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沙漠探险的读后感 撒哈拉的沙漠
读后感(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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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一

我读了一本书，是三毛写的。是讲三毛和荷西结婚后，她要
求荷西带她去撒哈拉沙漠呆段时间。荷西答应了后，他们带
着衣服和一些别的东西去了沙漠玩。三毛在那里有了很多的
经验，写得非常精彩。对，那一本书的名字就是《撒哈拉沙
漠》!

《撒哈拉沙漠》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三毛开车时，
只要见到弱小的人时，看他们可怜，就会请他们上车。有一
次，三毛见到了一个老年人和他的一只山羊。她停下了车，
叫老爷爷上车。老爷爷抱着他的山羊，叫着“那我的山羊
呢?”三毛回答说，“山羊跟着一起上来吧!”于是，老爷爷
坐在了三毛的边上，山羊呢，它就坐在后位里，三毛都可以
感觉到山羊的呼吸在她的脖子上，痒死了!老爷爷下车时，高
高兴兴地谢了她，就走了。

还有一次挺有趣的，是像这样的。一天，三毛去散步时见到
了两个男孩在打架。在三毛弯下腰时，她发现了一个小牌子，
和别的几个东西挂在一起。那一个牌子非常象撒哈拉人穿在
脖子上的牌子。三毛拿起牌子，问了一下两个男孩们他们有
没有掉这些东西。那两个男孩吓得架都不打了，摇了摇头，
就跑掉了。三毛喊道，“如果你们要来找的话，它在我门口
哦!”三毛和荷西去吃饭时，三毛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裙。荷西
说她捡到的牌子挺配三毛的衣服的。三毛把牌子边上挂着的



别的东西都去掉了，小心翼翼的把一根线穿过了卡片后，挂
上了头，她突然有了一大堆毛病。奇怪的是，这些毛病三毛
本来就有一点的，但这次放大了好多。后来，有人说这是有
坏魔法在里面的，如果三毛把全部三样东西一起戴起来的话，
她会立刻死掉的。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二

人生是什么?诞生、生存、死亡，仅此而已——重之如泰山，
轻之如鸿毛。诞生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死亡却是在遭受着
的痛苦。还有什么是留下的呢?存在!只有在我们还存活着的
时候为社会、国家做出的奉献才是留下的，就如同圣艾克絮
佩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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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会
探索不停，就算最终他牺生了，他也死而无憾。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三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中没有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

小时候，妈妈经常跟我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就像我的好朋友，从小，伴我一起长大。

它如一堆明火，温暖了人们的心;书，它如一位领路人，带我
走进了智慧的王国;书，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射出了世界的五
光十色。书带我打开了书的大门，带我走进了书的海洋。
《撒哈拉的故事》是出自台湾著名作家陈平的笔下，她的笔
名叫三毛。她是个喜爱沙漠的女子。因为他生前看到了一张
撒哈拉沙漠的照片，感受到了前世的乡愁，于是决定搬去住，



苦恋她的荷西也二话不说的跟去了，然后在沙漠结了婚，写
出了这一系列分靡无数读者的散文作品，把沙漠中的狂野和
激情四射的沙漠生活，淋漓尽致地用文章表达了出来。接着，
安定的归属却突然急转而下，与挚爱的荷西锥心的死别，让
他差点也放弃生命，直到去了一趟中南美旅游，才终于重新
提笔写作。接着她尝试写剧本，填歌词，每次出手都会是文
章变得栩栩如生。

在书中，贫穷而荒芜的`沙漠对三毛产生了无穷的诱惑，三毛
在这么恶劣的环境还是不向恶势力低头，还是一如既往地生
活在沙漠中：住在坟场中的破土房，没有水，用水泥水糊的
墙，在外捡破烂当家具……在这篇小说中，我最为感动的片
段是“悬壶济世”，三毛靠她略知毛皮的医术，帮助了沙漠
中的人民康复，还免费开了教课班与“药店”，使得沙漠中
的人生病少，使得生活在黑暗痛苦中的人民恢复了健康，她
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最为感动。

