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模板8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心得是我们踏上这个阶梯后的
回顾与总结，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内容和思想。
以下是一些学习心得的摘录，希望可以让大家从中汲取一些
写作的经验和技巧。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一

在课文的世界里，有感动的、悲哀的、高兴的……课文，但
老人与海鸥却带给我无比的感动。

老人与海鸥讲述了一个平凡又打动人心的故事：老人视海鸥
为自己的亲人、儿女，给海鸥喂食，取名字，把海鸥当成自
己的儿女看待，而且老人毫不吝啬买给海鸥4元的饼干，而他
唯一的奢侈品只是3毛一包的金沙江香烟；老人去世后，海鸥
们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旋，大声鸣叫，像是为老人守灵的
白翼天使，他们好像在为老人守灵，不忍心离开“亲人”的
事。他们也许已经明白老人已经死了，摆在自己面前的所谓的
“老人”其实是一张遗像，真正的老人已经不在了……但他
们依然在用声声的鸣叫呼唤着老人，他们必须是认为自己的
呼唤能把老人叫回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在课后，我一向带着疑问：这位老人究竟是谁？海鸥们与他
无亲无故，他为什么要对海鸥好呢？为什么要照顾他们？像
他这样的老人，就应是躺在摇椅上，好好度过晚年，但为什
么这个老人这么特殊呢？……种种原因给我带来了困扰。电
脑给了我答案，老人觉得海鸥是幸福鸟，吉祥鸟。海鸥在的
地方，那儿的人就会快乐，就会幸福。老人名叫吴庆恒，是
昆明人，那儿的居民都把他称为“海鸥老人”。只要在当地，
红嘴鸥“驾临”，老人每一天都徒步几十里给海鸥喂餐，风
雨无阻。老人每月退休工资只有三百零八元，大部分都用来
给海鸥买食物，他舍不得坐车，所以每一天步行20公里给海



鸥喂食。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向都有人与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
你给动物感情，相对的，动物就会回报你。因此，我得出了
一个结论：你对动物好，动物也会对你好，每种动物都是有
灵性的，它们都会报答对自己好的人。即使是一种凶猛的动
物，经过长时间的感情相处后，一切冷冰冰的东西都会融化。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二

在拉美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流派，
这些流派都深深的改变了世界文坛。而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
西亚。马尔克斯，则以其对现实世界魔幻般的思索和诉说，
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而作者也因之获得了诺
贝尔文学奖。

刚刚开始阅读《百年孤独》时，我们会发现作品中有两处奇
怪的地方，其一是书中诉说的故事大都荒诞不经;其二是作品
中人名的反复出现和相同怪事的重复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不
可能会有持续了四年多的雨，一个老年神父不可能只喝了一
口可可茶就能浮在空中，死者更不会因为耐不住寂寞就重返
人间……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更令人奇怪
的是，书中这个绵亘了百余年的世家中，男子不是叫做阿尔
卡迪奥就是叫做奥雷里亚诺，而家族中各种奇怪的事情，在
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尔卡迪奥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
奥雷里亚诺的身上反复的发生着。联系到作者的创作年代和
生活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象征了什么。

作者在《百年孤独》中用梦幻般的语言叙述了创业的艰辛，
文明的出现，繁衍与生存，爱情与背叛，光荣与梦想，资本
主义的产生，内战的爆发，垄断资本主义的进入，民主与共
和之争等足以影响拉美的大事，却让他们集中发生在一个小
小的名叫马尔孔多的乡村中。把布莱恩迪亚家的每个成员都
深深的牵扯了进去。在故事的结尾时。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



者奥雷里亚诺阅读了记载这个百年世家的命运的羊皮卷后说：
“这里面所有的一切，我都曾经看到过，也早已知道!”作者
正是借这个总结性的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拉丁美洲百年
历史的看法，即近代拉美百余年的历史是重复的，拉美的发
展和历史进程都停滞不前。

《百年孤独》是一部有趣的作品，她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
故事的发展更是令人费解。当你读完他，掩卷长思，你却可
以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重复。对拉美的孤独百年的思考。并
情不自禁的沉浸其中。

