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舍对雨的 老舍养花读后感(大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老舍对雨的篇一

最近，我阅读了著名作家老舍爷爷的作品——《养花》。因
为我对老舍爷爷慕名以久，所以读得非常仔细、认真。《养
花》这篇课文，详细记叙了老舍爷爷在养花劳动中的苦与乐，
充分表达了老舍爷爷对劳动的热爱。读了这篇文章，我对劳
动中的酸甜苦辣有了深刻的体会。

“要是天气突变，就得全家动员，抢救花草，腰酸腿疼，热
汗直流也不在乎。”劳动中要是没有苦，又怎么会有甜呢？
世间没有不劳动就获得的快乐，也没有可以不吃苦的劳动。
老舍爷爷的经历不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劳动先苦后甜，
我写作文不也要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吗？吃完了苦，看到自
己满意的作文，心里是多么甜呀！(.)

“多得些知识并不是坏事。”说得多好啊！不过，要获取知
识，如果不付出劳动，不尝尽酸苦，怎么能行？又怎会取得
快乐和甘甜？吃不得苦的人，永远无法邀游知识的海洋。我
以往学习，吃不得苦，想学好功课，却又改不掉贪玩贪睡的
毛病。经过老师和父母的教育，我终于明白了“学习应当吃
苦耐劳”的道理。现在，我放弃了过多的玩耍，抓紧时间努
力学习，掌握了更多、更扎实的知识，终于尝到了学习的甜
头。

动又哪来什么作为呢？



读了《养花》这篇课文，我深深认识到了劳动的真正含义：
在尝尽了酸咸苦辣之后，才会有不尽的甘甜。

老舍对雨的篇二

再仔细品读了《落花生》，其实课文的内容表达了作者不求
名利，只求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的远大理想。

当我读到“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
用”的时候，我体会到了虽然花生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朴实
无华、默默奉献、不求名利的精神。这不正是值得我学习的
一种精神吗？做人就应该实实在在的，不应该华而不实。

我往下读时，读到了“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
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这时，我体会到了做人要做
诚实守信的人；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要做只讲究外表，
不讲诚信的人；对他人以及社会没有贡献的人；甚至祸害社
会的人。

读了《落花生》这篇课文后，使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是一
位老教师，他从教四十余年，他为教育事业付出了自己辛勤
的汗水；他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祖国花朵；他每天早早的
到学校，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艰辛地工作着；他呕心沥血，
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当他看着自己培养出的学生登上了成功的殿堂的时候；当他
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而他却默默地站
在一旁，他也随着人们一起为自己的学生鼓掌，从不居功自
傲。

他是多么的伟大呀！他多么的像落花生——不求名利、默默
奉献！



老舍对雨的篇三

记得第一次读老舍的《断魂枪》是在小学，一齐阅读的还有
《微神》，比之，吾更爱《断魂枪》矣!那时的知识储备不多，
只能用欣赏记叙文的方法使自己陶醉其间，届时已爱看武侠
剧目，自然对拳脚功夫不错的孙老者抱有好感，即便是沙子
龙最后站在夜静人稀的自家院子一气把六十四枪刺完，我也
依然对他能否打败孙老者产生怀疑。年少的我们都喜争强好
胜，但这一直都没影响我对该篇文章的喜爱，来来回回读了
不下几十遍。到了中学，有幸在课堂上倾听老师对《断魂枪》
的讲解，他分析了艺术构思的精度，思想挖掘的深度，语言
运用的纯熟，还说《断魂枪》最后的“不传!不传!”是表达
了中国千年来文化传承的真是写照。当时的我若有所思。

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在于它经得起时间的磨练。时则今
日，又见“故人”，《断魂枪》还是安然躺在课本里，不禁
有一丝欣慰的笑意。再观起首那行熟悉的字句“生命是闹着
玩，事事显出如此;以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想起
从前自己一度以为的“玩世不恭”，哑然失笑。

不!容易看出他还是十二分的热爱枪的。从徒弟王三胜对他肯
定的了解，“他知道枪字在老师心中有多大分量。”倒沙子
龙自己对枪以及枪法的不能割舍，文章末有“夜静人稀，沙
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然后，拄着枪，
望着天上的群星，想着当年的野店荒林的威风”，这句堪称
点睛之作，更加重了沙子龙爱枪的 分量，这些都是沙子龙爱
枪的铁证啊!但他的爱却又何其的隐忍。只能在夜深人静，关
紧他的门窗，才能释放一些些。现在，这条枪与这套枪不会
再替他争光显胜了;是那枪真的淘汰了?看起来好像是沙子龙
顺应了时代，理所当然的不再张扬他的武功了，但只是不可
自拔的对那套枪产生无比的眷恋，摸摸这凉、滑、硬的发颤
的杆子，使他心中少难过一些而已。只是自己在漆黑的夜里
操枪，仿佛在黑暗里宣泄了自己对过去世界的留恋。尽管尽
量去适应，却依旧表现出对时代变化的一种消极漠然的态度，