最后，三毛又像儿时般不按理出牌，逃到无人知晓的地方去
了。她就是我们心中，最浪漫，最真性，最勇敢潇洒的——
三毛。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四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撒哈拉了，也只有对爱它的人，它才向你
呈现出它的美丽和温柔，这是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最深
情的告白。

三毛，本名陈懋平，旅行和读书是她生命中两颗一级星，最
快乐与最疼痛都夹杂其中。她没有数字观念，写作之初纯粹
是为了让父母开心。她看到了一张撒哈拉的照片，感应到前
世的乡愁，于是决定搬去那里，写下了一系列散文作品。

《撒哈拉沙漠》就是三毛的代表作之一。它讲述了三毛在撒
哈拉沙漠中多姿多彩的生活，它将大漠的狂野温柔和活力四



射的婚姻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热情，温暖，会生活就是三毛的代名词。
在面对一群又一群无赖的沙漠邻居时，三毛也会愤怒，会生
气，但是三毛依旧会在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在
她开车去接荷西时，总会时不时搭载一些沿途过客，尽管，
他们有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会把车上弄得乱糟糟的，但三
毛并不计较。茫茫大漠，三毛把自己不堪的沙漠小屋装扮的
奢华而别致，成为沙漠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撒哈拉沙漠，是寂寞的，是凄艳的。但三毛并未因此退缩，
她用一颗乐观的心去面对生活，用自己的积极感化他人，感
化生活。生活中，我们也应如此，挫折是难免的，关键看你
怎么对待。自暴自弃也是一天，积极面对也是一天，与其一
天到晚哭哭啼啼，抱怨生活，还不如擦干眼泪，大步向挫折
越去，正如三毛所说的：“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
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

在三毛的内心深处，撒哈拉沙漠是梦中情人。于是，三毛积
极乐观的面对那一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与三毛一样，使积
极成为人生的主旋律吧!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五

初读三毛的文章内容《撒哈拉沙漠》，就要我很喜欢执爱。
真正的文本、炫酷的内心、细致的情感就如一首曲子，辽远
绵长。在其中的调子并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述的，说它沉郁忧
愁、旷古绵长，都是有。在广阔的原野上，一只大雁的孤鸣;
在晚风中，一个孤独者的守望;在沙漠中，一头骆驼的低呤。
在她的文本正中间，我能认真去触碰磁感应她的内心。我发
觉如果你真实喜爱一样物品的情况下，語言是那麼的敏感乏
力。



三毛很一般的追求完美着开心，因此她要赶到了她挂念的沙
漠。用她的话来讲：真正的快乐，并并不是狂喜，亦并并不
是痛苦，在我很主观地来讲，它是相濡与沫，碧水天波，在
天下苍生里做一个一般的人，具有性命一霎间的愉快，那么
大伙儿就算没死，也在天堂了。对啊，在简易中得到开心，
普普通通中却有杰出，我想天地万物都是有其完美，三毛在
沙漠中才可以找到开心，找到真实的自身。钦佩她撇开一切
的挑选，固执追求完美自身的人间天堂，即便路面险阻，也
仅仅欣然一笑。把埋伏的激情挥洒在沒有生命的沙漠却让生
活烧开起來，沒有害怕，沒有可悲。

人往往可悲，是由于大家无法留住时光，没法不承认青春有
一日是要那么当然的悄悄地流走。它是三毛关于青春或時间
的最强有力的阐释，大多数的我们在不断地用无趣消磨时光。
要了解，一回望，一停留，直到岁月老去，还赶不及触碰，
年青的生命已越来越远。我赏析三毛，在她的生命里沒有懒
散，沒有浮华，仅有与时间赛跑后那已满足感和优越感。撒
哈拉有过多她的故事，这才算是她最更有意义的生活吧。

