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桃花心木有感 六年级语文桃花
心木教学反思(精选8篇)

岗位职责体现了分工合作的原则，将整个工作流程分解为不
同岗位的具体任务和职责，形成协同合作的工作模式。针对
这个挑战，我建议我们要加强市场调研和品牌推广，提升市
场份额。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一

通过今天改同步训练可以发现学生在学习本课时，听课效果
并不好，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其中一个小题让学生
填空，内容是桃花心木是怎样一种树？这项内容不难，课文
中就有现成的答案，只要熟悉课文，这算不了一个问题。结
果却不是这样，好多学生不着边际地随意乱填一气，结果答
案五花八门，让人啼笑皆非；还有一部分学生对词语把握不
准，写错字，漏写字，忘掉字等一类错误，多有出现，不一
而足。改题过程中我十分生气，如此简单的问题，错误都花
样百出，我当时气愤填膺；改完作业，我静下心来认真分析
问题出现的原因，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学生对课文不熟！以
后杜绝此类问题出现的方法是：学生多读课文，好的课文还
要学生进行抄写，再通过学习，如此，对于认真学习的学生
来说，课文内容谙熟于心是不成问题的。

一部分学生课文不好好读，课上不认真听讲，如此学习状态，
作业不出错才怪呢！这反映了班上一部分人的学风问题，懒
散，靠抄袭别人的作业来完成作业，课上、课下就是一个字：
玩。为今之计，刹住这股不良风气，必须改掉。否则，期末
成绩将会差的不可想象。

其次，其中的一道小练笔题：要求学生根据学习的借物喻人
的写作方法，写一篇小短文。结果学生写得很勉强，很多甚
至谈不上借物喻人，只是人和物很牵强地放在一起，学生以



为这就是借物喻人了。其实，学生没有掌握借物喻人的根本
之处在哪里？是物和人有相同或相似的特性，写物为主，水
到渠成，写人点到为止即可，如本课的写法。看来，知识点
或写作手法，学生由学会到在实践中掌握，绝非以道里计，
更不会像学生所说的那样——会了吗？会了——如此简单。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二

本文通过写一个种树人让“树木杂技学会在土地里找水源”
的育苗方法，说明了在艰苦环境中经受生活考验、克服依赖
性对人成长的重要意义。作者从一件事出发，讲述一个道理，
借物喻人，自然流畅。

学生能够初步读懂课文内容，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加深对哲
理和表达方法的感悟。

第一课时

1、读通课文，了解文章主要内容。

2、会写本课5个生字。

3、学习1到10自然段，了解种树人奇怪的做法及我心情的变
化。

读通课文，把握大意，了解种树人奇怪的做法。

课件。学生搜集关于作者、桃花心木的资料

中国有句古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老师读了这句话总
在想，为什么把树和人放在一起说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
题?相信学了今天这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你肯定会有所感悟。
这节课我们学习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先生的散文《桃花心



木》。齐读课题。

课前大家查找了资料，关于作者，你知道了什么?

谁再来交流一下对于桃花心木的认识?

1、请同学们根据自学要求自读课文。

(1) 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喜欢的段落可以多读
几遍。

(2) 文章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3) 画出不理解的地方。

2、交流自学情况。

(1)检查生字词的读音。

(2)选择自己喜欢的段落展示朗读。

(3)交流：文章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1、读完课文之后，我们知道，文中的种树人培育桃花心木与
我们通常栽培花木有很大的不同。种树人给你留下了怎样的
印象?请同学们默读课文1至10自然段，画出你感受最深的句
子。

2、交流：

学生可能会围绕“奇怪”或“懒惰”来读出自己找到的句子。

3、面对着这样一位奇怪的种树人，你想说什么?作者的感受
如何?画出相关的词句。



交流。

林清玄的散文总是让人在平凡的小事中悟出深刻的道理，今
天种树人这种奇怪的举动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深入的思考呢?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

板书设计：

桃花心木

平凡的小事 深刻的道理

种树人：奇怪

作者：心情

第二课时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抓住重点句段，联系生活实际，领悟文章蕴含的道理。

3、抄写对自己有启发的句子，学习借物喻人的写作方法。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领悟道理，学习表达方法。

课件。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三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在不
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你说。

