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实用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篇一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让我
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是不是
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沙漠运动会》
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用了3天时间读完了杨红樱所写的《沙漠运动会》这本书。
从这本书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这本书一共讲述了17个小故事，其中关于米奇和鸵鸟巴巴的
故事一共有五个。每个故事后面都有一个智慧加油站，而且
每个智慧加油站都会告诉我们一个沙漠的小秘密。尽管我们
没有去过沙漠，但读完这本书，我们也知道了许许多多关于
沙漠的知识。

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有两个：《剿兔别动队》和《小
密点和小黄点》。

《剿兔别动队》讲述的是金雕率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野兔
的天敌组成一支剿兔别动队，并一举歼灭野兔的故事。因为
野兔有很多危害：1。野兔走到哪儿破坏到哪儿，所到之处，
寸草不留；2。野兔把很多草场变成了不毛之地；3。野兔传
播瘟疫，有几个打猎的猎人都被传染上了疫疾死去了。因此，
金雕率领天上飞的鹰和隼，地上跑的猎狗、沙狐、艾鼬和荒
漠猫一起围攻野兔。在金雕的统一指引下，天上的猛禽展开



它们宽大的翅膀，从高空向野兔部队俯冲下来。惊慌失措地
野兔们四处逃命，又被潜伏在四周的沙狐、荒漠猫、艾鼬和
猎狗们围追堵截。最后，野兔大军被一举歼灭了！从这个故
事里，我们学到了：野兔不仅对农田、牧场、森林有较大的
危害，而且还传播鼠疫等疾病。野兔的天敌主要有沙狐、艾
鼬和荒漠猫等食肉动物，还有雕、鹰、隼等猛禽，这些动物
对农、牧、林业有很大的益处，我们应当加以保护。

《小密点和小黄点》主要讲述的是：小密点和小黄点一生下
来就成为了好朋友，它们一起玩耍，跑进了黄沙地，跑进了
黑戈壁。突然间，小黄点发现小密点的身体由黄色变成了灰
色，它惊奇地问小密点。然后，小密点回答说：“这不奇怪。
我身体的颜色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刚才在黄沙地上，
我的身体是黄色的，现在在黑戈壁上，我的身体当然要变成
灰色的`了，这样敌人就不容易发现我了。”正当小密点和小
黄点玩的开心的时候，一只红隼从空中俯冲下来，直逼小黄
点儿。小黄点儿拼命地跑，可怎么也跑不出红隼翅膀下的阴
影。就在这万分危急地紧要关头，小密点儿冲了过去，毅然
地咬断了自己的尾巴，成功地就出了小黄点儿。小黄点儿又
感激又难过地说：“都是为了救我，你的尾巴……”小密点
儿一副满不在乎地样子，它安慰小黄点儿说：“一条尾巴算
什么，过些日子，我还会长出一条新尾巴来的，虽然没有以
前的长，也没有以前的漂亮，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再
遇到什么危险，我还会咬断尾巴来救你的！”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小密点儿是非常勇敢的，为了自己好朋友，不过自
身的安危，勇敢地拯救了小黄点，它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

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篇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
方，流浪！



——题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用他独具诗意的眼睛向
后世描绘了大漠的壮美；远方，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撒哈
拉，一块神奇的地方，是我心灵向往的远方。

黄沙，驼铃，落日，还有从远古吹来的辽远的风，时时触摸
我因不安而战栗的灵魂，可我不能前行。还好，有书，让我
从书中寻找我梦的远方。

三毛，一个我从内心景仰的女子，特立独行，敢想敢做。她
以一个女子独有的坚强毅然决然的抛弃繁华的都市生活，带
着对大沙漠无穷的眷恋，一头扎进这片对她充满诱惑的土
地——撒哈拉沙漠。