只是外表学的像罢了。

“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徒弟们对他的吹捧，那是
徒弟们的事，甚至于当孙老者说“教徒弟不易”时，沙子龙
的回答竟是“我没收过徒弟”。他不承认他收过徒弟?也不尽
然，毕竟是江湖中人，只是换了一种承认的方式——“没钱，
上沙老师那里去求。沙老师不含糊，多少不拘，不让他们空
着手走”;“可是，为打架或献技去讨教一个招数，或是请给
说个对子——什么空手夺刀，或虎头钩进枪”沙子龙便
是“教什么?拿开水浇吧!”一句马虎过去。他是真不教?也许
是时候不对吧!然而对于他所谓“对”的时候怕是一去不复返
了。所以他才会如此决绝的说“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如棺
材，一齐如棺材!”所以，“大家谁也不再为沙子龙吹腾;反
之，他们说沙子龙栽了跟头，不敢和个老头儿动手;那个老头
子一脚能踢死个牛(之前，他们也是这么吹捧沙子龙的)”。
所以，“神枪沙子龙”慢慢地似乎被人们忘了。只有那叹气
声，那模糊的图影——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那微笑
里伴着“不传!不传!”渺渺然缠绕着这个世界!

深推全文，这不是一部在市井日常生活中书写中国文化命运
的作品吗?沙子龙以及他那套枪法不就是古老的中国文化历经
千年的磨砺，完善、系统而又精粹的象征吗?世界上没有一种
文化能像中国文化一样历尽沧桑而不中断，枪法的成熟不就
是代表了文化更是到了熟透了的地步吗?然而，由古老的农业
文明步入现代的工业文明，当时的中国的确面临着挑战。可
以看出文章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古老
中国的大门。素来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中国迅速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的狂风震撼了古老中国的传统生
活与传统文明，“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从哲学上考究，
文化的产生其实就是关于人类产生的探索，因而要讲述文化
命运必然的就要讲述人的命运。

《断魂枪》这篇文章通过对沙子龙个人的命运描述，折射出
在历史动荡时期，文化嬗变时期，作为中国文化承载者的复



杂心态。全篇作者运用了白描，肖像，动作，语言等描写，
传神的刻画出沙子龙，孙老者与王三胜这三个不同的人物形
象。那支贯穿全文的“枪”，以及那套绝世的“枪法”都被
作者糅合进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以及民间正说。与鲁迅
“意在建立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化”不同，老舍
的主张是“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而中国
古代那种父传子，子传孙的世代相传的文化传承模式却为文
化的传承带来了极大的风险。虽然，沙子龙是微笑着飘
出“不传!不传!”这四个字，却阻断了一个民族对于文化的
分享与继承。这篇《断魂枪》的创作怕也掺进了作者的惋惜
之泪吧!与我们一样，相信不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希望看到那套
绝世的“五虎断魂枪”的。

老舍对雨的篇四

这些汉人明显来自大都市。他们衣着时髦，举止得体，处处
显得大方而又自信。但在此分离时刻，也忍不住红了眼睛。
在这荡漾着古老风情的草原上，面对着这一群豪爽诚朴的蒙
古主人。作为客人的那一段记忆将浓浓的，深深的镌刻在他
们的脑海里，回味一生。

最终汉人们走上他们的座驾。那是一辆线条流畅的“陆虎”
越野车。车子鸣着汽笛，在可爱的羊群之间缓缓穿行。面对
这一庞然怪物，羊儿们丝毫不觉诧异，依旧闲适地吃着草。

便在这时，有几个年轻的蒙古汉子忽然跃上马背，追向远去
的车子。他们一边驰骋，一边扯着脖子大声歌唱。与此同时，
老人们、女人们拿起马头琴，拉奏起来。这会儿，虽然天地
不再静谧，但他们原先难过的心情，却随着歌声和琴声渐渐
明朗起来。与此同时，天涯、碧草、斜阳，三者间似乎也渐
渐浑然一体。