百年孤独每章读书心得2

读了三遍《百年孤独》，并对作者的身世及所处的时代背景
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种执着探索的精神着实让我敬佩，不
由得让我想起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亦是如此，只要你
有诚心，也够努力，总会有一定的收获。

《百年孤独》描述的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家族的一
部兴衰史，其脉络就是自闭到开放，开放到繁荣;再由开放到
自闭，自闭到毁灭，其实写的就是拉丁美洲十九世纪中期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多世纪的兴衰。在《百年孤独》获
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专访时对
孤独的解释意味深长：孤独就是不团结。

“不团结”在我的印象里有很多解释，从片面的角度说，它
是自闭的、可怕的、是要反省的、是要摒弃的。其实在职场
上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团结协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
提，而实际上我们往往是在本职工作上倾尽了全力，而忽略
了其实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性，这也说明越是
浅显的.道理，越是难以企及。

偶然吸引到我的文字引导我的这次阅读，也让我感觉到自己
思维的局限性。阅读，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可能有时，



读着读着，我们会发现它是在写自己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公
就是正在阅读的自己，这种感觉会拉着我们继续阅读;有时，
当发现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出现在眼前时，那种兴奋
之情无以言表。

百年孤独每章读书心得3

有这样一句歌词唱到“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狂欢是一个人
的孤单”。最初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总不能明白其含义。后
来反复琢磨设身处地去考虑，倒是有些懂了的苗头。正是因
为孤单，才使一群不甘寂寞的人儿齐聚在一起，彼此消磨着
对方的时间，去宽慰自己的颤抖的心灵。而与此对立的，纵
使这群孤单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在纸醉金迷中沉沦，自己内
心的墙依旧把自己圈存在哪只有自己的密闭的空间内，所以
他们注定孤单。

正如同我刚开始对那句话的不了解，我在读《百年孤独》这
本小说的时候，发现孤独二字在文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
当我合上书本，再去细细品读，却又看到了隐藏在字里行间
的隐藏着的孤独，甚至乎那个时代的孤独。

孤独之处首先体现在故事中的人物身上。故事中的第二代贝
丽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阿玛兰妲以及从他们身上展
开故事中联系到的相关人物的结局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孤独
二字。

就好比布恩迪亚上校，在他身上当真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
事情。谁会猜想到当初那个延续着父亲没做完的事业在实验
室里炼金的`寡言的男人，有一日会成就那样一番大事业，征
战沙场，杀敌无数;又有谁料到原本对梅蕾黛丝充满爱意，对
家庭充满关怀的男子会在战争中渐渐迷失其本性，变得麻木
不仁;更不会有人料到其结局竟是那般。

原本与梅蕾黛丝结为夫妇，孝顺的布雷迪亚本是感性的，如



果一定要把孤独往那个时候的他身上套，大概只有他一人在
实验室里炼金的时候了。但战争，因对那处“世外桃源”的
冲击而爆发的战争却使他彻底改变。冷血，孤僻，对周边的
人充满警惕。他禁止一切人在其划定的范围以内出现，包括
其母亲。用武器围成了人墙，把自己包围其中。

至于其他人的孤独，我搞不懂为什么阿玛兰妲要让自己笼罩
在孤独中，一直费尽心机想要博得意大利技师皮埃特罗的喜
爱，到手了却死活不要，让皮埃特罗落得自杀的下场。后来
又有了情人赫里索多上校，两人情至深处又断然拒绝其求婚，
终使自己在悲伤与孤独中渡过。我想也许是因为她失手害死
了梅蕾黛丝而产生的愧疚感，让她诅咒，也不允许自己得到
幸福吧。

百年孤独每章读书心得4

就在最近，我读完了马尔克斯写的《百年孤独》。最开始，
我选择这本书时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早期其他歌曲中出现百年
孤独的字眼，所以我才去书店买了回来看。

在我刚开始读《百年孤独》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太深奥
了，有很多地方都读不懂，而且很多事情很荒谬。这本书中
的人名反复出现，相同怪事的重复发生，这是只有在电视剧
中才会发生的。

