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桃花读后感 桃花源记读后感(通
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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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桃花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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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读后感篇二

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会比较经得
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桃花心木，这是一种美丽的树。作者在文中说，它树形优美，
高大而笔直。这是一种美丽的树，作者在文中说，在不确定
中寻找水源，拼命扎根的树，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



人，这种主宰一切的高等生物，生存的法则其实和桃花心木
一模一样。只有拥有了独立、自主、坚强、勇敢的心的人，
学会了在不确定的土壤中拼命扎根，寻找生命之源的人，才
可以在社会中占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才可以在世界上
存活的更精彩，更长久。

生活中，历史上，也有许多人想桃花心木一样，将无法预料
的磨难与坎坷转化为推动自己生长的正能量。比如乐圣贝多
芬，他28岁左右失聪，成了一个聋子，这对于一个作曲家来
说真是天大的灾难！可他依旧坚强不屈，还要扼住命运的喉
咙，绝不屈服。在他耳聋后，他依然写下了许多扣人心弦的
世界名曲。

读了《桃花心木》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患难与困苦，是
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

桃花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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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读后感篇四

人要培养自己自主、自立、自强的品格！

最近我读了一篇课文，叫作《桃花心木》，听著名字大家就
肯定会说这篇文章写的是一棵树，可这篇文章却讲了一个做
人的道理。

这《桃花心木》是借种树喻育人，告诉我们只有在不确定中
生活的人，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才能锻炼出一颗独立自
主的心，说明经受磨练是成长、成材的必要条件。

读后，我远原本平静的心像一颗石子投进大海中一样动荡了，
心潮一下子涌动起来。我想起了原来的我。原来，我是爸、
妈的掌上明珠。他们什么都不让我干，天天都是什么“一定
要好好学习呀！什么事儿都别干！”“快去学习去，这儿由
爸、妈来收拾！”天天如此，渐渐的，我什么都不会干了，



甚至连桌子都擦不干净。我总想找个机会学一学，试一试。
一天，我刚拿起抹布，还没沾上桌子，妈妈一把抓住我的手，
笑着说：“快去做作业去，桌子妈妈来擦。”“妈妈，您放
了我吧！你们总觉得学习最重要，这没错，可是你们忽视了
我的成长，以后我有了本事，到了外面自己独立生活时，我
应该怎样应付那些家务呢！现在就没有一个锻炼的空间，您
让我以后怎么办？”

妈妈被我的一番话打动了，她说：“孩子，你说的对，妈妈、
爸爸不应该天天只让你学，应该让你锻炼一下自身的能力，
以后你想做什么都行！”我和妈妈笑了，以后我做什么也不
会再受到爸、妈的劝阻，我的能力慢慢提高，成了现在的我。

是呀！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才能
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让我们离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依靠别人的生活吧！从小就要经风雨，见世面，去经受艰苦
的磨练，从中锻炼自己对挫折，对失败的承受力，培养自己
自主、自立、自强的品格！

桃花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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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读后感篇六

红尘俗世多烦扰，恩怨情仇不可少。

厌世弃俗寻净土，桃花仙境何处找？

记得初读《桃花源记》是在读初中，当时只是被文中所写
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
缤纷”这种美景所感。适值当时正在热播港剧《射雕英雄
传》，理所当然的就把桃花源和桃花岛联系在一起，满园桃
花妖娆妩媚，幽幽清香沁人心脾，真美！时常都在想，如果
自己能够住在那飘着花瓣雨的桃花岛有多好！虽然语文老师
也给讲解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但那时并未感觉有多大感
触。



随着步入社会所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作者所作《桃花源
记》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同感。

社会从古至今都有其共同之处，物欲横流，阶级争斗，国与
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干戈迭起，生灵涂炭；人与人之间尔
虞我诈，勾心斗角，无不让喜爱和平、公平的人心灰意冷，
厌世弃俗。

现在想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何止是人间仙境啊！那里没有
世间的等级恩怨；那里的人们淳朴忠厚；那里的社会环境安
宁和谐。其中的那几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作者是在这幅美丽的图画中寄托对现实社会强
烈的抱怨，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憧憬，也暗示了自己
不屑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

红尘喧嚣，俗世烦扰，真想觅得一方像桃花源似的净土，不
为凡尘俗事所扰，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与世无争，悠然自
得的度过余生。

我心中向往的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