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 老人与海鸥读
后感(实用13篇)

决议是在面临选择时，我们所做出的明确决定，它代表了我
们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和信心。决议的执行需要及时的
反馈和调整，我们应该如何对决策结果进行评估和改进。这
是一份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的决议范文，希望能代表大
家的共识。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一

今天预习了第九课《老人与海鸥》，讲述了一个平凡又打动
人心的故事：一位老人每天步行二十余里，从城郊赶到翠湖，
给海鸥送食，透过老人呼唤海鸥的一个个即朴实又有个性的
名字，我们不仅看到老人对海鸥是那么熟悉，更看出老人对
海鸥的亲昵，对海鸥的爱，视海鸥为自己的亲人、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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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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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依然在用声声的鸣叫呼唤着老
人，它们一定是认为自己的呼唤能把老人叫回来。海鸥在老
人遗像前翻飞、盘旋、啼叫、肃立、送别，湖畔呈现出一幅
悲壮的画面。

通过生动、真实的描写，告诉我们：动物和人一样，它们有
灵性，有感情，只要对它们有真情的付出，它们也一定会用
真诚来回报!如果说老人对海鸥的爱是无私的爱，那么海鸥对
老人的情是震撼的情。

通过这篇课文，使我感受到：动物和人一样，有自己的爱憎，
自己的情怀，更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真挚的感情!



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是人类的朋友 !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二

你听过老人与海鸥的故事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幸的是，老人突然去世了，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生前喂
鸥群的照片放大，摆放在翠湖边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了——一群海鸥突然飞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连声
鸣叫，像是意识到了老人发生了意外，再也见不到他了。海
鸥们纷纷落地，在老人遗像前站成两排，肃立不动，像是为
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当人们不得不把遗像收回时，海鸥们
像炸了营似的，扑向老人的遗像。

从故事中我体会到，海鸥们是那么舍不得离开老人，他们在
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对老人的留恋。读完这个故事，老人
对海鸥浓浓深情触动了我，同时，我也为鸥群对老人的不舍
与留恋而震撼！

是啊！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是我们的亲密的朋友，我们对
它们付出的'任何一份感情，都能得到它们加倍的回报。让我
们行动起来吧，善待、爱护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让它们
的心和我们一起飞翔！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三

———《老人与海鸥》读后感

平静的翠湖边，栏杆上放满了饼干丁。一位老人正饱含深情
地呼唤着他的“儿女”们―海鸥。海鸥们仿佛与他心有灵犀，
在他身后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谱。
这像是人们对动物与人和谐生活的美好想像。其实，这位老
人真的存在过，虽然他现在已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在那些
飞翔的海鸥心中，他心中也一定有片洁白的鸥群。



这位老人生前一到冬天，每天步行二十余里来到翠湖和海鸥
相伴，坚持了十几年。他能叫出每一只海鸥的名字，海鸥们
听到他的呼唤也会应声飞起。一天，老人没有来，取而代之
的是老人的遗像。海鸥像天使一样从天而降，一只只落下来
为老人守灵。在老人的墓前，海鸥们用自己的白翼撑起一片
白云，将老人那和海鸥一般洁白的灵魂送上了天堂。

我读完这篇文章，仿佛看见了一个个“白翼天使”在老人的
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叫。老人是真心爱海鸥，把海鸥当
作自己的亲人，才使海鸥也信任他并且在他去世后为他守灵。
这颗爱海鸥的心是多么珍贵啊！在一位老人的遗像前，来守
灵是一只只悲痛欲绝的海鸥！它们就是他的亲人，就是他的
儿女！这场景难道不使人惊叹吗？海鸥与老人之间的深厚感
情难道不让人感动吗？海鸥与老人之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翠
湖的那排栏杆，超越了行为和语言的障碍，也超越了生与死。
只要海鸥与老人的情谊在，“白翼天使”就会永远与老人在
一起。

