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白杨的读后感(精选8篇)
公益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形成强大的正能量传递给社会。
在参与公益活动前，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和行动方
案。在进行公益总结时，以下是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和思考
点，供你参考。

白杨的读后感篇一

寒假中，我认真阅读了著名儿童文学家章红阿姨的短篇小说集
《白杨树成片地飞过》。这本书讲了许多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有甜有酸，有苦有辣，令人回味。

我最喜欢其中的《五彩帕》这个故事。故事里的小姐姐只
比“我”大三岁，却给了年幼的妹妹许多的关爱。午后，她
会给妹妹做一个温暖舒适的“窝”，当妹妹舒舒服服地睡午
觉，小姐姐就在一边摇呀摇，多么温馨呀。小姐姐上学了，
就把妹妹安置在教室外“旁听”，连课间10分钟也不忘陪伴。
这种甜甜的滋味，直到妹妹长大后也没有断绝。每逢过生日，
姐姐总会送上一份礼物――小发夹、小手帕之类。礼物虽然
不起眼，却包含了多少爱啊。

有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多好呀。每逢节假日，我家就特别热闹。
小姨家的弟弟妹妹来到我家，我们一起享用好吃的，一起做
好玩的游戏，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年寒假，我到叔叔家
过年，堂姐带着我学会了玩摔炮，临走的时候，还送给我精
致的自动笔。每当用上这支笔，我就会想起她胖乎乎的脸上
甜甜的笑容。

我多希望有个姐姐陪着我长大啊。

白杨的读后感篇二

本星期我们班学了《白杨》一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白杨是一排你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文章，表面上写白杨，
实际上在写人。全文表达含蓄，意义深刻。课文通过爸爸向
孩子们介绍白杨树的事，从而歌颂了那些不畏艰险、不怕困
难、服从祖国需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人。学习这篇课
文也在激励着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也要向白杨一样
扎根校园，为培养祖国的下一代奉献自己。

白杨的读后感篇三

《白杨》这篇课文主要讲了：爸爸和女儿还有儿子一起坐在
火车上赞叹白杨树。这篇课文中有许多地方有很深的体会。

比如：爸爸的微笑消失了，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
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
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干
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
"从爸爸对小女儿的话中体会到了：白杨树不管遇到什么自然
灾害，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

比如：车窗外是茫茫的大戈壁，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
烟。天和地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都是浑黄一体。

比如："哪有这么大的伞！""你看它多直！"妹妹分辩着。"它
是树，不是伞！"哥哥肯定地说。我从妹妹和哥哥的对话中能
体会到：幼小的妹妹认为那是伞，哥哥说是树。

比如：小小的争论打断了爸爸的思路，他微笑着，慢慢地抚
摸孩子们的.头，说："这不是伞，是白杨树。"从这句话中我
能够体会到：爸爸被那个小小的争论打断了他的的思路，耐
心地说那是白杨树。

我读了这篇课文后，爸爸是一个不怕困难，坚强不屈，无私
奉献的人。



白杨的读后感篇四

你们就象这颗小白杨，知识就象肥料一样，如果现在不好好
学习知识，就像是小树得不到水和肥料的灌溉，变成一个对
社会无用的人。尚印听后，一学期下来，每节课听得都很认
真，三科成绩都提高了很多，因为白杨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和教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象小白杨一样每天从课本
中，生活中吸取大量的知识，长大后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如果不浇水，不施肥，它就会枯死。

巴金爷爷不是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就是
要给我们生活的世界添上一点光彩，那你还是有用的人吗？
当然不是。我家隔壁的顾爷爷都60出头了，还在读书学习，
听顾爷爷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只上到五年级就辍学在家
了，而且那时候老师教得知识也很有限。所以现在顾爷爷在
读老年大学，准备把儿时落下得课给补回来。我们现在是小
学生，就更应该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象小白杨一样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白杨的读后感篇五

学了白杨这篇课文后，他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白杨的那种默
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这是一篇借物喻人的'抒情散文，作者借大戈壁的白杨热情歌
颂了边疆建设者们，服从祖国需要，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
远大志向和奉献精神。

其实，除了白杨和边疆建设者们具有这样的精神，其他具有
这样精神的人也有很多。比如说，警察叔叔们，哪儿需要他
们，他们就到哪儿。不管情况多么恶劣，不管自己的身体好
坏，他们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在课文中我最喜欢这段话：“把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
要他，它就在哪儿很快的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
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他总是那么直，
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这是爸爸说的话，这句话
不但向孩子们介绍了白杨树，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像建设者
一样的精神，希望孩子们想白杨树一样坚强执着、忠诚无私、
默默奉献，让人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成长。

白杨为人们作出了很多很多，让人们得到了安全，我无比敬
佩他们那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

白杨的读后感篇六

我爱读《白杨》，我崇敬白杨！

尽管天气变化无常，高大挺秀的士兵——白杨却始终坚强不
屈！骄阳似火，它撑开一把绿色大伞，遮挡烈日；沙尘漫天，
它把根扎得更深、更牢固、毫不动摇；风雪交加，其它生灵
都低下头，萎缩了，可它仍纹丝不动，站得笔直；洪水滚滚，
它并没有被淹没，傲然挺立，时刻守护着这片土地。

