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实用9
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一

《老人与海》这本书是一部不朽的着作，同时也是属于学生
们写读后感最爱用的材料之一。因为本书的主旨仿佛早已明
确，无非称颂一番什么硬汉啊，打不败啊之类的变形金刚似
的思想。再加上本书又薄，寥寥数万字只算的上中篇小说，
文字又看似简单易懂。于是就算真正看过的貌似也摸不到什
么头绪，只好把前人早已嚼烂的几句话翻来覆去的拿来从头
感慨一番。

我很不满。

于是我决定抛开一切貌似已成定式的“心得”,“体会”,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老人与海》以期有一些新收获。

书的序言中提到，海鸣威说过“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
子，没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义…”序言作者的说法是“…但
是显然，我们还是能从《老人与海》中读出不少的象征意义
出来。”这不失为一种解释，我也因此另有一番自己的看法。

也许在人们看来的“勇气”,“无畏”的“战斗精神”,只是
作者所勾画的人类宿命——与命运抗争而又悲剧结局的一种
解决而已，甚至是那段着名的独白：“人尽可以被毁灭，但
不能被打败……”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无奈的对抗。老人的生



活与海联系在了一起，那是不是可以说是海束缚了老人呢?漫
长的等待却等不到回报，老人还是在期待着一条大鱼，老人
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多少?扛着那面“仿佛永远象征着失败
的旗帜”,老人等到的“胜利”又是什么?就连自己最终的收
获，那条大马林鱼，也是被鲨鱼吃得只剩一副骨架和一个送
给孩子的头骨。老人说，我昨晚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
觉自己胸口什么东西碎了…到了最后，看着海湾里和垃圾一
起漂浮的鱼骨，那位太太说，我从来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
的骨架。除了失败，还是失败。作为读者，我的眼里看到的
是无尽的失败。作者仿佛在揭露这样一个“秘密”:人类即是
失败。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地向一个方向奋斗，终究都会在种
种原因的影响下得到一个与自己预期不符的结果。这种不完
美即是令人痛苦的根源，也是我看到的《老人与海》的主题。

作者的用意难道就止于此了吗?我看不是的。满眼的失败后面，
潜藏的是对胜利最真诚的渴求。海鸣威所描述的这个老人与
海的简单世界也许正是我们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映像。老人的
失败仿佛也是每个人经历的缩影。这就像一个警报，时刻提
醒着世人关注自身，关注自己生活的目标与意义。毕竟，我
们还要胜利。

写到这里，我的感想也算是结束了。我的观点也许有些与众
不同。我想说的是，作为一部现代作品，对其的理解绝不能
局限于一点。同时，任何人也不能说自己的理解就是完美的，
正确的。对待任何一个作品都可以多层地来剖析。这样的方
式我觉得才是合适而恰当的。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二

我第一次知道老人与海这个故事是我在初中时，历史老师课
上给我们看的，但是那次是通过电脑下载电影来看的。电影
中我看到了一位不服输不放弃不相信命运的老渔夫。

故事中主要是在围绕着老人，大马哈鱼以及大海中潜在的一



系列危险。我看的这部电影是由《老人与海》这本书中的故
事情节拍摄的，而这本书的作者，海鸣威，他以其独特的写
作手法和写作思维，给读者展现的并不是传统结局(老人胜利
而归)，而是老人空手而归，这种结局给读者更加大的思考，
这样，读者就会更加会注意到主人公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我
想海鸣威他这样写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老人与海的真正协作目的不是为了告诉我们读者这样一个故
事，而是告诉我们有这样一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人去学习
的：锲而不舍，努力拼搏，不畏风险，改变命运。

