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桃花的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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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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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的读后感篇一

自从读了《桃花心木》后，我明白了人一定不能养成依赖的
心。

刚开始接触《桃花心木》的时候，以为只是介绍这个东西的
样子、习性罢了，可后来我发现跟我想的并不一样，不仅仅
是简简单单的介绍它的形状，还得让桃花心木养成不依赖的
心。

如果你永远靠别人，就像依赖别人浇水的桃花心木一样，迟
早会枯萎。所以人一定不可以养成依赖的心。

人是为自己活下去，不是为别人活下去。

桃花的读后感篇二

《桃花心木》讲述了：作者看到一个人栽种桃花心木苗。奇
怪的是，这个人浇水的时间很不规律，而且浇水的量也是多
少不一。作者好奇地问那个种树人，才知道如果有规律地浇
水，树会慢慢地长得柔弱不堪，只有在不确定中生活成活率
才高，也会很强壮。

读了这篇文章，我在很多地方含有感触：我对种树人的一番
话有所感触：“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
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



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
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他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他
的观察细致，因此就了解了一些经验，使他种树种的更好。
生活中也一样，一个人一件事干多了，就会产生许多经验，
从而这件事就干得更好。

另一个就是我对“我”的一番理解深有感触：“不只是树，
人也是一样，再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这句话表现了作者极高
的领悟能力，可以由树联想到人，揭出了借物喻人的谜底。

我羡慕很多能自立的人，可我做不到，中国的孩子们也都做
不到。中国虽然有发展，但中国能比上美国吗？为什么，为
什么比不上美国？因为中国，因为中国的少年像被关在笼子
里的小鸟，被家长管着，浪费了童年，浪费了这个大好时光，
大家都听说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吧！为什么说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因为那些穷人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过独立
的生活，根本没有半点依赖家长的心，他们就像桃花心木树
苗一样，靠着自己找到它们必须拥有的水源，才能生活下去！

而现在每当孩子想帮家长做事时“去去去，学习去！”家长
都是以这句话回答孩子，爱孩子，就应该让他（她）去锻炼，
去拥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去面
对困难，去战胜胜困难；爱孩子，就应该解开学习之锁，到
大自然中去体验生活；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不要虚度
童年，外面的世界是美丽的，是精彩的；爱孩子，就应该让
孩子到社会中去分清是非，分清好坏，在社会站稳脚！

我认为我们只有脱离了父母的溺爱才能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桃花的读后感篇三

《桃花源记》陶渊明用淋漓尽致的'词句构造了一个多么宁静，
祥和，美丽的世界！读完后，细细品味，感触很深。



故事的开头，“忽逢桃花林”，这时眼前一亮，又往下
读“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暗暗感叹桃林的美丽，如果能
一饱眼福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渔人向前探去，一幅幅
如画的田园生活展现在眼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源中的人见渔人有好奇、惊异却不害怕，
反而热情的招待他。听完渔人的讲述，源中人送渔人离开，
却叫他不要与外人讲他们的事。当然，渔人没有承诺，可在
他寻找时却迷失了方向。后来名叫刘子骥的人也寻桃花源，
最终却寻病终。

我想，桃花源中的人为何不愿外人知道他们的事呢？而渔人
又为何违背诺言呢？原来这一切皆因渔人的“具言所闻“”。
那时苛捐杂税繁重，连年战事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
说起严苛的捐税和残暴的统治并不是那时才有的。早在春秋
时期，孔子见一妇人，因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被老虎咬死而痛
哭，他问妇人为啥不搬走，结果妇人却说无苛政，原来残暴
的统治，严苛的捐税远比老虎要可怕。

桃花源的生活是和平安逸，没有战争，并且环境优美。所以
桃花源中的人并不愿意有人来打扰他们的生活。可谁又不向
往这样美好悠闲的生活呢？于是渔人回去便告诉了太守，也
想与桃花园中的人同往。

