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王读后感悟(大全9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
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老王读后感悟篇一

《老王》的作者一直给予老王自己认为，他所需要的物
品――钱。钱真的是世界上的通行证，钱限制了我们的潜能
的挖掘与发挥，所以这世界才会进步如此之缓慢，如爱因斯
坦一样伟大的数学家，因为钱是或生活所迫，隐藏在哪个竹
林之中当个隐士或普通人，人们口中所念是钱与人所见是钱
心中所想，还是钱正如流浪地球中写到也许多年之后，人们
生活中并不需要钱了，因为技术和科技大大提升并不需要为
食物而烦恼。

能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我至今都未知晓。

《老王》可谓是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啊！

老王读后感悟篇二

老王，一个正直善良的车夫，一个无依无靠的百姓，一个备
受嘲讽的穷人。命运的冷酷无情让他失去了明亮的眼睛，却
仍未撕碎他朴实诚恳的内心。

杨绛，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一个出身高贵的教授，一个遭
受迫害的名人，命运的恶略残忍让她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却
仍未摧残她尊重他人的本性。

命运，让两个人见面，他们看似没有什么交集。但交往中的



每一个言行都透露了老王对杨绛的关心。对于杨绛来说，老
王只是一个普通的车夫，她只不过是处于同情和一颗怜悯之
心去看待他。殊不知，对于老王来说，被人理解是如此宝贵。

重读《老王》，老王与杨绛的形象跃然纸上。似乎两人的见
面是一种天意，想使杨绛有个安慰，或许也是想让老王在乱
世中交个他自认为的朋友。两全其美的办法有且只有这一个。

老王，给杨绛家主动代送水，并且价格减半。在钱先生病时，
骑车送到了医院，还体贴的为杨先生着想，怕他没有钱。如
果说这是对杨绛的一种可怜，但老王自己已经穷的只剩下一
辆破板车赖以糊口。啊！这是一种何等付出，不求回报，不
记得失。我一直觉得老王很悲惨，这么好的人竟然遭受如此
折磨，如此不幸。是纯粹的不走运？还是做了一件恶事遭到
了报应？我想都不是，这是命运对他的考验，在逆境中生活，
又受到冷嘲热讽，终究会有一个尊重者来到，这个人就是杨
绛。

她认为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物，却是老王积攒多年所换得的。
所以，当我在读到杨绛对老王愧怍时，就想到如果一个人挣
扎在贫穷的底层，却尽全力的帮我，我也会感到愧怍。

命运，神奇无比。它让两个相同而又不同的人相遇。磨练他
们，让他们在乱世中体会到人性的温暖，尊重与平等。这样，
当他们再次相遇时，会觉得无比的幸福与温和。因为那里再
没有动荡的社会，败落的人们，只有和谐，安详与一片宁静。

老王读后感悟篇三

这个双休日，姜老大让我们读一篇文章——《老王》，这是
一篇感人的文章，使我印象深刻，看似无道理，其实隐藏着
许多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让我有了很大的感悟。

“我”时常坐老王的三轮，他几乎没有亲人，有一只眼是瞎



的，因为这个，所以乘客不愿乘他的车，但是在“我们”熟
识的当中，他是最老实的，而且他乐于助人。后来老王得了
病，“我们”送钱给他，他却坚决不要，千言万语他终于拿
了钱可还不大放心。后来他病越来越严重，老王在自己生病
的情况下，把新鲜的鸡蛋和香油送给了“我们”，却没有告
诉我们病情，也许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要在生活的
最后时刻来感谢曾经一直关心和照顾他的人吧。

记得其中有一句“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
忆里多得数不完”，其实不是鸡蛋数不玩，而是因为老王沉
甸甸的情谊数不清哪!

文章不仅是为了表现出老王的无私和善良，其实真正要体现
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啊!

