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鱼游到了纸上 鱼游到了纸上读后
感(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鱼游到了纸上篇一

所谓“感”，可以是从书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
可以是受书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读
书而引起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
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讽刺。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鱼游
到了纸上》读后感范文5篇，欢迎借鉴参考。

《鱼游到了纸上》这篇课文中的聋哑青年可谓是身残志坚，
作者一直到文章结尾才点明他是一位聋哑人。

“鱼游到纸上”表明青年的画技高超，画得活灵活现。“鱼
游到了我的心里”，这句话是说青年长期认真观察，对金鱼
非常熟悉，抓住了金鱼的特点，在头脑中形成了准确、生动
的形象。

青年“有时工笔细描，有时一丝不苟的画下来，有时挥笔速
写”这样的一句话，写出了青年画画画的很好，仿佛金鱼在
纸上游动。

最后，我们从聋哑青年与作者在纸上交谈的“话”中，看到
了他的勤奋、忘我与坚持不懈的精神。读完全文，一位勤奋
专注、画技高超的有志青年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坚强的信念。”对!罗曼-罗兰这
句话说得非常对!最近，我读了一片文章，名字叫做《鱼游到
了纸上》。有人会问：鱼怎么会游到了纸上呢?答案是：因为
文章里的青年有将强的信念。才让鱼“游”到了纸上。

记得那个时候，我也就才八岁多，暑假，我去学习国画。因
为是新手，所以，画得并不怎么样。但是，我画的不好不是
最致命的，我总是画的很慢，也经常把画的东西画的不像这
不像那的，记得又一次，老师教我们画鲤鱼，我们大家也都
跟着老师画。我也比着葫芦画瓢，却一点也画不好。费了好
几张宣纸。老师看见了，便帮我在纸上画了一条，让我比着
画。我也体会到了老师的苦心。于是，于是我把“鱼”拿回
家中比着画，费了很多纸和墨水------到了天亮，我早早的
来到了美术教室。让大家欣赏我的“大作”鲤鱼图!就老师看
了。也夸我有坚强的信念呢!

我经历过这件坚强的信念这件事。总体回到自己想做这件事，
就要充分去做，你也能成功!

今天我们学了一篇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鱼游到了纸上。

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位残疾青年一丝不苟画鱼，直到忘我的
境界。

文章给我带来的感想是：连一个聋哑人都能画栩栩如生的鱼，
为什么我就不能呢?因为我做事不能像聋哑青年那样一丝不苟，
所以我不能做到。

文章给我最留下最深刻的两句话是：“鱼游到了纸上”
和“鱼游到了心上”。鱼游到了纸上是因为表明青年画技高
超，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像活的鱼在纸上游 动一
样。“鱼游到了心上”是因为聋哑青年长期认真观察，对金
鱼非常的熟悉，抓住了金鱼的特点，在头脑中形成了准确生
动的形象。



正是因为聋哑青年爱鱼成痴，观鱼如醉，才能画出栩栩如生
的鱼，所以像聋哑青年那样去做事，很多事情都能成功，我
要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

俗语说得好：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前几天，
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鱼游到了纸上》，更加证实了这
句话。

那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聋哑青年为了画好金鱼而
勤学苦练到了忘我境界的事情，证实了身残志不残这句话。
虽然青年又聋又哑，可是，他的辛勤汗水没有白流，他的勤
学苦练没有白费，画出了栩栩如生的金鱼，我们正常人真是
自愧不如啊!

由此我联想到了今年春节晚会上的一个节目——《千手观
音》，那优美的舞姿、整齐的舞步，不但受到了广大观众的
好评，还获得了一等奖，但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们竟
是一群聋哑舞蹈演员，谁知道她们花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
时间，流了多少汗水，来排练这样一个高难度的表演呢?正是
有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的辉煌成就，真是一份耕耘一份
收获啊!

为什么残疾人能做到的，我们正常人不能做到呢?就让我们来
趁这大好时机好好学习吧!

通过看了《鱼游到了纸上》，我明白了，画鱼人是把他自己
和鱼融为一体，我要对画鱼的人说：“你画得太好了，鱼在
你的画纸上，就像动了一样游来游去。”

通过你每天对鱼仔细的观察，所以才能把纸上的鱼画的那么
生动，这说明了你观察事物及能力的敏锐，和你勤奋好学不
怕吃苦的精神。

我以前在初学吹萨克斯时，吹一会儿就感觉累，往往没有按



计划时间练习。遇到困难也不愿意究其原因，就等着下次课
问老师。今后我一定像你学习，学习你认真刻苦的精神，把
要做的每一见事做得非常出色。

鱼游到了纸上篇二

那位青年正在专心致志地画画，突然，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小
女孩惊奇地叫了起来：“哟，金鱼游到了他的纸上来啦！”

