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麋鹿读后感(精选10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麋鹿读后感篇一

今日闲来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架上的书来读读，看到书名本
以为这位后母是和白雪公主后妈一样的母亲，拥有美丽的五
官却藏着恶毒的心，但慢慢的读下去发现恰恰相反。

后母的三巴掌讲的是她的后母在不同的`时间因为不同的事情
打了他三巴掌，八岁的时候因为顽皮，作者和几个流里流气
的小混混偷瓜，被后母知道后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教会了
作者做人要行的正坐得端，交朋友也要有选择的，要找良师
益友，这让我想起了“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亲因为
孟子的成长环境，不辞辛苦三次迁居，最终在学堂附近定居
下来，顽皮的孟子在学堂的氛围中成长，最终成为了一名伟
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作者十岁时因不想借钱帮助别人被后母打了一巴掌，起初我
也是很气愤，因为不理解后母这样做的含义，仅仅是10元钱，
就被后母打了一顿，在当下得有多少人要挨这一巴掌了。后
来我渐渐的明白了这个后母原来是想告诫作者要做一个在他
人有困难时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人。都说社会在进步，我
想助人为乐的精神也更应该发扬光大，所以我也加入了志愿
者服务的队伍，力所能及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作者十四岁时因家里穷不想上学被后母打了一巴掌。我知道



这一巴掌是为了告诉作者，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不能半途而
废，要有人穷志不短的志气。这一巴掌让我想起了我的哥哥，
哥哥曾是学校里拔尖的学生，我一直都为他而自豪，但是当
我上了初中后，哥哥的学习成绩下降了，父母和老师对他很
失望，母亲恨铁不成钢，也曾打过哥哥一巴掌，但是我知道，
哥哥是不想给这个家再增添经济负担，我的成绩一般，对于
考大学也没有过奢望，所以我跟父母商量初中毕业就去考所
卫生学校，以后当名护士。哥哥知道后还劝我读高中，帮我
补课，告诉我大学生的生活五彩斑斓，可是我知道这是他的
愿望，我只想成为一名白衣天使。我和哥哥约定，我们都要
努力读书，后来哥哥申请助学金上了他心目中的大学，我也
成为了一名白衣天使，并且用业余时间完成了本科课程的学
习。

读完这篇文章以后我才明白这三巴掌对作者来说是后母对他
的爱！母爱是每一位母亲与生俱来的感情，只要你进入母亲
的角色后就会倾注你全部的爱。只有童话故事里的后母才是
令人发指的。后母也一样是母亲，她的爱也是无私的是伟大
的。母亲对儿女付出的爱超过了他们对自己的爱，儿女想要
什么，父母都会满足儿女的需要，我认为这世上没有比爱更
伟大更宝贵更无私的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深挚的母爱，无时无刻不在身边围绕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加
倍努力学习工作，报答我们的母亲，感谢我们的成长有母爱
的陪伴，感谢母爱让我在爱的天空任意翱翔。

麋鹿读后感篇二

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有的是快乐
的，有的是痛苦的，有的是幸福的……而作者的那段记忆是
很特别的——后母打了他三巴掌：八岁的时候因偷瓜被后母



打了一巴掌；十岁时因不想借钱帮助别人被后母打了一巴掌；
十四岁时因家里穷不想上学被打了一巴掌。我刚开始觉得这
事特别好笑，后母打了他，他竟然还好意思写出来，不害羞
吗？但是在我细细品味完这篇文章后才明白，这不是件害羞
的事情，而是值得写、值得让大家知道的事，因为这三巴掌
是说明了后母对他的爱啊！

站在在世俗的角度来看，后母一般都是不会心疼干儿子的，
而这篇文章却表达了同一情节的不同意思，在这个故事里，
没有起伏的情节，相反是很温暖的氛围，不知道为什么会带
来鼓励的感觉。

