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后感 又是一年
芳草绿(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后感篇一

翻开那”残缺不齐"的日记本（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我实
在没那毅力坚持）日期显示四月，哇，遥远啊~那时的我正迷
迷忽忽的做着试卷，畅想着我两个月后的中考。好象没有太
多的感想，尽管老师家长都那么紧张，好象考试的不是我。

暑假吃了睡睡了吃，胖了不少。

8月末我踏进了一个新的.学校，陌生极了，但我满怀欣喜，
真的，当初是满怀欣喜的，毕竟一切都是空白。没多久开始
疯狂得想念，回忆（疯狂？夸张了点，没有什么能让我疯
狂~~~）开始觉得奇怪，是我变了吗？变得特别热血？后来我
觉得，回忆只是代表不喜欢现在。时间是个神奇的东西，于
是慢慢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喜欢一笔带过，看来我
曾经幻想过的一个学期就只剩下几盏红灯笼了。

之后……之后会怎样呢？又要分班，我讨厌分离，讨厌重新
开始，像玩游戏一样，死了就不重来，换一个玩，可这不是
游戏。

我的时间如流水般滑过指间………………



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后感篇二

那年初春，芳草绿时，你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小家庭中。霎时
佛光万丈，漫天的佛光道尽世事，世人皆知，你注定不平凡。

那年，你风华正茂，正是年少之时。只见，壮观的车队，藏
红的袍子，尘土飞扬，枯涩晦难的梵语一下子朝你涌来。你
必定是手足无措的吧！那些你难以想象，难以接近的事情一
下子朝你涌来。你，在父母殷切的盼望下，在同伴满心的羡
慕下，在邻亲热心的道贺下，你乘着车马，缓缓离开。

那年，你在绵延的雪山下，在万众瞩目下完成了坐床典礼。
从此，你成为了那无上的存在，披着无尽的荣耀，你是活佛！
你是人们心中的神，从那一刻起，你的身上便有了不可推卸
的重担。

那年，你年方十二，尚对世事懵懂不知。你轻轻地躺在草丛
中，少年啊！离乡的惆怅，一下子朝你涌来，泪珠点点打湿
了片片芳草。纵有锦衣玉食，纵罗绮溢目，又怎抵父母陪伴，
怎抵家的温暖。你大约未曾想到，那日为你拭泪的少女，会
住进你心中。

那年本站，你刚刚行完弱冠之礼，就想去找她。你怕是明白
了自己的心意吧！你不是神啊！你是人，是有自己感情的人，
你大约永远成不了活佛！

那年，你闭目殿中，不为吟诵，只为听她诵经的真言。

那年，你摇遍经筒，不为祈福，只为触摸她的指尖。

那年，你侧目花丛，不为欣赏，只为寻找她的身影。

那年，你跪拜在长安路上，不为觐见，只为贴近她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命运，只为来生与她结缘。

终于，那日，你在万众瞩目下又一次开口，吐出的却不是真
言，你说：“我要还俗。”可，你是活佛啊！就算你开口怎
样，就算你要还俗又怎样，你终还是活佛，你终究逃不了这
牢笼。

那年，你被那个当年将你奉为天人的男人，推下了宝座。从
此世间再无仓央嘉措。囚车摇摇晃晃，你仰望蓝天，闭上眼，
心中满是她的容颜。此生，大约再无可能见到她了吧！

你，定是回到了那连绵的雪山下，回到了那初识她的布达拉
宫吧！

又是一年芳草绿，你，可还好？

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后感篇三

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了一些。这个可也
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
为我悲观。悲观，所以我不能扳起面孔，大喊：“孤——刘
备！”我不能这样。一想到这样，我就要把自己笑毛咕了。
看着别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从脊梁沟上发麻，非笑不可。我
笑别人，因为我看不起自己。别人笑我，我觉得应该；说得
天好，我不过是脸上平润一点的猴子。我笑别人，往往招人
不愿意；不是别人的量小，而是不象我这样稀松，这样悲观。

这样，你瞧，我是无大志的人。我不想当皇上。最乐观的人
才敢作皇上，我没这份胆气。

有人说我很幽默，不敢当。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
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
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我跟谁



都说得来，可是他得愿意跟我说；他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
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不教训别人，也不听别
人的教训。幽默，据我这么想，不是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

也不是怎股子劲儿，我成了个写家。我的朋友德成粮店的写
帐先生也是写家，我跟他同等，并且管他叫二哥。既是个写
家，当然得写了。“风格即人”——还是“风格即驴”？一
一我是怎个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
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卖得出去
呢，多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呢。卖不出去呢，拉
例，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

