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 一串葡萄读后感(实
用7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
优质的心得感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
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一

（引导幼儿说说葡萄的颜色：紫色。葡萄的形状：圆圆的，
一颗一颗紧紧地挤在一起。）

老师：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了一样好东西过来，瞧！这是
什么呀？（出示葡萄）

老师：啊，原来这是一串葡萄哦，诶，你们有没有吃过葡萄
啊？（幼儿回答）

老师：那谁来说说葡萄是什么味道的？（幼儿回答）---哦，
葡萄是酸酸甜甜的

老师：小朋友，你们看看老师手上的这串通葡萄是什么颜色
的？（幼儿回答）

老师摘下一颗葡萄：你们看一看这颗葡萄是什么形状的？
（幼儿回答）

总结：哦，原来葡萄宝宝是紫色的，圆圆的，一颗一颗紧紧
地挤在一起。

老师：这串葡萄真漂亮，我们一起帮它拍张照片好不好？
（幼儿一起做拿起相机的动作）一起来“咔嚓”.哇！照片出



来了，真漂亮！

老师：施老师照这它也画一张好不好

二．示范作画过程

1老师示范手指点画：伸出拇指爸爸，亲亲颜料宝宝，点个葡
萄娃娃

2请个别幼儿尝试点画（指导幼儿：葡萄宝宝们一个挨着一个，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画在一起，紧紧地靠在一起。）

三．交待作画要求，幼儿操作

1一颗颗葡萄要紧紧地靠在一起

2作画前先长袖变短袖，不要让颜料粘在自己和别人的身上。

3注意桌面的清洁

四．展示幼儿作品，幼儿互相讨论

五．清洗葡萄，幼儿分享

宝宝们本领真大，画的葡萄真好看，我们自己夸夸自己(我真
棒！)

你们知道葡萄还可以做成什么吗？（幼儿回答）

教学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幼儿了解了葡萄不仅是圆圆的，还是紫
色的，一颗挨着一颗的，幼儿基本掌握了这些而且学会了自
己清洗葡萄以及如何点画葡萄。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二

经朋友推荐读了这本小说，刚开始读觉得一般，随着文中矛
盾的加深，慢慢体会到更深的感触。《愤怒的葡萄》以经济
危机时期美国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农民
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家园被毁，无家可归，只得
向西迁移，去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

小说以约德一家为代表，记叙了他们一家十二口从俄克拉荷
马州向加利福尼亚州逃荒的艰难经历。他们将家中的一切变
卖后，换来一辆破旧的汽车，一家坐车向西逃荒。爷爷和奶
奶由于年迈体弱，加之思念故土，死在逃荒的路上。途中意
志力薄弱的年轻人诺亚和康尼在半路上逃离。到了加州，一
切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
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压低佃农工资，
各地势力敲诈勒索和迫害流浪的农民。于是农民愤怒了，他
们团结起来，奋起抗争。小说标题《愤怒的葡萄》中的“愤
怒”便是对导致人们贫困凄惨的不公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抗议。

吉姆凯西原本是一名牧师，当他目睹了大批农民饱受剥削压
迫奴役的残酷现实，开始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取而代之的
是萌生了革命的政治信仰。他领导支持苦难的百姓团结起来
进行革命，推翻资本家的压迫，与统治阶级做斗争。他的心
中怀有大爱，是对众生的爱，对劳苦大众的爱，这种爱让他
不惜在暴力冲突中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精神却如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汤姆乔德继承了他的精神意志。

汤姆乔德是正义的化身，具有顽强的反抗精神，即使这曾经
让他锒铛入狱。出狱后随家人逃荒，万般忍耐剥削者的压迫。
当他亲眼看到牧师在暴力中惨死后决定奋起反抗，打死了警
察。从此继承了吉姆凯西的衣钵，成为一个革命者，为苦难
的底层人民奋斗。

母亲是一家人的精神支柱，她的母爱光辉照耀着家里的每一



个角落，为了维护一家人的完整，勇于与男人对抗。并支持
自己的儿子进行革命。她慷慨的对待其他的贫苦农民，用自
己的爱温暖着周遭的每一个人。

在全篇的最后，罗萨香用自己的奶水去救一位濒临饿死的陌
生人，她已经从一个爱哭脆弱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像母亲，
像哥哥一样的战士，与这苦难的人生，与这残酷的现实抗争。
全文用质朴的语言描述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但是每
个人却顽强的抗争着，与残酷的剥削者，悲惨的现实，苦难
的人生。除去时代背景不同，《愤怒的葡萄》更像是一部美
国版的《活着》。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三

