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的天堂读后感(模板12篇)
致辞致谢是一种在特定场合向特定对象表达感激之情和对支
持的肯定的言辞。注意掌握致辞致谢的语言风格和修辞技巧，
使整篇致辞致谢更加生动、有趣和具有影响力。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致辞致谢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给大家提供
一些灵感和参考。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一

大家好，我是导游汤杰，大家可以叫我汤导。今天，我很荣
幸能带大家去游览“鸟的天堂。”“鸟的天堂”是一棵枝繁
叶茂的大榕树，它位于广东省新会市天马村天马桥的一个小
岛上。

俗话说：“独木难成林。”而这棵大榕树的确是“独木成林。
”榕树为什么能“独木成林”呢？原来，榕树一般生活在热
带和亚热带，是一种常绿乔木，它会长出许多支持根。随着
时间的推移，支持根越来越粗，和主干很难区别。鸟儿们在
大榕树上生活，像在天堂一样。而且这儿的农夫和孩子都很
爱鸟，他们从不捉小鸟玩或捡鸟蛋。“鸟的天堂”栖息着成
千上万的鸟儿，有着数不清的鸟巢，有着各种各样的鸟
蛋……都不计其数！大榕树上的小鸟颜色不一，习性不同。
有每天早出晚归的白鹤；有在黑夜出去觅食的'猫头鹰……大
榕树的清晨最热闹了。那时候，鸟儿都会出来大显身手。有
百灵鸟的歌唱；有黄鹂鸟的边唱边舞……鸟儿们有的站在树
枝上唱；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让你看清楚这只又错
过那只。

你准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美――“鸟的天堂，”迷
人――“鸟的天堂”！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二

昨晚可能花了将近3小时看完，宿舍其他人都睡了，我躺在床
上点着小台灯。其实能让人深夜坚持做并乐此不疲的事实在
太少，读笛安的书算是其中一件。

告别天堂，不出意外的话，大概我已经活到文中所提的公元
后了吧。天杨始终追求的、事到临头醒悟到并不如自己想象
中那么绝对的、最后自己也都做不到的，年少的我也曾有过
同样的执着。

说穿了，却又是些显得矫情的词汇，甚而是些鄙陋到也许能
刺痛说话人的东西。但我想要诚实些面对。年少时，也许因
为占有欲作怪，也许因为不成熟的对“感情好”的看法，也
许因为将自己看得太过重要或者反之，需要有“唯一”这种
字眼的认可。最好的朋友不可以有比自己更好的朋友，最喜
欢的人不可以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人，如果情况发生了，抱
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粉饰，宁愿丢掉，也不想维持这
种自己和别人被重视的人同等对待的局面。公元后当我老了，
才知道，没有什么是用“唯一”来形容的，限量版已经算是
珍贵得不了的东西。也没有人会一生只爱哪一个人。

这些道理我不知在谁身上明白过来的，总之是让我在看到这
样的故事时，安慰自己也安慰书中人：是这个样子的啦。想
想若是以前，可能会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始终不信邪，抱着
就算故事变成这样我的人生也一定不会。不见棺材不掉
泪――且坚信自己一定会看到美好的一面。

适可而止，这样的话说多了也并无意义，毕竟一旦接受了公
元后的思想，也就没有偏要把从前现在剖析个清清楚楚的必
要，不执着于什么的时候，最容易被劝服。

文中始终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一段对故乡的“责备”――直
到读完全书才知道出自于此。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三

我今天读了四年级语文书上的一篇课文，名叫《鸟的天堂》。
这篇文章让我印象很深，让我知道了“鸟的天堂”里有一颗
高大、茂盛、充满生机的大榕树。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那里有许多许多的鸟，这些鸟都在大榕
树上做鸟巢，农民们也不许去捉它们。这让我体会到农民们
对鸟的保护，这篇文章写出了作者对自然的'赞美和谐相处。