我是在保送(2)班班主任的提示下，才到网上寻找这本书来读
的，这几天读了之后，在文字和人物精神上有了更多的认识，
我不说是重新的认识，因为电影已经通过强悍的视觉，听觉
两大方面为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故事的大概面貌，这很大
程度上满足了读者时间上的允许范围，但是由于电影并不是
原汁原味的，而是被导演先咀嚼过，再送到我们嘴边的精神
食粮，不是吗?读书比看电影更能真实地完整地接近作者的内
心世界。作者的内心世界即使细微，哪怕藏匿得很好，也会
在其笔尖在不经意间流露在文字深处，也许这就是文学创作
的真正魅力。

我再联系起了我不久前在胜利剧院观看的北京大学曹文轩教
授的讲座，我想起了他所说到的文章的魂，想到了他所说到
的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我突然想到了一本书的存在意义，
书的存在实不过为了表达作者的某些观点，想法，心情，或
记录某些相对重要的内容，或其他。但是书终将成为人们要
看的载体，如果书对人是无用的不如不要书。

世间图书千千万，

欲睹精良万万难。

迷惘徘徊难难寻，



可怜依然寻寻寒。

法道无法道，书道无书道。

欲知法之妙，唯练才悟到。欲知书之好，惟读才知道。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奉老师的命令读了一本名著，那本名著是美国著名
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我十分佩服小说中老渔夫
的乐观和勇敢，他也让我懂得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坚持不懈的
精神，才能获得成功。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在十二世纪中叶的古巴，一位圣地亚
哥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几乎都快饿死
了;但他仍然不肯认输，而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
五天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呎，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
鱼拖着船往大海走，但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
没有食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而且左手又抽筋，他也丝
毫不灰心。经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
船边。但许多小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
它们，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做为武器。结果，大鱼
仍难逃被吃光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鱼骨
头。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
月，以忘却残酷的现实。

当我读到老渔夫在与大鱼拼搏的时候，我对老渔夫那种迎难
而上的精神无比佩服。我想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老渔
夫才获得了这场生死较量的胜利。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也要学
习老渔夫的精神，做事情不怕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当我读到最后老渔夫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鱼骨头，却仍然没
有放弃。他这种乐观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在现实生
活中，平时遇到一点小困难，我们都叫苦连天，人们常说我



们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未来靠的是我们，所以我们更应该
学习老人的乐观、永不放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人尽可以被毁灭，但
却不能被打败。”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句话。这句话表现着
一种尊严和生命努力争取的本能。

故事结尾老人带着那副空骨架回到小镇，大家都为他欢呼，
视他为英雄。因为真正的胜利，不在于赢得多少收获，而是
不畏艰险、不肯轻易屈服的精神以及为它拼搏的过程。

老渔夫，虽然老了，倒霉，失败，但他仍然坚持努力，而能
在失败的风度上赢得胜利。这本小说表现了一种奋斗的人生
观，即使面对的是不可战胜的大自然，但人仍然可以得到精
神上的胜利。也许结果是失败的，但在奋斗的过程中，我们
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读完小说以后，我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奋斗都会取得胜利。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虽然你奋斗了但迎接你的却仍是失败。
这时，你不要放弃，尽管你是失败者，只要你有奋斗，只要
你有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即使失败，你也是强者。

那么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老人与海》读书心得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四

圣地亚哥这位老渔夫的形象，贯穿整篇小说，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圣地亚哥经过重重艰险捕获一条“不止磅重的马
林鱼”，这个惊人的重量，禁不住让人想象那条马林鱼的形
状、身体和硕大强壮的鱼尾。在捕鱼期间，圣地亚哥日夜追
随着鱼的踪迹。直到这庞大的马林鱼累了，他才奋起一搏。
在与马林鱼较量的日日夜夜，圣地亚哥虽然精疲力竭，但心