暑假里，我读了一篇叫做《一串葡萄》的文章，刚刚翻开它
的'第一页，我就被它的文字吸引住了。

这篇文章讲了主人公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可是家里穷，买不
了很好的颜料。但同班同学杰姆有很漂亮的颜料，主人公就
想要。一天，同学们都不在教室，便控制不住自己，他把其
中自己认为最好看的两种颜料偷了过来。但被同学们发现，
把他压到老师办公室后，杰姆和同学们把事情的一五一十都
说了。老师听后，叫同学们出去，给主人公作了工作，上课
前还给了他一串葡萄。第二天，主人公和杰姆和好了。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像主人公一样，从别人的手里看见自己喜
欢的东西，就采取偷窃的方式来获得它。更不应该撒谎去让
别人认为这事与他无关。可最后主人公还是承认了错误并且
和朋友和好了。

我也懂得了我们应该不说谎话，不偷窃，做一个文明的学生。
不然的话可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了..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四

暑假的一天，我带了一串葡萄去医院，因为妹妹生病了。

到医院后我将葡萄给妈妈吃，妈妈说不吃，我于是就把葡萄
放到妈妈的背包里，一份我的亲情就这么送给了妈妈。

爸爸要坐地铁去工作，妈妈怕他饿着，就叫我将葡萄送给爸
爸吃，妈妈的亲情就送到爸爸那儿了。爸爸也不吃，给了我，
这份亲情又回到我的心里，这份亲情增加了三分之二的亲
情—那是爸爸妈妈给我的亲情，他们每人都增加了三分之一
的亲情—那是我给他们的亲情。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五

今天，我认真阅读了《一串葡萄》这篇文章，感触很深。

《一串葡萄》的主人公“我”，因为小时候十分胆小，所以
没有一个好朋友。但“我”很喜欢画画，可是由于当时的颜
料不好，始终画不出满意的作品来。虽然同学吉姆有一盒很
棒的进口颜料，可是因为“我”的胆小，所以“我”始终没
有勇气向吉姆开口借颜料，最后这也促使“我”在快上课的
时候偷偷地拿走了吉姆的颜料，放进自己的衣兜里，可不过
才过了一节课，就被吉姆带领的一群男生给发现了，并且拽
到了老师的房间。

可老师并没有批评“我”，因为老师知道“我”心里已经认
识到错误了，而且还给了“我”一串葡萄作为安慰，
让“我”明天还来上学。第二天，吉姆还主动拉着“我”的
手，和我成为了好朋友，老师又拿了一串葡萄，分给
了“我”和吉姆。

读了这篇文章，我领悟到了一个道理，假如有一个人犯了错
误，我们不可以歧视他，更不能盲目的批评他，要像故事里



的老师一样安慰他、关心他，也要像故事里的吉姆一样体谅
他，是这些身边的好人帮助他，让他迷途知返。

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快乐和烦恼，而朋友
总会与你一起分享快乐和分担烦恼，让我们都成为好朋友吧！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六

《狐狸和葡萄》中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晶莹剔透的葡萄了，因
为它小又可爱。狐狸虽然很狡猾，但在这个故事中却是没有
耐心。你们一定很想知道它是怎样没有耐心的吧？那就听我
一一讲来。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一只狐狸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合并。它路过一个长满葡萄的
树，狐狸见到那些又大又甜的葡萄，馋得直流口水。可是，
它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一颗葡萄掉不来。葡萄笑了起
来，把狐狸气走了。狐狸掉关走前还说：“这些葡萄肯定是
酸的，不好吃。正巧，狐狸刚走，葡萄就掉了下来。

这篇故事给我的感想是：做人要有耐心，如果做事没有耐心，
做什么都是做不好的。有时，不要为一点点的小事，而没有
耐心。

大家可不要学这只没有耐心的狐狸呀！

野葡萄的读书感悟篇七

最近几天，一直在读《愤怒的葡萄》这本小说。在读之前，
我对这个题目深深的怀疑，老师怎么会推荐我们读这本书呢？
带着这么一种疑问去读，只是读了一遍，文章还算不短，最
后略懂一点点，原来老师推荐这本书的目的不仅是去读一个
关于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从生态学的视
角来理解这则故事。



从这本书的整体脉络看来，它是以乔德一家的逃亡或者说是
寻找“幸福生活”的过程为主要思路来描写整个故事的。真
实的反映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社会和处在最底层的广大
农民的苦难生活，另外，作者还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了人与
土地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与思索。

在第一章的时候主要是以自然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让人们
不知不觉的产生一种对当时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自然环
境）理解。如：“风又吹着干枯的玉米，还一阵紧似一阵。
大路上又尘土飞扬，而后的玉米地里卷起一股股灰色的烟雾。
夜间，凤贴着地面跑得更快，它挖松了玉米根四周的泥土，
玉米秆一根根横倒在地上，标志着风向。”“一到夜晚就一
团漆黑，星光透不过风沙，屋里的灯光也透不出窗户。”这
些对玉米，对大路和对夜晚的描写，似乎是在说上帝对这片
土地不是那么的公平，给它们的尽是一些风和沙尘暴，殊不
知是另有原因的，从而引起读者对下文的兴趣。