读了这篇课文后，我真想去这个地方看看，同学们，你们也
想去吗？那就赶紧出发吧！告诉你们地址吧，这个“鸟的天
堂”就在广东、新会、天马河的一个小岛上。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四

自主企划，就是客人在和平之船上自己策划自己发动自己组
织的活动。这种活动，可以是演唱会，可以是讲座，可以是
辩论会……当然，还可以更开放更新颖。总之是不拘一格，
将你的一技之长，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空间，完全自觉的行动，没有报酬，没
有评比

但是，人们参加的热情空前高涨。据说有一位先生已经七次
环球游了，其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自主企划。他
乐此不疲，每次环球下来，他都要组织多次这样的活动。

但是，尽管活动会有这么大的风险，尽管活动要劳神费力，
人们还是趋之若鹜，自主企划在和平之船上一直热气腾腾地
开展着。不但有像环球七次的自主企划迷，还有很多即使上
船之前不屑一顾，没有做任何准备的人，到了船上，看到人
家星火燎原般的自主企划，也不禁蠢蠢欲动，磨刀霍霍，积



极投入。

是什么让人们对自主企划燃起如此茂盛的热情呢?我觉得，是
人骨子里拥有的表现欲。

人，都是社会性的，无论多么谦卑的人，无论多么平和的人，
都有一种被别人承认的欲望。要被别人承认，当然就是引起
别人的注意了。自主企划，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引起别人注意
的机会了。而且，在这样的船上，引起别人的注意是安全的，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一无所知。无论你的过去有过怎样
的不堪，无论你曾经怎样的灰不溜秋，别人都不知道，更不
要担心会被戳穿。大家看到的，只是此时光鲜的你。

将一个光鲜的自己展现给别人，谁不愿意呢?

这就是自主企划经久不衰吸引所有人发疯参与的魅力所在。

也许杜郎口的课堂，就是这样的自主企划式的课堂吧。

不管怎么样，自主企划至少给我提了个醒：学生自己组织的
学习，一定会努力去做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表现欲，都
希望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别人。抓住学生的这种心理，
也许，我们的教学就会得心应手多了，学习的效率就会真正
提高，厌学就会大大减少。

天堂是什么颜色?蓝色的。旅行需要理由吗?需要，33个理由。
这是《蓝色天堂》所带来的真情告白，也是毕淑敏环球游历
真情实感。

蓝白的书皮，展开来竟是附赠的一张手绘的航海地图及娓娓
叙来的33个旅游理由，蓝色的书页带有扑面而来的海洋气息，
闻之有香袭来，打开扉页，一张沁香的的船票静躺书怀，装
帧精致新颖，读者的心就这样被捕获，更何况还有图文并茂
的精彩内容。



双休日的午后，我倚着沙发，捧着这本心仪的书，随着毕淑
敏的笔端，眼睛旅行，心灵散步，去倾听素颜的地球的诉说。

隶属于职场的自主企划居然被毕淑敏作为汶川大地震的捐款
平台，就如一颗硕大的爱心在“和平号”上砰然绽放，给这
本游记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则因送款回国而中断了旅
程，但爱心传递，义举永存。

哈瓦纳雪茄，3年的时间，222道工序，纯手工制作，除了人
工还需天意的赞助(雪茄叶需经晾房天然晾晒，这与新疆葡萄
干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引用她的就是“每一支哈瓦纳雪茄
都清白”。无怪乎吸雪茄，更多的时候是在享受那种情调，
那种享受对一个深谙雪茄享用之道的人而言，与香烟之比有
云泥之别。我在填补知识空白的同时，也弱弱地满足了小资
情结。

毕淑敏用她的脚和眼睛在地球上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圆，她不
是单纯地讲述沿途风土人情，也不是欢乐与激情的简单堆砌，
而是从立体的多方位的角度来解读世界的多元文化，用让心
灵获得幸福的文字睿智地诠释那一时冲动带来的众多充满激
情的独特体验。

