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棉花垛读后感 棉花地心得体
会(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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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棉花垛读后感篇一

棉花，是一种散发着淡淡香气、柔软而舒适的纤维，它与人
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然而，我们往往对于棉花的来源知
之甚少。近日，我有幸参观了一片棉花地，亲身体验了种植
棉花的艰辛，也对棉花的地心产生了深深的思考。在这次参
观中，我收获颇多，体悟到了棉花的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艰辛
与不易，深感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对棉花产业发展
与环保保护之间的博弈充满了希望。

一、棉花地的种植过程令人惊叹

参观棉花地的第一刻，我只能感叹这片土地上棉花种植者的
辛勤劳动。地上整整齐齐的棉花株，一朵朵盛开的棉花瓣，
仿佛藏着农民的智慧与辛劳。棉花需要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才
能健康生长，农民们无时无刻不在田间照顾棉花的成长，不
顾酷暑寒冬，他们认真细致地为棉花浇水、施肥，每个动作
都充满了关爱和耐心。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将自己的辛苦付
出同样运用到蚜虫防治上，使棉花免受害虫的危害。这场景
表明了棉花地的主人对于棉花充满了敬意和关爱。

二、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

感叹完棉花地的美丽和农民的智慧后，我开始思考棉花和人
之间的关系。棉花具有天然的纺织性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



纤维之一。它为人类穿上柔软舒适的衣物提供了便利，但在
这个过程中，人类也在不断改变自然。人们从种植、采摘到
纺纱、织布，都需要对棉花进行加工和制造。这引发了我对
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协调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
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保护棉花地，保持生态的平衡，这
着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棉花产业与环保的博弈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舒适生活需求的增加，对于棉花的
需求也在不断扩大。棉花产业的繁盛给一部分人带来了丰厚
的利润，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为了获得更丰富的棉花
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成为了常态，而这也给环境、水源、
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威胁。种植棉花应当是一种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而不是短视的利益追求。对于棉花产业来说，推动
环保理念、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一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通过采用无农药、无化肥的种植方式，通过提高棉花产量的
效率，保障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们才能在棉花产业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四、棉花地教会了我们坚持和耐心

参观棉花地，让我深深感受到农民的辛苦和付出。在烈日下，
浇灌棉花、施肥、除草，这是一项既需要力气又需要细心和
耐心的工作。种植棉花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和耐心，这也是
棉花地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仅仅是那一瞬间的舒适还
不足以让我们获得更多，我们需要学会坚持，持之以恒地付
出努力。棉花地的存在是对于这一观念的最好诠释，也鞭策
着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坚持不懈，追求更大的价值。

五、对棉花更多的感激

参观完棉花地后，我对棉花的感激之情更加深了。繁茂的棉
花乡间，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无数农民和工人背后努



力的结晶。他们默默耕耘，为我们提供柔软舒适的衣物，为
我们创造物质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农耕文化的思考。
体验过棉花地的泥土的质感，深感棉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
诸多便利和满足，更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

棉花地的参观让我对于棉花产业的发展和环保保护之间的博
弈充满了希望。我们坚信，通过科技的进步和对环境保护意
识的提高，棉花产业将可以朝着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同时也让人们在享受舒适和美好生活的同时，更加珍惜我们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机遇。

棉花垛读后感篇二

从未见过棉花的“身体”，这次的初见，让我永生难忘！在
棉花地里的点点滴滴，让我刻骨铭心！那些意外收获的惊喜，
见证了我拼搏的勇气；那些惊人的数字，塑造了一个传神的
我；那些起早贪黑的岁月，发挥了我的潜能，让我创造了一
个新的奇迹，整整十四天，整整六百二十一公斤棉花！我不
可能轻松地回想那些拥有太多疼痛，拥有太多期望的难忘岁
月，我是怎么艰辛地度过那每一分一秒的。我不能相信，我
有那么丰富的一次“石河子旅行”。回忆充斥着大脑，这一
刻的铭记，也许疼痛轻了点，但佩服自己的深度加深了。我
更加敬仰自己的内心高度，那毅力如此坚定，也许那一段岁
月，我已忘我！