美好的梦想被现实击碎：黄沙滚滚、风声呜咽的恶劣环境，
水源的奇缺、物质的匮乏；还有那置于大坟场的破旧沙土房：
狭窄简陋，没有家具，没有床，顶上还有一个大窟窿……都
没有浇灭三毛心中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她和荷西一头扎进去，
甚至将生命中最神圣、最憧憬的婚礼也“搬”到了沙漠。在
艰难的日子里，她和荷西动手设计房子，买石灰水泥糊墙、
补窗户，用装棺材的外箱改做家具，到垃圾场拾汽车外胎自做
“鸟巢”式的坐垫，巧用铁皮和玻璃自制风灯，用沙漠麻布
缝制彩色条纹窗帘……以燕子衔泥般的韧性，一步步建设着
充满情趣的“沙地城堡”。三毛说“在一年以后，已成了一
个真正艺术的宫殿”，那是一中发自内心的对自己孩子般的
赞扬。路人不住赞叹：“你把罗马x成了！”三毛自豪地回应：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三毛，一个奇幻的女子。她眷恋
这块土地，也把自己的爱播撒在这片土地之上。她用自己忧
郁、细腻的笔触无声的诉说这片土地的落后、贫瘠，这片物
质匮乏同时也是一片精神文明的`荒漠。

三毛，是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她见识了繁华世界的灯红
酒绿，也忍受的了贫穷世界的愚昧狭隘。不同的是，她身体



力行，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帮助他人。在迂腐愚昧的部
落——撒哈拉威人愚昧思想的统治下，三毛见识了那些宁愿
病死也不去看医生的妇女，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医生是男人。
她笑称自己是“非洲女巫”，为贫瘠土地上饱受病痛折磨的
妇女送去药物，解除痛苦。三毛，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腻，
向我们描述了那些远离文明的封建与文明中的智慧，也让我
们了解到了不同层次的文明的对比和碰撞。每读一篇，我都
能感受到三毛心中那种难以言说的疼痛。经常被我用来表情
达意的文字，此时竟显得那么无力。

读三毛的文章，灵魂仿佛经历一次洗礼：真实、灵动、细
腻……就如一首曲子，辽远悠长。待想要表达时，却恍然不
知如何表达。《撒哈拉沙漠》是一部游记，也是三毛与荷西
爱的见证，每到一处，她将芬芳的爱四处播撒，所过之处，
余香袅袅。

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篇三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有了绿色才有了文化发源，有了绿色
才有了蓬勃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绿色对人类的重要性。学
完课文《向沙漠进军》，我才深刻认识到，沙漠作为人类最
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一直与人类不断地斗争着。
目前，它更肆无忌惮，正恶狠狠地向绿洲扑来。因此，在新
形势下，珍惜绿色，严防、严治“沙化”已经成为我国建设
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工程。我认为，这也是我们青少年应该清
醒意识到的重要问题。

千百年来，沙漠一直存在，并以惊人的速度扩展着它的势力
范围。楼兰古城d唐朝的繁华都市，已埋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之中，西方文明的摇篮d地中海沿岸，不断受到风沙的侵占，
部分地区已成荒漠，我国明末清初的天然草原d陕西榆林地区，
目前关外30千米都成了沙漠。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据统
计，全球已有3oo万平方千米的绿阴变成沙漠。显而易见，我



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速缩减。面对如此睛景，不少科学家站
起来大喊：人类一定要征服沙漠。然而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
“沙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虽然，沙漠逞强、施威，破坏力强，所到之处森林被毁，田
园被葬，但是，它并不是不可以征服的。我国新疆建设兵团
在天山南北建立国营农场，开沟挖渠，种麦种棉种树，把原
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葱笼的绿洲；我国绵延2万千米的东北
防护林紧紧地i卫了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全国植林劳模的辛
勤工作，换来了数千平方千米的繁茂林海。可见，要让沙漠
变绿海，抵御风沙袭击和沙丘进攻，可以培植防护林，植树
种草，还可以充分利用沙漠地区丰富的地下水源。看来，征
服沙漠并不是没有可能。

