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种树的读后感 郭橐驼种树读后
感(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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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
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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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树的读后感篇一

郭橐驼把种树做行业，凡是长安为了玩赏而种树的富豪人家，
和卖果营生的人，都争先地请他来奉养。看郭橐驼种的树，
时常有迁徙的，却没有不活的，并且硕大茂盛，早生果实，
又是繁多。别的种树人，虽是照样的仿着他做，没有人能够
比得上他的。

有人去问他种树的秘诀，他回答道：“我不是能够使树木不
死，并且繁茂;不过能够顺从树木的天性罢了。大凡种植树木
的方法：它的根本要舒畅，它的培养要平稳，它的泥土要旧;
它的筑护要密;既然种好了，不要动它，不要虑它，离开了不
要再时时的回顾;种的时候很谨慎，种好了就像抛弃一样，那
么它的天然性格可以保全，所以我不过不去妨害它的.生长罢
了，不是教它早生果实并且繁多的。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
树根拳曲，泥土不旧;这培植的时候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即
使不是这样的人，便又因爱它太殷勤，忧它太过分，朝看夜
摸;已经离开了，还要回来再看;更厉害的人竟掐破它的树皮，
来验它的死活，摇它的树根，来看土的疏密，因此木的天性
一天一天的远离了。虽说爱它，其实害它;虽说忧它，其实与
它为敌;所以不能及我。我又哪里有别的能力呢?”

我听见种树的方法，就知道养人的道理。



种树的读后感篇二

这是一个很长的绘本，不需要太多的展开进行讲解，光是读，
就几乎需要一节课的时间。在绘本中这本书的文字量算是很
大了。其实故事很平淡，讲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种树的故事。
1913年我在普罗旺斯的一片荒漠中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
人五十五岁了，他在一片荒漠中种树，每天选出一百颗橡树
子，然后种下去，每天如此，种了一年，种下了三万多棵橡
树，其中有十分之一成活。然后他又种纵树，就这样一年一
年，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老人
还在种树，老人种的树距离他住的石头房子越来越远，几十
年过去了，我一次又一次去看这位老人，每次都发现这里的
树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环境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老
人也越来越老了，唯一不变的是老人一直在种树。

最后一次见到植树的老人是一九四五年，和第一次相比，已
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当年的荒原上，已经通了公共汽车，已
经形成了一个城镇，已经有了泉水。而老人种树，已经要到
距离这里四十公里以外了。这里被发现的这片森林，已经有
了护林员来管理。人们在这片曾经的荒原上面幸福的生活。
可是这一切和老人并没有什么关系，老人依旧在种树。在遥
远的远方在种树。这位种树的老人做到了只有上帝才能够做
到的事情。上帝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在平淡中开始，在
平淡中结束，可是却在每一个听故事的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
震撼!一个人的力量原来竟然有这么大，一个人竟然能够做出
这么了不起的事情来!这就是一个种树的男人的故事。

种树的读后感篇三

引用作者的话就是借植树能手郭橐驼之口，揭露当时社会的
一些弊端，阐发了"养民"治国的进步思想。但是我更觉得它
是一篇教育性的文章，是教育我们生存的一种正确人生态度！

文章中阐述了种树高手种树的经验:"凡植木本性，其本欲舒，



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
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意思就是种树的应顺应自
然规律，不可过多的去强求它的根本，既然已经种植完了，
就无需过多的去忧虑它的成长，一切顺应自然！待到时机成
熟，它必将成"材"！

然而有他植者不能及郭橐驼种树成就的原因却是:"1.根拳而
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2.爱之太殷，忧之太勤，
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3.抓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
观其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然看似很爱护他们的树，实
质上却在残害它的生存、阻碍它的生长。

同时我得感谢我的大语老师，是她教会了我们学习到如此好
的文章，在她的课上，我不曾敢浪费一分一妙，因为那都是
精华，都是激起学生学习的动力。她对事业的执着，对教育
工作的热情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心底深处！在此只想对她
说:"老师，您辛苦了！"。

种树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种树郭橐驼传》。

就拿我们来说吧，小学阶段行为习惯的培养就像种树之初一
样，正是要打好根基的重要阶段。只要有了良好的行为习惯，
长大就能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

种树如育人。家长们，请重点培养我们的好行为、好习惯吧，
只要把根基做好，我们一定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种树的读后感篇五

《种树郭橐驼传》中有很多难懂的句子和词汇，对于学生来
说想要了解全文的内容比较吃力，所以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分
享一下他的文章翻译。



郭橐驼，不知道这个名字如何得来。可能是因为他的背是驼
的，所以人们就这样叫他。可是他也不在意。任由人家这样
叫。他还认为，这个名字符合他的实际呢。

他的家乡是在丰乐，就是在长安的西边。他的职业是种果树。
他种的果树很茂盛，果树上结的果很丰硕，又大又甜，又多
又漂亮。即便是从外面移植到他果园里的果树，结的果也是
很好。其他种果的人就觉得奇怪，都想知道他又什么办法把
果树种得如此好。

问及种树的理念，他说，“种树要遵循种树的方法规则，按
照树木的天性来对待树木。种好了树，你不必再整饬它，就
让它在那里自由地生长。它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天性生长，它
就自然长得好啊。有些人不是这样，种好了，整天不放心，
总是这边鼓捣那边翘翘，甚至把树皮也刮来看看，完全遵照
自己的想法，不理会树木的天性，所以，树木就长得不好了。
而我呢，有它自由生发，我做我该做的，不做我不该做
的。”

问的人又问到：以种树来讲做官，你认为做官应该要怎么样？

这是一篇描写如何种树如何让树木结成丰硕的果实的文章。
里面用的是对话形式。主要是又农村人讲出的如何种树如何
让树木结成果。是一篇对话，但是从对话中种果树的过程悟
出做官要注意顺应大自然发展的规则，不可任意互为，最后
扰民坏事，劳而无果，甚至出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