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源记读后感(模板10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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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一

我懂得了很多。弱不禁风的小树苗要想长成参天大树，不仅
仅是靠别人给他浇水，更重要的是他要学会自我找水源，在
不确定的环境中拼命扎根，生存下来；可是树苗一但构成了
一种依靠，那么它的根就会在地表，一遇到狂风暴雨，就会
被连根拔起，这多像是我们，没有自主成长的本事，有了依
靠别人的心理，所以，这样会害了自我。

其实树木和人都是一样的，经常会遇到一系列的挫折和苦难。
懦弱的人会向困难低头，会向挫折屈服，仅有坚强的人会顶
着风浪，逆风飞翔，他们挑战困难，战胜困难！

“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才能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
不确定中，才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们以往学习过的《乌塔》，一位和我们
年纪相仿的德国小女孩独自游遍整个欧洲的情景，我佩服她
的大胆，崇尚他的独立自主本事，她的精神可嘉，值得我们
学习。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可是处处都有竞争，我
们必须要做到，独立自主，应对一切。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二

《桃花心木》主要内容是写：乡下老家屋旁的空地上种着许
多桃花心木苗，种树人给树浇水不是定时定量的，而是模仿
老天下雨，让桃花心木在不确定中长成百年大树。

文章最后提到人和树一样，也要在你不确定中生活，在不确
定中，深化了对环境的感觉与情感的感知，就能学会把很少
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

以前，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在学习中一遇到难一点的题，就
马上问爸爸，爸爸老说我不爱动脑，依赖别人。我听了总是
嘟着嘴说：“不懂就问嘛！”但自从我读了这篇文章后，我
深有感触。对啊！我平时老依赖爸爸，养成了依赖心理，要
是考试时碰上了一道难题，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决心改了这
个毛病。现在，遇到难题，我总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实在不
会了，再问爸爸，爸爸说我变了，懂得独立思考了！

我们就如同小鸟，鸟巢是我们温暖的家，我们这些小鸟总不
能整天待在巢里，笋父母捕食回来就吃吧！假如有一天，父
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留下我们，那我们这些小鸟该怎么办？
又不会独立生活，只有等白白饿死了！

无论在学习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学会独立自主。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三

我和孩子一起读《桃花心木》这篇文章时，我体会了作者林
清玄在写和种树人的对话中，得到了许多启发。虽然中树人
简洁而朴实的话语，但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人是有适应
性的，环境可以锻炼人，也可以造就人，一个人去经受艰苦
的磨难，从中可以锻炼自己对失败的承受力，逐步培养自己
独立的品格。



其实，种树和育人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优越的环境
中生活，他就会缺乏前进的动力和开拓的精神。反之，在不
确定环境生活的人，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有独立生活的
能力，将来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

孟子有句古训；“天将降大任子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事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由此可见，一个能担当大任之才，必
须要有顽强的耐挫能力、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换到何种地
步，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而终于克服障碍以要达到期望的目
的`。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呢？因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就过惯独立生活的环
境，他们没有半点依赖家长的心，他们就像桃花心木中的树
苗一样，靠自己找到他们必须拥有的水源和养分，本能地生
活下来。

因此，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要学做像桃花心木中的那位种树
人一样，在今后的生活中里，给孩子这颗小树苗创造更多的
不确定的环境，提供更多的磨练机会，教育孩子认识社会、
适应社会、学会在逆境中生活，使其生长处自信、自立、自
强的精神根基，扎根祖国大地肥沃的土壤之中，汲取丰富的
文化知识和社会常识养分，茁壮成长。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学习了课文《桃花心木》，这是一篇借树喻人的课
文。

我带着好奇心继续往下读，课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种树人
奇怪的种树方法，作者同样也产生了迷惑：不定期浇水竟是
种树人的良苦用心：种树人用模仿老天爷下雨的方式给小树
苗浇水，为小树苗创设了一种自然环境来“教给”它们在不



确定中寻找水源的本领。如果每天定时定量给树苗浇水，树
苗就会养成依赖的心理，虽然在短时间内不会枯萎，但遇到
了大风大雨就会倒下一片，一旦种树人停止浇水，树苗也会
难以存活。

