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雪花飘读后感 雪花人的读后感(优
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雪花飘读后感篇一

在毕淑敏阿姨的这本书中，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
女孩零零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小女孩，考试得了双百，妈妈给
了她十块钱，让她到“未来世界游乐园”玩。游乐园的管理
人员很聪明，将通用票糊成蓝手镯，一张通用票就是一个蓝
手镯，戴在购置者的伎俩上，不可装配，不可转让。零零用
那十块钱买了个蓝手镯，进入了游乐园。可是，后来却因这
个蓝手镯引发了一场信任风云。

看完这篇小说，出现在我面前的，一是女郎屡次教育零
零“做个老实的孩子”的情形，二是小说最后零零的忿忿不
平：

“你们大人为什么总不置信人呢？我说是真的时分，你们不
置信。我说是假的时分，你们还不置信。你们只置信你们自
己。”

听完了很是感慨：人之初，性本诚。很多的孩子的情境，同
零零的名字一样，都是零。大人诱导她正，她就是正，大人
诱导她负，她就是负。很多时分，也许是家长的期许，诱导
了孩子。孩子是祖国的下一代，让他们多保存点童真，不要
太早地扼杀他们那绚丽多彩的童年，不要延迟地让他们看法
到社会的丑恶，只要心存真善美才干够很好的在社会上立足。



所以请各位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进程中，无妨少一点漂亮的猜
疑，多一些美丽的信任。这样他们才干心存真善美，不被社
会的沼泽吞噬。就像在这篇小说中，毕淑敏的这一段优美的
文字一样：

“一霎时，很静很静，像我们最初构成于这个世界的那个夜
晚一样安静。忽然，从周围墙壁看不见的音响设备里，传出
悠远、模糊、像海浪一样有节拍的轰响，它像轻柔的丝绸，
掩盖在每团体的身上，又溪水般地荡漾开来……人们紧张的
思绪，立刻像奶油一样消融了，进入无边的粉色梦境。一个
如风吹草叶般温顺的女声说道：‘如今，在你们头顶上方听
到的声响，是每团体的母亲心脏跳动的音响。’”。

我很欣赏这样的文字，读来相当柔和，()让人联想到莫扎特
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优美而明澈；又隐约听到凯丽金的萨
克斯催眠曲，缠绵而幽静。透过音乐般的文字，让人感受那
种明澈如水、轻柔如丝的心灵。

雪花飘读后感篇二

“雪花人”，好奇怪的名字。看到《雪花人》这本绘本的封
面，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难道是这个人身上都是雪花吗？
一口气读完故事，我既震撼又感动。

这本荣获美国凯迪克大奖的绘本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威尔
森·艾·班特利的人，人们都叫他威利。威利小时候就喜欢
下雪，当其他小孩玩堆城堡、扔雪球时，威利却在收集雪花，
研究雪的结晶。几十年如一日，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研
究雪花之中，从普通的农夫成为研究雪的专家，闻名世界，
人们称他“雪花人”。威利为了拍更多的照片，在暴风雪中
行走，得了那时难以治好的肺炎，不幸去世。

我们了解的雪花有六个瓣，每一朵雪花的形状都不一样，就
是威利首先发现的。从他的身上，我懂得了执着的可贵。做



任何事，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持之以恒。威利在条件极为
简陋的情况下，先是动手画出雪花的形状。后来有了显微照
相机，他在一次次失败中，不断探索，终于拍出成功的雪花
照片，让每个人看到奇妙的雪的结晶。我们做事情也需要这
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尤其是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坚持，再
坚持，胜利终究会对我们微笑。

1、弄懂原作："读”是感的基础，“感”是由“读”而生。
只有认真的读书，弄懂难点疑点，理清文章的思路，透彻的
掌握文章的内容和要点，深刻地领会原文精神所在，结合历
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实际,才能真有所“感”。

2、认真思考：读后感的主体是“感”。要写实感，还要在读
懂原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分析和评价是有
所“感”的酝酿、集中和演化的过程，有了这个分析和评价，
才有可能使“感”紧扣原作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观点，避免脱
离原作，东拉西扯，离开中心太远。 所以，写读后感就必须
要边读边思考，结合历史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实际
展开联想，从书中的人和事联系到自己和自己所见的人和事，
那些与书中相近、相似，那些与书中相反、相对，自己赞成
书中的什么，反对些什么，从而把自己的感想激发出来，并
把它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总之，想的深入，才能写的
深刻感人。