后母之所以打他，是因为要告诉他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每
一次打他都是要告诉他一个道理：一不能养成偷东西的坏毛
病；二要做一个助人为乐、在别人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
三要有人能在艰苦情形下抬起头的志气，为了自己的理想，
不能半途而废。

后母的这三个巴掌，给了作者终生的启示，时刻提醒他在人
生的岔路口，要走就要走准确的那一条！

麋鹿读后感篇三

讲真，万万没想到这并不是一本期待中的育儿“工具书”。
没有手把手教你用什么词汇和孩子说话，但是却深耕亲子关
系的土壤，去滋养它。和孩子交流技巧可能只是从这片土壤
里结出的果，土壤肥沃自有甜果子，土壤贫瘠，纵使再懂技
术也是枉然。

我的孩子很平凡，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平凡，正如他平凡甚
至不如平凡的父母一样。我会急躁会焦虑会……但这些“不
如平凡”也让我有机会观照自己与他相处时的本心，观照自
己是否放下了自负感是否保持了觉醒。



请读它，如果你做好了放弃对这本书技术层面期待的心理准
备，如果你愿意让身边那个看起来幼稚懵懂的孩童做你实现
觉醒的小导师。

麋鹿读后感篇四

《放飞水母的女孩》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苏西的好朋友弗兰
是被水淹死的，然而苏西固执地认为弗兰水性好，不会被淹
死，她是被水母蜇死的，从此“水母”就如同恶魔一般缠上
了她，让她变得郁郁寡欢了。

妈妈知道苏西得病了，请了一位“长腿医生”为她治病，苏
西尝试着摆脱心中的苦恼，和医生说话，努力和别人交流。
几个星期后，她可以正常与人对话了，但是她的心情一直很
低落。

为了让苏西走出心灵的阴霾，变得勇敢起来，妈妈送她去演
出室，参加“坏蛋和英雄”的游戏。当妈妈要离开时，苏西
感到害怕，紧拉着妈妈的手。妈妈望着苏西，鼓励她：“试
一下，行吗？就三百秒。三百秒过后不行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我去接你。”苏西这才点了点头。

演出开始了，苏西很紧张，但她努力地坚持着，很快的，她
成功地坚持了三百秒，苏西觉得自己放松了点，然后激动地
打电话给妈妈。妈妈在电话里表扬了苏西。从那以后，她就
变得开朗起来了。

苏西的故事，让我明白了许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退
缩逃避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战胜内心的
恐惧，才能收获成功的喜悦。

夏天来临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在水里游泳，心也痒痒了，要
妈妈给我报了游泳培训班。



我坚持尝试了一遍又一遍，从憋5秒，到憋10秒，再到吐泡泡，
苏西的坚持一直在默默地提醒我。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终
于成功地学会游泳。

苏西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了心中“水母”的纠缠，我也通
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迈出一步，寻找更好的自己。

麋鹿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是在图书馆借的。借了三本类似的书借的时候，我
也不知道哪本书是我想看的，于是都借回来。当认真看起来
的时候，才发现，是本好书。

说它好，是因为我能看懂，能看到心里去。这本书，和我上
次分享的那本《让我们一起读懂孩子》有点类似的形式，不
会空洞地讲道理，而是通过实例展开分析，指出问题出在哪
里，然后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说到孩子心里，孩子才会
认可。

不得不说，现在的孩子真的个个人精，根本不听家长忽悠，
如果只是画饼，或者只是哄骗，根本行不通。比如小伙，我
就完全唬不住他，还经常就被他教育了。

与其斗智斗勇，还不如实诚些，真诚对待，用心沟通，怎么
想的就怎么说。孩子们别看心眼多，但内心仍然是善良的，
能够看出对方的真诚，当发现我们是真心的，自然会把我们
当朋友了。

继续说这本书，每个案例感觉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自我安
慰：自己没有书中那么严重吧！？没有那么差劲吧！？（请
注意：先感叹号再问号，有点心虚。