当我翻到94面，《蓝色天堂》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试看：
“冰岛的景色真是超绝美丽。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若是
让我说那里的景色最让留恋，那么除了阿里的冈仁波齐，就
是冰岛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两地都是同样的荒凉?同样的纯
净?同样的人烟稀少，大地保留着我们这个星球刚刚凝固时的
模样?”游记中有记载冰岛的险与乐的专题素材，冰岛可是我
梦牵魂绕的地方，在她的字里行间我觅到了文字所带来的视
觉刺激与探险的游历，不经意便间唤醒了心灵深处的出行因
子，不知何时，我也能泡在这魔鬼般调出的蓝色湖泊——蓝
湖中，在氤氲的蓝色水汽中享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极致快乐?由
此，我郑重地收起那张5000元的船票，幻想着某年某月的某
一天也能登上和平号，来到这个拥有火山、温泉、极昼、极



夜的神奇岛国。

一个双休日我读完了这本来自天堂的香书，仿佛作了全身心
的spa，释放了浊气，舒展了身体，也找到在路上“行走”最
给力的足音，或许这就是《蓝色天堂》所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吧。

蓝色，我最喜爱的色调，淡雅、从容、博大，

毕淑敏，我最欣赏的作家，灵性、细腻、幸福。

认识她，是在以前教高年级的时候，经常读到她的文章改编
的阅读短文，字里行间意蕴绵绵，再加上本人比较喜欢散文，
就开始留意她的作品。

了解她，是源于后来读过她的一本散文集《红处方》，了解
到她不仅是国家一级作家，心理学家。还是专业内科医生，
有20几年的从医经历，在中国海拔最高的地方西藏阿里当
过20xx年的高原兵。在她的作品中无数次地提到那里有一座
有名的雪山叫冈仁波齐。

喜欢她，是因为她的文字，朴素深邃，鲜有女子行文的柔美，
显得直白、犀利。读她的书能超越浮华，让身心回归宁静恬
淡的减法生活，能亲和自然，素净无华，我想这种心灵
的“素”生活，才是一种无价的“新奢”，我向往之。

欣赏她，是知道她在20xx年用了114天环球航海，当年她已56
岁。此次环球旅行为中国大陆公民之首次。回来后写成了这本
《蓝色天堂》，20xx年出版。假如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拿到这本
书的感觉，“一见钟情”最合适。

非常令人惊喜、特别有情调、设计上颇多创新的一本书：蓝
白的书皮，展开竟是附赠的一张手绘的航海地图，她乘坐的
游轮停靠的港口都标注在上，从这张航海图上，我们可以清



晰地回顾她114天的轨迹——和平号在日本横滨港口出发，向
西经东南亚、南亚入红海、地中海，再扬帆北指，沿西欧弯
折的海岸线，直至北冰洋，绕中美地峡，穿过巴拿马运河而
回。可以说毕淑敏用她的脚和眼睛在地球上画出了一个巨大
的圆。

另有娓娓叙来的33个旅行理由。蓝色的书页带着扑面而来的
海洋气息，闻之有香袭来，打开扉页，一张沁香的船票静躺
书怀，这是她乘坐和平号游轮的纪念船票，毕淑敏介绍
说：“这是真船票，这张船票是有味道的，制作过程也非常
复杂，里面含有一种海洋味道香料的纳米材料。拿到它，用
手轻轻摩擦，然后放到鼻子旁边，你会闻到来自大洋深处的
味道。”

最初读《蓝色天堂》是抱着猎奇的心理，想看看那些与自己
共存于一个星球，却一生永远无缘相见的风景和人，没想到
随着阅读的深入，身边原本平淡苍白的生活竟然也变成了万
丈深蓝的天堂。

在本书的序言中，毕淑敏写道：“我不相信地狱，但是我相
信天堂，我所笃信的天堂，它不在天上，只在尘世。人间本
该就是天堂。”我的感想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天堂
的一角，学会欣赏，懂得珍惜，谁都能成为天堂里最幸福的
人。