3、抓住重点：要写读后感，就要善于抓住些零碎、甚至是模
糊的感想，反复想，反复作比较，找出两个比较突出的对现
实有针对性的，再集中凝神的想下去，在深思的基础上加以
整理。也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写出真
实、深刻、用于解决人们在学习上、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问
题的有价值的感想来。

4、真实自然：就是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自己是怎样受到感
动和怎样想的，就怎样写。把自己的想法写的越具体、越真
实，文章就会情真意切，生动活泼，使人受到启发。千万不



可有假大空的嫌疑。

雪花飘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百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农庄里，
有一个叫威尔森艾班特利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威利，一下雪
他就好快乐。

十四岁时妈妈给他一台旧显微镜，可以观察花瓣、雨滴和雪。
每个飘雪的日子，他都在观察雪。每片雪花都有精致的图案，
美丽的程度超过他的想象。他立志要把雪花保存下来。连续
三个冬天，他每年都画出上百张的雪花。

威利十六岁时，听说一种显微镜照相机。能把雪花拍下来。
他十七岁时，爸爸妈妈用积蓄给他买了一台显微镜照相机。
相机比刚出生的牛还要高，价钱足够买十头牛。第一批相片
出来了，结果是一团黑。他并不放弃，每一场雪，他都在拍
摄。冬天走了，雪化了，没有出现成功的照片。

第二年冬天，他尝试了新的方法，成功了！那时，人们都不
理解他，都嘲笑他。在那个地方，雪像土一样平常，威利却
说，这些照片是他送给世界的礼物。当别人围在火炉旁取暖
时，威利却在研究雪。他捧着一个黑盒子站在门前，收集雪
花。为了完整的雪花，他常常要等好几个小时，一点也不注
意寒冷。有些冬天，他只能拍十几张成功的照片，有时能拍
上百张。

每年都有学院收藏他作品，艺术家用他的照片激发灵感。直
到今天，他的书《雪花》仍是认识雪的入门书。威利发表了
许多关于雪的文章，很多学者和气象爱好者都来听他的演讲。
他从普通的农夫成为研究雪的专家，闻名世界，人们称
他“雪花人”。

他并没有因此成为有钱人，他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拍照上。在



他六十六岁时，为了拍出更多的照片，感染了肺炎去世。那
些晶莹的雪花是多么美丽奇妙，这一切，都要感谢――雪花
人。

书中告诉我雪花大多有六条分枝，只有少数有三条。每片雪
花的图案都不相同。每个为梦想不断努力的人都值得尊敬。

雪花飘读后感篇四

趁着元旦小长假，我阅读了美国作家杰奎琳·布里格斯·马
丁写的《雪花人》这本书。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名叫威利的人，因为他爱雪胜过爱世界上
的任何东西，所以他从小就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把雪花的
美保存下来。为了这个梦想，他想出了很多的方法来观察和
保存雪花，例如：他试着画出雪花的形状，可是，常常来不
及画完，雪花就融化了，后来他的爸爸妈妈为了支持威利完
成他的梦想，在他17岁时用他们家的积蓄给他买了台显微照
相机，他就是用这台照相机照下了各种各样雪花的照片。严
寒的冬天并没用阻止住他追求梦想的热情，人们的冷嘲热讽
也没有让他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他生
命的终点，他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夫变成了一个研究雪的
专家。

看完这本书我从威利身上学到了：我们从小就应该有自己的
梦想，并且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去认真学习、努力奋斗，在
我们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不要轻
易放弃，坚持到底，因为坚持才是成功的秘诀。

雪花飘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在小早姐姐家借了一本绘本——《雪花人》。刚拿
到这本书时，我好奇地想，“雪花人”是谁呀？他为什么要叫
“雪花人”呢？我急忙翻开书，看了起来。原来“雪花人”



是一个名叫班特利的美国人，他从小就爱研究雪花，在他看
来，“雪花就像漫天飞舞的蝴蝶，又像苹果树上盛开的花
朵”，他爱雪胜过这世界上其余的一切事物。他十七岁时，
妈妈给他买了一台显微照相机，从此以后，他开始给雪花拍
照，可是要想拍出一张美丽的雪花照片还真是不容易呢，他
花费了很多心血才成功了，他拍出的雪花照片令人惊叹！他
还写了一本书《雪花》，所以人们称他为“雪花人”。

读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雪花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稀罕
的。读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了，每片雪花都是不一样的，都
有着复杂而精致的图案，美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觉得班特利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是个做事认真细致的人。
他拍摄的雪花照片真是可爱极了，我也模仿着画了许多雪花
的.图案。这本书让我了解了雪花的美和奥秘，我喜欢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