但是，看着看着，心里开始打鼓，隐约觉得似乎每条都有接
近的点。我，能够对号入座的，就是下面的图片，尤其第二



条：父母也要自我成长。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是替父母实
现梦想的工具。当父母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成长过度焦虑时，
就应该自省：我是不是对自身有什么不满？这条就是在写我，
没错，就是写我。

我一直觉得自己当年成绩不够好，觉得自己学历不高，才导
致现在的各种不顺畅。所以，就要求闺女一定要成绩好，一
定要上好大学，有高学历，以后可以不用，但是必须得有。
于是，我的焦虑，成功转嫁。而闺女在这种焦虑的逼迫下，
其实成绩受很大影响的，这个时候的我，不但没有给他提供
帮助，反而高强度打压。

这种情况下，她怎么可能舒心？怎么可能有心学习？怎么可
能成绩好呢？！还好，我现在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上次
写出自己的焦虑来源，就已经释然了，孩子不是逼出来的，
是靠孩子本身的自驱力，只有自己想做了，才能坚持，才能
做好。

依然想跟小妞说：读书，真的是自己的事，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要等过去了再后悔，世界上真的没有后悔药@小妞。最近，
我在学习儿童心理学，有经验有感触的亲们，欢迎沟通交流。
我们共同分析，共同进步。放心，我会绝对保密。

麋鹿读后感篇六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说：“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付出
会收获什么，但是你无所事事的话，一定不会有任何收
获。”

最近，读完了《父母的语言》这本书，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
享一下，特别如果宝宝还不到三岁，特备推荐读一下。

一个孩子最初的语言环境决定了孩子的学习轨迹，拉开学习
差距的不在于后天的学习态度，而在于三岁以前父母给予



的3000万词汇。

因为所谓的“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家境富有，
或者报了多少课外班，而是他们一出生，就能够在语言丰富、
积极正面的环境中得到熏陶。

研究表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父母
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一种检验。

本书以丰富的实例，给读者阐述了3000万词汇的重要性。也
以具体的情境，在语言与数学能力、空间推理能力、毅力、
自律性等方面为读者给予了指导，其“3t原则”一直贯穿始终。

请相信父母语言的力量，它是世界上既免费又十分重要、不
可浪费的资源。

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告诉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对话，才能
最大化地激发其大脑潜能即“3t”原则法：

1、共情关注：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观察、理解、行
动。

3、轮流谈话：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不做简单问答，耐心等
待孩子回应。

4、另外还有后面提到的第4“t”：关掉电子设备”。

参照书中的理念，我们应该尽力做到：

1、为宝贝创造一个丰富的语言环境；

2、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

3、称赞过程，努力是获得成绩的关键因素；



5、言传身教；

6、培养孩子的因果思维；

7、将固定思维转变为成长性思维。

说实话，从看完这本到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本书正文的第
一段和最后一段。

第一段讲的是，作者是怎样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本书的
作者本身是一个脑外科专家，但是因为惧怕给病人做开颅手
术，所以专门研究显微镜下的人工耳蜗，并为大量失聪儿童
实施了人工耳蜗手术。作为术后的效果跟踪，让他和他的研
究小组，有了神奇的发现，就是患儿的智力、阅读、语言功
能的恢复情况，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富有或贫穷，而是父母
的语言。

在育儿书籍方面我很喜欢看美国人写的书，作为二战后经济
迅速崛起的国家，在我们中国人还在想着怎么解决温饱、实
现现代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足够闲的时间和金钱，支持
他们去开展各类实证研究。我喜欢看实证研究的`书，真是的
故事读起来不费力，真实的数据也更加让人震撼和信服。