生：一共有三句。（见老师还在等待，又加上）因为在这段
话中一共有三个“在不确定中”，所以应该有三句。

师：说得多好啊！

三个“在不确定中”，这段话的含义非常深刻。这样的句子
文质兼美，我们要把它记下来。拿笔，听写这三句话。

（分三个学生到黑板上听写）

师：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提醒学生，听写之前要听完整，记住了要写的话，然后再
写。）

（提醒学生检查“这叫做会检查，能主动检查的同学是很了
不起的！”）

（要求学生自己检查。）

生：少了个“出”。

师：少了一个字意思就会大不一样了。第二位同学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知（发现错了）感
受与情感的感知。

师：默写对了，要读好了。你写的字也和你读书一样，有点
潦草。重来——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师：你看，用心读就能读好，再用心读一遍，相信你一定能
读得更好。

生（再读）

师：第三位同学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力量，
努力生长。

师：转化为——

生：巨大的能量。

师：巨大的力量能转化为能量，意思没错。但是和听写的要
求有出入。你来改一改。

生：（到黑板上改，回到座位上，欲坐下）

师：再读一读。

生：（站起来）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
大的能量，努力生长。（坐下）

师：别坐下。你干吗老是急着坐下呢？你漏了什么东西吗？

关键的漏了！你别以为这个东西不重要——（看着学生）

生：（仔细观察）句号。

师：哎对了，再来加上。

生到黑板上加上了句号。



师：话说完了要价上句号。记住了，以后写话写完了要加上
句号。

“养分”的“分”写对了，刚才我看到好几个同学的“分”
写成了“份”。注意啊，养分的分没有单人旁。

师简要评价黑板上三个同学听写，谁做的最正确？（给她掌
声）谁的字最端正？（掌声）

三位同学默写了三句话，这三句话文质兼美，再看看：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在不
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在不确定中……在不确定中……在不确定中……，又是一个
排比的句式。

自己好好地读它个两三遍。

生读。师行间巡视。

师：请一个同学来读这三句话。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非常好！她把重点的词语通过朗读强调出来了。（指着
另一个女生）再听她读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不错，就是没有读错。要读得更好，语速要不快，像老
师这样读（示范读）请你再读一读。

生（再读）

师：本来很好，你把“转化为”三个字的一个词分成了两个
词，所以有了遗憾，把最后一句再读一遍。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努力生长。

师：不错。很有长进。（示意一名男生读）

生（读，把“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读成了“对环境
的感知与情感的感受”）

师：感……感……感什么？前面是感受，后面是感知，你要
看清楚了再读啊。你的眼镜不太清楚可以换一副。

生：（读）

师：有没有同学读得稍微好好一点的？（见一生举手）噢，
这里有，你来。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不错。我们一起读，一起读要整齐，速度要不快不慢。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齐读的确读得比较好！这里有一个词叫“不确定”，我
们说一般的人种花、种树、种草都要按时浇水、施肥、除草，
这些对花草树木来讲是“确定”的。在课文中，种桃花心木
苗的那个人的表现却与众不同，他让人感到奇怪。（板书：
奇怪）他的好多做法让人觉得不可琢磨，不可理解，仔细读
读课文，哪些地方让人觉得奇怪？边读边把它们画下来。老
师要听得到你们读书的声音。

生读课文，师行间巡视。

（提示：有些独特的地方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些独特的地方
你要用心地读、感受，才能发现。）

师：（指一生）请你先读一读令你感到奇怪的语句，然后告
诉大家，奇怪的是什么。

生：他来得并没有规律……

师（打断）读书要读整句，从这一句的开始读起。

生：奇怪的是，他来得并没有规律，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
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浇水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
有时浇得少。奇怪的是为什么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生：奇怪的是他来得没有规律，（师板书：没有规律）

师：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能确定吗？

生：不知道。

师：这就叫做“不确定”。（示意生继续说）



生：第二个是他浇水的量也不一定。

师：这一次浇得多，下一次浇得少。你能确定吗？

生：不能。

师：两个奇怪，两个不确定。还有吗？

生：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时间也不一定。

师：那是什么奇怪呢？

生：也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师：这里说得奇怪是什么？

生：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

生：时间不一定。

师：当然是时间不一定，做什么事情的时间不一定？浇水的？
施肥的？

生：到作者家喝茶的时间不一定。

师：哎，喝茶的时间不一定。所以对我们来讲也叫做“不确
定”。

还有奇怪的吗？

生：还有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

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你没有
读完，当然没什么好奇怪的，你读完了就知道到底什么奇怪
了。