中那份坚定的信念始终支撑着他，成为他的力量的支柱。

但好景不长，这条硕大的马林鱼被鲨鱼吃了。他只拖到一副
鱼的骨架回来。虽然只剩下骨架，但却震慑了从前笑话圣地
亚哥的人，他们纷纷向他投来崇敬的目光。

人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去搏斗，甚至献出生命。老人在连续多
天无鱼的情况下，实然而来的马林鱼便对他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诱惑，使他奋不顾身。这个老人的形象，其实很可能就是
作者的一个理想的投射。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脆弱的，即
使外表显得很坚强，却仍掩盖不了易碎的心。海明威自己在
生活中无法成为圣地亚哥那样的硬汉，于是他用笔塑造出了
这样一个他心目中的硬汉。

《老人与海》中的鲨鱼，作为一个与老人对立的形象，又是
抢夺劳动果实的不义之士，往往被人们唾弃。但是生活中本
来就是处处有竞争者。俗话说得好，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
力才有动力。世界上没有人是无敌的，即使没有人敢做你的
敌人，你自己也将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作品中的老人看上
去是失败了，但其实他是胜利了。他虽然没有得到硕大的马
林鱼，但他却意外地收获了勇气，收获了顽强，更收获了别
人的尊重。在现实生活中，谁都想在竞争激烈的人生舞台上
占领一个区域，哪怕不是在灿烂的舞台灯光下，哪怕在黑暗
的角落里，也是一片天地，是光明外的另一个晴天。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五

在今年这个假期里，我读了一本好书——《老人与海》，这
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著作的，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海明威全名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是20世纪最著名的
小说家之一。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
彷徨。



《老人与海》也是一样的，他讲述了：一位以捕鱼为生的贫
困的老人和小男孩，一连几个月都没有钓到一条鱼，小男孩
只能从饭店借饭充饥。到第八十七天时，终于钓到了一条鱼，
两人很高兴。但之后连续八十四天没钓到鱼，第八十五天时，
老人终于钓到了一条鱼，但是鱼很大，老人与它打斗了三天，
鱼终于被收服了。在回去的途中遭到了鲨鱼的袭击，老人又
与鲨鱼展开了漫长激烈的争斗，最后大鱼只剩下了鱼头鱼尾
和一条脊骨，老人只好带着剩余的残渣回去。

老人虽然没获得丰盛的收获，但是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时时刻
刻去学习，他的勇气值得我们每时每刻都敬佩。

老人并不是什么也没得到，其实他有一颗勇敢的心，获得了
最后的胜利。

他并没有真正的消失，而是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他并没有
真正的老，而是像书中的老人一样，永不衰老。

老人在遇到困难时不退缩、不胆怯、勇于拼搏，不向困难低
头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

人生的道路也是坎坎坷坷，我们的学习生涯也会经常遇到一
些困难和挫折，我们要学习老人那种面对困难敢于拼搏的精
神，去面对现实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吧!一位勇敢伟大的老人!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六

寒假里，我读了《老人与海》这本书，书中似乎只讲了一个
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我认为故事里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就是
人们常说的小故事大道理。

书中写到，老渔夫每天独自驾着小船出海捕鱼，一连84天都



毫无收获，但他并不生气，第85天照样信心满满再次出海，
这次与平时不大相同，一只十八英尺长的大马林鱼咬钩了，
这条鱼的力量非常大，它拖着小船整整漂流了三天三夜，老
人在这三天三夜中经历了艰难考验，激起了老人和鱼搏斗的
信心与决心，同时老人也对这条大鱼的坚持和勇敢充满了赞
美与尊敬。经过三天三夜的搏斗，老人终于战胜了大鱼，并
把它绑在了船头。然而在返航时却不幸遇上了鲨鱼，筋疲力
尽的老人用尽全力与鲨鱼时行了搏斗，但那条大马林鱼却被
鲨鱼咬得只剩下空空的骨架。老人历经一翻艰辛，最后拖回
家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和一身的伤，可还是得到了人
们的赞赏。

读到这里，我很佩服老人的信心和决心和毅力，前84天没有
打到鱼，但老人仍然坚持打鱼，换做是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特别是后来和鲨鱼三天三夜的搏斗，更是要具有常人无法具
备的勇敢与坚持。

