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 自然之道读
后感(通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一

今天我学习了《自然之道》这篇课文，学完后我深受启发。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和七个同伴及一个
向导来到了南太平洋加拉巴哥岛旅游，准备观察一下幼龟是
怎么离巢穴进入大海。当我们看到一只“侦察兵”幼龟被嘲
鸠啄时，就要求向导把它救下来。向导在我们的一致央求下
极不情愿地抱起那只幼龟放到海里， 结果巢里的乌龟得到了
错误的信息，鱼贯而出，很多乌龟都被食肉鸟吃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将会产
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铸成大错。

由此我还想到一个故事，一个德国的务林官，一上任就发出
命令，将森林的枯木和灌木全部清理掉，鸟儿们和益虫的住
所不见了，只能离开这个地方，鸟和益虫走了，害虫就开始
逞凶了，无限制的咬食，破坏，结果好好的一片树林，就这
样被一个随意的命令破坏掉了。

所以说，自然是有规律和法则的。我们不可以，也不能够改
变它。不管你是什么人，有多么大的权威，只要你不遵守大
自然的法则，大自然就会给你最严厉的惩罚！



咱们生活中的法则不也是这样吗？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二

自然之道，是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哲学思想。宇宙万物，
众生灵各有其生存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不同的道在宇宙中自由的生长演述其道。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
《自然之道》读后感，一起来看一下吧。《自然之道》读后
感一

最近，我们学了一篇课文叫《自然之道》，读完这篇课文我
明白了：大自然有许许多多的动植物，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存
规律，一旦破坏就会违背自然之道，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我和七个同伴及一个生物学家向导，来
到南太平洋加拉八哥岛旅游。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实地观察
一下幼龟是怎样离巢进入大海的。可我们却做了一件愚不可
及的事：把侦察龟抱入大海，使幼龟得到错误信息，鱼贯而
出，成为食肉鸟的美食。我还知道了一个自然规律：在龟群
们爬向大海之前，总会有一只幼龟当龟群的侦察兵，它总是
第一个爬出去，如果有危险，便会返回龟巢，如果没有危险，
它就会带领别的幼龟爬向大海。

“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里时，
便想起我上幼儿园时发生的事，那时，我养了两条小金鱼，
总是希望它们长得胖胖的，有天，我在喂食的时候想到了一
个办法：对了，可以多喂给它们一点食物嘛。于是我就放了
许多鱼食在里面，晚上还梦见两条小金鱼长得胖胖的样子，
可第二天一早，我就发现，两条小金鱼出乎意料的死了，我
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一旁的妈妈告诉我：“金鱼一天只
吃一点点食物，你喂给它们这么多，它们就没头没脑的把全
部吃掉了，所以它们都撑死了。”听了妈妈说得这些话，我
若有所思，似懂非懂的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的确如此，各个
东西都有它的自然之道，一但违背了，后果不堪设想。



《自然之道》读后感二

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老师，当我们犯错时，它往往会给我们
非常严厉的惩罚。在这个学期的第九课《自然之道》中，就
是描写一个考察队因为破坏了自然规律，得到了严厉惩罚的
故事。

里面讲述的是作者和七个同伴以及一个生物学家向导结对去
南太平洋加拉巴哥岛旅游。那个考察队因为救了一个幼龟群的
“侦察兵”，却使整个龟群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幼龟们便鱼
贯而出。但外面还有许多肉食鸟，一只只像发疯一样啄食那
些幼龟。考察队看见后便救那些幼龟，但最后还是有十几只
幼龟被叼去了。

我读完这篇课文后深有感触。是啊！大自然安排的事情我们
还没有弄清楚就不要去触犯，会好心办坏事，受到大自然的
惩罚。我们也不能见到小动物快要死了，都见死不救。应该
去帮助、支缓的，我们就去帮助、支缓；但是不应该支缓的，
我们就不能去，否则会遭遇不幸。

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了家里有一张大蜘蛛网，网上有一只
五彩斑斓的蝴蝶，很美丽。一只可怕的蜘蛛正慢慢地爬向蝴
蝶，正准备吃了它。我心里想：这么美丽的蝴蝶被吃了不好
吧。我便把蝴蝶放了，把蜘蛛甩在地上，一脚把它踩扁了。
过来些日子，我发现家里的蚊子开始多了，晚上常常把我咬
得睡不着。那时，我才发现我做出了，很内疚。