围观者都听到了这句清脆的话语，不禁议论，赞叹了起来，
先发话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小男孩儿，他清了清嗓子，“大
家可得注意听！看，这只红色的金鱼的眼睛是凸出来的，这
位哥哥把它画的十分相似，活灵活现，真像齐白石爷爷的画
技。”话音刚落，一个戴着眼镜，捧着一个古老茶杯的老爷
爷接过了他的话：“这个小青年画鱼画得栩栩如生，连这条
鱼的每一片鳞片都那么清晰地画了下来。好像这条鱼在游动
的一样，这个年轻人啊，把这条鱼的动态都一丝不苟的画出
来了，真是一位小画家！”说罢，竖起大拇指，朝年轻人笑
着，可年轻人也没有抬头，连眼睛都不看一下。

正当群众都沉默时，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叔叔说：“这个人，
对画画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了，早已到了忘我境界，与画里
的情景融为一体了，这种专注力，难得，真是难得啊！”

大家听了这句话，又纷纷表示了赞同，这时，一个衣着华丽
的姑娘走了过来，瞧见了这个青年的画，笑盈盈地说：“这
金鱼是要和我来比美吗？要真得这样的话，那就请这位小哥
哥转告灵动的金鱼，你太生动太好看了，我自叹不如！”有
了这句话，气氛更加活跃了。不知不觉，天慢慢黑了，人群
早已散去，只留下他一人在月光下埋头作画。

他身上的这种专注力与高超的画技，引来了群众的赞赏，也
正是有这种专注力，才能在成才的道路上风雨无阻，开创出



自我一番天地。

鱼游到了纸上篇三

27课鱼游到了纸上小练笔：

在泉白如玉的鱼缸边，人们赞叹着，议论着，有的说他画的
真好啊！有的说年轻人，你真努力呀，我一定要向你学习！
有的说年轻人，你把这一幅画卖给我吧，我出一千元钱。有
的说要是这一幅画去参加画画比赛，我敢说，肯定是第一！
有的说哇！真好看！我们一定要向年轻人学习。

投稿人：盈盈1417348435@

扩展阅读：

27鱼游到了纸上小练笔写作要求：我好像看到了围观的人议
论的情景，我想把它写下来。

小练笔,顾名思义,就是小的动手练笔.抓住课文中心,把“游
到了纸上”“游到了我的心里”联系起来,课文精缩一下就ok
了.

《鱼游到了纸上》小练笔：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赞叹着，
议论着……发挥你的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注意加上人
物说话的神态、动作。

反思：这几名孩子的小练笔有如下闪光点：

2、人物之间说话的过渡语用得比较恰当，好多孩子人物之间
的对话缺乏连贯性，往往是“某某说完，接着另一人说”这
样的模式比较多。没有口语交际的特点。

推荐文章：



1、鱼游到了纸上小练笔150字

围观的人议论纷纷：

有人说：“我画了两三年的金鱼也没有这么入迷，他画得金
鱼栩栩如生，好像把金鱼画活了。他真的找到了一种画鱼的
美感，练出这种功夫，最少也要三四年吧！”

有一个小女孩高兴地拍着小手说：“第一条金鱼挥手问好呢！
第二条金鱼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第三条.......一共五条小
金鱼，可真美丽！”

旁边的小男孩说：“这笔要是马良的神笔，一条条的小鱼就
都变活了呀！跳进鱼缸溅起的水花不就是白莲花了吗？”

2、鱼游到了纸上小练笔300字

一位老大爷长期在这里观察说：“这位青年画得真不错，特
别是画金鱼，技术很高，速度很快，二笔就能画出一条金鱼
来，栩栩如生，真像鱼游到了纸上，真逼真啊，我半辈子都
没看到这么好的画。”

另一位叔叔说道：“我在这里看他画金鱼这么久，他一点儿
也没动，认真地画着，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呀，绿树红花，
他一眼也没看，我们在这里这么久他也没看我们，真是专心
致致呀。”

还有一位大姐姐说：“我一天都在这儿喝着茶，[]我上半天
喝茶，看见他在这里画金鱼，下午我又看见他还在这里画着，
难道这位青年中午没吃饭吗？”

一个小弟弟说：“他为什么画得这么好呀？一定是每天中午
不吃饭观察着，对金鱼那么熟悉所以在头脑中形成了准确生
动的形象，才能画得那么好。”



老大爷又说：“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呀，将来一定能给我们做
好榜样。”

3、《鱼游到了纸上》课后小练笔

围观的人，纷纷议论。有人说：“我画了两三年的'金鱼也没
有这么入迷，他画得金鱼栩栩如生，好像把金鱼画活了。他
真的找到了一种画鱼的美感，练出这种功夫，最少也要三四
年吧！”

还有一个小女孩开心地拍着手说：“第一条金鱼挥手问好呢！
第二条金鱼边唱歌，边舞蹈，第三条.......一共五条小金鱼，
可真美丽啊！”

旁边的小男孩说：“这位青年是神笔马良吗？他画的这么逼
真，简直把一条条小金鱼变活了呀！”.......