从生活实际出发，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会有。但是这些竟都
写在了这本书中，这一切都发生在了这个家族的身边。更令
人奇怪的是，书中这个成立了一百多年的世家中，男士，叫
来叫去就是叫阿卡迪奥或叫做奥雷良诺，一点新意都没有。

且家族中各种奇怪的事情，在家族的第一代创始人阿卡迪奥
直到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的身上反复的发生着。
这些都太奇怪了，甚至使人感到有些害怕。虽然凭借我的阅
读水平还不能很好地向大家详细解释什么，但我相信我只要



我再细读几遍一定能够读出一些更深的东西，只是我现在实
在是没有这个能力。

人物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霍·布恩蒂亚第二和奥雷良诺第二这
对孪生兄弟。首先，他们叫的不一样，不像别的那么复杂，
记都记死了。然后就是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名字却表现出了完
全相反的性格。

霍·布恩蒂亚第二像奥雷良诺上校那样深沉而奥雷良诺第二
则像霍·布恩蒂亚那样不羁——以至于乌苏娜常常怀疑他们
是否是在幼年时交换了名字。这样的怀疑并不离谱，是有一
定道理的。但是，名字不一定要和性格一样嘛。这是一个深
深的讽刺。然而最后两兄弟死去时又搞错了墓穴仿佛这样才
是正确的归属，一切是命中注定的。

虽然每一代的成员都经历着波折，但这个家族仍然一代一代
地承传着，并且一直传承了下去。只是最后，当家族中的男
子死去时，让这个百年世家终于陷入了衰败。不过好在的是，
家族的最后一个守护者奥雷良诺开窍了，因为他最终发现这
一切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的家族不可避免的宿命，这是永远
也走不出的循环。

即便合上手中的书，那些情节还会在我的脑海中一幕幕地涌
现出来。这本书实在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百年孤独每章读书心得5

前几天读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直打算写篇读后
感，苦于无从下笔。一方面是对作品本身有一知半解之感，
一方面想的太凌乱以至于理不出头绪。

一直深刻赞同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中的反正最后每个人
都孤独，在每段感情中，不管是暗恋还是相爱，到最后会发
现不管是需求还是被需求，心灵永远都要有自己的空间。所



以仍然你是你，我是我，难免孤独。你我都是一条直线，有
人与我永远很近但永远不能相交;而相交后的两条线必然愈行
愈远。

对我而言，单从读《百年孤独》的直观感觉来说，是非常的
微妙且有意思的。与以往容易入书入戏的我不同，百年孤独
里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生离死别似乎和我之间隔了一层
下雨中的玻璃墙。每当我似乎身临其境的时候，总有一层新
雨将玻璃重新淋得模糊。也许是因为作者总以戏谑的口吻描
述类似神话的种.种场景，也许是因为书中人物狂野的孤独离
世俗的自己太过遥远。

整本书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从家族第一个霍赛
阿卡迪奥，到最后一个具有家族明显特征的奥雷良诺。从高
傲果敢轰轰烈烈的奥雷良诺上将到精力充沛平凡而伟大的乌
苏拉老妈妈，从纯洁如天使的俏姑娘雷梅苔丝到喜欢热闹以
至于娶了两个老婆的双胞胎之一。

这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孤独，逐渐的，有人在孤独中失去
自我，比如第一个霍赛阿卡迪奥、梅梅;有人在对抗孤独中失
去自我，比如雷贝卡;有人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孤独，可却无能
为力，比如阿兰玛塔;有人孤独一生却不自知，比如乌苏拉，
比如俏姑娘雷梅苔丝;还有人在生命的最后幡然悔悟，可惜为
时已晚，比如我的上将奥雷良诺。