因此，我们不能让这种丑陋继续蔓延下去，我们要创造一个
全新的社会，把坏思想排斥出去。我们要根生蒂固的维护国
家之间的友谊，继续促进国家之间的友谊，像“地球村”一
样互通无阻，和平共处。这样，地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
的“桃花源”。

桃花的读后感篇四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经验，会锻炼出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我的摘录本里摘抄着这样一个句子。
每当我翻开摘录本看到这句话时，我就会想起《桃花心木》



这篇文章。

《桃花心木》主要内容是写：乡下老家屋旁的空地上种着许
多桃花心木苗，种树人给树浇水不是定时定量的，而是模仿
老天下雨，让桃花心木在不确定中长成百年大树。

文章最后提到人和树一样，也要在你不确定中生活，在不确
定中，深化了对环境的感觉与情感的感知，就能学会把很少
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以前，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在学习中一遇到难一点的题，就
马上问爸爸，爸爸老说我不爱动脑，依赖别人。我听了总是
嘟着嘴说：“不懂就问嘛！”但自从我读了这篇文章后，我
深有感触。对啊！我平时老依赖爸爸，养成了依赖心理，要
是考试时碰上了一道难题，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决心改了这
个毛病。现在，遇到难题，我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实在不
会了，再问爸爸，爸爸说我变了，懂得独立思考了！

我们就如同小鸟，鸟巢是我们温暖的家，我们这些小鸟总不
能整天待在巢里，笋父母捕食回来就吃吧！假如有一天，父
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留下我们，那我们这些小鸟该怎么办？
又不会独立生活，只有等白白饿死了！

无论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学会独立自主。

桃花的读后感篇五

品读《桃花源记》，我们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的一颗赤子之心。
我们在羡慕桃花源宁静、和谐的生活的同时，也能想到一些
不可避免的问题，从而体会作者写作时的心情。

考虑到种种疑点，我们可以知道，宛如仙境般的桃花源是不
可能存在的。陶渊明身处乱世之中，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希望老百姓不受剥削和压迫，不会流



离失所，不用躲避战乱。他希望老百姓安居乐业，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我们不禁感叹，在那个乱世之中，他的幻想多么
美好啊！这是所有老百姓的心声吧。

现在，陶渊明所向往的已经一一实现。如果他知道，一定会
很欣慰吧。

桃花的读后感篇六

有一种植物生活在沙漠里，叫做骆驼刺，因为沙漠雨水稀少，
所以骆驼刺只能把自己的根伸进深深的泥土里寻找水源努力
生长。

大树如此，小小的野生植物如此，人也是如此。人是在不确
定的环境里生存长大的，只有练就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才能
更顽强地、更健康地生长。

我还听过一个故事。有两只猫，一只非常懒惰，而另一只则
非常的勤快。猫妈妈叮嘱两只猫，一定要学会捕鼠、爬树和
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懒惰的猫什么也不学，整天趴在地上
睡大觉，吃猫妈妈捕来的食物。而那只勤快的猫每天都在练
习生存的基本功。后来猫妈妈去世了，两只猫没有了依靠。
有一天，懒惰的猫和勤快的猫遇到了两条恶狗，勤快的猫一
下子窜到了树上，逃离了危险。而那只懒惰的猫被两只狗撕
咬得全身受伤，落下个死无全尸的悲惨下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会独立。如果不学会独立，在这个强
肉弱食的社会很难生活下去。

我们之所以要独立，是因为我们不能时时刻刻都被别人捧在
手掌心，不能时时刻刻都能得到别人的指导。我们必须要学
会自立，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从容克服各种困难。
有个人总是依赖家人，连米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从来不会照
顾自己，结果闹了不少笑话。笑过之后，我们也需深思。经



过磨难的人才能提高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没经过一点磨难
的人是不会有一颗独立的心的。

在《传习录》有句话，“种树者必培其根”。树养其根，人
应该养其心。学会独立才能对心进行磨练，人有一颗强大的
心才不会拖累社会，才会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所以，向着我们独立自主的目标进发吧!