海鸥，是有着丰满羽毛的白翼天使的化身。我们在赞美它的
同时，也要给海鸥营建一个过冬的幸福家园，像海鸥老人一
样与海鸥结下浓厚的感情，让白翼天使永远飞翔在冬日昆明
的上空！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四

今天我阅读了一篇散文，散文的题目为《老人与海鸥》，在
你漫不经心去阅读这篇散文的时候，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位
普通的老人，在《老人与海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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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海鸥当成自己的儿
女看待，每天给海鸥喂食，还给它们取名字。当水面上跃起
了两只海鸥，它们向老人飞来。一只海鸥脚上闪着金属的光，
另一只飞在老人手上啄食。老人边给他喂食，边对它们聊天。
念到这，我不禁想到：啊！多么和谐的一幅画面，老人与海
鸥之间的感情多么真切。



老人去世后，海鸥们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旋，大声鸣叫，
好像不忍心离开“亲人”。他们也许已经明白老人已经死了，
摆在自己面前那所谓的“老人”其实是一张遗像，真正的老
人已经不在了……但它们依然在用鸣叫呼唤着老人，它们一
定是认为自己的呼唤能把老人叫回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读到这，我一直有个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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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他为什么要每天不辞辛劳的走20余里去喂海鸥？像他这样
的老人，应该是躺在摇椅上，好好度过晚年，但为什么这个
老人这么特殊呢？……书给我了答案：老人觉得海鸥是幸福
鸟，吉祥鸟。海鸥在的地方，那儿的村民就会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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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每天都徒步几十里给海
鸥喂餐，风雨无阻。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直都有人与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
在清远，有一位市民救了一只喜鹊，小喜鹊伤口渐渐好了之
后，怎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恩人。就算你把它赶走，过多一
会儿，自己又会飞到恩人的肩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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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篇感人，美丽的文章中，让我看到了老人说是美好的人
性，倒不如说是海鸥美好的品性。而更让我激动不已的是，
在这美好人性与美好品性之间相通着的东西——人与自然的
和谐与共融，如此动人！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五

我是个感性的人。

上完《老人与海鸥》，心灵深处的那根琴弦又被深情的手指



灵动地拨想了——那震撼人间的情那感动天际的爱始终萦绕
在我的'心畔。就那海鸥围绕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嘶声鸣叫、
瞻仰肃立的画面，相信所有目睹了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的。

文章语言平时，但情感动人至深，感情基调比较好把握。在
一步一步的引导下，孩子们水到渠成的理解了，很快就把自
己融入到了文章描写的语境情境中。体验了文本的情，品味
了其中的味，于是，就连平时比较落后的孩子，体验的也是
这么的到位，更是用自己的读表现出了文本的情，表现出了
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文本写得动人，孩子们精彩地读同样
令人为之一动。就这样，在与孩子们相互感染下，我们完成
了这节课的学习任务。下课之际，仍然感觉到了孩子们的意
犹未尽。这些，同样令我感动。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去敬老院“献爱心”。说是献爱心，
可这些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向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平时在家实践的少，劳动大扫除时所有的缺点都暴露无遗。
可是那天，从出发时孩子们高涨的情绪就知道，此次前行，
他们定有在校、在家时没有的收获。

一到敬老院，民政所的工作人员早早在那等候了，而且为这
些孩子们准备好了糖果之类的小礼品，院里所有的老人都到
门口来迎接我们。着实让我们颇受感动。我们也只是想给孩
子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可政府人员却这么关心和重视。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六

“海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的遗像前后站成两行。它们肃立
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这是《老人与海鸥》
一文中的一段描写。

《老人与海鸥》讲述了在昆明翠湖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
十多年前，一位老人偶遇一群从北方飞到这里过冬的红嘴鸥，
从此，老人与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老人节衣缩食，用微薄



的退休金喂养海鸥们。他把海鸥当成自已的儿女们，还给它
们取了名字，并每天给它们喂食。日积月累，每逢冬季，老
人和海鸥就会不约而至的到翠湖旁。“海鸥依着他的节奏起
落，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谱。”多
令人激动的画面呀！老人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老人美好的性格和海鸥美好的心灵。
但更让我感动的是：人与自然那股无法分拆的爱！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七

