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读后感 桃花心木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当我们
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
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桃花读后感篇一

我曾经学过一篇叫《桃花心木》的课文，它是一篇教育人们
自强不息的文章，具有很深的哲理。

我记得它的内容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在一片空地上种下了桃
花心木的树苗，但是“我”见他总是不定期浇水，而且每次
浇水的量也不一样。“我”很疑惑。心想，他应该是一个很
忙的人吧。但是很忙的人做事怎么会这么马虎呢？后
来“我”又想，他应该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吧。但是他为什
么还要来给桃花心木浇水呢？有一次“我”见他又来了，我
便跑过去问他:你为什么不定期浇水，而浇水的量又有多有少
呢？他说:“因为不定期浇水是想让桃花心木有一颗独立自主
的心。浇水的量不同是我在模仿老天下雨。”“我”知道了，
他是想让桃花心木学习自强不息，自己学会适应环境。

青草在岩石里扎根，梅花在冬日里绽放，松柏在寒风中微笑，
这呈现出的是什么精神？——自强不息。

自强，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让我不断超
越自己。

桃花读后感篇二

在这学期学过的课文中，我最喜欢读《桃花心木》了。这片



课文不仅语言生动，内容新颖，还蕴藏了深刻的道理。

《桃花心木》主要叙述了一个种树人在作者老家旁种下了一
种名叫“桃花心木”的树，但让作者深感奇怪的是：种树人
来给树苗浇水的时间并没有规律。作者曾做过种种猜测，可
都被事实否认了。后来，种树人解释：“我这种做法只不过
是想让桃花心木在不确定的生活环境中找到水源，拼命扎根，
不让树苗养成依赖的心。这样，让它们长成百年大树就不成
问题了。”作者联想到：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
能经起生活的考验，能独立自主，努力成长。

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在他人的百般呵护下，顺利的走着人
生旅途的一程又一程。假使位这个人铺“路”的人们不在他
身边了。那么他会适应这种艰难困苦的新环境吗？当然不能！
因为，在他人的呵护下，这个人已养成了依赖的心。表面看，
他的一切都很顺利；实质上，他走过的“路程”没有经过挑
战的人走得扎实、稳当。当呵护这个人的人们离开了他时，
这个人就会像鱼儿离开了水，对一切都无能为力了。

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应该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并
试着解决问题，适应各种环境，还要学会把极少的养分转化
为巨大的能量。这样，才能像课文中写的桃花心木一
样，“优雅自在，显出勃勃生机，再也不会枯萎了”！

桃花读后感篇三

开学第一周，我学习了《桃花心木》这篇课文。我感触良多，
忍不住多读了几遍。它主要写作者老家屋旁的空地租给人家
中桃花心木，种树人浇水无规律令作者感到奇怪，于是去问
他，他的解释是作者悟出哲理，而桃花心木也茁壮成长，无
需浇水了。

“不只是树，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
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作者富有哲



理的话，让我思绪万千。如果鸟不会飞，鱼不会游，猎豹不
会奔跑，就失去了生存的机会。但新世纪的中国孩子们，又
真的都学会了生存的技能吗？我看不是的。

首先，在中国，许多孩子在家都是“小皇帝”、“小公主”，
养尊处优，依赖父母，很少做家务，有的甚至连自己的事都
做不好；其次，很多父母什么都帮着干，孩子没有机会，便
没学会；再次，有的孩子本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家长心疼，
不同意，孩子的热情逐渐消退，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懒惰的
恶习……中国一千一万种情况，造成了一个结果——极少数
的中国现代儿童能把自己打理好，还作父母的得力助手。

拿我自己来说吧，小的时候，我会帮爸妈洗米、做菜、拖地
等，但我不喜欢那种不被需要、可有可无的感觉，慢慢懒了
下来。弟弟出生，许多活要我做，我却总是不想做。学习了
《桃花心木》这篇课文，我认识到，自己要改变了。否则，
就不能在不确定中“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稳稳扎根。

学习《桃花心木》，我深思许久，终于领悟——我将来要独
自面对生活，要孤身立足社会，因此现在得锻炼出一颗独立
自主的心，才能经得了“风”，受的了“雪”。

桃花读后感篇四

《桃花心木》讲述了：作者看到一个人栽种桃花心木苗。奇
怪的是，这个人浇水的时间很不规律，而且浇水的量也是多
少不一。作者好奇地问那个种树人，才知道如果有规律地浇
水，树会慢慢地长得柔弱不堪，只有在不确定中生活成活率
才高，也会很强壮。

读了这篇文章，我在很多地方含有感触：我对种树人的一番
话有所感触：“如果我每天都来浇水，每天定时浇一定的量，
树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根就会浮在地表上，无法深入地下，



一旦我停止浇水，树苗会枯萎的更多。幸而存活的树苗，遇
到狂风暴雨，也会一吹就倒。”他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他
的观察细致，因此就了解了一些经验，使他种树种的更好。
生活中也一样，一个人一件事干多了，就会产生许多经验，
从而这件事就干得更好。

另一个就是我对“我”的一番理解深有感触：“不只是树，
人也是一样，再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
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这句话表现了作者极高
的领悟能力，可以由树联想到人，揭出了借物喻人的谜底。

我羡慕很多能自立的人，可我做不到，中国的孩子们也都做
不到。中国虽然有发展，但中国能比上美国吗？为什么，为
什么比不上美国？因为中国，因为中国的少年像被关在笼子
里的小鸟，被家长管着，浪费了童年，浪费了这个大好时光，
大家都听说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吧！为什么说穷
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因为那些穷人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过独立
的生活，根本没有半点依赖家长的心，他们就像桃花心木树
苗一样，靠着自己找到它们必须拥有的水源，才能生活下去！

而现在每当孩子想帮家长做事时“去去去，学习去！”家长
都是以这句话回答孩子，爱孩子，就应该让他（她）去锻炼，
去拥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去面
对困难，去战胜胜困难；爱孩子，就应该解开学习之锁，到
大自然中去体验生活；爱孩子，就应当让他（她）不要虚度
童年，外面的世界是美丽的，是精彩的；爱孩子，就应该让
孩子到社会中去分清是非，分清好坏，在社会站稳脚！

我认为我们只有脱离了父母的溺爱才能做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桃花读后感篇五

学习了《桃花心木》，我觉得我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比如说，我在做题时经常会遇到难题，那么我就会去问同学，
问爸爸妈妈，而不去动脑思考。爸爸有时就会批评我：“自
己要动动脑，不然，长大了怎么独立生活！”我觉得爸爸说
得很对，可总是改不过来。

还有，当考试之后，发现成绩下降时，应该主动学习，而不
应该被动。偏偏我不是这样。也许只有老师一声令下，我才
会那样做吧！

我们再来看看桃花心木。

他们在不确定中生长，在不确定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水源，
在不确定中拼命扎根。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他们才会长成
百年大树。

我所欠缺的就是这种不确定。现在我觉得我很需要它。

正如作者所想：“不只是树，人也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
人，能比较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
在不确定中，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
力生长。”

我要学会在不确定中生活，这样就可以锻炼我自己。

我还要感谢桃花心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