生：（继续读）所以他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师：你把这句连起来读一读。

生：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所以他来
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师：奇怪的事情在哪里？

生：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枯萎了，他带几株来补种。

师：补种。哎？这个人他不经常来，他怎么知道桃花心木会
死掉，他还带桃花心木苗来补种，奇怪吗？（生：奇怪）你，
别忙坐下。你回答问题没完，我跟你也没完。（众笑）你把
这个奇怪连起来说，不能看书。要会学习，来。

生：更奇怪的是他来的时间……

师：（打断）来喝茶也是来，来浇水也是来。对不对？

生：令人奇怪的是，他来浇水的时间不一定，浇水的量也不
一定；更奇怪的是他来作者家喝茶的时间也不一定；更奇怪
的是他每次都会带几棵桃花心木苗来补种。

师：这就叫做会概括。会概括你就会读书了。完了没有？

生：没有……（众大笑）

师：那继续说，还有什么奇怪的？

生：没有……（众哄笑）

师：怎么没有了？那不是完了？

生：我是从“我起初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我是从“懒”看出来的。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懒不懒。

师：那你说他懒吗？

生：我起初认为他懒，但是不确定。

师：为什么后来认为他不懒了？

生：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树会枯萎呢？懒人是不会知道
有几棵树会枯萎的。

师：哦，奇怪的是这个人到底是懒的还是不懒的。有了一个
疑问，看得出你会读书，这次你的眼镜没有白戴。（众人再
笑）

完了吗？你就看这个懒啊？下面还有一个地方也看得出来。
看出来了吗？

还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要你看出来（众笑）

师：到底是真的忙还是假的忙？

生：忙人怎么可能做事那么从从容容？可以看出来，他不一
定忙。

师：到底是忙还是不忙也有疑问了。你看，会读书了，能读
出疑问来了。

对这个忙产生了疑问，还有吗？

这时候还能找出来的同学就了不起了。

生自由读课文。师行间巡视。

师：谁愿意来读一读这个过程？



眼睛看着我的，有自信的就举手。

生：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师插话：你很想读好，
我能理解，但不要太过分了。学着生“树苗种下以后，他常
（“常”故意很重）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的并没有
规律，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浇
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我住在乡下时，（师：提醒学生注意读书的节奏）天天都会
在桃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
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时间也不一定。

我越来越奇怪。

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了。所以，他
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我起先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树会枯萎呢？

（读的过程中注重及时评价。）

生：（重新读最后的四个问句）

师：真棒！（带头鼓掌）

（对着读书的孩子）：满意吗？

生：满意

生：愿意。

师：哪个人可以做你的老师？



生：（示意是自己的同座。）

师：好的，还是一位女同学。下面我们来看，同样读这一段，
她是不是有做老师的水平。

生：树苗种下以后，他常来浇水，奇怪的是，他来的并没有
规律，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浇
水的量也不一定，有时浇得多，有时浇得少。

我住在乡下时，天天都会在桃花心木苗旁的小路上散步，种
树苗的人偶尔会来家里喝茶。他有时早上来，有时下午来，
时间也不一定。

我越来越奇怪。

更奇怪的是，桃花心木苗有时莫名其妙地枯萎了。所以，他
来的时候总会带几株树苗来补种。

我起先以为他太懒，有时隔那么久才给树浇水。

但是，懒人怎么知道有几棵树会枯萎呢？

师：（带头鼓掌）读得很好！你有什么经验没有？

生：……的时候不能读得很快，要轻一点。

同学们，这位种树人这么多令人奇怪的表现，作者心中这么
多的疑问，最后追问了四个问题，追问了这位种树人，而这
位种树人轻轻松松，简简单单说了两段话，把所有的问题都
说清楚了，读。