稿子寄出去，有时候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连个回信
也没有。这，咱只好幽默；多喒见着那个骗子再说，见着他，
大概我们俩总有一个笑着去见阎王的。不过，这是不很多见
的，要不怎么我还没想自杀呢。常见的事是这个，稿子登出
去，酬金就睡着了，睡得还是挺香甜。直到我也睡着了，它
忽然来了，仿佛故意吓人玩。数目也惊人，它能使我觉得自
己不过值一毛五一斤，比猪肉还便宜呢。这个咱也不说什么，
国难期间，大家都得受点苦，人家开铺子的也不容易，掌柜
的吃肉，给咱点汤喝，就得念佛。是的，我是不能当皇上，
焚书坑掌柜的，咱没那个狠心，你看这个劲儿！不过，有人
想坑他们呢，我也不便拦着。

这么一来，可就有许多人看不起我。连好朋友都说：“伙计，
你也硬正着点，说你是为人类而写作，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
你太泄气了！”真的，我是泄气，我看高尔基的胡子可笑。
他老人家那股子自卖自夸的劲儿，打死我也学不来。人类要
等着我写文章才变体面了，那恐怕太晚了吧？我老觉得文学
是有用的；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
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我不能吆喝
我的作品是“人类改造丸”，我也不相信把文学杀死便天下
太平。我写就是了。



对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不拿她们当作宝贝。是呀，当写作的
时候，我是卖了力气，我想往好了写。可是一个人的天才与
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
时候。有的人呢，每一拿笔便想到自己是但丁，是莎士比亚。
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天才须有自信的心。我可不敢这样，
我的悲观使我看轻自己。我常想客观的估量估量自己的才力；
这不易作到，我究竟不能象别人看我看得那样清楚；好吧，
既不能十分看清楚了自己，也就不用装蒜，谦虚是必要的，
可是装蒜也大可以不必。

对作人，我也是这样。我不希望自己是个完人，也不故意的
招人家的骂。该求朋友的呢，就求；该给朋友作的呢，就作。
作的好不好，咱们大家凭良心。所以我很和气，见着谁都能
扯一套。可是，初次见面的人，我可是不大爱说话；特别是
见着女人，我简直张不开口，我怕说错了话。

在家里，我倒不十分怕太太，可是对别的女人老觉着恐慌，
我不大明白妇女的心理；要是信口开河的说，我不定说出什
么来呢，而妇女又爱挑眼。男人也有许多爱挑眼的，所以初
次见面，我不大愿开口。我最喜辩论，因为红着脖子粗着筋
的太不幽默。我最不喜欢好吹腾的人，可并不拒绝与这样的
人谈话；我不爱这样的人，但喜欢听他的吹。最好是听着他
吹，吹着吹着连他自己也忘了吹到什么地方去，那才有趣。

可喜的是有好几位生朋友都这么说：“没见着阁下的时候，
总以为阁下有八十多岁了。敢情阁下并不老。”是的，虽然
将奔四十的人，我倒还不老。因为对事轻淡，我心中不大藏
着计划，作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
多少显着年青一些。我悲观，但是不愿老声老气的悲观，那
近乎“虎事”。我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象朵春花将残
似的那样哀而不伤。我就怕什么“权威”咧，“大家”
咧，“大师”咧，等等老气横秋的字眼们。

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事”。



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
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比如说，一群小孩都在那
儿看变戏法儿，我也在那儿，单会有那么一两个七八岁的小
老头说：“这都是假的！”这叫我立刻走开，心里堵上一大
块。世界确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懂得早了，可是我
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假若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
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它也许是个神猫。

我不大爱说自己，这多少近乎“吹”。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
己的。不过，刚过完了年，心中还慌着，叫我写“人生于
世”，实在写不出，所以就近的拿自己当材料。万一将来我
不得已而作了皇上呢，这篇东西也许成为史料，等着瞧吧。

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后感篇四

一年四季，我最期待的是春天。夏天的酷热难耐，秋天的干
燥沉闷，冬天的寂寞无聊，都不及春天的那一抹新绿。可就
是这四季，构成了人世间的绝美背景，供我们上演着一出出
人生的悲喜离合。

恐惧像马蜂一样四散开来，叮住了人群。人们疯狂地抢购市
面上能买到的防护用品，普通医用口罩更是“一罩难求”。
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能够节省防护物资，宁可穿着厚
重的防护服睡在冰凉的地板上，就连女孩子也剪去了自己心
爱的长发，看着他们那一张张满是勒痕的脸，一双双泛白粗
糙的手，我暗自嗔怪自己的心过于活跃，不知怎的，总有点
潸然泪下的意思。想必他们的名字你比我更加知晓，也更加
铭记于心。

随着确诊人数的持续增加，武汉成了重灾区，整个城市也被
全面封锁了起来，各种资源紧缺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怎么办
呢？这时候，各地纷纷响应“支援武汉”的号召，不约而同
地派出医疗队驰援武汉，一批又一批的医疗物资被运送到抗