我们如果不按照自然的规律去办事，往往会产生于我们愿望
相反的结果和惩罚，所以我们做事要先弄清楚原理，才能下
结论。

《自然之道》读后感三

自从学了《自然之道》这篇课文，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自然之道》主要讲了：“我”和同伴为了挽救一只海龟，
使更多的海龟受到伤害的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

老师曾经在上这篇课文时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国家
经常有狼出没来吃梅花鹿。本地的梅花鹿都非常漂亮，因此
这个国家定了一个“灭狼计划”，经过二十多年努力，终于
将所有的狼毁灭，而梅花鹿开始大量繁殖，所有的草地上都
能见到梅花鹿的身影，因为梅花鹿太多，所以这些青草根本
填不饱梅花鹿的肚子，导致大量的梅花鹿死亡，再加上流感
病毒，梅花鹿的只数竞一下子从十万只变成了八千只，还因
为梅花鹿的天敌——狼被毁灭了，梅花鹿开始变得懒惰、肥
胖，没有强壮的身体，跑不起来。这个国家的总统万万没有
想到，他精心策划的计划竞然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告诉我们
一定要按照自然之道办事！

什么是自然之道？就是自然万物的内在规律。有些人就是因
为控制不住自己，想干某些事情，结果与想象中的相反，这
是违背了自然之道。

有些人想把事情干好，可这其实是具有破坏性的。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三

“自然，是一种不可以违背的强大力量。每个人必须遵循它
的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它的惩罚。”妈妈常常这样教导我，
当时一直没有明白，而读了《自然之道》后，我茅塞顿开。

课文讲的是“我们”冒失地从嘲鸫口中救下幼龟的侦察兵，
从而导致巢而出的幼龟大半成为食肉鸟口中之食的故事。

自然的规律，不可违背，不可更改。然而渺小的人类中，竟
有那么多人曾经或现在正在重蹈“我们”一行人的覆辙，干
着一件又一件更加愚不可及的蠢事，违背着自然之道，人类



的狂妄自大显露无遗。

最近，巴西政府正在对美丽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进行开恳，地
球之肺不幸遇难。

黄河数千万年前来的自然条件可与今日的江淮流域相比。下
游一带气候温暖，森林茂密，十分适宜居住。而近20xx年来
却凶猛暴烈，决口1500次，改道26次。这主要是因为人口迅
速增长，无限制地开垦放牧，所以森林毁灭，草原破坏，土
壤肥力下降，大量减产。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自然在不断
地惩罚我们，我们却若无其事地我行我素，似乎想气气这位
无私的母亲。

我们祖国的少年儿童，应当遵守自然规律，不冒昧地抢夺。

我们的大地给予我们足够的资源——我们要珍惜。

我们的树木给予我们绿色的环境——我们要呵护。

我们的河水给予我们不朽的生命——我们要保持它的洁净。

自然之道，不可违背。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四

文章中：“我”和七个旅行同伴及一个向导一起到海岛上看
刚刚出壳的幼龟是怎样爬进大海去的。后来他们把一只就要
被膺吃掉的的海龟放进了大海。原来那只海龟是整个幼龟群
派出的侦察兵。这个举动使整个幼龟群得到了错误的信
息——外面安全！一下子，整个幼龟群从巢里蜂拥而出。虽然
“我们”全力抢救，但是还是被海鸟吃了不少。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充满神秘的大自然，所以这样的悲剧依
然每天在发生。



有一次，我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个金鱼，还给它买了温馨
的家——金鱼缸。我把它好好地养着，后来为了给同学的金
鱼比大小。在一天里给金鱼吃了6包饲料，那可是金鱼一个月
食物了。我十分高兴。心想：看你们怎么和我比。结果没过
一个时辰，金鱼便离我而去，走向天堂。

一件事使我感受到：做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仅仅从自
己的主见、愿望出发，不遵循客观规律，即使是好心，也会
带来恶果！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五

读了《自然之道》这篇文章，我深有感悟.受益匪浅。文章的
大意是这样的：当嘲鹰要把幼龟侦察兵叼走时，作者和同伴
让向导救起幼龟，放进大海，这使巢穴中的幼龟得到错误信
息，以为外面很安全，所以其它的幼龟就鱼贯而出，结果众
多幼龟都成了食肉鸟的口中之物。

