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哭泣骆驼读后感(模板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哭泣骆驼读后感篇一

这个电影在大学的时候看过，不同的时间段观看有不一样的
感受，这就是岁月、经历造就了我们丰富的人生。电影从爷
爷口中的传说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骆驼头上是长角长
茸的，鹿跟骆驼借去了角玩去了，再也没有还回来，骆驼就
一直看着地平线，等待着……”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仅仅是一个传说，就像每个故事的
开始似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了传说的故事才更美丽一
样，但这样的一个传说似乎又显得有一些单薄，然而当我再
次看完了这部电影，我明白了许多，骆驼本就生活在隔壁与
草原的交界地，它们从不喜欢繁闹，尽管我曾在王城公园看
到骆驼，但它的表现是没有一丝心甘情愿的。

先来了解一下这部影片的剧情：春天来到蒙古南部这片寂寞
的沙漠，一个游牧家庭迎来了一年中骆驼产崽的最繁忙的时
期。一只母骆驼遭遇了难产，在牧羊人的帮助下，它艰难地
产下了一头非常罕见的白骆驼。这只母骆驼拒绝接受这个可
怜的新生儿，拒绝让它分享自己的奶水和母爱。如果这种情
况继续持续下去，这只幼驼将会死去，为了拯救这只骆驼，
牧羊人派出了自己两个年轻的孩子去穿越危险的沙漠去寻找
一名乐师，他是拯救这只小骆驼的唯一的希望。在最后的时
刻，这名民族乐器演奏者被带来这里，有了他的演奏，一个
原始的拯救幼驼的仪式开始了，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和一名



妇女充满爱意的歌声，这只母骆驼开始逐渐被感化，当幼驼
被再次带到她的身边的时候，它也流出了泪水，并且开始用
自己的乳汁拯救这只濒临死亡的幼儿。

游牧民族，这个人们向往喜爱的民族，他们自由、豁达、坦
荡，与青山绿水为伴，与成群牛马为伍，在幸福、快乐和与
世无争中生活着，然而这部电影却推翻了我曾经的向往，曾
经对游牧民族的羡慕嫉妒恨。没有青山绿水，只有荒漠雪山，
我不敢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影评600字是否还能生下来，活
下去。

电影刚开始时所展现出的环境以及电影的名字《哭泣的骆驼》
给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部以环境恶化，动物哭泣为主题，
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批判环境被人们恶化的电影。当我看
完整部电影之后便觉得自己是无知的，并不是所有的电影都
是那样俗气。每部电影都有让人不解的情节，明明是自己的
孩子，但当她自己的孩子濒临死亡时，母骆驼却依旧不让自
己的孩子吃奶来维持弱小的生命时，我有太多太多的不可思
议。人之一世，无非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情情相
惜，情情不离。从前，在我的印象中，有太多的动物之间的
情的事例来引发人之间的情，并在这现实社会的熏染下，于
是便让我认为动物会比人更有情，然而这部纪录片完全颠覆
了我的常规。瞬间我的心似乎塌陷了，从始至终的想要反省
自己，是不是我把社会想的太过混沌，还是我真的丢失了那
该有的纯真。

哭泣骆驼读后感篇二

煜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耕种田地六十多亩，皆为水浇
地，终年忙碌庄稼，收入颇丰，从不外出务工。育有子女三
个，两女一男，先后考取重点大学，毕业后，两女在外地工
作且厂家在外地，儿子也在外省工作成家，煜祺夫妻将青春
献给了肥沃的黑土地，人生暮年，依旧在田地里耕作余生，
未曾走出过所辖的县城。