海明威的这部小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和普利策奖。这个骨
头里留有几百块弹片的硬汉作家，恰当地写出了生命的强度，
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生、老、病、死，告诉我们心该有多宽，
如海一般。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它的道路漫长、艰难，而
且充满坎坷，但只要自己勇敢顽强地以一颗自信的心去迎接
挑战，他将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一个真正的强者，是只
能被摧毁而不能被击败。

永不言败，这就是《老人与海》告诉我们的。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七

见识过“富贵”的人，领悟了人对于灾难的承受力。即便从
家财万贯、百亩良田到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也难以令“富
贵”在艰难面前停下。到后来，他的亲人一个个逝去，最终



只剩下他与老黄牛，也不曾对不幸埋怨过什么。如果说，这
样一个故事可以我们明白“承受”，那么《老人与海》则可
以让我们战胜!

老人与海，本就是渺小与庞大的对比，然而老人却从未怕过、
怨过、恨过。瞧过“鲁滨逊”机智的人，都明白孤独的可怕，
独自一人应对生存的艰难。而将一切更为残忍的遭遇放在一
个老人身上的时候，其映射出的感受便不言而喻了。他航海
八十多天，一无所获，看着丰收的同伴，听闻他们的讥笑，
却毫不在意。没错，他是乐观的，这乐观不仅仅在于以后可
能产生的“收获”，而是他对苍天、对浩海、对星空的不惧。
是的，“拥有”在他眼里不那么重要，他所追求的就是搏斗，
无论对方是大马林鱼还是鲨鱼，无论是手抽筋还是几天几夜
的煎熬，他所需要的就是搏斗。以此来证明自己，不畏年老、
不畏磨难、不畏天地给予的一切创伤。

海明威是个很厉害的人，他将人们对苦难的应对方式描写的
淋漓尽致。但人终究有一颗柔软的内心，在遇到苦难时，人
们会想起自己最想见的人，会突然有很多想对对方说的话。
然而，当周围空无一物的时候，也就无所谓了，想想也罢、
说说也好，只要不服老，不认输，也就没什么干不成的。

老人象征着柔弱、无力、沧桑。而比他小船还长的大马林鱼
自然是天赐的幸运，它一直潜在水里，老人不知道它有多大，
它什么时候会浮上来，它是否会逃跑?而将它抓住又能得到什
么?在这一切未知的前提下，他紧紧抓着鱼竿，拼命的祈祷，
想让这大鱼跳起来，跳起来它就死了，又祈祷它千万别下潜，
下潜它就跑了。更可恶的是，该死的双手随时会抽筋，之前
坚持了一次，如果抽筋还来，那老人只有割断鱼线了。

最终，老人经过了几天的奋战，拖着疲惫的身躯把它抓住了。
那条大马林鱼比他的船还长，老人只得将它跟船绑在一起，
想着回去以后的巨大收获。“好事儿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
不会实现了。”这位暮年老者，携着疲惫的身躯和随时会抽



筋的双手，又遭遇到鲨鱼。同时也证明了“祸不单行”，鲨
鱼不是一条，更不是两条，是一群!奄奄一息的大马林鱼狂摇
着尾巴，它败给了老人却不肯败给鲨鱼，直到大马林鱼被啃
掉半巨身躯，依旧在残喘着。老人拼了命地保护他的猎物，
先是用鱼叉，鱼叉断了换刀子，刀子不好使换棍子，最后换
成舵柄，舵柄断了就舵柄的把手扎鲨鱼。直到最后，老人累
倒在船上，仍旧带着那副巨大的鱼骨回去了。

老人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没有不可战胜的!所有人都曾在困难
下退缩，因为他们不知道“大马林鱼”有多长，不知道“大
马林鱼”还可能救他的命，更不知道，只有“大马林鱼”才
能发掘自己的潜力，才能无谓的告诉自己，能战胜的不仅仅是
“大马林鱼”，即使是“鲨鱼”甚至是更大的，再大些的都
可以!