往下看，我们能够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乔
德出场了，然后着重写汤姆具结释放之后回到家乡，发现家
乡的样子完全变化了，原来的人都不见了，包括自己的家人，
后来在慕莱的解释下，才知道家人去了哪里，村子里的好多
人都去了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洲去求生了，而自己也经历了一
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其中最让他恨的莫过于看着整片的土地
被拖拉机无情的摧毁吧。“为了这块地，爷爷消灭了印第安
人，爸爸消灭了蛇。我们也许可以消灭银行——银行比印第
安人和蛇更可恶呢。”农业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断
地增加机器。

在美国，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对土地的`威胁越来越大。越
来越多的拖拉机毫不留情的把房屋铲平，把土地占领，使得
原本住在这片土地的中低级佃农们纷纷破产，流离失所，之
后不得不去西部的的加利福尼亚洲去寻找美丽的生活的故事。
他们一路上历经挫折，好不容易到了加利福尼亚，却发现那
里的生活远不如理想中的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们也只



能够安于现状去为别人干一些廉价的劳动力的活，所得却只
能够他们一家糊口，根本没有一点点的富余可言。难道这就
是所谓的美好生活吗？从文章中主人公们的表现以及所表现
的心情看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说到这则故事，确实是感人的，而且很具有批判与讽刺意义，
但是从生态角度来分析这篇文章，似乎意义会更大一些。

书中的人与土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现代化的农业用拖
拉机把他们赶走时，他们愤怒地抗议：“地是我们量出来的，
也是我们开垦出来的。我们在这地上出生，在这地上卖命，
在这地上死去。”土地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母亲，是他
们的一切，他们不愿离开这里的土地。当土地受到蹂躏，被
大型拖拉机碾过时人们会感到撕心裂肺般难受。”从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土地死亡的原因既有人类的无知和贪婪，又
有现代技术和现代工业的蹂躏。悲哀的土地和悲哀的自然很
需要人类的同情和关爱！但是事实往往是相反的，对土地无
限的开垦和无限的索取最后带来的只是肆虐的沙尘暴和无边
的沙漠。

我想这不是人类想要的结果吧！有一段话描写的很好：人坐
在这机器里，既看不见土地的真面目，也闻不到土地的气息，
两脚踏不到泥土，也感觉不到大地的温暖和力量，人与土地
的关系便消失了。“庄稼生长起来和收割的时候，没有人用
手指头捏碎过一撮泥土，让土屑从他的指尖当中漏下去。没
有人接触过种子，或是渴望它成长起来。人们吃着并非他们
所种植的东西，大家跟面包都没什么关系了。土地在铁的机
器底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因为既没有人爱它，
也没有人恨它；既没有谁为它祈祷，也没有谁诅咒它。”人
与土地的自然关系被割裂，不仅土地遭受磨难，而人们也变
成了空有躯壳的机器。

同是生态系统中的必要元素，人类必须依赖于自然，自然环
境的恶化自然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这就要求人类务必要



尊重自然的价值，在利用和开发自然的时候做到热爱自然和
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和共赢。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数
以万计的自然资源，也足够这些流浪农民生存延续下去的加
利福尼亚洲，却因为大农场主、大资本家贪婪的开发已经遭
到严重的破坏。伴随着农产品大丰收，价格受大地主、大银
行家的控制大幅下跌，许多当地的小农场主们连采摘的工钱
都出不起，只能眼看着果子在枝头上腐烂，眼看着债务像潮
水一般涌来。等到第二年，资不抵债的小农场主们也会加入
到失业的行列。而他们的农场或是果园，就要被吞并到大地
产里去。但是这种大农场里面产出来的果子，农场主们不可
能完全免费的去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去吃，他们宁可这些
果子烂掉，也不愿意拿一个去拯救受苦的农民，这个世界的
性质已经变化了。变成了一部分人的世界…这是人类对自然
无限的贪婪的后果。

以上就是我读了这篇小说之后的感受，怎么说呢，人与自然
还是和谐一点好，尊重自然的同时也是尊重自己，我是这么
想的。试看，近十年来，由于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环境
受到的重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酸雨、臭氧空洞、温室效
应……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都是我们人类在向大自
然索取的同时对她的伤害，也有说法说那些后果就是大自然
在报复人类，或许真是这样子。如果人类一直这么无节制，
一直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局面
一旦被打破，就一定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后果是不堪
设想的。“保护环境，爱护环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责
任。”这句从小听到现在的话，还是要被提到重要日程的。
为了人类的未来，可持续发展也必须被提到重要的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