煜祺在外省工作的儿子浩宇婚后第三年生育一女儿，夫妻皆
忙于上班，孩子无人照顾，无奈，煜祺让妻子漫雪去帮儿子
照顾孙子，自己孤身守家务农庄稼。煜祺一人打理六十多亩
水浇地，委实有些辛苦，一年四季，季季繁忙，月月繁忙，
日日繁忙，不得闲暇，总做不完庄稼地里的活生。忙完农活，
回家还要动手做饭，料理家务，实在没有空闲休息，终日奔
波忙碌于田间和家务，着实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漫雪自到
儿子住处就未曾适应过，城里人讲究多，忌讳多，规矩多，
很是不自在，很难融为一体。漫雪带孙子不辛苦，辛苦在难
以迎合儿媳的多变无常上。孙子的穿着嫌不新潮，不干净；
嫌弃家里的卫生布置土气俗气；嫌弃婆婆做的饭菜不合口，
没有酒店的味道和视觉效果，提不起食欲；嫌弃婆婆穿着打
扮土气，举手投足不顺眼，不待爱见。漫雪没去过大城市，
到了大城市眼花心慌，不知所措，惴惴不安。白天想带孙子
到小区外转悠转悠，看看大城市的模样，又担心迷路寻不回
家，只好憋屈的在小区广场和家里移动转悠。家里的新潮电
器不会使用，听听音乐，看看彩色大彩电皆成奢望；午间和
夜晚的空间，是儿子儿媳孙子的.乐园，漫雪独居卧室数着星
星入睡，终日机械木讷的煎熬着分分秒秒度日，每一分每一
秒皆伴着心跳。忙惯了的漫雪，总也闲不住，做过的家务总
也记不清楚，一遍一遍的反复着做，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做，
一旦歇息，心里便空落落的，焦急难耐。每年年底待儿子儿
媳放下休息方可回家，回到乡下自己的家里，格外亲切，格
外舒适，心情格外愉快。漫雪照顾孙子三年，直至上幼儿园
才回到乡下自己的家里，漫雪煜祺照旧务农田地，照旧没日
没夜的忙活。儿子儿媳孙子极少回老家，极少同父母视频。

父母守着忙碌艰辛，顶着疲惫寂寞，忍着病痛苍老，耕种着
岁月播种着人生，父母弓一样的身板承载着过往今昔，不晓
在子女眼中是风景还是记忆，是笑谈还是警示！父母心空乌
云覆，阳光滋润古来稀！



哭泣骆驼读后感篇三

人，万物之灵，是所有动物中智商最高，身体机能最多的动
物。而人类却不懂得节约，乱砍乱伐，滥杀动物，导致地球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温度上升，南北极的冰盖迅速融化。
生态系统被破坏，沙漠越来越多。最后将会害到自己。

小说《哭泣的骆驼》就是一个例子，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摄
影师在沙漠中迷了路，找到了一个骆驼，它带他走出了沙漠。
摄影师没有感谢骆驼，却为了私欲，把他训练成一个机械的
动物。他一直跪在地上，如果人骑在它身上，它便站起来，
眼望远方，让摄影师照相。摄影师一门心思在干自己所谓的
大事业，却无视骆驼生存的自由。最后，骆驼因为向往自由，
跳到了它认为是“湖”的石灰池里烧死了。

在这里，我呼吁全世界：行动起来吧！让世界不再充满伤害，
让世界充满和谐！

哭泣骆驼读后感篇四

书中的这只骆驼原本是生活在沙漠的。因为救了一个摄影师
而改变了它一生的命运。这只骆驼救了摄影师后摄影师利用
这可怜的骆驼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摄影师不但不感
谢反而请人在它的背上拍照赚钱。看到这里我思绪万千。人
们啊你们为什么不站在动物的立去替它们想想呢？它们也是
有生命的。难道它们没有父母、妻儿、朋友、伙伴吗？你们
为什么一定要逼迫它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呢？那儿有它们最美
好的回忆。难道是为了“钱财”这两个字吗？我记得古人说过
“钱财乃身外之物”。为什么一定要呢？即使这样可以上班
去挣啊。有些人为了钱甚至去捕杀珍稀动物得到它们的皮毛、
牙齿。好在现在动物们有了法律的保护、法律的保障可以自
由快乐地生活了。不过还是有少许的人为了钱去捕杀动物。
在此我向全世界呼吁：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我们要互相依赖、依赖让我们一起共创美好家园吧！