桃花的读后感篇七

逆境之中梦想永存。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美妙而又奇神奇的'世界中一
只小碟破茧而出，它飞过草木，越过山川，来到了溪流的尽
头。这是一个漫山遍野尽是桃粉的绮丽世界，仿佛是那个战
乱年代最后一片和平之地。这里没有纷争，没有战乱，有的
只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或＂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还有＂黄发垂髫，怡然自得＂。

在这首诗中，我们仿佛能看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鸭先知”的明媚，“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作
文的热情，“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如痴如
醉，而这与当时的世界完全背道而驰而这来自美好的向往之
情，更是一种摆脱了肉体，越过了现实的一种超脱，能在逆
境之中怀揣的一份天真。

在现在这个繁忙的社会我们来不及也没有时间怀有梦，我们
只知道每天按时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从没有想过理想是什
么追求是什么。当一块面包和未来的一亿美金中让你选择，
你会毫无犹豫的选择那块面包，因为那是你需要的东西，而
不是最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干
大事者必须怀有崇高的理想。马云说过，当中国每一个人都
怀有梦想时，中国将会变得无比强大。梦是一个人毕生所及



却又可能可望而不可达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不应迫于现实
而停止对梦的的追寻。每个人都应怀揣着一个梦，并向梦和
远方奔去。

桃花的读后感篇八

我曾经我们学过一篇叫《桃花心木》的课文，它是通过一篇
关于教育发展人们自强不息的文章，具有影响很深的哲理。

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空地上种了桃花心木树苗，
但“我”看到他不规则地浇水，每次浇水的水量都不一样。
我很困惑。 想，他应该是个很忙的人。 但忙碌的人怎么能
做得这么马虎？ 后来，我想，他应该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但他为什么来水红木？ 有一次，“我”看见他又来了，就跑
过去问他：你为什么不定时浇水，又要多少水？ “因为经常
浇水是为了让红木有一颗独立的心，”他说。 不同的是我在
模仿雨。” “我”知道他的作文是让红木学会自强，学会适
应环境。

草扎根在岩石上，在冬季盛开的梅花，松柏微笑在寒冷的，
这表明什么精神？ - 自我提升。

自强，我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一起发展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让我不断超越我们自己。

桃花的读后感篇九

有位哲人说过：“人的一天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想。”这
句话是不是也能够理解成“人的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幻
想”。别人幻想的是什么我不明白，然而陶渊明把他的理想
世界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那是一个花繁叶茂的地方，那里
没有阶级之分，每一个人的收获都同他们的付出成正比，他
们用自我的双手创造一切，虽是浓郁的鱼乡之气，却也饱含
人情味。



这种唯美的社会风气几千年来都未构成，原因很多，而我也
悟出其中一个，那就是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或许我这样说
太偏激了，毕竟我的社交圈只有这么点，我看到的只有这么
多，其他的美丽或丑恶我都闻所未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
只能很浅显地谈。

有势就高高在上的伪君子……这一切自然并非我亲眼所见，
不然我会更愤世嫉俗些，但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却开始让我怀
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确实，往往我所看到的都是那些浮于
表面的东西，因为我浮在表面，浑浊的水域让一切都看不清
楚，于是那些遥远的脸总是显得很亲切，因为没有人明白那
究竟是不是一张面具，至于面具下面的嘴脸就更看不清了，
而我也不想去探个究竟。浮在上面有浮在上面的好处，那些
污秽、丑陋、不堪入目的东西就能够眼不见为净。虽然我明
白这是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当我要触及它们的时候我并不能
像想象的那样，大义凛然地撕毁来者的面具，我怕看到我不
愿意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只有逃，逃得越远越好。

所以，当我看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时候，我无法不被
这种世外桃源的景色、安居乐业的人们、快乐和平的生活所
深深折服。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拥有享受自由
与平等的权利，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与世无争的
平静生活。这一切竟让如今的我深深向往。虽是虚构的世界，
却给了我无限的畅想空间，似乎那些沉于水底的黑暗社会只
是我做的一个恶梦，梦醒了，窗外依旧是生机盎然的大地美
景。我再没有任何奢望，只是请求：“主啊，让我的梦快醒
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