疫前线，一车又一车的民用物资被运送到湖北的各个地方。
农民将辛苦劳作一年的各种粮食和水果蔬菜满载一车，毫不
吝啬地全捐出去，许多匿名人士甩下一叠钱或口罩就走，就
连小孩们也拿出了自己的压岁钱。他们捐的仅仅是物资吗？
不，这更是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印证。此时此刻，中华儿女
团结一致，共同抗疫，我们的心从未靠得如此近过。

耄耋之年的钟南山院士，又一次奔赴了抗疫的前线，没有丝
毫犹豫，他对大家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去武汉，
可是，他去了！就在当时没票没车的情况下，他愣是想方设
法得去了本站。我不知道当时的他能够着急成什么样子，我
也不知道他想了多少办法才得到一张高铁餐车票，我不知
道……但我知道他这次是怀着必胜的决心去的。他那用责任
撑起的脊梁，感动了无数人，也鼓舞了无数人。可他也是和
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平凡人啊，他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
亲，他舍小家，为大家，他将很多家庭从死亡的边缘线上拉
回来，让他们能够重新团聚。

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像白衣天使那样，战斗在一线，
也不能像警察叔叔那样，守护在一个个关口，更不能像人民
战士那样，冲锋在最前方。我们能做的只有默默守候、静静
等待，不添乱、不捣乱。即使这样，疫情并没能阻止我们探
索明天的脚步，全国各地发起了“线上教学”的活动。老师
们摇身一变成了主播，为了顺利进行线上教学活动，老师们
屡出奇招：衣服撑成了手机支架，就连砖头也成了教学工具，
一跃成为老师们的新宠。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能够让
镜头对面的我们，上一堂好课吗！虽然在家学习的氛围并不
强烈，但时间的脚步并不会为你而停留，青春年少并不会再
重现。此刻，除了静静等待以外，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自
律和努力，这也是对辛勤老师们最好的回报了。

正是因为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有了最可人的好消息—疫情
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不知道举国上下怎样为此欢腾雀跃着，
但此时我身边的春天已然悄悄绽放，笑靥如花，惹得桃树都



冒出了自己的小花朵儿。想必桃花也是受了这欢闹气息的感
染，打自己心底里开出了这般灿烂的花儿吧！

就在这样无常又充满希望的人间，就在这绝美的四季里偏偏
有这么一个春天。

花像往年一样开了，草也像往年一样绿了，大地盛满了春意。
青色的小果缀在绿色的叶中，粉白的小花藏在红色的叶里，
一只白色的小狗跑过，卷起了几片被风吹落的落在草上的落
叶……天空似乎比以往蓝得更为纯净。

“又是一年芳草绿”。我所期待的这个春天，今年似乎格外
美丽。

又是一年芳草绿读后感篇五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见桃花满枝桠。

整日忙于复习备考，即使我不曾郊野踏青，也可以想像，三
月的春开出了怎样的一片灿然天地。

三月，春便来了，她踏着轻盈的脚步，无声无息地来了。她
悄悄地拂过大地，小草便冒出了头；她悄悄地拂过枝桠，嫩
芽便钻了出来；她悄悄地抚过人们的面颊，人们便醒了，伸
了伸懒腰。在这温柔的季节里，她在每个人的耳畔说：“播
下种子吧。”然后，她化作了一道春风、春雨。

春雨润如酥。小草渴了，嫩芽渴了，人们也渴了，春雨便来
了。飘飘洒洒的春雨，洒在大地上，洒在枝桠上，洒在人们
的脸上，让万物都喝了个饱，喝了个足，她便笑了，笑的好
灿烂。她轻轻地来了，她又悄悄地走了，春天的太阳要登场
了。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家都激动了。草儿一个劲儿地往外
钻，想冲破大地的束搏；芽儿争着往外冒，互不相让；花儿
争着本站开发。



河边的杨柳低垂着腰，柳叶在水面嬉戏。随着微风拂过，柳
树扭起了她动人的腰肢，仿佛在欢迎着春的到来。河面被春
风吹起了阵阵涟漪，一些嫩叶打着旋儿落在湖面上，像一艘
艘乘风破浪的帆船。一江春水，一片柔情，融化了寒冬留下
的顽固分子。

窄窄的山径边，草莓像精致的红灯笼。抬头看树梢的小芽，
极嫩的黄绿色里透出一派天真的粉红。山间静静绽放的二月
兰散出阵阵幽香，漫山遍野的野杜鹃开得正是烂漫，似是给
上峦披上了一层红嫁衣，那么耀眼。各式各半不知名的野花
竞争开放，红的，黄的，蓝的，紫的……桃花、梨花开了，
有些含苞待放地花骨朵还很害羞呢，藏在那新出的绿叶
下，“犹抱琵琶半遮面”，别有一番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