尽管，竺可祯从物理意义上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告诉我们沙
漠地区风力很强，部分地区可利用风力资源发电、汲水、磨
面；沙漠地区的日光照射特别强烈，可把日光转变为电能和
热能，供人们取热、煮水、做饭。然而，我想，谁愿意终生
住在寸草不生、荒芜又危险的地带呢？且不论没有了游山玩
水的闲情逸致，光是解决吃喝等生存的基本问题就麻烦重重
了。再说，风力发电，日光发电，哪比得上水力发电来得简
洁、高效？不用说，“风吹草低见牛羊”总是胜过单调的狂
风吹黄沙。绿色，总归比沙漠更得人心。

春，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沙暴现象。据气象部门报道。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北方沙化严重。试想，长江流域
尚且遭了殃，毋庸置疑，北方的春天是何等模样，黄河断流
也不足为奇了。由此，我想到了恩格斯说的那句话：“我们
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是啊，沙化速度远大于治理速度，
要想恢复环境的本来面貌，往往事倍功半。看来，只有加强
防沙化的意识，才能更大限度地防止上地沙化。

目前，我国正大力开发西部，目的是治理西部环境并促进西



部快速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全面提高。我想，
我们青少年更应该认识到环境问题，并担负起保护环境的重
大责任。

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篇四

导语：在沙漠中心，是圣埃克絮佩里所写的，他被击落沉入
海底没有跳伞，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初一下学期第22课。文章
讲述在1935年一次飞行中，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在各种求
救求生措施均告失败后，濒临死亡的他却感到一种内心的平
静，文章给人以内心的震撼。

人生是什么?诞生、存在、死亡，仅此而已。诞生是不知不觉
中发生的，死亡却是在遭受着的痛苦。还有什么事留下的呢?
存在!只有在我们还生存着的时候为社会、为家庭做出的奉献
才是留下的。

在文中的作者——圣艾克絮佩里。他为了人类的飞行技术而
探险。他的一生都沉浸在探索、发现之中。在他将与死神握
手的时候，他始终不忘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责任，他才从
天使的重负下挣脱开来，我相信，只要他的那颗“干枯的
心”还在跳动的时候，他终会探索不停。

席慕容说：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我们都是这过河人。
既然说每个人都得过一次河，那么为什么不在那深沉的河底
留下自己的脚印呢?为什么不与那波澜来一次搏击呢?在生命
的长河中，我们必须奋斗一次，不管结果怎样，都必须站起
身来，努力奋斗一次!

作者在文中写到“领略过一次海风的滋味的人，永远都忘不
了这种滋养。”如果不在暴风雨下洗礼，花儿怎么会绚丽?如
果不在黑夜中前进，怎么能走向光明?如果如果不试着翻越群
山，怎么能见到海洋?但是，对我而言，花儿的绚丽，黑夜中



的光明，无边的海洋，这些都不是重点，重要的.应该是过程，
是要去领略还海风的滋味，这是对你人生的一种滋养。

生命本是一个过程。一个诞生、生存、死亡的过程。在生命
的过程中，有轰轰烈烈的伟大，有朴实无华的平凡，有义无
反顾的执着，有大起大落的悲壮。是春花，即使是昙花一现，
也给人们难忘的瞬间;是夏蝉，在骄阳下声嘶力竭的绝响;是
秋叶，在黄昏半晓给人几许灿烂的悲壮;是冬水，缓缓地在寂
寞中流淌，只要保持自己那份最纯净的执着，汇入江河中缓
缓东去，定能够在大自然中体会到属于自己生命的永恒。

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在月空下祈祷，一颗流星划过，一个愿望
诞生：让生如夏花般灿烂，让死如秋叶般静美。

今天，我们学了《在沙漠中心》这篇课文，使我的感受很深
很深。

主人公圣埃克絮佩里因飞机出故障而坠落在沙漠中心，在痛
苦，绝望的情况下，终于振作了精神，在困境中看到一丝希
望和光亮，并在这次沙漠路途中，他获得了最宝贵的财富，
他懂得了生命的真谛，在他面临死亡的一瞬间，他才生命的
存在与宝贵，因为他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后来他以平静乐
观的态度走出了死亡的深渊。

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也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遇
到挫折，要坚持不懈，努力去克服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勤
奋来吧挫折彻彻底底的打败，遇到困难，要迎刃而上，而不
能退缩，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绝不能让那些“拦路虎”
把我们压倒。