捧着这本心仪的书，随着毕淑敏的笔端，用眼睛旅行，随心
灵散步，去倾听素颜的地球的诉说。22个停泊的港口，32篇
精美的散文汇成的《蓝色天堂》。本书讲述了沿途的风物美
景和人文地理，有对神秘玛雅文明遗址的亲身探险，也有对
金字塔与西藏冈仁波齐峰神秘关系的畅想，她认为世界上所
有的金字塔都在模仿一座山峰，那就是她曾经工作的地方西
藏冈仁波齐峰。传说西藏冈仁波齐峰是众神居住的地方，是
世界的中心。而藏语“冈仁波齐”就是雪山的意思。这让我
有了联想：西藏，一个何其苦寒的地方，作者怎么就那么地



喜欢。可能是在那里生活了20几年的原因，也可能风景之美
乃人间极致了吧。还是毕老师本就是一重情恋旧之人。推人
及己，给了我很多的思考。本书中还有揭秘西方殖民者利用
天花征服广袤南美大地等鲜为人知的历史。随着行云流水般
的文字，我们如同跟随作者一路航行：你能看到一朵朵鲜花
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花卉市场被定价而后运往世界各地;你
能看到一支支古巴雪茄是怎样精心制成的;尸体是如何在帕斯
帕提那神庙被焚烧直抵天堂的……而更难得的是，作者还用
她的细腻温情与博学多识讲述了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文
化和政治。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五

在心里，我一直都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神奇的宝藏，它可以给
我们带来意外的收获，让我们对它充满好奇，给我们增添了
一抹神秘的色彩。

最近，我读了《鸟的天堂》这篇文章，让我更加对大自然充
满了向往，那茂盛的榕树是怎么经过了大自然的雕饰而成的
呢?有得经历多久，才会有今天的伟岸。正因为有了这些榕树，
才会有这鸟的天堂，大自然果真是一物联系着一物啊!神奇而
伟大，如今，我听说有人为了私利而去破话大自然。这是不
道德的`，我们应该与自然界和平相处，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
家园。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们学习了《鸟的天堂》这篇课文，让我感触很深，我
被书中的情景吸引了，我很喜欢那种情景，各种各样的鸟儿
在树上歌唱的情景，到处都可以听到鸟叫，那是多么美丽的
画面，可是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鸟的天堂》讲的是在美丽的南国，有一株茂盛的大榕树，



人们把它称为“鸟的天堂”。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小鸟住在那
株美丽的大榕树上。在阳光照耀的早晨，你可以听见优美动
听的鸟鸣，看见形态各异的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
有时栖息，有时飞翔，有时歌唱。好一幅大自然和谐美丽的
画卷，这真是“鸟的天堂”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树一
棵棵倒下了，天地间少了挺拔的身姿，乱砍滥伐呀；鸟儿一
只只消失了，饭桌上多了美味佳肴，随意捕杀呀。想找鸟儿
的影子，那成了稀罕事；想听鸟儿的鸣声，那也得运气好。
我真希望鸟的天堂就在我们身边，希望周围的树木和鸟儿越
来越多，希望我们的空气越来越好，让鸟的天堂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地球需要鸟的天堂，我们的生活需要小鸟的陪伴，
希望人们不要砍伐树木、捕捉鸟儿了。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七

我的感受：学了《鸟的天堂》这一课之后，我明白了要保护
生态环境，不能乱砍乱伐，要让大自然的动物有他们的生存
空间，要让鸟儿自由的歌唱，自由的飞翔。要保护我们祖国
的园林风光，要不然我们可爱的祖国不是越变越美丽，而是
越变越丑了。让我们一起保护祖国的园林风光吧！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八

他希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却不得不体验复杂混沌的社会
生活。就在他迷茫之际，一双手伸向他，给予他爱的温暖，
带他来到海洋中的天堂，用水隔绝了人性的险恶与社会的纷
扰，也用水承载父亲的爱，活在单纯的内心世界。