老王读后感悟篇四

老王,贫穷.他仅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为生,住在塌败的小屋里,
没有什么亲人,有一只眼睛是“田螺眼”,另一只还有夜盲症.
生病了,花钱不知吃了什么药,总不见好.老王,真是一个不幸
者。

老王,善良.老王送的冰比他前任大一倍,冰价相等,“他没有
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大概压根没有想到这点”,他送默
存去医院却不肯收钱,他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
边缘,好像有了这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在弥留之际,
把好香油和大鸡蛋慷慨送给了杨绛()。这样的人少有了。

每当读到老王给“我”送鸡蛋和香油这儿,我的心都为之震撼.
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两只眼上都借着一层
翳”,“简直像从棺材里倒出来的”“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
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岁月的年轮和病魔的缠
绕让不幸者的不幸表面化,显得更加不幸,让“我”感到害怕,
感到“不安”,感到“愧怍”.生活非常拮据且病重的老王,却



能慷慨地送给别人好香油和大鸡蛋,这些应该是他自己没有吃
过或是舍不得吃的,即使他现在生病了.老王真是一个好人。

读了《老王》,读到了他的不幸,更读到了他的善良与朴实,再
贫困也阻碍不了他的热心肠,现在这样的人真的不多了,当读
到了老王,又给心上增添了一丝暖意,一丝感动,让我们也多为
不幸者多做些什么吧。

老王读后感悟篇五

钟声，是钟声！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钟吗？杨绛想。可协和医
院怎么会有钟声呢？她想再向床边看护的人们看一眼，却已
不能了。她感到自己像是飞起来，不知从何而来的曼妙音乐
化作天使，带着灿烂的笑容殷勤地围了过来。她眼前的景象
模糊了起来，逐渐消失不见，只剩一片纯净的白。假如老王
还活着，他回来看我吗？不知为什么，杨绛想到。

当白光散去，她惊奇地发现，她“站”在水上。这就是死后
的世界吗？她心想。眼前的世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湖面，湖
是那么平静，没有一丝涟漪；就那么清澈，倒更像是一面明
镜。这面明镜反射着同样蓝的单纯的天，甚至使人分不清哪
里是湖，哪里是云。

她用脚轻轻触碰湖面，湖水顿时以她的脚尖为中心，荡开了
水波，向四周广阔的湖面散开，形成一个个同心圆。水波向
天际散去，而一朵白云像是应了召唤，自天际飞来，并在杨
绛身前停下。白云下坐着一个青年，笑着看向她，像是在说：
“你还认得我吗？”在青年的眉宇间，杨绛感到了一种熟悉
的气息，她一下想起来这位故人——这个蹬三轮的老王。

曾经单纯的世界一下复杂了。那个直僵僵的老王、那个滞笨
的老王，那个濒死的老王似乎一下子又附在了眼前的青年身
上。而那破败的三轮，又似乎与那朵洁白的白云形成了重影。
此时此刻，纯正的天透出了恐惧的黑，紧张的紫，变得波诡



云谲；平静的湖面翻起巨浪，卷起漩涡。杨绛与老王就在湖
与天之间对望着。

老王说话了：“钱先生和钱小姐都向前去了。他们是有大学
识的人，耐不住虚度光阴的寂寞。定要有人等您啊！我也没
什么宏图大志，就在此等您是了，算我对您的一份报答
吧！”

说着，他伸出手，像是要扶杨绛到云上来。

出于人最本能的恐惧，望着老王像僵尸一样可怖的重影，她
向后退了半步；接着，出于人性善的一面，出于对老王的愧
怍，出于对老王的感激，她迈上了一步。当她的指尖与他的
指尖相触，一切波诡云谲，一切巨浪与重影都在顷刻消散，
世界重归美好单纯。

这就是人性中善的力量。它总能冲破一切黑暗，拨云见日，
给秉持它的人以光明。

老王读后感悟篇六

缓缓地合上杨绛先生的《老王》这篇文章，望着远方阴暗的
天空，我心中感慨万分。

老王，一个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一个不幸的人：自己没有
亲人、只能住在破败的屋里。家，没有。自己唯一的希望就
寄托在一辆破烂的三轮车上。可惜，因为他一只眼瞎了，另
一只也有病，连别人都不愿坐他的车，甚至诽谤他。生活贫
困潦倒。