生：读

师：读完了？（指着一名学生）请你站起来，读



生：种树的人笑了，他说：“种树不是种菜或种稻子，种树
是百年的基业，不像青菜几个星期就可以收成。所以，树木
自己要学会在土里找水源。我浇水只是模仿老天下雨，老天
下雨是算不准的，它几天下一次？上午或下午？一次下多少？
如果无法在这种不确定中汲水生长，树苗自然就枯萎了。但
是，在不确定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长成百年的大树就不
成问题了。”（生把“拼命扎根”读成 “拼命挣扎”师：啊！
拼命地挣扎啊，老师也在拼命地挣扎啊！生改正以后，师：
有长进了，所以说人都是有潜能的，你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了，
你的眼睛闪闪发亮。）

种树人语重心长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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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苗会枯萎得更多。幸而存
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师：啊——我们先给她掌声，你在努力地生长！就是最后两
句很可惜。有的句子读得不顺口，要多度几遍，最后两小句
再读一遍。

生再读。

师：同学们，读一读这两段，像这位同学一样读出自己的潜
能。开始。

生：放声自由读书。

生：能听懂。

师：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桃花心木苗，我们大家都会明白。我
老了，我不明白。你们看，一般种树人都要按时给花草树木
浇水、施肥、除草。但是这个种树人，他有时间喝茶，没有
时间浇水，我看他是个懒虫，是个大懒虫！你们骂他！为什
么不吗？我要骂他，这个大懒虫，太懒了！



（指着一名学生）你为什么不骂他？

生：因为我觉得他不懒，懒人是不会知道几株桃花心木苗会
枯死。

师：这不稀奇。（指着另一名学生）你为什么不骂他？

生：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有道理。就是如果他每天都来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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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苗会枯萎得更
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

师：嗯，你说的是有道理！（指着另一名学生）你为什么不
骂他？

生：因为他让我们学会找水源，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自己找水
源的话，就无法自己生长。

师：有点道理。（指着另一名学生）你为什么不骂他？

生：他让我们学会的独立自主……

师：等等，你再说一遍。

生：他不会让我们养成依赖的习惯，让我们学会的独立自主。

师：有道理。你呢？（指着下一位学生）

生：种树的人希望我们每一株树苗都会有用，让我们不要有
依赖的心，要我们把根扎得很深，自己找水，将来成为有用
的栋梁之才。

生：他不来是为了让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让我们拼命地长
根，让我们没有水源也能一样生长。



师：你呢？

生：我觉得……

师：看来你想骂他了，这么没有爱心！骂

生：不是，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从小就把根扎得很深。这
样我们长大了就不会枯萎。

师：你？

生：我觉得树苗就像人一样，树苗没有水就会枯死，我们人
也一样，不会独立的话也很难生长。

师：讲得非常不错。但是我要幸福！我要快乐！

生：如果你要现在的快乐的话，你会得到的痛苦更多。

师：现在不苦，将来会痛苦啊！有点道理。你？（指着另一
名学生）

师：你说的有道理。你？

生：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树苗不依赖他。如果他每天来
浇水，只要一天不下雨，树苗就吃不消了。

生：我觉得他不来浇水，树苗的根就会扎得很深，找到地下
水源，沐浴着阳光，快乐地生长。他不是为我们现在考虑，
他在为我们作长远的打算。

师：有道理，这样多好啊！

生：我觉得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能独自面对坎坷、狂风暴
雨。枯死的树苗有一颗依赖的心。



师：我知道了，你是说它该死。是吗？

生：是因为这棵树苗没有能经受得住生活的考验。没有炼就
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根扎得不深，没有得到足够的养分才会
死的。所以，他应该把根扎得更深。

师：听出来了。那些死掉的真的该死。还有好多同学要说，
现在不说了。

这位种树人他有文化吗？他懒吗？他有爱心吗？一棵一棵的
树苗，它要自己生长。有的树苗真的枯死了，为什么呢？因
为它不会自己寻找水源，所以它无法在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
它真的该死！不顺应自然的就该死！就算它暂时在种树人的
照料下获得很好，将来还是枯死。只有自己有一颗独立自主
的心，它才能真正长成栋梁之才。所以我们说种树人一系列
奇怪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要 ——（指着黑板上
的板书）