在她的故事里，见到的是她恒久不变的爱，她爱每一个人，
每一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沙。虽然撒哈拉威人是那麼不可
理喻，连用餐的厨具必须借她的，小孩子都和她需要钱爱一
直能够令人感受到溫暖的，爱一直能够消融一切，爱一切，
都是是完满的。

回望一路走来，我们在不断的喜泣忧愁，甜酸苦辣让生活填
满味儿，在其中的全过程是那麼的难以忘怀。像三毛说的：
我想，一个人的以往就想圣经上雅格的天梯一样，踏入一步
决不能升高到天国去。而人的全过程，也是要一格一格耙梯
子，才可以来到某类高度。在哪个高度上，满江风月，尽入
眼下。这类人生境界与踏入第一步梯子而不清楚上边是啥情
况的迷茫惶惑是很不一样的。人的发展是个很艰辛地全过程，
而在这个全过程中要想让生活精彩纷呈，感受幸福快乐，就
需要一步一步爬越天梯，笑对生活，超越自己。



三毛的著作中，向许多人述说了她热血传奇一样的人生亲身
经历，隐伏着一条找寻人生秘密、追求完美人生跨越的内心
过程。方式上的漂泊和本质上的寻找有机化学地统一在她的
著作当中，组成她著作的本质生命，展现出从寻找到跨越的
详细的生命过程。

三毛是标新立异的，但并不使大家觉得无法亲密接触。她用
栩栩如生、细致而风致的.文本领着我们去亲密接触全球、亲
近大自然、亲密接触质朴的平凡人。三毛的善心感柒着大家，
她离大家很远，但又那麼近，她是一只飞远了的不死鸟!

破碎的人生，破碎的味儿，不一样的你，因不一样的破碎而
精彩纷呈!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六

三毛果然如“三毛”一样，拥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她的撒
哈拉生活，带给撒哈拉人不同的感受，同样也带给我们别样
的感受。

三毛去沙漠是因为看到了一张那里的照片，从而感受到前世
的乡愁。于是她便二话不说搬到了那儿。她的丈夫荷西也为
了她到了那儿，并且他们是在那儿结的婚。从此他们每天看
着变幻莫测的沙漠风景，与他们又爱又恨的撒哈拉人一起生
活。他们夫妻的生活也是让我笑个不停，因为三毛的丈夫是
个外国人，不懂中文，所以三毛骗他丈夫粉丝的名字
叫“雨”。还有三毛当“二两”医生，她用指甲油帮撒哈拉
人补牙齿……可有趣了。

后面便提到了撒哈拉人，他们封建、重男轻女。因为三毛与
她们不同，所以三毛一到那儿就受到了女性的欢迎，但是三
毛始终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对门的姑卡与三毛的关系较
好，三毛见证了她十岁时结婚的痛苦与泪水。对于撒哈拉人



对于女性的歧视在这场婚礼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像场闹剧一
样。我看了真的为姑卡感到心痛，也庆幸自己是生活在这个
男女平等的社会里，那里实在是太封建了，太不把女性当做
人了。撒哈拉人不光封建，他们还以胖为美，终年不洗澡，
养黑奴，。对于养黑奴那件事，我与三毛一样倍感痛心。那
个黑奴明明是这样好的人，他因为有个妻子与孩子，所以他
什么都做，不怕苦。他那么善良，凭什么要歧视他，欺负他，
最后还卖走他。撒哈拉人的那种自视清高，让我感到厌恶。
那个黑奴的深情则感动着我。

撒哈拉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有泪，有开心。一切都如那沙
漠一样，变幻莫测。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七

胡杨与沙漠

黄石初级中学二年级二班张璨

世界90%的胡杨在中国，中国90%的胡杨在新疆，新疆90%的胡
杨在塔里木沙漠。

胡杨，尽忠职守，受到玉帝的重赏，却因此遭到沙漠的嫉妒，
沙漠使用卑鄙的手段，使玉帝误会了胡杨，本应被贬到沙漠
中，但玉帝念胡杨的忠心，就贬到了“预沙漠”，“预沙
漠”是半沙漠半森林状态，最后是否变成沙漠那就得看自己
的.造化了。