“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这一句我看出了，向
导知道这是自然界的规律，若无其事.见惯不惊的表情及这一
句话，让我想起了，我在农村发生的一件事：那是阳光明媚
的一天，我和哥哥一同在橘子树林里玩耍，我们跑啊！追啊！
来到了一棵橘子树下休息，我仰望天空，突然发现了一只小
鸟，它叼着一根干硬的小树枝，朝自己的窝飞去，“喔！那
只小鸟在搭巢呢！”我大声地说，只见那只小鸟疲劳地.艰苦
地叼着树枝，掉了一根，再找一根，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
不禁拿着树枝，朝鸟巢走去，企图帮小鸟搭窝。当我准备爬
上树时，哥哥说：“不要帮忙，它会搭好的`，这是自然界的
规律，不能违反。”我信了哥哥的话。我们等啊！等啊！一
等就是20分钟.30分钟.40......终于，小鸟搭好了自己的窝，
劳累而又开心地飞了进去。

告诉人们要尊重自然界的规律，不能只从客观主义出发，不



然只会好心办坏事。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六

最近，我们学习了《自然之道》，文章的大意是这样的，当
嘲鸫要用嘴把幼龟侦察兵从巢中拉到海滩时，作者和同伴让
向导救起幼龟，放入大海。这一举动使巢穴中的幼龟误以为
外面很安全，它们鱼贯而出，结果导致众多幼龟成了食肉鸟
的口中之食。

叼就叼去吧，自然之道就是这样的。文中向导的这句话及若
无其事、坦然面对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想起了
发生在一年前的一件事：那是在我和妈妈游览云台山的途中，
我坐在路旁休息时，透过茂密的草丛，看见不远处挂着一张
蜘蛛网，上面有一只黑蚊子在拼命挣扎着企图逃跑，我急忙
拿起一块小石头想把它砸死，却遭到了妈妈的制止：你一旦
砸不准，不仅会把蜘蛛网砸破，还会让蚊子逃跑。你放心，
蜘蛛是不会放过它的。于是，我拿着石头，目不转睛地盯着
蚊子，时刻准备着。果然不出妈妈所料，只见蚊子被网越缠
越紧，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蜘蛛眼见时机已到，慢悠悠地
爬到蚊子身边，先用嘴里的丝把蚊子又缠了几圈，然后把嘴
扎进蚊子的身体里，贪婪地吸起来，等到蚊子被消灭后，蜘
蛛才大摇大摆地走回草丛，继续等待猎物。

原来自然界真是奥妙无穷啊！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果不
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往往会产生与我们愿望截然相反的结果，
同时，我也想向大家呼吁，不仅仅是我们小学生，也包括全
体公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去爱护环境、保护动物！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七

周末，我再次阅读了伯罗蒙塞尔《自然之道》这篇文章。看
完之后，我受益匪浅。



《自然之道》这篇文章向我们讲述了“我”和同伴们到太平
洋加拉巴哥岛的旅游途中，为救一只幼龟而让成千上万的幼
龟遭受劫难的故事。

读完这篇文章，我非常震惊。因为一只幼龟，而让成千上万
的幼龟变成食肉鸟的美餐。这难道是应该的吗？因为一只幼
龟，而让成千上万的幼龟付出了弱小的生命，离开了这美丽
的世界，这难道不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吗？我们人类，虽然是
万物中的的高等动物。但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往往会好心办
坏事。

这让我不由得联想起曾经学过一篇课文——《狼和鹿》。也
是因人类不遵循生态而导致了悲剧。在美国一个名叫凯巴伯
的美丽森林，生活着一群狼和鹿。狼经常捕食鹿，这导致凯
巴伯附近的居民非常痛恨狼。终于有一天，居民们组成一只
狩猎队，来到森林里捕杀狼。

随着狼的消失，鹿开始大量繁殖。但因为没有狼限制鹿的数
量，森林里所有能吃的绿色植物都被鹿吃光了。而病魔也随
之在鹿群之中蔓延。仅仅两个冬天，鹿就死去了6万只。而剩
下的8000只鹿，也是奄奄一息，后来居民们才发现，正是因
为狼的存在。

我就差点做这方面的傻事。我家里养的金鱼，相信大家都知
道。但，其中有一条叫小黄金的金鱼，它每次都抢不到食。
我担心它会饿死，就想把它捞出来单独喂几天。妈妈一见，
就拦住我说：“你不能把它捞出来。弱肉强食的原则，在自
然界是不能变的。它如果享受惯了，在与其他鱼相处时，还
能生存下去吗？”我听了妈妈的话，便把手缩了回来。过了
一段时间，它也学会了抢食。我也不用担心它会因抢不到食
而饿死了。