生：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深化对环境的感
受与情感的感知；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
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师：种树人能像树苗一样活一百年吗？他不能！但是所有的
树木最后成就的要是百年的基业。刚才同学们所说的都是对
种树人的深刻的理解，我看你们能比种树人更懂规律、更有
爱心。我听了种树人说的这番话以后，悟出了这样一段人生
的哲理：（指着黑板）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语文老师会说——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数学老师还会说——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我们还会听到英语老师也会说——

生：在不确定中，我们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
赖；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
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师：体育老师还会说——

生：在不确定中……

师：你们还想听吗？

生：不想了。

师：为什么不想听了？这么深刻的哲理呢！



生：我要听。

师：那你继续读。（众人大笑）

生：不是想读

师：读了这么多遍，你的感觉怎么样？

生：感觉很烦。

师：再好的话听多了也会觉得很烦。我们会在心里说，我都
知道了，你不要再烦我了！关键不是在于说多少遍，而在于
记在心里。

再好的道理，再深刻的道理、再有意义的话，如果反反复复
地就这么说，任何人都会觉得厌烦，这不奇怪。

林清玄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也讲了这个道理，你有没有觉
得厌烦？

生没有反应。

生：没有反应。

师：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的？快速地浏览
课文。他先写了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你有发现？
不要忙着说，再看一看，想一想。

生：他先写了个故事，把浇水的时间不一定

生：叫做烘托

师：烘托？叫做借事喻理。（板书）

生齐读师：在一件小事中写一件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就叫做



借事喻理。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写的？你还有发现么？

生：他首先提出疑问，然后通过种树人的回答得出自己的想
法。这是烘托。

生（齐读）设疑——解疑——悟理

师：所以我们读起来感觉引人入胜。

还有发现吗？

生：我觉得他用树苗比喻人。

师：从树写到了人，这个写法比较高明。

生：有时隔三天，有时隔五天，有时十几天才来一次。我觉
得是列数字。

生：排比

师：看课文的最后两个小节。照理说事情写完了，道理也说
明白了，为什么还要写着两段话？自己读一读。

师：怎么不那么简洁明了？

生：这两段是说明桃花心木也像人一样。桃花心木能够独立
生活了。人也是这样，不养成依赖的心，就能够生活了。

师：你说了一大段话，就是没有说清楚。这是用事实来——

生:证明种树人的话是正确的。

师：哎——这一次清楚了，明白了。



生：这两个自然段是写种树人种树的结果，就像种树人自己
说的那样。最后一段“种树人不再来了，桃花心木也不会枯
萎了。”是说桃花心木已经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在地上站得
很稳了。

生：证实了种树人的方法是正确的，也证实了作者悟出的道
理是正确的。

师：你看得远了。

生：是说桃花心木已经经得起生活的考验，在地上站得很稳
了。

师：你这话是重复别人的话。重复表示重要。（众人哄笑）

我们的眼光不要仅仅盯着尾巴，看尾巴的时候也要看见头。

生：开头和结尾都写了桃花心木“高大笔直”。

师：首位照应，意味无穷。一起读最后两小节。（生齐读）

就这两句话让文章锦上添花，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这个道理
意味深长。今天我们一起学的课文叫——（生齐读课题《桃
花心木》）通过一件寻常的生活小事，让所有感受到，在生
活中、不确定的环境中要——（生齐读：在不确定中，我们
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不会依赖；在不确定中，我们
会深化对环境的感受与情感的感知；在不确定中，我们会把
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我们要独立地
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同学们，在滚滚的不确定中，我们
会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请你课后模仿作者的写法
写三句话：在不确定中，我们……在不确定中，我们……在
不确定中，我们……这样的人生哲理我们不但要念在嘴里，
记在心里，更重要的是要转化为我们的行动，成为我们成长
的力量。祝愿我们的同学都能像桃花心木苗一样，成就百年



的基业。下课！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四

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美丽的桃花，穿着粉红的衣裳，
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来，我就翩翩起舞，粉红的衣裳随
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朵朵桃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
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彩色蝴蝶飞舞着围绕我，不停
地赞扬着我的美丽。

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桃花，我是在看桃花呢！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五