那些岁月，每一天都充斥着焦急，但突破就这样开始战胜自
我，从一开始每一天只能摘三十公斤出头的我，到最后创出
一天六十公斤的佳绩，那一刻，我想，我已不是我。我相信
没有人会愿意轻易服输，同样没有人那轻易成就功名，轻易
去打破记录。那其中付出的极大代价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劳动
得出结论，过程并不简单，过程并不轻松，结果一目了然，
结果都让我们淡定对待。但留下太多的感慨等待我们续写。
等待我们认知那些苦中作乐的难忘岁月。



这些岁月如果仅仅用“锻炼”两字来打发，那么这种评定太
过单薄。毕竟那些岁月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那些磨难加重了
我们前进的步伐，经历了才会懂得的“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挣钱不容易”，“花钱为何要仔细”。我想用我温柔的笔
锋，细细写出那些想流泪却欲止的疼痛，我放弃了那样去批
评一段让我用心拼搏过的时光。尽管忧伤布满心田，埋怨会
接二连三的产生，但走到终点才发现原来拼搏过后，我们都
长大了。我们不能轻言去断定那些给予我们成长的阶梯是否
太高太险，而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有站在那个高度的能力。首
先，我们具备挑战性，我们拥有无比强大的自信心；其次，
没有任何困难我们跨不过去，我们不会轻易认输，我们有战
胜一切的勇气！是啊，我们挺过来了！也许比起红军过草地，
这些苦痛只是九万五千里长征的开端，但我相信不会有人会
轻易遗忘那一段时光，那么伤感又让人欣喜，那么疼痛又让
人麻木的光辉历史。

不经历你哪会懂得付出如此沉重，不哭泣你哪会理解欢笑如
此甘甜，不实践你哪能体会劳动如此劳累。

棉花地里的岁月，让我们吃到了苦，尝到了甜。我们收获的
不仅仅是六百二十一公斤的棉花，“学会”这么简单字眼的
名词，往大里说也许我们收获了整个秋天，收获了农民的辛
苦，收获了秋的果实，收获了用心经营的十四天。劳累挤兑
着夜晚那短暂休息的八小时；疼痛，焦灼的阳光夹杂在辛勤
耕耘摘棉花的十二小时；复杂的心情又伴随着起床和吃一天
三顿饭的四小时。我们在此期间流过很多血，流过很多汗，
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轻易掉眼泪。在这青春岁月里，如此
凝重，如此有价值意义的实践中，我们不仅仅战胜了我们不
成熟的内心还有我们有了创造美好幸福生活，有了挑战生活
的勇气。

十四天棉花地里的生活，也许会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未来的生活，也许还会有比这更痛苦的，我们需要去接受，
承受的，也许比这些岁月要重许多。也许从此我们更能理解



何为生活，我们开始思考人生，思索未来。每个东西的存在
有它特定的意义，每一次亲身的经历有它特殊的价值体现，
我们努力用心对待了，我们也就收获了人生的“金秋”。我
们不怕吃苦了，也就懂得生活了。

这就是劳动给我带来的启示，我认为它是我人生中一次幸福
的劳动体验，我将我的感想用文字记录了下来，用情抒发了
出来。我想摘棉花带给我们的，我们会终生享用，也许，劳
动永远是最光荣的使命！

棉花垛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们鄂州日报的小记者就要去农村体验摘棉花了。坐
在车里，一路上我们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忍不住引吭高歌。

很快到了棉花地，只见一望无际的绿色叶片里，夹杂着星星
点点的白花，这就是我们要摘的棉花了。我们先将自己随身
带的包集中放在一起，再拿出摘棉花的袋子系在腰上。当听
到带队老师说要与其他小学比赛时，我们个个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我和同学们立刻冲进棉田，手忙脚乱地把一朵朵洁
白的棉花摘下来。

刚开始，我摘得束手束脚，不是摘得慢，就是被棉花壳的尖
角扎到。棉田的主人走过来，告诉我们要一手拿住棉花的枝
干，另一手捏住棉绒往外拉。掌握要领后，我摘得快多了，
没过多久，我身上的袋子就蓬松地鼓了起来。我赶紧把自己
摘的棉花往老师的大袋子里面倒，然后又飞快地跑回去接着
摘，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采棉大战”，地里的棉花已经全部成了
我们的“俘虏”。接着，我们“转战”到另一块棉花地。这
时候太阳变得非常毒辣，我们又渴又累，手上也被棉花壳刮
伤了，有些同学开始抱怨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一刻也没有
停下来，继续疯狂地采摘。这边的棉花又大又饱满，半小时