即使这样，也不能影响他人性的光辉，生活没有让他屈服，
他没有一辈子做生活的奴隶。反而帮杨绛家送冰，送作者丈
夫去医院又不肯收钱，逝世前一天，也靠着仅有的一点意志
拖着重病的身子向杨绛表示谢意，最后才安然离世。



老王尽管命运坎坷，却不忘关心他人，其它车夫的那些恶习
他都没染上，或者根本没想到。在本站文中，钱，成为一面
镜子，照出了老王不慕钱财﹑忠厚老实﹑知恩图报的优秀品
质。这些品质像金子般闪耀在他的身上，成为老王的财富。
是任何人不可劫掠的。

老王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正是这种平凡才让我们觉得真
实，倍感不凡。他一生充满了苦难，然而，他用自己的双手，
活出了人生的尊严，赢得了杨绛一家的尊重。平淡而不平庸，
平凡而能平静。“善良的心地，就是黄金。”老王的品质如
金子般地发光发亮，照亮了作者的人生，也照亮了我们的人
生。

老王读后感悟篇七

从课文写《老王》的生活片断可以看出，老王穷苦卑微却纯
朴善良。他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
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
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苦伶仃。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
破烂烂的，他的眼睛又不好，一生凄凉艰难，是一个生活在
社会底层的不幸者。但是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
心人。他需要钱，可是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
感情，讲仁义，常愿意尽义务，或者少收钱，是一个精神上
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极其纯朴的好人。

作者对老王这样的不幸者不是冷漠、蔑视而是本着平等观念
和人道主义精神去关心、爱护他。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
给他大瓶鱼肝油。老王的善良也有许多表现：愿意给我们带
送冰决，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
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老王的善良更表现在，受了人
家的好处，总也不忘，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
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



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
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
所有这些，都是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老王读后感悟篇八

星期五下午我在大操场听感恩的心后的故事你们，像知道吗？
我猜你们想知道。我来跟你们说吧！

从前我们的宝岛有一对公公。婆婆重男轻女一天他们的媳妇
怀孕了已经五个月的时候他们带他们的媳妇去医院去检查发
现是一个女孩于是他们对他们的媳妇说你生的是一个怪胎得
打掉。一天她去医院医生对她说：“你怀的是女孩。”她回
家请求公公。婆婆让他生下来这个孩子。她求了很久公公。
婆婆才答应她让她生下这个孩子。孩子生下来了。孩子三岁
了。还不会叫妈妈。去医院检查这孩子是一个哑巴。公公。
婆婆离开了这对夫妇，一天她的父亲开车出来车祸死了。只
有她和她的女孩。他妈妈早出晚回，每次回家都带回一块年
糕，年糕对于一个穷人家已经是最大的享受了。女孩就这样
读完了小学。初中。大学就在女孩读完大学的时候已经可以
找一份工作了。

中午她已经煮好了饭菜等着妈妈回来，已经到了晚上下起了
大雨，天渐渐的亮了，可是雨还没停，已经到了中午妈妈还
没回来，她不放心妈妈于是出去找妈妈，她走几步摔一跤，
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身影倒在地上，这就是她的妈妈，妈妈
手里抓着年糕和一个纸。一个音乐家走过写下来这首歌给了
她为纪念她的妈妈这就是《感恩的心》的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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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读后感悟篇九

整体外观是优雅，有力，速度快。法老王猎犬是一种中型犬，
血统高贵，轮廓鲜明，线条优美。动作非常平稳、迅速、舒
展、轻松，表情警惕。它出色的捕猫技巧以及与人之间的默
契关系，是我们如今了解和研究犬类历史不可多得的财富与
瑰宝。警惕而活跃，非常忠实而敏锐的优秀猎犬，视觉和嗅
觉都很好。