虽然老人老了，手容易抽筋，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多大的力
气，但他却总梦到狮子……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八

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平常的渔夫，一条普普通通的鱼儿，
在茫茫大海上发生了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故事。细细品读
《老人与海》这本书，一幅幅画面震奋人心，一句句话语不
绝于耳，令我受益匪浅。

老渔夫圣地亚男在海上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
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着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
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
认为孩子跟着老人不会交好运的。第八十五天，老人一清早
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的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枪鱼。
老人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
上留下了一道血腥的踪迹，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
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枪鱼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骨架，
老人也筋疲力尽的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人，他认



为老人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老人在棚屋中睡着了，梦见
他见到了狮子。

对圣地亚哥，心中有着不可思议的敬佩，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不可思议的敬佩来自于他那顽强的精神，在捕获大鱼
的艰苦三天里，他并放弃的那种精神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
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面对苦难他所说的只是人生来不是被
打败的他这不屈的精神，告诉了我们，他虽然老，但是他还
是伟大了，他还是站在大海上撑起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记
得美国评论家贝茨曾说：实际上海明威的作品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死亡死亡意识是海明威人生哲学的核心，所以故事中
弥漫的是死亡的阴影，圣地亚哥是不同寻常的，他不会放弃，
不懂放弃，也不愿放弃，似乎在他的`字典中，没有放弃这个
词语，他不允许自己倒掉、不允许自己认输。我敬佩圣地亚
哥，因为圣地亚哥老人以他有限的岁月告诉我，生命最大的
意义不是生命的长久，而是在于永远不会被死亡约束。我敬
佩着，敬佩着这份精神、这份毅力，在生活中，我需要这份
精神与毅力。

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于圣地亚哥那无尽的孤独，四十八天
的海上生活中，每天都是自言自语，要么对天、对月亮、对
星星说话，要么对鱼、对水说话，如果说这份孤独是由于环
境导致的话，那么他回到人群中呢?得到的是冷漠和嘲笑，这
份孤独在人群中仿佛更孤独。如果说人群对圣地亚哥有着依
恋的话，那就只有小男孩马诺林了。马诺林是圣地亚哥在人
世间唯一的牵绊，是他除了海与鱼外另一个信念。在海上的
日子里，老人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是孩子在就好了。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隔膜与沟通的不易，人的孤独感和对命
运的难以把握，是烙印着心痛的伤痕。

我想，也许圣地亚哥就是海明威自己吧!因为他始终摆脱不了
孤独，尽管他的孤独不是来自于自身的困惑，只是个人主义
的束缚，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面对世
界、面对自己，深深的明白着对那个处境的感悟和体验，可



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感叹。

很多东西都是在名著里留下的，思考思索是所有作家的天性
和责任，我敬佩作家和文人，更敬佩一切在生存的压力下不
放弃思考的人们。在作家的笔下，让我们明白了许许多多的
道理，这让我对作家的敬佩更加加深了一层。

老人与海的读书感受读后感篇九

《老人与海》这本书，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它主要告诉了
我们勇于和困难搏斗的勇气和精神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是都么
重要!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老人与海读后感给大家，欢迎
大家阅读!

“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
打败。”这是《老人与海》中的一句话，别看它只有二十来
个字，可是它闪耀着人生的光芒。

这几天，我坐在阳光明媚的阳台上，细细地“品赏”着《老
人与海》。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海明威，本书主要描述了一
位孤身而又穷苦的老人以打渔为生，可是苍天不给予他
以“幸运”，而是让他常年交“霉运”，最倒霉的一次是连
续八十七天打不着鱼。有一回，他终于与一条大鱼“见面”
了，他十分兴奋。但是这一次，比他想象得要可怕：一群鲨
鱼出现了，渔叉被鲨鱼带走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把上乱扎。
刀子折断了，他用短棍。短棍也丢掉了，他用舵把打鱼。终
于制服了鲨鱼。可在回家的途中，鱼肉都被可恨的小鱼给吃
掉了。可就算这样，也无法摧毁老人的坚强意志。