当然数据是真实的，但是分析逻辑是主观，作为研究者难免
会有些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过分自豪。我们阅读的时候，还是
要部分借鉴为好。比如说，书中提出父母多输入数学词汇，
孩子将来的数学天赋将被更好的开发，而多语言中多加入方
位词，孩子的空间感会变得很出色……我到是觉得，每个家
长说的语言都不可能是无限多的，受到教育背景和自身环境
的影响，很肯能侧重某一方面的词汇，而其它方面的词汇，
就会相对少些。我们也不必过于在意这些，只要能够积极的
回复，多多与孩子聊天这就足够了。

最后一段讲的是作者的丈夫唐纳德。刘，他的丈夫是一名儿



科医生，在20xx年为了救两个被卷入海浪中的小男孩，而失
去了生命。

作者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有力的支
持、我的真爱。对于他来说，站在岸边看到两个小孩在挣扎，
立即去帮忙是无须争论和犹豫的。他是一个小儿外科医生，
孩子需要帮助，孩子就要得到帮助，这不仅仅是一项准则，
这是他生活的方式。即使他知道采取行动会使自己丧命，他
也不会站在岸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挣扎。

文章说，许多孩子从一出生就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才能使
自己的人生配得起自己的潜能。他们在挣扎，我们不能袖手
旁观。

作为父母，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配得上我们孩
子的潜能，但是尽我们所能的做我们可以做的，是爱之所致，
也是作为成年人对于孩子，对于社会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后来，唐纳德被称赞为英雄。最后我想说，无论如何感谢这
对有爱的夫妻。

麋鹿读后感篇七

最近，读完了《父母的语言》这本书，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
享一下，特别如果宝宝还不到三岁，特备推荐读一下。

一个孩子最初的语言环境决定了孩子的学习轨迹，拉开学习
差距的不在于后天的学习态度，而在于三岁以前父母给予
的3000万词汇。

因为所谓的'“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家境富有，
或者报了多少课外班，而是他们一出生，就能够在语言丰富、
积极正面的环境中得到熏陶。



研究表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是父母
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一种检验。

本书以丰富的实例，给读者阐述了3000万词汇的重要性。也
以具体的情境，在语言与数学能力、空间推理能力、毅力、
自律性等方面为读者给予了指导，其“3t原则”一直贯穿始终。

请相信父母语言的力量，它是世界上既免费又十分重要、不
可浪费的资源。

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告诉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对话，才能
最大化地激发其大脑潜能即“3t”原则法：

1、共情关注（tunein）：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观察、
理解、行动。

2、充分沟通（talkmore）：与孩子讨论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词
语；抱着孩子讨论当下的事情，少用代词，逐步培养脱离语
境的语言。

3、轮流谈话（taketurns）：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不做简单问
答，耐心等待孩子回应。

4、另外还有后面提到的第4“t”：关掉电子设备”（turnitoff）。

参照书中的理念，我们应该尽力做到：

1、为宝贝创造一个丰富的语言环境；

2、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

3、称赞过程，努力是获得成绩的关键因素；

5、言传身教；



6、培养孩子的因果思维；

7、将固定思维转变为成长性思维。

说实话，从看完这本到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本书正文的第
一段和最后一段。

第一段讲的是，作者是怎样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的，本书的
作者本身是一个脑外科专家，但是因为惧怕给病人做开颅手
术，所以专门研究显微镜下的人工耳蜗，并为大量失聪儿童
实施了人工耳蜗手术。作为术后的效果跟踪，让他和他的研
究小组，有了神奇的发现，就是患儿的智力、阅读、语言功
能的恢复情况，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富有或贫穷，而是父母
的语言。

在育儿书籍方面我很喜欢看美国人写的书，作为二战后经济
迅速崛起的国家，在我们中国人还在想着怎么解决温饱、实
现现代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足够闲的时间和金钱，支持
他们去开展各类实证研究。我喜欢看实证研究的书，真是的
故事读起来不费力，真实的数据也更加让人震撼和信服。