目录简介外观性格特征用途变化收缩展开简介

历史起源

法老王猎犬是最古老的犬种之一，一般认为源自埃及。早在
四千年前，在古埃及画像中就出现了样貌极其类似的犬种，
而在古埃及的文献，甚至象形文字中，也可找到它们的踪迹。
它们一度是历代古埃及王的宠儿。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埃及国
王图腾哈门（tutankhamen）偏爱一头法老王猎犬，甚至狗死
以后，他命令将爱犬以上等的亚麻布包裹，搽上香膏等放进
棺木里，好让它在神的面前取得荣耀。可以想像法老王猎犬
当时尊贵的地位。其后法老王猎犬被腓尼基商人带到马耳他
岛，虽然经过二千多年的繁殖和演变，现今这犬种仍保留其
原始种性和埃及祖先的样貌。在马耳他，法老王猎犬成为猎
兔的能手，因此它们又被称为猎兔犬。一九七九年，马耳他
政府更宣告这犬种成为国犬，并发行刻有其肖像的银币作纪
念。一九六八年被引进到英国，一九八三年美国样狗人俱乐
部（akc）正式予以承认。法老王猎犬的一大特色，莫过于一双
漂亮的琥珀色眼睛，当它们开心或兴奋的时候，鼻子和耳朵



会转为深玫瑰色，怪不得在古埃及时代的一封信中，对它们
有这样的形容：它们脸上泛起红光，犹如神一样。凭着本身
的高速、机警的头脑、敏捷的身手，加上锐敏的眼力和嗅觉，
法老王猎犬是出色狩猎能手。

性情

优雅的外表和无穷的动力在这犬种身上表露无遗。它们：聪
明，友善亲切，感情丰富，顽皮且警惕而活跃，非常忠实而
敏锐，视觉和嗅觉都很好，是一种十分优秀的猎犬。尤其喜
爱小孩子。它们喜欢漫游嬉戏，渴望得到人类的注意。

外观

整体外观是优雅，有力，敏捷快速。法老王猎犬血统高贵，
轮廓鲜明，线条优美。动作非常平稳、迅速、舒展、轻松，
表情警惕。眼睛琥珀色，与被毛颜色相称，卵形，位置略深，
眼神锐利而聪明。耳朵位置为中等高度，警惕时，耳朵直立，
但非常灵活，耳根部宽，耳朵大而细腻。脑袋较长，倾斜，
且轮廓分明。前脸的长度略大于脑袋，脑袋的轮廓与口部平
行，头部呈钝楔形。头部保持高高昂起的姿势，步幅相当大，
而没有任何吃力的迹象。鼻镜肉色，与被毛颜色相称，没有
其他颜色。颈部比较长，倾斜，肌肉发达，轻微地圆拱，使
头部高高昂起。喉咙线条整洁。背线差不多是笔直的。肩胛
长而向后倾斜，结实。肘部角度恰当。身躯柔韧，胸深差不
多达到肘部。肋骨支撑良好。从臀部处到尾根处略微倾斜。
尾巴适度上提。尾巴位置适中，根部相当粗，尖端细，象鞭
子一样，休息时下垂，延伸到飞节处。运动时，尾巴举起且
弯曲。尾巴不能夹在两腿中间。关节发达且稳固，既不向内
弯，也不向外翻。前腿直而彼此平行。f骨结实。足爪既不是
猫足、也不是兔足，但很结实；脚垫厚实。后躯结实而肌肉
发达。后肢彼此平行。膝关节适度后掠，第二节大腿清晰。
足爪与前肢相同。步态舒展、流畅；腿和足爪在与身体行进
方相同方向的直线上运动。被毛短而有光泽，从细腻而紧贴



身体到略显粗糙都可以，没有饰毛。颜色从鲜艳的褐色到栗
色，白色斑纹一般出现在如下位置：尾巴尖（十分理想）、
胸前（称为“星斑”）、白色足爪、脸部中间出现白筋。其
他白色斑纹被认为不受欢迎。在颈部背面、肩部、背部或身
体两侧的部分区域有纯白色斑块，则被认为是缺陷。

性格特征用途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