这就是非同寻常的白杨！自从读了《白杨》这篇课文，它那
高大挺秀的身影和坚强不屈的品格便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坎
里，我的心灵不禁被它那种坚韧不拔的品格征服了。

其实，我们在学习或者生活中也要有这种坚强、不软弱、也
不动摇的品格。就拿我弹钢琴这件事儿来说吧，我每一天都
必须弹琴一个小时，那种腰酸背痛的感觉是相当难受！可是
妈妈对我要求很严格，左一声“不能歇，接着练”，右一
句“不准停，继续弹”，弹得我可怜的瘦弱的小手指“鼻青
脸肿”了，弹得我“狭窄的”胸腔里憋足了火气，于是，我
常常摔椅子敲桌子，以示抗议。有的时候，妈妈出门去了，
我便肆无忌惮起来：一会儿尝尝美味的零食饮料，一会儿看
看精彩的电视节目，一会儿玩玩刺激的电脑游戏，把弹琴这



件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去，所以弹了三年的琴，我仍然“一事
无成”。

现在，我明白了：虽然弹琴有点苦有点累，但是“宝剑锋从
磨砺出，‘白杨直自苦寒来’”，我遇到这么点苦和累怎么
能退缩？怎么能不勇往直前？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
练琴，把钢琴弹得更好！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
疆……”每当听到这段熟悉、优美的旋律时，白杨那高大挺
秀的身影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又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白杨的读后感篇七

当看完一本著作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体会，
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读《白杨》有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前几天，我们学习了《白杨》这篇课文。它是当代作家袁鹰
的作品，选于《白凡》散文集其中的一篇。

从文章题目看，此文是在写白杨，但读过文章的全部章节以
后，才知道作者用借物喻人的方法，拿白杨来比喻扎根边疆
的建设者。尤其是文章的12自然段，爸爸对孩子的话：“杨
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
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
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
这句话让我感受深刻。“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
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写出白杨的不动摇。“不管遇
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
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这句话，是爸爸看到戈壁
滩上高大挺秀的白杨，而触生情，以白杨勉励自己扎根边疆，
建设边疆，像白杨一样坚强不动摇。他赞美白杨树，也是在



赞美千千万万边疆的建设者。

文章最后一自然段，爸爸之所以陷入沉思，是因为他担心生
活在大城市的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们，不仅不能
担负重大的责任，恐怕就连大西北那艰苦的生活都挨不住。
可当他看到几棵小白杨正迎着风沙成长起来，他就相信孩子
们建设祖国的任务一定可以完成。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爸爸
为祖国付出的甚多，对自己追求的甚少。他从不报怨祖国把
他分配到新疆。并且，还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大西北。
准备把自己的.孩子也奉献给大西北。

等我以后当了父亲，因为自幼受这篇课文的影响，我也会学习
“父亲”的精神，并发扬光大。我们世代也要扎根边疆，建
设边疆！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我们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
都应该有小白杨那吃苦耐劳、不怕风吹雨打、顽强与困难抗
争的精神。在学校，我们要为班级多做一些事情，不怕苦怕
累。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我们都要有白杨那，朴实
无华，与困难抗争，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

只有通过今天的努力，明天，我们才能成为祖国大西北合格
的建设者，我们才能把大西北建设得更美好！

白杨的读后感篇八

话刚说完，上课铃声响了，老师看到那个流汗的同学
问：“你怎么出汗呢，你是围着学校走了20圈，还是围着学
校跑了10圈；四十四桥凌波卧海，宛如一条巨龙卧在海面上
休息。我爷爷去世的早，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他的样子了，
不过，每当我看到那张老照片，我就会联想到他现在的样子，
是那么慈祥。



表面上看这篇课文在描写白杨，但是深入观察，深入思考，
其实它是在赞扬、歌颂了扎根西部的建设者博大的.胸怀。在
文章的十四自然段，爸爸对孩子们说的那句话："白杨树从来
就这么直。哪儿需要他，他就在哪儿很快的生根发芽，长出
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
水，他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这句话
使我感受深刻。"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
长出粗壮的枝干"；一是坚强不动摇，"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
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
软弱，也不动摇"。这句话是爸爸看到戈壁滩上高大挺秀的白
杨树而触景生情，以白杨树勉励自己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像白杨一样坚强不动摇。说杨树，也是在赞美千千万万边疆
建设，是借物喻人。

文章的最后的一段，只所以陷入沉思。是因为他担心生活在
北京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不仅不能接管新疆创建者这种重大
的任务，就连新疆那艰苦的生活都挨不住。可是当他看见白
杨树旁边的小白杨，应风沙成长起来的小白杨树。他就相信
他的孩子一定可与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从这段可以看出，
父亲对祖国的付出多大。虽然祖国把它发配到边疆工作，但
他没抱怨半句，他不仅要把自己奉献给祖国，换要把自己的
孩子也奉献给祖国。假如我是他父亲，我死都不会去边疆，
更别说把孩子接过去。但学了这篇课文，我会学习"父亲"这
种精神，还要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