沙漠还不死心，派他的心腹“狼心”和“狗肺”去点化人类
砍伐，就这样这块32万公顷的“预沙漠”就只剩下4万公顷了，
其余的全部变成了沙漠，很多无知的生灵被湮没在了这浩瀚
的黄沙下面了。

每当狂风肆掠的时候，黄沙随着飓风漫天飞舞，笼罩着整个



胡杨，欲将其彻底地扼杀。虽然部分胡杨被砍伐掉，但是他
们的根深深地扎进沙漠的心脏，他们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
倒，倒下千年不朽。

玉帝被胡杨的精神感动了，派雨神偶尔下些雨。

沙漠的面积广大，并且水分极少，在太阳的照射下，有时温
度高大40度以上，这时的胡杨树也会流淌出泪与血，但胡杨
却努力地抗争着。

人类也展开了与沙漠的斗争，采用的是游击战和阵地站，同
时随着人类退耕还林政策的落实，许多沙漠已经变成了绿洲，
胡杨越来越显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战场。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胡杨。
哪里有沙漠，哪里就会插上胡杨胜利的战旗――高高耸立的
胡杨树。

指导老师：张阳云

评语：此文想象丰富，语言精练，通过对比的写法把胡杨与
沙漠的斗争写得深刻而形象,并预示着人类在生态环境方面会
取得成功。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八

沙漠中的绿洲读后感
今天，老师让我们读了《沙漠中的绿洲》这篇文章，我深受
启发。
迪拜，原本是一大片沙漠，满地都是白花花的盐碱，是一块
不毛之地。可勤劳的阿联酋人民不怕苦不怕累，在沙漠中建
起一片片绿洲，让板结的泥土上长出花草树木。我多希望中
国也能这样哇！特别是那句“更不见有人攀树枝，摘鲜花，
或是在草地上行走”，回想一下现在，前几天我还看见学校



的蔷薇惨遭厄运，还有那棵可怜的小树被扭得弯曲，包括那
片灌木丛里被踩出来的小道等等。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他们
呢？植物是人类的朋友呀。
上次我和妈妈去云南，发现那里有真正的原始大森林，野花
遍地，绿树成荫。空气是纯净的，天空是深蓝的，湖水是清
澈的，而人们的心情是愉悦的。我这才知道，中国已经消失
了太多的绿洲了，就连那些所谓的人造森林里也被人开发成
了公路，这将成为我们乃至下一代永远的痛。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楼房是绿藤编的，家具是树叶做的，
书本都是花瓣制成的，小河里飘着玫瑰花瓣，和“小花仙”
游戏中一模一样。但转眼间我眼前的景象全变了，树是黑的，
枯萎的叶子掉落了一地；天空呈黑黄色，一大片乌云正慢慢
涌过来；楼房大多被火烧焦……我正思考是什么地方这么不
堪入目时，忽然一个沉闷的声音响起：“哼哼，这不是其他
城市，而是你们中国，未来的中国……”我惊恐万分，正想
逃跑，却被一阵黑烟给呛到，喘不过气来……
我的梦想是让中国恢复绿色，要多种树，多培育花草。每家
每户都在门前屋后种植植物，先让自己的小家变得勃勃生机，
充满绿意。然后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改造我们的大环境；此外
科学家们应通过研究发明一些替代能源，让汽车尾气的污染
程度降为最低，我们人类应尽量用无纸化的电子书以减少对
树材的需要；广泛种植根深叶茂的植物，使水土不易流失，
更多地制造氧气……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书上写的“爱护植物
就像爱孩子一样去培育花草树木”，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让
祖国恢复绿色。
人们总认为梦是有颜色的，多彩的，是五彩斑斓的，憧憬中
寄托着希望，而我的梦是绿的，一种带着无限希望的颜色。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九