一部繁杂庞大的百年家族史，一部脉络清晰的地方兴衰史。
在时间的洪流中，个人在大背景的起伏中显得那样无力。羸
弱娇小的被夺去生命，孤独执着着的留下悲伤的痕迹。无端
去世的雷梅苔丝的萝莉像被作为祖母的形象保存，到最后仍
然在咬手指的雷贝卡执着的不肯死去。经历夺走3000人生命
骚乱的阿卡迪奥得不到任何人的相信。他们都是人群的异子，
孤独的极端。

对于我，则早已习惯了与孤独为伴，未必开心，但也未必悲



哀。孤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事实，与其否
认，与其抗争，与其无谓的逃避，不如接受它，拥挤的人群
里让它保护你回家，周六的上午让它陪你吃早餐，整理阳光，
周日的下午让它陪你晒晒太阳，晒晒俱疲的身体与心灵。

如果你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周期性的抑郁，不妨看看这
本书，让书中孤独人的鲁莽激起你无畏抗争的勇气。也许，
我们可以活得更牛逼哄哄，至少在别人眼中。奥雷良诺上将
死去的时候，我心中一阵痛楚，就是这么想的。

我相信，这本书能给我的，远远不止于此。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三

《老人与海》是一部经典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普通的老
渔民在连续84天出海而没有打到一条鱼的情况下，终于在
第85天捕捞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并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将
这条鱼拖回了自己家乡的港口。

这篇小说开头对于老人形象进行了描述，尤其是对他眼睛的
描写，使我印象非常深刻—“象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
认输的”。我觉得这就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眼睛，他们在日常
繁重的生活重压之下，仍然没有放弃享受生活的愉悦，仍然
没有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也正是这种压力下的愉快和不认输，
使老人有了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并最终把这条巨大的马林鱼
拖回了家乡的港口。生活不易，但是无数人，尤其是那些普
普通通的人仍然在想尽办法地继续生存着。

从书中的描写来看，这条鱼“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
“看样子它不止一千五百磅重”，也就是说，这条鱼大约有5。
5米长，重逾680公斤。可想而知，一位老人能够用一条小渔
船捕获这么大的一条鱼，而且将它从远海拖回来是多么的不
容易。书中老渔民在与鲨鱼反复搏斗后，说道：“做个梦吧，
梦见你杀了一个人”，这其中也反应了老渔民对于作为人类



和与自然界不断搏斗并不断胜利的自豪、顽强和不服输的精
神。

何谓顽强？何谓不服输？我觉得就是要越挫越勇、屡败屡战。
无论生活中的艰辛，还是工作中的困难，亦或是技术技能攻
关中的堡垒，我们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不断失败、不断继
续，但从不气馁，想尽办法，只有这样才不辜负作为人类的
这种自豪感。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四

在老师的推举下，寒假里，我到周村新华书店买了[老人与
海]这本书，它是美国闻名作家海明威写的。回到家，我一口
气把它读完，书中的主人公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的英雄形象
久久浮此刻我的眼前：

桑提亚哥一生贫困，缺吃少穿，但他对生活却充满信心。一
次，他持续八十四天出海一无所获，但是，他并没有服输，
坚持与命运抗争，第八十五天最终捕到一条比船还要大的马
林鱼，经过两昼夜的生死搏斗才降服它而返航。但在返航途
中又遇到了一大群鲨鱼尾随而来，大口吃他的马林鱼，于是，
老人又与鲨鱼展开了坚韧的搏斗，利用鱼叉刀子木棍突击鲨
鱼群，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大马林鱼被鲨鱼吃掉，仍然一
无所得。当他靠岸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

桑提亚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的意志，
坚韧的毅力，与厄运作斗争的勇气，勇敢地面对失败的精神，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学习的。尤其是主人公桑提亚哥
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
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将永恒激励着我。

读完了这本书，我才明白老师向我推举这本书的用意。在学
习上，我是一个懒惰的孩子，遇到难题，我不想动脑筋，有
时干脆不做，有时拿同学的抄上，所以成绩一直不理想。我



又是一个没有毅力的孩子，由于体质较差，经常生病，医生
建议我坚持锻炼身体。开始的时候，我兴致很高，天天早晨
起来跑步，但是，后来一遇到刮风下雨天气严寒，我就赖在
床上不起了。到最后，早晨锻炼竟没有坚持下去。学校进行
小制作比赛，因为我平时很喜爱手工制作，老师让我参加。
一开始，我信心十足，决定制作一艘航海船模型，便查找资
料，打算材料，但到了制作后期，怎样让船行驶，却难住了
我，一次次的失败后，我失去了信心，干脆放弃了比赛。想
想这些事，我的脸上火辣辣的。