后，我们就摘了足足四袋。

中午，热情的农户伯伯把大家带到家里吃饭。尽管这农家饭
菜式简单，但却都是“绿色食品”，非常爽口，我们个个吃
得赞不绝口。

饭后，我们稍作休息就返程了。这次摘棉花的体验时间虽然
很短暂，却让我们体会到农民伯伯的辛苦，也让我们更加懂
得珍惜和感恩。

棉花垛读后感篇四

今天去姥姥家。进门口姥姥就说：“宸宸，姥姥还给你留了
活，去摘棉花吧？”

宸宸很高兴地领令，挎上蓝子，连蹦带跳地和姥姥去摘棉花。

其实棉花地很小，姥姥已经摘了一部分，特意把好摘的部分
给宸宸留着，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棉花棵的枝叶已经不
怕“折腾”，所以小家伙在保证自己不被划伤的情况下可以
自由穿梭在棉花地里，不长时间已摘了半蓝子棉花，姥姥要
帮她提着，小家伙不让，看上去很有成就感呢。

国庆节，我回了趟老家。其实，2号早上，原本是计划写语文
作业的，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现在的城市，其实空气真的不好。在老家这个县城，空气也
是灰蒙蒙的，但是，到了农村田地里，却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空气特别的新鲜！天空也是透亮透亮的，妈妈说，赶紧做个
深呼吸吧！我也好好享受了一回。

望不到边际的田地，种植着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妈妈一一和
我解说着，当然也有说的不对的时候，被奶奶纠正了回来。



终于到了属于奶奶的田地。奶奶是闲不住的人，以前奶奶在
上海，不觉着她总说：“闲的着急，闲的发慌！”这回，看
着奶奶耕种的田地，终于明白奶奶这句话的含义了。有棉花，
有白菜，有毛豆，有红薯，还有豆角，柿子树。天啊！奶奶
的力气真是法力无边啊！

妈妈建议说，让我不要回去做作业了，就在这田地里好好体
验农活，帮奶奶摘棉花吧！我大呼好啊！好啊！

棉花垛读后感篇五

棉花，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于全球各地。
而我有幸亲身经历了一次棉花地考察之旅，在这过程中，我
深入了解了棉花种植的过程，并对其产业链有了更深入的认
识。在此次旅行中，我不仅看到了棉花地的美丽和辛勤劳动
者们的辛苦付出，更体会到了棉花地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以下将分五个段落展开进行具体介绍和体会。

首先，我对棉花的生长环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棉花是一种
对温度、湿度和日照要求较高的作物，它对气候和土壤的适
应性非常强。在这次考察中，我看到了铺设整齐的棉花地，
棉花植株茁壮，灿若云霞。这让我对棉花的生长环境要求有
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了解，也让我意识到种植者们在提供合
适的生长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接着，我目睹了棉花的采摘过程。棉花树上的白花像云朵一
样绵延不绝，而棉农们则在地里认真地摘取、清理棉花。这
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他们需要忍受阳光的曝晒和弯腰驼背的
劳动。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微笑着在一根根垫子边往下摘取
着手中的棉花。这一幕让我深感棉农的辛苦和付出，我从心
底敬佩和感激这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然后，我了解到棉花产业的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棉花
地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纺织和制衣业。棉花产业链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稳定收入
的同时，也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棉花产业的发展也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促进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其次，我对棉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棉花
产业中存在着许多环保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如农药和化肥的
使用、耕地的占用等。然而，在这次考察中，我看到了一些
棉花产业已经开始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如有机棉的种植
和清洁生产的推行。这些措施让我对棉花产业的可持续性有
了更加乐观的态度，并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棉花产业将更加
环保、可持续地发展。

最后，我在这次考察中也感受到了棉花地带来的美好与希望。
广阔的棉花地和青山绿水的背景相互映衬，给人一种宁静和
舒适的感觉。同时，棉花地也让我感受到了农民工人们的拼
搏和努力，他们为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默默付出
着。这种美好与希望激励着我，让我相信只要有勤劳和付出，
就一定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通过这次棉花地考察之旅，我不仅对棉花的种植环境、采摘
过程、产业发展和可持续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刻地体
会到了棉花地给社会带来的贡献和美好。这次考察不仅让我
增长了见识，也让我对农民朋友们心怀感激和敬佩。希望将
来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和支持棉花产业的发展，让这片土地上
的劳动者们得到更好的回报，也让我们共同分享棉花地带来
的美好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