当然数据是真实的，但是分析逻辑是主观，作为研究者难免
会有些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过分自豪。我们阅读的时候，还是
要部分借鉴为好。比如说，书中提出父母多输入数学词汇，
孩子将来的数学天赋将被更好的开发，而多语言中多加入方
位词，孩子的空间感会变得很出色……我到是觉得，每个家
长说的语言都不可能是无限多的，受到教育背景和自身环境
的影响，很肯能侧重某一方面的词汇，而其它方面的词汇，
就会相对少些。我们也不必过于在意这些，只要能够积极的
回复，多多与孩子聊天这就足够了。

最后一段讲的是作者的丈夫唐纳德.刘，他的丈夫是一名儿科
医生，在2012年为了救两个被卷入海浪中的小男孩，而失去
了生命。



作者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有力的支
持、我的真爱。对于他来说，站在岸边看到两个小孩在挣扎，
立即去帮忙是无须争论和犹豫的。他是一个小儿外科医生，
孩子需要帮助，孩子就要得到帮助，这不仅仅是一项准则，
这是他生活的方式。即使他知道采取行动会使自己丧命，他
也不会站在岸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挣扎。

文章说，许多孩子从一出生就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才能使
自己的人生配得起自己的潜能。他们在挣扎，我们不能袖手
旁观。

作为父母，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配得上我们孩
子的潜能，但是尽我们所能的做我们可以做的，是爱之所致，
也是作为成年人对于孩子，对于社会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后来，唐纳德被称赞为英雄。最后我想说，无论如何感谢这
对有爱的夫妻。

麋鹿读后感篇八

我们是一个三口之家。爸爸妈妈和我。每天爸爸妈妈除了上
班还要照顾我。因为既没有和爷爷奶奶住也没有跟姥姥姥爷
在一起生活。他们格外的辛苦。每天接送我上下学，给我洗
衣服、做饭，还要辅导我学习。他们非常的爱我，我也要孝
敬他们。

每天爸爸妈妈回到家，我就给他们拿拖鞋;爸爸累了，我给他
锤锤背;妈妈渴了，我就给她端水喝;妈妈做饭，我就帮着妈
妈摘菜;妈妈洗衣服，我帮妈妈打水。妈妈说我现在是大孩子
了，很多自己能干的事情，我也不让妈妈帮忙了。小袜子我
可以自己洗;自己的书包，我自己整理;自己的衣服自己叠放
整齐。

老师说孝敬父母要听父母的话，不让他们生气。爸爸妈妈每



天都说让我好好学习，我一定听他们的话努力学好文化知识，
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我的他们。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你们辛
苦了!

麋鹿读后感篇九

原创：裴裴

前天完成了第一本纸质书籍的阅读：《父母的语言》，原英
文题目直译为《3000万词汇》。推荐家有0-3岁宝宝或准备要
宝宝的宝爸宝妈读此书。

初次接触这本书，是在樊登读书听樊老师讲的，恰巧我的积
分够换这本书便直接兑换了。

作者是美国一名做小儿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外科医生。她开展
“3000万词汇倡议”项目的起因来源于她的两个患者给她的
启发。这两个孩子都是先天性耳聋，都在7、8个月时做了人
工耳蜗植入手术，他们最初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先
天条件相同、手术相同，几年后却有着不同的手术效果。在
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孩子就读正常公立学校，能和朋友和家
人开心相处或打闹，他的阅读水平完全达到了三年级水平，
年龄与水平相符；一个只能就读特殊学校，只能说一点点话，
比画几个最简单的手语，她的阅读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水平，
未来令人担忧。

为什么两个孩子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原因在于两个孩子在
三岁前所处的语言环境不同。

作者的团队用三年的时间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水平、种族、
性别、出生顺序都不能成为影响孩子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
早期的语言环境才是影响孩子最终学习能力的关键，即，父
母应该对孩子说多少话，应该怎么和孩子说话。不同社会阶
层家庭的语言环境差异如下图。