书读完了，阳台上吹来一阵 凉 风，使我抖了一下。一个孤
身老人，经常三更半夜、天还没亮就起床出海打渔，常饿着
肚皮光着脚，过着清苦的生活。但将算是这样，他还是常
常“自言自语”给自己鼓劲，让自己有信心生活下去。这是



多么可贵的精神财富!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

那一天，我一如既往地去上学校的奥数社团。一进门，一股
寒气直向我逼来：原来是要公布上次的考试分数了。“哦，
我的天!”这一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霎时间使我毛骨悚然。

我步履蹒跚地走回座位，双手托着下巴，等待着那“恐怖”
的一刻降临。

眼看报到我了，我再也耐不住了，大叫一声：“老师，别报
了……”。说话声越来越轻，轻得估计只有蚊子可以听到了。
但那细微的一声还是被老师的耳朵捕捉到了。老师看了看我，
笑了笑，眼里充满了怜悯，将卷子递给了我。

还没等我打开卷子看分数，一群“优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出现在了我的前后左右。从四面八方伸出来抢我卷子的手
使我有些措手不及。“你考几分?”“唉呀，又没关系，几
分?”“在几分以内?”“脑残，几分?” ……真是让我“另
眼相看”：原来“优生”只是披着优质皮毛、骨子里不帮助
别人而偏偏冲着别人的缺点给上致命一击的人。他们眼里充
满了轻视与鄙视，让人不敢直面。他们如同鲨鱼一般“撕
咬”着我，想把我吃得渣都不剩。

和他们斗争没有用，有用的是战胜自己。“人不是为失败而
生”。是呀，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战胜自己的失
败，“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是啊，一个人
可以被他人看不起，但不能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垮!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自己的“电影”是由自己完成的。
至于别人的嘲笑，我们可以一笑带过当成空气，继续完成我
们下面的事。我们应当学习这位老人：一位孤身老人失败了
多次，也在露天餐厅喝酒时被人笑过，可他还是天天生活在
阳光下。被人说了不要紧，重要的是自己要相信自己不会败
在别人手上。



“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
打败。”每当遭遇到挫折时，就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吧!

暑假里，我读了《老人与海》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
一面虽然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艳丽无比的旗帜，旗帜上，舞
动着云龙一般的四个字闪闪发光——超越极限!”作者海明威
是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老人与海》的。

《老人与海》这个故事很简单，写的是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
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
鱼，但这鱼实在太大了，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
力尽。他杀死了鱼绑在小船的一边，在归程中一再遇到鲨鱼
的袭击，于是老人与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但最后回港时只
剩下一条鱼骨了。尽管鱼肉都被咬去了，但什么也无法摧残
他的英勇意志。

看了这本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正是因为有了老渔夫这
样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向限度挑战，超越它们，这个限度才一
次次扩大，一次次把更大的挑战摆在了人类面前。所以，老
渔夫圣地亚哥这样的英雄，不管他们挑战限度是成功还是失
败，都是值得我们永远敬重的。

以前，我去学自行车。我开始很兴奋，先看着人家怎么骑，
然后我拿着哥哥的自行车也试着骑了起来。我先爬上去坐好，
爸爸在后面帮我扶牢。我肩膀一上一下的，整个身体歪歪扭
扭的，还摔了几跤。骑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点都没有进步，而
且脚上都擦破皮了，我有点泄气了,不想学了。于是就坐在一
旁休息。过了一会儿，爸爸过来耐心地跟我说:‘‘不要急，
慢慢来，把整个人放轻松，眼睛看着前面，我给你在后面扶
牢。”我还是有些害怕，但我看着别的小朋友甚至比我小的
都会骑，我想他们都会骑我也应该学得会吧。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跨上了自行车继续练骑。