说一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勇敢坚强热爱生活的人。

如果我是一棵大树，我就会撒下一片阴凉;如果我是一泓清泉，
我就会滋润一方土地;如果我是一朵鲜花，我就会点缀一角星



空;如果我是一棵小草，我就会增添一份绿意。

因为我明白，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为别人奉献的人生才是
有意义的。

手捧散发着墨香的课本，随着圣埃克絮佩里作家的自述，我
的思绪被引入1935年的利比亚沙漠。进入了一个残忍的童话
故事世界：在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大荒原上，没有水气，
寒气逼人，寒风呼啸。折磨着这个不幸的冒险者，他像奴隶
那样忍受着大自然无情的鞭打，他为了解渴，喝掉纯乙醚与
酒精，为了抵御寒冷，他将自己埋在沙漠中。但是，尽管环
境残酷的摧残着他，竟没有动摇他想为航天事业探索，开辟
新航线的梦想，如果能走出沙漠，他还愿意卷土重来，冒着
生命的危险去寻找农人的真谛。因为他觉得即使在为探索，
开辟新航线中失败了，也不会有一点遗憾，毕竟他奋斗过，
努力过，为了自己的理想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觉得是死得
其所。读到这里，一两滴泪轻轻地落在我的手上，更滴泪在
我的心上，将永远从遥远的时代唤了回来，我为圣埃克絮佩
里的为国家勇于奉献的精神深深的感动，我在他身上发现了
一种闪闪发光的美，让我恍然大悟：一个人活着就要奉献自
己，否则将无任何生存的意义。

同学们，我们作为一个人，就要像圣埃克絮佩里那样活着，
就要像他那样生的伟大，死的悲壮，向他那样勇于和大自然
的力量斗志斗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梦想。千万不能像
蚂蚁一样的虫豸没有思想，无所事事，用虚度时光打发礼拜
日。我们要明白，既然老天给了我们生命，那么我们就要全
权把握，善于奉献，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一片白云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它装扮了一片晴空。一缕阳
光之所以恬静，就是因为它照亮了所有的黑暗。一阵春风之
所以温馨，就是因为它吹绿了田野的庄家。一个人之所以伟
大，就是因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所以要想活得有意义有
价值，就要勇于并善于奉献自我，只有奉献的人生才有意义。



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文章——《在沙漠中心》。学习了这
一课后，我明白了坚强信念的伟大以及生命的宝贵性。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作者因飞机出故障而坠毁在沙漠中心的心
理过程。让人赞叹生命的顽强，而作者的心理思考也值得我
们沉思。

其实生命对我们来说是最宝贵的。但在平常，我们无法体会
它的意义，是在虚度光阴。只有经历过磨难，才能真正明白
生命对我们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充实的过好每一天，寻
找生命的价值。

学了这篇课文，也使我改变了对探险者的看法。曾经的我以
为人们探险只是为了寻找刺激，只是因为胆大喜欢冒险。现
在我才明白那只是不懂得生命意义的人。探险者更多的是为
了挑战自我，战胜自己，寻找生命的价值所在。探险，不是
为了表现自己的勇气，而是出于对社会的贡献，为了一份造
福人民的责任感。这样，当我们面对死亡时，不会再有遗憾，
可以问心无愧。

作者在险境中最重要的成功原因是信念，拥有顽强坚持的信
念。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信念，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在困难中，无论多么痛苦都不要放弃希望，失去信念。因为
它们是成功的根本。而真正的探险家都不会丧失信念，否则
他们不会成功。每个人都应该有信念与希望，它在关键时刻
一定可以帮助你脱离死神的怀抱。

热爱生命，拥有信念，为了人生的价值而努力奋斗!