孩子潜能的开发离不开其早期所处的的语言环境。父母的语
言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大脑发育、学习能力、情绪管理能力，
乃至性格塑造，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父母的语言才是一个国
家最宝贵的资源！

既然如此珍贵，那么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对话呢？作者给出
了“3t”原则：共情关注（tunein）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
充分交流（talkmore）与孩子讨论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语言；
轮流谈话（taketurns）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同时，作者还给
出了第4个t，turnitoff，关掉电子设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是医生的原因，我觉得她是个超级严
谨的人，每一个观点和研究都给出了例证，而且不只是例证
那么简单，还要确保其科学性。因此我有时读起来会感觉读
读读却没读出去多远，就像走路一样。这时候我又重新听了
遍樊老师的音频，重新梳理了一下继续读。真的是听读相长。

作者还在书中提到了“固定型思维模式”和“成长型思维模
式”，两种思维模式下会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读罢我客观
冷静地评价了儿子的期末考试，没有和其他孩子比考了几个
一百，我看到了他的成长和不足。人生，很长。我想我可能
要把《终身成长》列为我的阅读书目了。

在读到书末作者致谢部分时，才知道有那么一幕：作者的三
个孩子在海边玩耍，作者的丈夫站在海边向远处眺望，看到
海中有两个男孩在挣扎，她的丈夫便奋不顾身地向男孩走去。
后来，两个男孩回来了，而她的丈夫却再也没有回来，留下
爱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她的丈夫被称为“英雄”。作者
做“3000万词汇倡议”就像她的丈夫在面对那两个男孩时一
样，看不得别的孩子在挣扎。夫妻俩拥有一种怎样的情怀？
再回头看作者的这本书，文中没有丝毫失去挚爱的悲情，有
的只是对天下父母们的真情呼吁，还有对社会对国家的呼吁，
这又是怎样一种大爱？大爱的背后又蕴藏了多少她的家庭中
的小爱？向作者致敬，向她的丈夫致敬，向她的研究团队致



敬。

读书，改变生活。不到一周的时间，“裴裴读书会”有38人
加入，有13人开始读书打卡。2019，一起努力。

麋鹿读后感篇十

水母，近似透明的水生生物，没有生命，没有大脑，骨头和
血液，却能在水中有节奏的跳动。在《放飞水母的女孩》这
部小说中，"水母"是为一种象征，象征着苏西内心的症
结——对弗兰妮死因的迷惑和困扰。只有将水母放飞，回归
日常生活，才能彰显成长的意义，整个故事是女孩苏西告别
敏感，多疑，压抑心灵的一首独唱，一曲挽歌。

有一次，我在做作业，一道数学题犹如一只拦路虎拦住了我
前进的道路。我叹了口气，放下笔，心里默默的想，不就是
一道数学大题吗?等妈妈回来用手机拍题目就好了，用不了多
久，于是我抬起头，开始观赏那碧蓝的天空。这时，天空的
远处飘来一缕淡淡的白云，遮住了天空的笑容，它似乎在对
我说:“你不能这样放弃，虽然只是一道题，像一粒沙子那样
渺小，但沙堆不也是一粒粒沙子堆起来的吗?尽管你只放弃了
一粒沙子，但你能保证以后不再会放弃了吗?难道你希望自己
就这样葬送在这一粒粒沙子中吗?”

我恍然大悟，立刻拿起笔，埋头在与这道题的争斗之
中，“太棒了，我终于做出来了!”虽然这比拍题目慢多了，
但这毕竟是我笔下汗水的结晶啊!

我放下笔，抬起头，用感恩的目光寻找那缕白云，这时，天
空露出了它的笑脸，似乎在想我祝贺。却看不见那缕白云。

正是这一点点的进步，一点点的汗水，激励着我成长激励着
我前进。成长，似一曲唱不尽的民歌，一杯品不尽的茶茗。



成长是生命中不可跳跃的阶段，当发现一点一点地长高，当
似一点一点地成熟，成长要我们告别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