我一边骑，爸爸在后面一边给我指导，几圈骑下来好多了。
有时候爸爸趁我不注意放掉我也会骑一段路了，我有点暗暗
自喜了。

后来我又练了几天，终于学会了。在这些天里，我摔了无数
次，摔倒后又扶起自行车再继续，手上脚上都摔破了，青一
块，紫一块的，但是学会后心里乐滋滋的，可开心了。

我要感谢这本书，感谢它让我学到了那么多知识，感谢它让
我懂得了那么多道理，感谢它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

一个真正的强者，只能被摧毁而不能被击败!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
就是打不败他。”这经典的语句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笔下
的老渔夫说的，这正是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坚强意志的体现。

《 老人与海》是一部中篇小说，主要写了老渔夫桑堤亚哥一
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他不服输，终于在第85天
钓到一条大马林鱼。他与大马林鱼搏斗周旋，终于在两天两
夜之后杀死了鱼。可谁料，血腥味引来了一群一群的鲨鱼，
老人与鲨鱼进行激烈的搏斗，杀死了鲨鱼，把鱼骨头带回来，
原先嘲笑老人的渔民都赞叹不已。老渔夫身上那勇于面对困
难，逆境，暴力和面对死亡时的坚定、从容和智慧的精神值
得我们永远尊敬，让我们明白人们最高贵的自信。

“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
忍受得住的。”在这句话中我体会到老人把鱼既当成朋友，
又当成对手。他赞叹对手强大，毫不畏惧，他克服疲乏，制
服对手。不被困难折服，不向命运低头，正有大音乐家贝多
芬所说:“我可以被摧毁，但我不能被征服。可看出老人坦荡
磊落的内心，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当我读到“一个人并
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
他。”我体会到了老人勇敢面对死亡和失败，毫无气馁，不



向命运低头的骨气和尊严。

什么是骨气，什么是精神?精神一词，简简单单，却蕴含着深
刻的人生哲理，只有高尚的节操才配叫作精神。坚持不懈，
不被困难折服，这说来简单可是真正又有几人做到，老人便
做到了。他在与鱼搏斗的同时，还要抵抗身体带来的痛苦，
寒冷，饥饿，疲乏以及晕眩，但他都挺了下来。老人那毫不
畏惧、坚韧顽强、积极乐观的精神，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
眼前。老人他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孤军奋战无所惧，
刚毅顽强真英雄!"他坚强刚毅，面对痛苦和死亡无所畏惧，
在同严酷的生活进行惊心搏斗时，从不丧失人的尊严与勇气，
这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这无与伦比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

“ 坚持就能成功”，我也曾坚持过。便也成功了。还记得四
年级的时候，我回老家玩。妈妈见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便手
把手教我。在烈日炎炎下，我本可以坐在绿荫下乘凉，但我
毅然放弃，我在空地上坚持不懈地学自行车，摔倒了一次又
一次，脚踝处擦伤了五六处，甚至流出了血。看着大树下那
一片阴凉的地方，我猛地一推自行车，跑向大树。自行
车“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妈妈走过来，说:“你不是说要
学好自行车的吗，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我抱怨道:“学自行
车太难了，我不想学了。”妈妈皱了皱眉，语重心长地说老
师不是经常教你要坚持不懈吗?还有你最新学的《老人与海》
你不是总说要学习老人那永不放弃的精神吗，可现在呢?”我
一听，惭愧极了，连忙起来继续学自行车。我为自己打
气:“骑自行车有什么难的,再坚持一下不就会了吗。”终于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看看现在的我，骑得平平稳稳儿，要快
就快，要慢便慢，随心所欲。

《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在浅显易懂的故事里，蕴含着深刻
的人生哲理。它告诉我们要对自己有自信，相信自己，但还
要坚持，勤奋以及勤奋之外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