《海洋天堂》讲述了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大福，由于父亲患有
肝癌将不久于人世，自杀未遂。而父亲在他最后的时间中教
会儿子如何生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一刻，他跳入水中，并不似以往那么欢快的畅游，好像在
寻找什么似的。忽然，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向其游去，继而



紧紧抱住了一只大海龟。海龟也并没有介意，带他继续游动，
大福的脸上却装满了幸福，这样温馨的场面持续了好久，顿
时给人以心灵的冲击！为什么呢？因为爸爸生前扮过海龟，
不想如今这海龟竟真成了大福怀念父亲的唯一途径。没有看
过电影的.人也许会感到很荒谬，可这事发生在大福身上，则
体现了父爱的伟大！是的，是这不辞辛苦，一遍又一遍的提
醒和教导，使大福感受到爱的温暖；也是那任劳任怨，以孩
子般“幼稚”的引导与教训，使大福得以生存在社会上：更
是那温馨快乐，让人时而忍俊不禁时而又热泪盈眶的一幕幕，
使大福得以在水中杜绝纷扰混沌的花花世界！在这海洋中的
天堂，大福找回了父亲，活出了生活的精彩！

在海洋中的天堂，他畅游着，快乐而活泼：在海洋中的天堂，
有父亲陪伴着，幸福而满足。海洋中的天堂，见证了永不泯
灭的父子情，构造了美丽动人的内心世界，还记得当初父亲
强笑着说：“他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但看看结尾，我可
以高声为大福呐喊，他不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还在每个人
的心中活出了精彩！这便是爱的伟大，朋友就用我们的关爱
创造更多人生命的精彩吧！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九

读了《鸟的天堂》这篇课文后，在我的脑海中，总思考一个
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小鸟都喜欢在河边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榕
树上做巢栖身，自由的飞翔，欢快地歌唱呢？哦，原来那里
的人们爱鸟，爱树，爱家乡。他们都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不
砍树，不捉鸟，使鸟儿得到安宁的生活环境。

我们深圳不是要建设花园城市吗？我们也要像鸟的天堂那里
的人学习，像他们那样保护环境，爱护地球。相信不久的将
来我们深圳不仅在公园，在海边，在路旁的树上，都能成为
鸟的天堂。

爱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从现在做起。



扩展资料：《鸟的天堂》读后感

2016年的暑假，我买了一本名为《鸟的天堂》这本书，作者
是：巴金。巴金爷爷写的书内容丰富，情感真切，让我不断
的收获了至纯至美的人生智慧，使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宝贵
的涤荡之旅。我记得老舍爷爷说过一段话——“文字要生动、
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
伤！”我认为，巴金爷爷的文章正是有趣，生动，栩栩如生
的，又不会令人感到干燥和乏味的，因此我读的十分认真。

《鸟的天堂》这本书主要分为散文，小说，童话和书信三个
部分，录入了《繁星》，《海上的日出》，《鸟的天堂》，
《一个女佣》等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目，让我惊叹不已。其中
我记得最深的还是《鸟的天堂》，书中说的是作者和他的几
位好朋友无意中发现了大榕树，但不知道是几棵，当他们乘
坐的小船渐渐的逼近榕树时，看清了榕树的“真面目”，枝
繁叶茂，充满了生机的大榕树原来是“鸟儿们的天堂”。他
们第一次去时没有看见一只鸟，以为“鸟的天堂”里没有一
次鸟。第二次作者再次来到了“鸟的天堂”时，看到了不一
样的景观：起先非常的平静，忽然，又一声鸟叫，后来不计
其数的鸟儿都飞了起来，到处都有鸟儿们的痕迹，鸟儿们纷
飞，鸣叫，吵闹着，像开聚会似的，热闹非凡。我仿佛置身
于那株大榕树下，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鸟，听到了此起彼伏的
欢快悦耳的鸟鸣声，看到黑的白的花的，大的小的五颜六色
的鸟在叶丛中飞进飞出，扑翅膀，梳理羽毛，追逐嬉戏，跳
跃舞蹈，它们无拘无束地自由飞翔着，仿佛我的眼睛也真的
应接不暇了……鸟的天堂真是美丽的天堂。每每读到此处，
我都不知不觉的陶醉到了文中，像其中的一只小鸟一样的翱
翔，鸣叫，无比的快活！