树是这样，人何曾不是呢？生活中一些不可预料的坎坷、曲
折和磨难，不就是桃花心木不确定的水源吗？只有经得起风
风雨雨的考验，才能成长为坚强的人、有作为的人。

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的考验，屋檐下的小鸟飞不上广阔
的蓝天。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尝试着锻炼自己的自理能力：
替爸妈分担家务、一人独自在家时学会照顾自己、参与社会
活动……锻炼自己在不确定中学会把很少养分转化为巨大的
能量，健康、快乐地成长，因为只有在逆境中自强不息，才
是成才的一条通路。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一篇课文，叫作《桃花心木》，听着名字大家
就肯定会说这篇文章写的是一棵树，可这篇文章却讲了一个
做人的道理。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中桃花心木，
却不常浇水，有时三天浇一次，有时五天浇一次；浇水的量
也不一定，有时浇的多，有时浇得少。作者看见了，很奇怪，
就去问他，他说：中暑是百年的基业，你不可能每天都帮它
浇水，所以就要让它自己汲水生长。如果你每天都浇水，数
就会养成依赖的心，一旦你停止浇水，他就会枯萎，就算活
着，狂风暴雨袭来，也会一吹就倒。

这个种树人的一番话，不仅说出中暑的方法，而且也说出了
做人的道理。

树要成长，就要学会自己在土地里寻找水源、拼命扎根，这



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人要生活，就要学会自己克服重重困
难、坚强不屈，这样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人。

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很重要，在学习上也一样重要。平时，
我的作业都是爸爸妈妈检查的，可是一到考试，我就手足无
措，难道爸爸妈妈都跑来学校帮你检查有没有做错？到了这
是，我便情不自禁的想起了《桃花心木》这篇课文。于是，
我就下定决心自己检查作业，不养成依赖心。

《桃花心木》这篇文章说明的道理使我一生受用。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六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不常给桃花心木浇
水，有时每三天一次，有时每五天一次；浇水的量不一定，
有时多，有时少。作者看到了，非常奇怪。他问他，“中暑
是一个百年的基础。你不能每天给它浇水，所以让它自己生
长吧。”如果你每天喝水，你会变得依赖别人。一旦你停止
浇水，他就会枯萎。即使他还活着，风暴也会刮下来。"

这位植树者的话不仅讲述了中暑的方法，也讲述了作为一个
人的真相。

如果一棵树想生长，它必须学会在土地上寻找水，并努力生
根。只有这样，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一个人想活下去，
他必须学会克服许多困难，变得坚强不屈。只有这样，一个
人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人。

这个真理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在学习中也同样重要。平时，
我的父母总是检查我的作业，但是一旦我考试了，我就不知
所措了。我父母都来学校帮你检查你是否做错了什么吗？此
时，我不禁想起了桃花心木的文字。因此，我决定检查我的
作业，不要变得依赖他人。



文章“桃花心木”中解释的事实对我一生都很有用。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七

《桃花心木》这篇文章是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作品，学习了这
篇文章，我的感受很深。

学习这篇文章我知道了：桃花心木是一种特别的树，树形优
美，高大而笔直，非常优雅自在。一开始，我就认为，桃花
心木一定非常美丽，需要人工精心培养，可是到了后来，我
完全不这么认为了，因为文章中说到：老天下雨是说不准的，
所以桃花心木自己就要在土地里找水源，如果它们自己不能
汲水生长，树苗自然就枯萎了，如果找到水源的树，长成百
年的大树就不成问题了。是啊！所有的事物，只有经历挫折、
磨难，才会变得坚强、勇敢，变得自强不息。

桃花心木之所以能长成百年的大树，是因为它们从刚开始就
面临着种种威胁，要自己去土地里找水源，它们只要找到一
点养分就会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时间久了，它们
就不用再去依赖种树人给它们浇水。我们人也是一样，文中
有一句话这样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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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
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往往在逆境中生活的人，能担当责任，
遇到困难会勇往直前，而在顺境中生活的人，遇到困难只会
退缩。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就要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我们应该脱
离父母温暖而坚实的臂膀了，我们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不要再让父母替我们做了，我们更不要养成“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的坏习惯，如果来上一点挫折、困难，你就会不战而
败！

法国作家蒙田说过：“胜利是属于自强不息的人。”让我们



在生活中当一个坚强、勇敢的人，遇到困难我们要迎风而上，
这样我们一定会成为胜利者！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八

今天下午开了女儿初中第一次家长会，最近又一直在看林清
玄散文，《桃花心木》是印象最深的作品，感悟很深。正如
作者所言“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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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玄语言亲切自然，文笔恬淡清新，娓娓道来，由事入理，
融理于事，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意味无穷。

林清玄的散文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一向以“清而不玄”，他的
散文清新明丽，意味隽永，总在淡淡的语气中告诉读者人生
的哲理。《桃花心木》文笔恬淡清新，表现出醇厚隽永的情
感，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量。

