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模板6篇)
标语有时候可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代表。使用简单明了的
语言和形象，能够更好地传递标语的信息。美丽家园，从我
做起，保护环境是我们的责任。

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篇一

一个开心的中午，是我最期盼的时刻，我去植物园看梅花。

一到植物园就迫不及待地跑进去，走近一棵腊梅树，就好像
走进了香气扑鼻的世界，盛开的腊梅，我不由得想去看一看，
啊!里面有淡黄的腊梅，好像一颗黄钻，盛开的一朵腊梅中有
一只正吃着又香又甜的花蜜的小蜜蜂，它一头扎进了花蜜中，
好象好久没找到食物似的，真是可爱!

我看见了一棵很奇怪的腊梅树，她像一朵淡黄色的云彩，可
好看了!我一看就觉得她最美丽了，她就好像是腊梅女王!

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篇二

梅花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它座落在溧水县傅家边。那里四
季如春，风景如画。最美的要数梅花盛开的景色了。

车子刚出溧水县城，便闻到一股奇香。我禁不住喊道：“啊，
到了……。”妈妈说：“还早呢!”我感叹道：“梅花真香
啊!”

啊!走在这美好的花海中，闻着香气，望着五彩缤纷的花儿，
听着花朵上小蜜蜂“嗡嗡”的叫声。我想起了世人王安石写
的一首梅花坚强的诗：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p>

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篇三

“梅花梅花满天下，愈冷它愈开花，梅花坚韧象征我们，巍
巍的大中华，看啊遍地开了梅花，土地就有它，雪风雨它都
不怕，是我的国花”。

寒冬腊月的时候，我们含苞欲放的梅花绽放出了鲜艳的花骨
朵儿。迎着凛冽的寒风，不畏严寒，倔强地开出了美丽的花。
就像诗歌里唱的那样，梅花就是这样一种坚忍又顽强、美丽
又倔强的花。愈是寒冷，她愈是动人；愈有冰霜，她愈是绽
放。

看，那些刚刚露头小骨朵儿，将绽未绽的模样活像一个个害
羞内敛的小姑娘，不肯展现自己的花容月貌。真想对她说，
快快成长吧，我等着欣赏你最优雅美丽的身姿！

据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要到深冬的
最深处，去嗅一嗅那份最沁人的幽幽清香。然后伴着梅香一
起，在每一年奋斗出一片春意盎然。

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篇四

你看那在风雪中怒放的梅花，难道你就丝毫没有感受到她的
美吗?难道在那漫无边际的白雪中，你突然看到前方有一株挺
立着的梅花，你就不被她那种不畏寒霜、坚强不屈的精神所
感染吗?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这傲雪临霜的雪梅，真真切切的



象征了我们的中华民族，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那种顽强不屈、
顶天立地、勇于拼搏的精神吗?人们赞美牡丹，是因为它的雍
容华贵;赞美荷花，是因为它的出淤泥而不染;赞美菊花，是
因为它的独立冰霜;赞美兰花，是因为它的从容优雅;赞美月
季，是因为它的热情如火;赞美杜鹃，是因为它的繁花似锦;
赞美茶花，是因为它的富丽堂皇;赞美桂花，是因为它的十里
飘香;赞美水仙，是因为它的凌波玉立;而我赞美梅花，是因
为她的凌霜傲雪、坚强不屈的精神。同时也象征了哪些在困
难面前不低头，越挫越勇的中华民族!

我爱梅花，爱它的骨气，爱它的坚强，爱它的永不屈服。它
排在岁寒三友的第一位，是最有骨气的!它在严寒的冬天时不
肯屈服，将自己娇嫩的肌肤顶着风欺雪压。只有它会有那份
精神与那份傲气在寒冷的冬天与风雪做斗争。梅因冬天而存
在，而正因为梅也使冬天添加了几分温馨、清香，减少了几
分严寒、冷酷。

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篇五

夏天的那些花儿们，此时也只剩下了枯枝烂叶。不再有了往
日的娇艳，不再有了往日的富贵，不再有了往日了神气，他
们那仅剩下的矮小的枝，也在雪被的压力下累得直喘粗气，
只能悲哀的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这就是我喜爱梅花的原因，坚强不屈。虽然冬天是那样的寒
冷，以至于人们都懒得出门，然而梅花却在风雪中开着那小
小的花，而这小小的花，所象征的精神，却远比那夏天中艳
丽多彩的玫瑰，月季，牡丹高尚的多。

你看那梅花，像极了纯白的雪，只是那雪花融化之后，留下
的只是一滩污迹，华而不实，虚假的很，而梅花，她是真真
正正的纯白，有时还带着一点点粉红，她留下的，是似有似
无的芳香。她的朴质与素雅，也不是常人能所及的。



人们赞美牡丹，是因为它的富贵，赞美荷花，是因为它的出
淤泥而不染，而我赞美梅花，是因为她的那种坚强不屈，傲
雪斗霜的精神，同时也象征了那些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越挫
越勇的人们!

写梅花日记你会想到人篇六

我喜欢梅花，它美，它生命力顽强，它不畏严寒!

梅花生命力顽强，记得一次我从梅花树上折了一个树枝插在
土里没过几天又长出了嫩芽。梅花不畏严寒，春天是百花齐
放的季节，梅花可不和它们争艳，冬天那些百花不在炫耀自
己了只有梅花却不畏严寒开放着。天越冷梅花就越开得艳，
真是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这句警局是告诉我
们不经过一番彻骨的寒冷，怎么能闻到梅花的香味呢?我们做
人也要不怕吃苦，刻苦劳动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

这就是梅花——花中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