渐渐的，这本书被我一页页的读完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这就是巴金所谓的“时代的良心”，于朴实无华中折射
出时代的黑暗和人性中至纯至美的智慧！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十

依偎在暖暖的炉灰边，吃带血的鲜肉，睡在羽绒褥垫和三层
毯子上。然而受到如此优厚待遇的猫却幻想可以在布满阳光
的屋顶上、在这安稳的房屋外享受自由，寻找所谓的真正的.
幸福。但在外度过崎岖的一天后，它却信誓旦旦地认为，炉
火、鲜肉，富足的生活，才是它想要的幸福，它根源的天堂。

老雄猫说，“享受自由带来的充满艰辛的欢乐”。自由不是
幸福，自由地生存才是幸福。肥猫正因流连屋中的食宿温饱，
举步却难以逃出那张温柔的网，犹豫在自由与禁锢之间，有
了比较，才会厌恶起外面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只肥猫是幸福的吗?它有一个美好的家，一个宠溺它的姑妈，
永远不用担心温饱，每天按时都有带血的鲜肉吃。它的生活，
惬意而舒适，无忧且无虑。

它是不幸福的吗?它失去了猫的本性，失去了野性和自由，终
日束缚在屋内，碌碌无为;难尝世间冷暖，也经历不到生为猫
应经历的挑战。一成不变的生活，褪去表面的浮华后，只剩
下空洞和无望。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十一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巴金专辑《鸟的天堂》。

我翻开了这本书，翻到了《月夜》这篇小说，这是给我印象
最深的一个故事：开始是写了月光，船，流水衬托出了夜的
宁静。后来，从静静等待根生的船里响起了根生嫂凄凉的哭
喊声，哭出来根生被人杀害的来龙去脉。这篇文章虽然写的
是社会矛盾尖锐的题材却被巴金老先生写的从容，优美抒情，
同时紧扣着主题。最后以美丽的月夜、船的脱班结束了这个
故事。



这也正是我佩服作者的的地方，文章虽然结局凄凉，但笔法
一直十分冷静。让人不会嚎啕大哭，却在心中泛起一丝凉意
在心中痛恨那个世界的不公平。

另一则短文里让我发现巴金老人还是一位和蔼的老爷爷，在
信中跟孩子们谈笑风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与他们一起寻找
梦想吐露心声，并且教他们珍惜时间，不用金钱来衡量贵劣
等。

这本书真是让震撼心灵的华彩美文，滋润我们的精神生命！

鸟的天堂读后感篇十二

我家楼下守门的叔叔养了只猫，这猫真能生，年下来，只猫
变成了十几只猫了。我的邻居们大多喜欢这些猫，像发了狂。
成天给它们吃美味的肉骨头、火腿肠、剩鱼……让我看了也
要直流口水。

猫还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麻烦：我妈妈的摩托车坐垫上
常常留下猫的脚印，气得妈妈经常向守门叔叔投诉。可猫还是
“我行我素”，投诉多次没效果，妈妈很无奈，每次也就拿
纸巾擦擦了事了。

有次，我正在楼下欣赏花朵，忽然从身后出现了个小黑影，
我转过身子，“呀!”只猫在身后下子跳了出来，我丝毫没有
防备，把我吓得把鼻涕把眼泪的。

有天早上上学时，发现昨晚汽车窗户没关好，车上多了几根
白色的猫毛，我想：大事不好，我放车里的零食要遭殃了。
我赶忙打开车门，“不……”所有的零食都四分五裂了，我
恨死这些猫了。

楼下几乎成了猫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