读《哭泣的骆驼》和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
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
界。在图书馆借到三毛的《哭泣的骆驼》淡蓝色封面上用红
字写着“三毛作品集”透着古朴、凝重之感。像感情很深重
的人仿佛它的记忆和故事需要找一个愿意倾听的人来诉说。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流行前卫的时代是否还有人记得
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作品？这些作者的生活经历在如今看来
似乎与我们这个时代挂不上钩。但我依旧会去怀念和重温他
们的作品至少在我看来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值得让人永远怀念
和记忆的东西。1973年三毛于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与
荷西公证结婚。初来大漠她用自己的相机拍下当地人的生活
形态。却意外受到当地人的指责在这个物质贫乏的地区思想
落后的当地人认为：相机会收人类的`灵魂。不仅如此他们对
镜子充满了好奇。对此三毛在《收魂记》里有一段这样的感
慨：“物质的文明对人类并不能说是必要但是在我们同样生
活着的地球上居然还有连镜子都没有看过的人的确令我惊愕
交加继而对他们无由的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样的无知只是地理
环境的限制还是人为的因素？”

哭泣骆驼读后感篇五

听，骆驼在哭泣！——你听到了吗？骆驼在说：“救救我
吧！”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要让不知情的你也知道！

——题记

印象中的骆驼一直都是全身披着棕黄色的毛，毛又浓又密，
肥大的双峰，结实健壮的身躯，大大的眼睛，无忧无虑地吃
着草。可是，当我在读《哭泣的骆驼》这篇文章时，展现在
我眼前的竟是这样一幅画面：龟裂的泥土，不，那不能算泥
土！它坚硬得像砖瓦一样。古人有诗“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那草呢？草在哪儿？我几乎找不到草，在这
“砖瓦”地上有的只是零星的几棵枯死的草根和一群瘦骨嶙
峋的骆驼。因为严重的掉毛、脱皮，骆驼身上几乎没有像样



的地方。它们甚至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更载不动牧民拉水
的车。可恶的沙尘暴还打瞎了部分骆驼的眼睛！我的心里涩
涩的，我的鼻子酸酸的，我问自己：“这真的是沙漠之舟骆
驼吗？”骆驼们用大大的眼睛悲哀地看着我，好无辜好无辜。
那眼睛好混浊，那目光好迷茫。我泪如雨下，因为我读懂了
骆驼眼睛里的话。骆驼在用它的眼睛表达它们单纯而美好的
愿望：“人啊，我想吃草。”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陪着骆驼流泪，我问出发自我内
心更是发自骆驼内心的话语。因为连年的干旱，“骆驼之
乡”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平均年降雨量不足500毫米，而蒸发量
却高达4000—5000毫米，燃烧般的空气使得骆驼的主要食
粮——马莲草几近灭绝。加之超载放牧、挖发菜等人为因素，
于是沙漠中最耐活的动物——骆驼也因此而气绝沙尘。我不
禁为人类而惭愧，为骆驼而痛哭流涕。人啊，人啊，我们在
做什么？为什么欧洲、美洲、非洲都不养山羊，连亚洲的新
加坡、日本、韩国都知道山羊要吃草根都不养山羊，只有我
们中国，在大量地繁殖山羊！山羊让草原承受着难以承受之
重。难道仅仅是钱可以衡量的吗？要知道骆驼数量曾高达25
万峰，而今却只有约4.5万峰了。就是幸存下来的也是奄奄一
息，离死不远了！这一切悲剧的制造者正是我们文明的人类！

听，骆驼在哭泣！我用我饱浸泪水的笔颤抖着写下这发自我
内心的文字，只想说：“救救骆驼吧！”丝绸之路上的中华
文明是人和人类的朋友骆驼共同写就的。如今，创造了远古
文明的人类正为了眼前利益“卸磨杀驴”。难道我们还不应
该觉醒吗？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骆驼灭绝后才拿着资料图片
去研究它、去回忆它吗？善良的人啊，救救骆驼，救救我们
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