今天，我们学了老人与海鸥。

每到冬天，这位老人就天天带来饼干粒，他每月308元的工资
多数都给海鸥买4.5元一斤的饼干，而他吸的烟才2毛钱。他
为了给海鸥买饼干，从城市到翠湖，每天走十公里的路，不
愿多花1分钱。

有一天，忽然听见一件消息，老人死了。带老人去灵堂之前，
把他的遗像放大，放在了海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
群海鸥在遗像上空飞翔，飞的样子和叫声和以前大不一样，
好像在给老人哀悼。在他们不得不收回遗像时，海鸥在他的
身边围住，像一个白色漩涡，我们感到海鸥再说：“再让我
们看一眼曾经向我的父亲一样的人吧！”最终遗像还是被拿
走了。

沉睡的人们吧！快起来，一起保护动物吧！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八

《老人与海鸥》这篇课文写：在翠湖畔，一位老人几十年如
一日的喂养海鸥，他把海鸥当成了自己的子女，海鸥也把他
看作了亲人。最后，老人去世了。海鸥们围着老人的遗像，
为他举行了一场独特的送行仪式。这篇课文既表现出了老人



对海鸥无私的爱，又展示了海鸥对老人那令人震撼的情。展
示出了老人与海鸥之间浓厚的情感，展示了动物丰富的情感
世界。

感受到老人与海鸥之间那真挚的情谊后，使我想到了我们的
周围——人与动物之间的冷漠。

动物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要尊重动物，
和它们相亲相爱，和谐共处。

在生活中，我经常遇到：大家捉住小鸟，把它的腿绑起来拉
着玩儿，有意踩死蚂蚁等不良现象。

这就是对小鸟的不尊重，你想：把小鸟的腿绑住了，就等于
约束了它的自由，任何有思想的人或动物，如果没有了自由，
就等于生活没有了希望。

我们要保护所有的动物，要与动物建立一份真挚的情感，真
挚的友谊。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九

今天，我学了本学期语文书的第一课——《老人与海鸥》这
是一篇感人的课文。

这篇课文一至十三自然段讲的是老人与海鸥相伴——老人喂
食海鸥、呼唤海鸥、亲切说话。十四至十九自然段讲的是，
海鸥为老人吊唁——海鸥翻飞盘旋、肃立不动、白色漩涡，
这是海鸥震撼的情。

主要讲的是，作者和他的朋友在冬天到翠湖的时候，发现了
一个衣着朴素老人正在喂海鸥，他们相处的特别融洽，老人
和海鸥很亲昵。老人还给海鸥们都起了名儿，海鸥们的名字
和他们的特征一样。十多年来，每到冬天老人每天必来。可



是在十多天后，老人去世了。等到作者和他的朋友再去翠湖，
把老人的遗像放到翠湖边，海鸥们竟然飞向遗像，做出了一
些以前它们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叫出了以前它们从来没有
叫过的声音。还在遗像前后站成两行，像在为老人守灵。等
他们不得不收走遗像的时候，海鸥们朝老人的遗像扑过去，
好不容易才脱开身。

海鸥们对老人的深情厚谊比某些人的还强烈；海鸥们比某些
人还通人性；还偶们比某些人还天真、无邪、善良。我还有
个疑惑——以后的冬天，老人都无法来了，海鸥们会有什么
表现呢？它们会不会到处乱飞，寻找那从上到下褪了色的身
影。海鸥们对老人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想到，海
鸥跟人跟久了，也会像狗那样忠诚。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十

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名著书籍，一直都是大家在学习和参考
的典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必修课。读后感与其看做是种
作业还不如看做是一次对于原著作者的思想交流、碰撞。本
栏目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名著读后感资料，希望大家在这里
能找到相同的火花，多交流。