读了[老人与海]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今后不论在学习上，
还是在生活上，我都会向书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一样，不怕
艰难，勇敢地战胜艰难。即使失败了，也要勇敢地面对，总
结教训，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永不言弃，争取最后的胜利。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五

84天的坚持，一个叫圣地亚哥老人，让我有了无限的感慨，
对于曾经的我，对于事情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你用
那坚韧的精神，让我懂得了，无论做什么，一定要怀抱着希
望，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就一定有收获。这位名叫圣地亚
哥的老人，就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中的主人翁。

“老人”一个很是平常的名词中，有的只是黄昏，只是瘦弱。
但圣地亚哥你用行动告诉了我，老人并不是岁月可以打倒的，
你有一颗永不被打倒的心。在学习中是那么多劳累，总是抱
怨，总是怨天尤人。但你用行动告诉了我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但是不能被打倒。了解了你，我也拥有了一颗永不被困境打
倒的心，高三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很轻松，但我准备好了，为
了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去拼搏。我不会再为苦难所曲折，
我不会再抱怨，不会再被打倒。

老人是一为贫苦的家境不好的老者。他站在岁月的巅峰，你



并未为之震颤，你坚强的屹立在这，用不屈的身姿与狂风，
冰雪战斗。他站在漏雨的屋檐下，与孤独奋斗，与死神博弈。
他用这平凡的行为来诠释着自己，他拼尽一切来努力维持着
他的生分和尊严。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那么的普通，那么多
平凡，但他却鼓舞了周围的人，并使他们的.灵魂升华。我便
是他们的一分子。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六

乡土的本质是稳定和缓慢，如果发生与它相反的变革，便会
有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的分离。中国的土
地上，创造出无数光辉灿烂的文明，在缓慢发展的过程中，
难免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尤其在步入现代社会的进程中，毫
无例外会发生冲突和矛盾。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取得一些成就。即使乡村的生活方式看
似和城市无异，但中国社会乡土的本色已经延续千年，旧有
的观念、人情往来和处事方式，仍然习惯性的保留下来。其
实有没有必要褪去这些旧有痕迹还值得我们研究思索。在城
镇化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荒唐的事情，部分原因是急于求
成，违背了乡土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没有做好转变的铺垫前
便粗暴干预。乡村建设要尊重传统，遵循演变规律，让乡村
留住乡愁，不能操之过急，更要避免盲目追求政绩，违背事
物发展规律，制定出揠苗助长的强制政策。

回到金融方面，我的工作范围属于金融的一个分支，支付行
业，结合近期国务院和央行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或许可以
由点及面，从支付方面谈谈如何支持乡村建设的发展。

一是加强支付的法律体系建立和金融监管政策。近五年新兴
支付手段高速发展，促使支付业务边界逐渐模糊，给立法和
监管等带来新挑战。我国的立法层次低、立法体系不完整且
不统一、立法内容失衡，构建一个全面、规范、协调的支付
法律制度体系势在必行。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将原有立法层次



较低的部门规章等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在支付行业监管方
面，以健全监管主体体系，规范监管职权为原则，建议加强
资金监管，注意外部监管与内部监管结合，同时密切关注支
付业务所潜藏的各类洗钱风险，调整和完善监管规则。

二是以金融科技发展助力乡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地理
环境、历史原因，我国乡村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配套服务
都不足，金融网点和服务下沉面临着成本增加、收益倒挂、
效率低下的问题。举例：央行和银联曾要求商业银行降低费
率或免费在农村地区投放pos机具，助力农村地区发展收单业
务。但是农村交易额过低，机具布放分散，银行提供服务耗
费人力物力，久而久之pos机处于闲置，未发挥应有作用。建
议依托金融科技的发展，通过科技手段延伸金融服半径，解
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充分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与新兴服务手段相适应的合理的政策要求，提高金融机
构应用金融科技的积极性。