沙漠里的春天读后感篇六

三毛全集中，我最喜欢的便是《撒哈拉沙漠》这一本描写在



沙漠发生的故事的书本。三毛与尤金都是写沙漠的高手，这
一本书与尤今的《沙漠里的小白屋》有着很大的共同点。

尤今的那一本书总是以调皮与开朗的叙述方法带着读者进入
沙漠的奇妙之处，而三毛却以忧郁的情绪带着我们进入撒哈
拉沙漠，让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落后的故事悲剧，让我们看到
很多沙漠里的人们在远离知识的情况下是过着怎样的一种生
活。

三毛是一个女人，但是在这一本书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女人
的天真与好奇。为了了解几年才洗一次澡的女人是怎么沐浴
的，她兴奋地钻到“泉”里，却看到了与想像中不同的事实，
她看到了几年才洗一次澡的女人是怎样用石块刮下身上的污
垢的，也看到了小孩在母亲的怀里，和着污垢与汗水吸吮乳
汁；甚至带着荷西冒险去了西属撒哈拉西岸海边，看女人是
如何灌肠的。

于是，当她初看到西属撒哈拉西岸的时候却惊叹原来沙漠里
还有如此一处美丽风景，世外桃园，但是心中的美好却让接
下来看到的情景冲洗得干干净净。她看到了那些妇人愚昧地
在沙滩里，将三大桶的海水由一条可以塞进体内的皮带直灌
入去内，然后到处找地方将体内污物拉出来……看到这里的
时候，三毛已经不能以美丽来形容这一处地方了，在他们被
人发现而后被人追赶的时候，她感到郁闷作吐，为了那里的
愚昧心痛。

看《悬壶济世》一书，我们不由得为三毛的大胆捏了一把汗。
当她因为好心而将自己的一些药品赠人的时候，一夜之间成
为了一个神医，以至于沙漠里的人有什么头晕身疼的都来找
她取药。从不懂到错有错着，让她成为了一个沙漠名人。于
是，当姑卡的脚生疮，她用中国的老药方黄豆医好了她；当
邻居的母羊生小羊生不下时，是三毛用在书上看到的方法医
好了它；当沙蒂的表妹就快饿死时，是三毛从她的脸上看到
了饥饿，教她捡回了性命；还有帮法蒂玛生小孩，用指甲油



帮别人补牙……促使她大胆行医的却是那些甘愿病死也不去
看医生的妇女，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医生是男人。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远离文明的封建与文明中的智慧，有着令人
心酸的反差。

三毛在书里说，“飞蛾扑火的一刻里，定是很快乐与幸福
的”，这一句话是形容沙仑的。一个明知被女子骗了还要执
着下去的男人，有着令人感动的真挚，却也有着令人心酸的
愚蠢。在《撒哈拉沙漠》一书里，总是看到三毛用轻松的语
调说着一个个悲剧的故事。想起了尤今，这个新加坡女作家，
当她与丈夫在沙漠里的时候，总是写着一件件快乐的故事，
对沙漠，对人，对生活，都显示出出奇的热爱与兴奋，在尤
今的笔下，我们永远看到沙漠可爱与美丽的一面。但是在三
毛的笔下，我们却看到了很多不愿看到的丑陋。

沙漠是一个很让人向往的地方，通常从其它出版物当中，我
们只看到关于沙漠的伟大与雄壮，但是当我读《撒哈拉沙漠》
的时候，却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一面。女人不能以面目示人，
只能像个木乃伊地包裹着，面上带着长长的遮布，只露出一
双眼睛出来；男人，永远代表着至高无限的权力，甚至在婚
礼之上，作为迎亲的队伍里，女人也没有资格掺和进去。一
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她的世界只有自己的丈夫与家庭，
在新婚的日子里，她也只能被人封闭隔离着，而不能有半句
怨言。虽然三毛尽量以轻松的笔调写来，但是也深深感到封
建历史一直存在着，从来没有人试着去改变这一切。

重读此书，我感受到了另一次心灵的煎熬。我庆幸自己生活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没有受到对女人的蔑视与不公。很多
人对我说，此书让他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与风俗，但是，
我不禁反问，除了新奇就不能看到其它什么了吗？在沙漠中，
我想三毛是沉重的，是不开心的，因为，她一直看着这里的
人们是怎样的自虐与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