我买了一只小狗，它全身的毛是米黄色的，头顶、尾巴末端
和四只小爪子都是白色的。看上去，像个小黄毛球儿。我给
它取名叫“米米”。记得我和米米“认识”的那天，是一个
星期天，天空万里无云。爸爸、妈妈和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
花鸟市场，我是想买一只小狗!就在我四处寻找心目中的那只
小狗时，突然身边响起了一个弱小的声音，我一看原来是一
只被关在一个简陋铁笼子里的小狗，看着它又瘦又小的可怜
样，特别是那看着我的眼神，仿佛是在哀求我：“把我带走
吧!”越看越觉得不舍，我连忙跑去找妈妈：“妈妈!妈妈!我
找到我要的小狗了。”于是，妈妈买下了那只狗。在回家的
路上，小狗安安静静地躺在我怀里，一动不动地望着我。那
模样可爱极了。到了家，我喂它吃东西。它边吃边冲我不停
地摇着尾巴，还“汪汪”叫唤两声，像是对我说：“谢谢
你!”吃完，我把它抱到事先准备好的“窝”里，一会儿它就
美美地睡着了。从那以后，每天我放学一进家门，小米米就
跑过来用舌头舔舔我的脚踝，有时候顽皮了还在我的作业本
上踏上几个梅花印。晚上，它跑到沙发边上，静静地趴在那
里看着我，好像要和我一起看故事书。我真是又喜欢它，又
烦它——我的小狗“米米”!2019最新小学六年级观察小狗日
记500字精选篇三小狗的警惕性非同寻常，它有一个特别灵敏



的鼻子，能闻到3里以外东西的气息，吃食物时，它总要低下
头闻一闻。它还有一双耳朵，每当听到特别的声音，它的耳
朵总会竖起来，认真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因而，人们养它来
看大门，它是人类的忠实的朋友。小狗有一张宽而大的嘴巴，
嘴里有一排洁白而又锋利的牙齿，它一口就可以将一只大老
鼠咬死!小狗有着矫健的四肢，它跑得速度非常快，一分钟可
以跑二、三里路呢!狗是爪类动物，关节远动不明显，狗的皮
毛松软柔和，脚掌有丰厚的肌肉，行动轻快、敏捷、柔和，
肩胛骨有明显的上下起伏运动。狗在正常行走时，一个完整
步的循环大约需要半秒左右，尾巴会随着身体的远动而产生
随之运动。小狗的眼睛不很好，大约只能看一里的距离。那
么，它为什么能看准东西呢?它主要靠得是它的鼻子。小狗刚
生下来的时候，毛是棕色的，可是它长大以后就不再是棕色
的了，而变成了深黄色。小狗的性格非常温和。如果你对它
好，它就会用头顶你的腿，好像是在向你撒娇;可是如果是陌
生人来到它的家里，它仍会“汪汪”地叫个不停，甚至会扑
到你身上咬伤你的。夏天到了，大热天，我们常常可以看见
狗总是在吐舌头，而不见狗出汗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狗
的汗孔长在舌头上。小狗真不愧为人们所喜爱，这是它用自
己真正的本领换来的。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六

静静地看着她的脸面若桃花，是那样的美丽、迷人。

在这个美丽女人二十六岁时，迎来了我的到来，是她赋予了
我生命，让我这个小家伙，来到了五彩的世界。她赋予我生
命的同时还赋予了我一双能够欣赏美丽的眼睛，当我第一次
睁开眼，看到的'最美丽的就是她的脸，标准的瓜子脸，一头
乌黑的长发，在我的脑海里印下了永恒的烙印，在我的心中
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一转眼，这个小家伙开始频频学步了，美丽的天使在她身后
小心翼翼地跟着，生怕一个不留神，小家伙就摔着了，那时



她的脸上流泄出的除了谨慎便是慈爱，那份谨慎，那份慈爱，
使得她看起来时那么美丽，那么迷人，像初升的太阳。

走过四季，小家伙开始牙牙学语了，整天咿咿呀呀地欢叫着，
她却乐此不疲，还整天像个孩子，陶醉在她自言自语中:雨诗
乖乖，宝贝，来，叫妈妈。小家伙听着学了起来，啊么啊，
尽管小家伙老是发音不对，可她还是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教
着，脸上荡漾着甜甜的笑容，像平静的湖心荡起阵阵涟漪，
反反复复，小家伙终于学会了，当她叫出了第一声：妈妈的
时候，这个美丽的母亲激动的热闹眼眶，那激动的泪珠儿，
使她显得更加端庄。