那位戴眼镜的老爷爷啧啧称赞：“这孩子又细心，够勤奋，
最让人称道的是心里亮堂着哩！”

年轻的妈妈搂着她七八岁的儿子，轻声嘱咐：“孩子，有志
者，事竟成，只要专心，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4、鱼游到了纸上小练笔100字

看见年轻人笔下栩栩如生的金鱼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围观
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说这简直就是马良的神笔；有几个天真
可爱的孩子说这一定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来参观我们人类的
生活，将我们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带到天上；有的说青年
笔下的鱼都快被他画活了，今后一定是个画家……许多好奇
的孩子都挤了进来，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赞叹，大家对着画一
会儿说这儿画得好，那儿画得好，指也指不完，说也说不完。

谁也不肯离开。



鱼游到了纸上篇四

在“泉白如玉”的玉泉边，我认识了一位举止“特别”的青
年人，他爱鱼爱到了忘我境界。他老是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金
鱼缸边，静静地看着金鱼在水里游动，而且从来不说一句话。

那天，我又到花港的玉泉边观鱼，看到许多人围着他。于是，
我怀着好奇心挤进人群，想看个究竟。原来是他正在静静地
画鱼。他有时工笔细描，把金鱼的每个部位一丝不苟地画下
来，像姑娘绣花那样细致；有时又挥笔速写，很快地画出金
鱼的动态，仿佛金鱼在游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情
不自禁地赞叹着、议论着。

“哟，金鱼游到纸上来啦！”一位穿着漂亮裙子，扎着羊角
辫，戴着粉红色蝴蝶结的小女孩惊讶地叫出来。

一个小男孩充满羡慕的说：“哇！你看，那条小鱼的尾巴翘
着，好像给我们打招呼呢！是神笔马良下凡了吗？要是我也
能画这么好，该多好！”

“嗯！这个青年画的鱼真是栩栩如生！”一位戴着眼镜，看
上去文质彬彬、知识渊博的老人也心服口服地称赞道。“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一定是下了一番功夫。

另一位年龄相仿的`老人也细细地欣赏着青年画的每一笔，伸
出大拇指说：“这位青年将来一定有出息，你看，他画的鱼
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真是鬼斧神工！”

一位穿着方格褂，剪着齐耳短发的阿姨说：“你看，那鱼鳞
金光闪闪的，鱼尾向上翘着，好像在跳舞，简直美轮美奂。
真是出手不凡，将来也许能和齐白石相提并论。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好像开会一样热闹。唯一没有任何
反应的是这位青年人，他好像和游鱼已经融为一体了，多么



全神贯注，我情不自禁地赞叹着！

鱼游到了纸上篇五

那勾勒，那描画，那饱满的颜色，让众人震惊。

首先关注他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相貌平平，她站在青年身后，
踮着脚，身体前倾，手中的手提包摇动着，妇女的下巴微微
上扬，眼睛却向下瞥，却仍看不见，她的头边向左右探视，
还是看不见，探头探脑地向右边走去，大略扫视了一下，才
看着了木质的抹茶色订书板上的宣纸。那色泽圆满，深浅不
一，她揉了揉眼，还是这么好看，便情不自禁的“哇”的叫
出声来。

她的叫声，引来一个靠在栏杆上假寐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
眨了眨眼，走过来，绕道到金鱼缸边，侧着头，目光透过圆
圆的镜片，照到了纸上，他发出“啧啧”的舌音，微笑着点
了点头，摇头和一边的老伴说：“这年轻人不错，画技挺
好……”

好几个小孩追逐玩闹过来，有看到画纸，便在画纸旁边跑边
跳，眼睛瞪得溜圆，眨都不眨一下，在人群中跳上蹿下，哇
哇大叫，却还是无法看见，便爬上金鱼缸，蹲在上面，才瞄
上几眼，有许多人沾湿了鞋子。

有一个做画的老学究，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扫视着周围的鱼
缸，看见青年，见订书板上鲜艳的红色，不由自主地走过来，
推了推眼镜，眨了眨眼，犀利的目光看着宣纸，“哦”了一
声，心中大喜过望：“没想到，杭州文人画士甚多，一山更
比一山高，勾勒清晰，颜色没“越界”，饱满、分明。”发
出了赞赏的“中”的声音，留了下来。

此时的人多了许多，围着金鱼缸，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笑
声、交谈声、脚步声、赞赏声，交杂于耳，只有中间的青年



没知觉。

他不知道，人群中，好几只眼睛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