆中，突然下起了大雨，邻家的墙倒了，
菊秧被砸死一百多棵。老舍先生在养花的过程中有开心的时
候，也有很伤心的时候，但他还是很喜欢养花。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明白：生活就像养花一样有苦有乐，有泪
水有欢笑，有付出有收获，只有不断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
有时在生活中的困难也是我们奋斗的乐趣，要正确地看待生
活，只有这样才会体会到生活的乐趣。无论做什么事不是看
到满意的结果才体会到乐趣，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也有乐趣。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八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
是淳朴赤诚的风土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地忧伤，
像是触及了什么，是童年某个太阳温暖的下午，还是现在有
些把握不透的世界。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
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
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
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城的化身，从恋上
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得很远的人开始，她就
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
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
亲的命运，唯有等待，“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
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绘得这
么悲伤，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
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
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
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
上加霜。在那**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
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
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淳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



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
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
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
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
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
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读边城六年级学生读后感篇九

阅读《边城》这本书是一种乐趣，作家沈从文先生以小西渡
口作为起点，描绘了一幅恬静的山水画，画里还有着现代城
市缺失的湘西边城淳朴的乡土风情，让我的心灵有了不一样
的感受。但跟着时间的推进，我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读它
不再觉得有趣，反而觉得凄苦。文中的女主角翠翠，她是深
山里养育出来的精灵，善良热心、温柔纯情。虽然与爷爷相
依为命，生活却很幸福。逐渐长大的翠翠情窦初开，爱上了
傩送，爱得痴心且深情，然而最终《边城》给我们呈现的却
是一幕爱情的悲剧，傩送因为哥哥天保出事而出走，“也许
明天那个人就会回来，但也许他永远不会回来”。翠翠的等
待是无尽的，也是悲苦的，因为她最亲近的爷爷也在那个雷
雨的夜晚离开了她，只留下了她和渡船。翠翠一直在等待着，
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傩送，或许也是守着继续生活的希望。
我更愿意相信是后者，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渐渐习惯分别的过
程，再爱的人，再亲的人，都会和我们分别，与其绝望着拒
绝，不如尝试去等待。或许，明天，他就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