桃花心木生长过程生动形象地揭示人生的哲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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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事而理，由事入理，融理于
事，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桃花心木》两个“不确定”则是一种对生活的审视和思考。
这两个“不确定”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孩子生活中会遇到
的种种挫折：或许是亲人的离世，或许是父母的分离，或许
是病痛的折磨，或许是生活的贫困……凡种种让孩子必须独
立面对的困境都是这两个“不确定”，两个“不确定”体悟
到生活中千万不能“养成依赖的心”，因为那样最终的结果
只有死路一条。要竭尽全力，让自己和孩子“锻炼出一颗独
立自主的心”，那样即使生活中有“狂风暴雨”，也能巍然
屹立。

一个“奇怪”引出种树之道，一个“不确定”引发育人之理。



从种树到说理的“华丽转身”，说它长得高，说它再也不会
枯萎了，让文章锦上添花，意味无穷，由种树到育人，从中
悟出教育孩子的哲理。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九

“报着长不大”这五个字中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奥的道理。
“不经一番寒彻苦，那得梅香扑鼻来”，如果一个人养尊处
优，从未经受过生活的考验，当他被生活所打败时，他所承
受的痛苦将是平常人的许多倍。

“不经历风雨，那能见彩虹。”一些在不确定环境中生活的
人，他们的心已被生活打磨成一个独立的人，他们能接受常
人所不能接受的一些痛苦。

有一篇文章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这篇文章的名字是《桃花
心木》。它讲述了一个种树人不定时不定量地给桃花心木浇
水，作者看了，去问种树人，种树人说应该让桃花心木自己
从泥土里找水分。作者听后，认为在不确定生活中生活的人，
能经历起生活的考验，锻炼出一个独立的心。

“挫折磨难是锻炼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机会。”一朵温室的树
苗长不成参天大树；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
胜者；一只被人喂养的小鹰，永远不能成为展翅翱翔的雄鹰。
只有那些经历过生活考验，失败后还敢于面队的人，才是生
活中的胜者。

曾有一对夫妇，丈夫英年早逝，留下了6个月的婴儿和他的妻
子。幸好他的妻子是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他们不至于饿死。
而他的妻子为了弥补缺少的父爱，千方百计地疼爱着他的儿
子。

转眼间，17年过去了，一直在温室蜜罐里养着的男孩，到现
在，连衣服都不会穿，做什么事都得让母亲包办。而就在这



一年的冬天，他的母亲感觉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做了检查，
发现了得了癌症晚期。他的母亲在寒风中撕碎了化验单，他
要让儿子短时间内成熟起来。她回家对她的儿子大发雷霆，
她的儿子与她争吵起来，最后，她向她的儿子扔去5000元钱，
让他到外面闯出一番事业，她儿子捡起钱，摔门而去。

几年后，她的儿子在外闯出了一番事业，他决定向他妈妈道
歉，当他回到家时，迎接他的只有同情他的邻居，他妈妈的
骨灰盒，他妈妈的癌症化验单，这时，他懂得了妈妈的良苦
用心，他泪如泉涌。

“不要总待在温室里，要亲自去经历世界上的各种新鲜事，
从中锻炼自己，在困难中悟出真理。”生活就像一件打磨你
的器物，如果你不去考验生活，不经历他的打磨，你将永远
成不了一个成熟的人，只能作为被生活所打败的人。

桃花源记读后感篇十

这学期，我刚拿到新课本时，随便翻了一下，突然一篇题目为
《桃花心木》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人种了一大片桃花心木苗，但却随心所欲
地浇水。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浇水的量也不一定。
“我”不明白种树人的这种种树方式。问了之后，才知道这
个道理：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才
能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树木也一样，只有这样，才能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读完后，我有很多感想：是啊！人和树一样，只有生活在艰
苦环境中，才能更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从而学会独立和发展
自己的能力。我们每个同学都要经得起生活的磨难，努力长成
“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可是，生活中有许多孩子像温室里的花草一样，经不起任何



的风吹雨打，比如：有些大学生不会洗衣服，竟然把脏衣服
用飞机空运了回家。还有的初中生到食堂打饭，竟然不知道
鸡蛋还有壳，原来在家中父母都是把鸡蛋剥掉壳，才放到他
的碗里的......我们听起来也许认为不可思议，但这种现象
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社会中也有很多与之恰恰相反的人，他们是一些敢于与命运
拼搏抗争的人。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
会给你打开另一扇窗。”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年轻人
是朋友，一个想当画家，一个想当钢琴家。可是天有不测风
云，想当画家的人，在一次事故中盲了；而另一个聋了。他
们苦恼不已，悲观丧气，一个老人对他们说“你们的梦想可
以交换一下呀！”他们恍然大悟，刻苦学习，最终都有所成
就。

只要我们学会独立，敢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就能到
达成功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