三是以场景建设为入口完善乡村金融产品供给。根据乡村生
活特点，在适当的产业，如文化旅游消费方面，搭建支付受
理环境，进而拓展至粮食收购、衣食住行等涉农应用场景，
后续进一步覆盖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缴费等。同时完
善农村小微企业融资产品，并逐步建立农村企业征信系统和
信用库，利用大数据技术为金融服务的提升奠定基础。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七

今日，我们学了一篇作文《老人与海鸥》，文章主要讲的是，
海鸥老人吴庆恒自我勤俭节俭，每一天步行二十于里，来到
翠湖，只为跟海鸥相伴。老人把海鸥当做自我的亲属，并亲
昵的给它们起了名字，独脚、老沙、灰头、红嘴、公主……
海鸥呢，也把老人当做自我的同伴，只要老人撮起嘴呼唤，
海鸥就飞过来把老人团团围住，引的路人驻足观看。可是几
天后，竟然传来一个噩耗——老人去世了。大家把老人最终
一次喂海鸥的照片放大，做为老人的遗像。当人们把这张遗



像搬到翠湖的时候，海鸥立即将遗像团团围住，轮流飞到遗
像前面，象是来瞻仰遗容的亲属。它们自觉地站成两排，像
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当我们不得不去把遗像搬走的时
候，海鸥们像炸了营似的向我们扑了过来，翅膀扑的是那样
近，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这片白色漩涡里脱出身来。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十分感动。对呀，人和动物之间就是能有
这么亲密的感情。我大姨妈家养了一只银狐犬，以往寄养在
我们家一段时间，虽然我们都很疼爱它，但它却好象总是很
不舒服，成天就悄悄的趴在一边，不玩也不闹，我们都以为
它生病了。可是有一天，小贝突然欢跳起来，跑向客厅的大
门，用两只爪子不断的扒着门，不一会我们听见了敲门声，
原先是大姨妈来啦，小贝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并发出了婴儿
般的叫声。这正印证了认主容易，易主难。

学习了这篇文章，我明白了对待动物，要用真心。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用真心关爱动物，喂养动物，那么动物就不会
躲在森林深处，也不会见人就逃。那时，人与动物和平共处，
世界是多么完美。最终，我想向全世界呼吁，尽我们最大的
努力去帮忙流浪的动物吧，让它们感到人类是它们最得以信
赖的朋友。

老人与海读书笔记心得篇八

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每月308元的退休工资，拿出一半的钱
给海鸥买食物，除去自己的医药费，所剩无几，导致自己衣
衫褴褛。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每
天长途跋涉二十多里地去喂海鸥。

每次他都把饼干掰成细小的“饼干丁”，很小心的顺着栏杆
边走边放。老人说过，恐怕食物被水污染，对海鸥产生不利
的影响。多么细心的老人，对海鸥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那
么多的海鸥，几乎相同的样子，但是老人却能亲热的唤出它
们的名字：独脚、老沙等，没有亲如儿女的情怀，何能至此



呢？真诚的爱换来真诚的回报。

一群海鸥面对老人的遗像完全具有了人的品性，它们飞快地
扑过来，拼死保护老人。一个“扑”字，表达了海鸥复杂的
心情：急切、愤怒、渴望、痛苦、恐惧、眷恋、不舍、绝望
等，万般心情无法用文字表达，所以作者用省略号做了一个
自然段。这时，老师对这一环节进行了艺术处理，配着凄婉
的音乐，说说这时的海鸥会说些什么。面对此情此景，连听
课的老师也无不为之动容。

是啊，老人去了，谁还会来喂这些海鸥呢？谁还会像老人对
海鸥这么无微不至的关心呢？真爱换来深情。老师的教学艺
术很好的诠释了课文的留白，让学生的情感与海鸥融为了一
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