是啊！暂时的离别，只是为了更为欢喜的重聚。



老舍对雨的篇五

老舍先生的散文《养花》，写得情真意切，富有哲理。读后，
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进一步体会到“爱是做好一切事情
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散文一开始，老舍先生就明确地告诉读者：“我爱花，所以
也爱养花。”读罢全文，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养花的过程
中，老舍先生的“喜”是爱，“优”是爱，“笑”是
爱，“泪”还是爱;是爱的力量使他坚持不懈，并享受到“有
花有果，有香有色”的乐趣。一个贯穿全文的“爱”字，很
有启发性。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某事物充满了爱的感情，
那么这种爱就是追求的动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面临多
大的阻力，都会锲而不舍，追求到底。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以前我不爱读书
只贪玩，拿起书来就昏昏欲睡，玩起来就忘了一切，因此，
学习成绩始终稀松平常，尤其是作文总是干干巴巴那几句话，
只能混个及格的水平。后来，在老师和父母的引导下，我逐
渐懂得了知识的重要，对书产生了爱的感情，而且越爱越深，
有时读起书来会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因此，学习成绩，尤
其是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人问我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我就会告诉他：爱，爱读书，爱思考。你看，老舍先生爱花，
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鲜花的飘香;我爱书，用勤奋的努力换来
学习成绩的“步步登高”。

由此我又想起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故事。他从小就爱观察小蚂
蚁，不知厌倦。中学时，他更对生物着了迷，采集到的昆虫
标本多得双手拿不住了，就用嘴叼着带回家。父亲执意让他
在大学学医学经济，可到头来他还是转学了生物。毕业后，
又不辞千辛万苦，随海船周游世界，采集标本，研究生物的
演化。爱的力量激励他追求。爱的心血孕育出成功之果，他
终于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巨著《进化论》。还是达尔文说
得好：“爱自己的事业吧!爱，能使你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取得事业的成功。”

爱就是动力，就是《养花》一文给我们的启示。爱知识，爱
自己的事业吧，因为爱的感情是扬起的帆，荡起的桨，使你
到达成功的彼岸!

老舍写济南，首先推出的一组散文，共七篇，总题叫：《一
些印象》。

在《一些印象》里，老舍用了一种近乎诗的语言，把一个遥
远的如梦如幻的中古老城，整个地由远而近地推到读者面前：

“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
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
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儿。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
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

“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终年给
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
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
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
了济南”。

“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是诗。”

这个济南“印象”，不仅酷似一幅写意的宋人水墨山水，而
且也颇像一幅印象派的现代油画。

老舍不仅写了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济南的夏天，还在
《春风》中写了济南的春天，春夏秋冬，四季更迭，光影驳
离，色彩斑斓。

为了凸现济南独有的魅力，扩展读者想象的空间，老舍不仅
信手拈来瑞士、西湖与济南作对比，还不断请出伦敦、芙劳



那思(意大利)、南京、北平、青岛等城市与济南相映衬、相
参照，使画面的意境更加幽远。

诗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写济南，不能不写济南的山和水。

老舍似乎天生对山有一种由衷的亲近，对水有一种深切的景
仰。他的散文中对济南山水的描写，如其说是写，不如说是在
“读”，是相看两不厌的“对话”，就难怪是那么鲜活，那
么灵动，那么传神，那么富有人情味了。

今天，我读了著名现代文学家老舍的文章《养花》，因为我
对老舍先生的作品慕名已久，所以现在捧在手里，读得格外
仔细。

这篇文章讲的是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的养花实践，所体会到的
养花的乐趣。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收获很大。

“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对于文章
里的这句话，我是有很深的体会的。做什么事都要付出劳动，
想不劳动便得到劳动果实，那只能是空想，只会一事无成。
就拿我的学习来说吧，以前，我很懒，连课堂笔记都不记。
到了考试时，便来了“临时抱佛脚”，东抄西借，蒙混过关，
所以我的成绩很不稳定，总是晃来晃去，这就是我没有付出
劳动缘故。今后，我要一改以前的坏习惯，在学习上多付出
一些劳动，稳扎稳打。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学到的知识，也
只有这样，才会使学习成绩得到明显的提高。

“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有益身心，胜于
吃药。”对于这点，我的体会就更深了。我现在是毕业班，
学习非常紧张，作业也非常多。我们的学习任务也异常繁重，
每天放学后，带着被硬塞进去的知识胀得隐隐发痛的脑袋回
到家里，二话不说，又要马不停蹄地打开书本开始做作业。



如此争分夺秒，却事与愿违，常常做不到一会儿，便会有头
昏脑胀的感觉。时间稍长，眼前就会直冒金星。如果我再坚
持会儿的话，人就摇摇摆摆，不能坚持了……我就做一会儿
作业，就到屋外跳几下，活动活动筋骨，借此换脑子，然后
再写会儿作业，又出去，这样反复循环，我觉得好多了。而
且，我觉得采用这种方法后做的作业，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读了这篇文章，我受益匪浅，既懂得了真理，又学到了好的
学习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