啊！好顽强的小甲虫！



但是我也有个不好的习惯，做事时间观念不强，不能安排好
玩和做作业的时间，以至于有的时候作业要做到很晚，我要
改掉这个坏习惯。

习惯对我们很重要，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学习，让我们都养
成一些好的习惯吧，加油哦！

更多精彩读后感推荐：

《草原》读后感

《牵挂》读后感

《生死场》读后感

《福娃前传》读后感

《百万英镑》读后感

《一生的资本》读后感

《老人与海》读后感1300字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读后感字

沙漠探险的读后感篇十

初读三毛的文章《撒哈拉沙漠》，就让我喜欢执爱。真实的
文字、动感的心灵、细腻的感情……就如一首曲子，辽远悠
长。其中的调子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的，说它沉郁忧伤、旷
古悠长，都有。在辽阔的原野上，一只大雁的孤鸣;在晚风中，
一个孤独者的守望;在沙漠中，一头骆驼的低吟。在她的文字
中间，我可以用心去触摸感应她的心灵。我才发现当你真正
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语言是那么的脆弱无力。



三毛很普通的追求着快乐，所以她来到了她牵挂的沙漠。用
她的话来说：“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
很主观地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天波，在芸芸众生里做
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霎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
也在天堂了。”是啊，在简单中获得快乐，平凡中却有伟大，
我想天地万物都有其极致，三毛在沙漠中才能找回快乐，找
回真正的自我。佩服她抛开一切的选择，执着追求自己的天
堂，即使道路险阻，也只是欣然一笑。把潜伏的热情挥洒在
没有生命的沙漠却让生活沸腾起来，没有恐惧，没有悲哀。

“人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无法不承认青春
有一日是要这么自然的悄然流走。”这是三毛关于青春或时
间的最有力的诠释，大多的我们在不停地用“无聊”打发光
阴。要知道，一回首，一驻足，等到年华老去，还来不及触
摸，年轻的生命已渐行渐远。我欣赏三毛，在她的生命里没
有慵懒，没有浮华，只有与时间赛跑后那些成就感和幸福感。
撒哈拉有太多她的故事，这才是她最有意义的生活吧。

在她的故事里，看到的是她恒久不变的爱，她爱每一个人，
每一个世上的一草一木一沙。尽管撒哈拉威人是那么不可理
喻，连吃饭的餐具都要借她的，小孩都跟她要钱……爱总是
可以让人体味到温暖的，爱总是可以消融一切，爱一切，都
会是圆满的。

回首一路走来，我们在不停的喜泣忧伤，酸甜苦辣让生活充
满味道，其中的过程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像三毛说的：“我
想，一个人的过去就想圣经上雅格的天梯一样，踏上一步绝
不能上升到天国去。而人的过程，也是要一格一格爬梯子，
才能到了某种高度。在那个高度上，满江风月，尽入眼前。
这种境界与踏上第一步梯子而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情形的迷惘
惶惑是很不同的。”

人的成长是个很艰难地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想要让生活精
彩，体验幸福，就要一步一步爬越天梯，笑对生活，超越自



我。

三毛的作品中，向众人诉说了她传奇般的人生经历，隐伏着
一条寻找人生奥秘、追求人生超越的心灵历程。形式上的流
浪和实质上的寻求有机地统一在她的作品之中，构成她作品
的内在灵魂，展示出从寻求到超越的完整的生命历程。

三毛是特立独行的，但并不使我们感到难以亲近。她用生动、
细腻而风致的文字带领我们去亲近世界、亲近大自然、亲近
朴实的小人物。三毛的爱心感染着我们，她离我们很远，但
又那么近，她是一只飞远了的不死鸟!

破碎的人生，破碎的味道，不同的你，因不同的破碎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