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她的小家伙已经长大了，她也从二十
六岁到了三十七岁。整整十一年时间，她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下班就回家为我做饭，然后吃完饭又去整理厨房、洗碗、
晾衣服。一直忙碌到七点以后才能坐下来休息，以前，我总
陪着她一起整理，可现在因为作业的原因，大多数时间都是
她一个人忙碌。那忙碌的神情，是那么的美丽。

十一年过去了，妈妈脸上不知不觉中爬上了一条一条的皱纹
虫儿，那是岁月给她的见证，虽然经历了岁月的风沙，可在
我心中她依旧面若桃花，还是那么美丽。

岁月啊!我的妈妈是个美丽慈爱之人，请你不要伤害她。

桃花观察日记

春雨刚过，空气里透着青草的清香，阳光里透着满满的温暖。
我和爸爸一起在植物园里散步。

我信步走到了桃花树下，一片又一片的小花瓣从空中飘下，
有的落在了草地上，给绿草扑上了层粉色;有的落到了小河中，
顺着河水飘远了;还有的落在了树底下，在树下红成一片，仿
佛花瓣缀成的小毯儿。正巧，一片小勺子似的花瓣轻轻地落



在了我的手心中，多么柔嫩的小花瓣，多么可爱的小精灵。

我抬起头，看到了这美景，不由得又是惊叹，又是赞美起来。

这里的桃花已经开了不少了，树上的花朵儿一个挨着一个，
一个比一个俏，一个比一个艳，仿佛都盛满了阳光，都在尽
情的微笑，真是一群争奇斗艳的小精灵。

花朵的形状也形形色色。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
儿全展开了，露出了黄色的花粉;有的还是一个花骨儿，看起
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的桃花，一朵有一朵的姿
态，有的像刚睡醒的小宝宝一样，一脸的睡意昏沉，一脸的
娇憨模样;有的像一位刚梳妆完后的少女，十分娇艳，十分清
秀;还有的像一位正在翩翩起舞的小姑娘，舞姿妖娆，姿态可
爱。

在这么多桃花面前，我都有些眼花缭乱了，我一会看看这朵，
觉得很美，一会看看那朵，也觉得很美。在这么多桃花面前，
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觉得每一朵桃花都是那么的美丽，
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而我似乎是那么渺小，而且那么微不
足道。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七

是啊，树和人一样，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很少的养分。

“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
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
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是
啊，树和人一样，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很少的养分。

依赖父母并不是我们的本性，在父母温暖的怀抱、在不确定
的生活中度过，那我们再会永远有一颗依赖心，永远不会独
立自主。



要想获得自主的能力，必须经得起不确定的生活的考验，从
而让自己对事物和道理有更深的了解。

在生活中，我们有事不能总是靠父母，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解
决。

在学习中，老师不就像是一位辛勤的种树人，不停的帮我们
批改作业、纠正作业，朴实无华的老师日日操劳却没有怨言，
这让我们也对老师产生了依赖心。

温室里的花朵经不住风吹雨打，长不成参天大树。既有阳光
的普照，又有风雨的洗礼，才有利于我们健康成长。我也要
做一个能经得起生活考验的人。独立自主，我能行！

我们应该像桃花心木那样，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
确定中学会把少量的水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读桃花心木有感篇八

有人赞美牡丹为"花中之王"，有人颂扬水仙为"花中仙子"，
有人称赞月季为"花中王后而我却偏偏喜欢那五彩缤纷的桃花。

今天是星期日，我约了几个好朋友去桃园玩，刚走到桃园门
口，一股浓浓的清香扑鼻而来。我抬起头远望桃园深处，我
不禁惊叹道："啊，真美呀！简直像天边飘来的一片灿烂的云
霞。"一阵微风吹来，桃花枝轻轻的摇动，仿佛在向我们招手。

我顺着香味来到了花的海洋。走进了花的世界。近看桃花火
红的好似一把把火炬，粉色的如一只只飞舞的粉蝶，白色的
像一团团棉花逃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鲜艳无比，美不
胜收。它们有的全开了，露出了金黄的花蕊，有的才展开了
两三片花瓣，羞羞答答的，有的还是个花骨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