这篇文章讲述了老人视海鸥为儿女，给它们起名字，喂饼干，
照顾伤病的海鸥;老人去世了，海鸥们在老人的遗像前翻飞盘
旋，连声鸣叫，后又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儿女”，
不忍离开自己的亲人，表现了海鸥与老人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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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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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依然在用声声的鸣叫呼唤着老
人，它们一定是认为自己的呼唤能把老人叫回来。海鸥在老
人遗像前翻飞、盘旋、啼叫、肃立、送别，湖畔呈现出一幅
悲壮的画面。



通过生动、真实的描写，告诉我们：动物和人一样，它们有
灵性，有感情，只要对它们有真情的付出，它们也一定会用
真诚来回报!如果说老人对海鸥的爱是无私的爱，那么海鸥对
老人的情是震撼的情。

通过这篇课文，使我感受到：动物和人一样，有自己的爱憎，
自己的情怀，更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真挚的感情!

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是人类的朋友!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十一

今天是一个令人又惊喜又兴奋的日子，因为今天有一位外校
老师来我们学校来讲课，这位老师叫做杜燕楠，一看到这位
老师，我的心灵就得到了洗涤，因为老师的脸上永远洋溢着
快乐的笑容，操着令人一下子就能听得懂的普通话来讲课，
好了，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讲课开始了，老师为我们讲述了用耳朵听，用嘴巴读，用心
灵去感受的孩子，最后用嘴表达出来的孩子，就是聪明的孩
子。首先，我们将课文分成两段来体会，老师让我们现在在
第一段上做批注，我很快地写出了自己的感悟。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十二

今天，我们学了老人与海鸥。

每到冬天，这位老人就天天带来饼干粒，他每月308元的工资
多数都给海鸥买4.5元一斤的饼干，而他吸的烟才2毛钱。他
为了给海鸥买饼干，从城市到翠湖，每天走十公里的路，不
愿多花1分钱。

有一天，忽然听见一件消息，老人死了。带老人去灵堂之前，
把他的遗像放大，放在了海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



群海鸥在遗像上空飞翔，飞的样子和叫声和以前大不一样，
好像在给老人哀悼。在他们不得不收回遗像时，海鸥在他的
身边围住，像一个白色漩涡，我们感到海鸥再说：“再让我
们看一眼曾经向我的父亲一样的人吧!”最终遗像还是被拿走
了。

沉睡的人们吧!快起来，一起保护动物吧!

老人与海读后感短篇篇十三

现代人因忙碌于社会的竞争与个人的生存，常常匮乏于与自
然的和睦与亲近。当你偶尔发现那些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好故
事时，或许能够使你暂时忘却那人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今天
在小学六年级的一节语文课堂上，我便深深地沉浸在那美好
故事的陶醉之中，心灵如被清泉涤荡过一般舒爽润泽。

在与滇池一箭之遥的翠湖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自20世
纪80年代以来，每年冬天的早晨，车水马龙的翠湖边，徘徊
着一个孤独的老人。10余年里，他节衣缩食，用微薄的退休
金喂养着像他儿女一样的海鸥们。

这位老人便是吴庆恒，人称海鸥老人.

文章讲述的是发生在昆明翠湖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十多年
前，老人在湖畔偶遇一群北方飞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从此，
老人与海鸥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冬季来临，海鸥便成群结
队地来到翠湖之畔，老人也像赶赴约会似的，每天到翠湖之
畔去喂海鸥，风雨无阻。他视海鸥为儿女，给它们起名字，
喂饼干，照顾伤病的海鸥。久而久之，海鸥与老人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

是爱让两个原本不相连的心紧紧地相连在一起；是爱让他们
变得亲密无间；是爱让大自然变的平等、友爱、和平起来。
老人的爱像阳光一样温暖，照亮了海鸥的心灵；老人的爱像



柔和的'小雨，滋润着海鸥的翅膀。即使老人已经不存在了，
但他的微笑也会变成温暖的阳光，沐浴在海鸥柔软的翅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