在自然界中，生物规律是人类自身无法改变的。如果你去违
背了，得先考虑后果。不要像加拉巴哥岛和凯巴伯森林一样，



再一次酿造无法挽回的悲剧！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八

今天，我们学《自然之道》这一课，此课主要讲了：作者和
同伴们在南太平洋加拉巴哥岛旅游中，为了救助一只幼龟而
伤害了一群龟的事实。

这篇文章是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写的。

向导和作者还有同伴们，因为，不遵守自然之道，所以害了
一群龟，我也深有感悟。

这篇课文使我想起，那是我才五岁，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
丫头。

当时，我在姥姥家玩，姥姥家的一只老母鸡引起我的兴趣。
老母鸡正在孵小鸡。

我听姥姥说：“老母鸡孵出小鸡要二十一天呢！”

唉！二十一天，天呀！能做多少事情呢？

不行，我可不能让时间浪费掉。

所以，我就帮老鸡把一个裂缝的鸡蛋剥开。

别说，把小鸡刚弄出来时，小鸡还东倒西歪的， 可是，过了
几分钟，小鸡就不动了，我当时放声大哭。姥姥闻声赶来，
问我怎么了？我说：“我让小鸡先出世了，可是，小鸡现在
却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姥姥听了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说：“傻瓜！人也是要遵守
自然规律的！”



从此以后，我知道了，人也是要遵守自然规律！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九

今天，我们学习了《自然之道》这篇课文，使我感慨万千。
这个故事讲的是八旅行者和一个向导，结伴到达南太平洋加
拉巴哥岛，实地考察海龟是怎样离巢进入大海的。从海龟巢
到大海需要经过一段不短的沙滩，它们稍不留心，就会成为
嘲鹰等肉食鸟类的美餐。旅行者在巢口发现一只幼龟它把头
探出巢穴，却欲出又止。这时，一只嘲鹰飞来，用尖嘴啄它
的头，企图把它叼走。旅行者心急如焚，强烈要求向导把小
海龟送入大海。然而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不久之后，成
百上千只幼龟鱼贯而出，成了嘲鹰、海鸥等数十只鸟的口中
之食。

我想，八个旅行者本来是一片好心，想帮助幼龟避免嘲鹰的
伤害，可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自然之道，反而弄巧成拙，致使
大批幼龟成了嘲鹰等肉食动物的美餐。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
事情啊！

是啊！人类是万物之灵，然而当人自作聪明时一切都有可能
走向反面。在生活中，我就办过这样的事。一次，一只小鸟
飞到了我家的'阳台上，被我捉住了，我看它身上净是土，脏
极了，便弄来一盆水给它洗了洗澡，洗后我看它身上湿淋淋
的，怕它感冒，于是又用吹风机在它身上吹了又吹，把它身
上的毛吹干后，我才发现那只小鸟瑟瑟发抖，不一会就冻死
了。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一些爱美的阿姨为了追求苗条
的身材不是通过运动，而是乱吃减肥药或者不吃饭，结果弄
得一身病。还有不法商人，为了自已挣大钱，把又青又涩的
大枣浸泡在药水里，使它们变得又红又甜，把“瘦肉精”注
射到活蹦乱跳的小猪体内……，这些违背自然之道的事情给
老百姓带来了直接的危害，多么令人气愤呀！



自然之道告诉我们道理篇十

前几天，我们学了一篇有关于自然的课文——《自然之道》。

这篇课文讲述的是作者和同伴们以及一位生物学家向导来到
了南太平洋加拉巴哥岛观察太平洋绿龟们是怎样进入大海的，
不料却发现了一只嘲鸫正在捕捉一只幼龟，作者一行人要求
向导拯救那只幼龟，可万万没想到，那只幼龟居然是“侦察
兵”，向导拯救了那只幼龟，使得巢中幼龟以为外面很安全，
便争先恐后地涌了出来，不久便成为了嘲鸫、海鸥、鲣鸟的
口中之食了。

读了这篇课文，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作者他
们干涉了“自然之道”，也就是拯救了那只幼龟，打破
了“自然之道”，可能这窝幼龟就不会“损伤惨重”了！

食物链本身就是一物降一物，就像父母小时候的歌谣一
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这样才
能维护动物界数量上的平衡。如果人类涉足不当，就有可能
打破这种平衡，从而酿成大祸，害人又害己。

曾经的捕鱼只不过是用一张小网捞一点小鱼罢了，对动物界
根本造不成什么危害，可是现在的捕鱼呢？大船、大网、捕
大鱼，甚至有一些鱼类也从此消声匿迹了……对动物界造成
了极大的危害。

我们应该保护好大自然，这样才能保护好我们人类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