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隆平读后感不少于五百(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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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读后感不少于五百篇一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还说过：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
适的诗。”借着暑假的机会，我阅读了《袁隆平的故事》这
本书！

一拿到这本书，我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主人公袁隆平从
小就有两个梦，一是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
扫帚一样长，颗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二是河禾下乘凉梦。可
惜袁隆平爷爷逝世于2021年5月22日，享年91岁。

袁隆平爷爷是时代的先锋，是国家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之魂，也是每一个青少年的人生榜样。他平凡而普通，但
是却有着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胸襟。袁隆平爷爷是当之无愧
的东方“稻神”。

从这本中让我体会到袁隆平爷爷的辛苦，袁隆平爷爷每天都
深入稻田研究水稻。一开始一亩只产700多斤稻米，这样算下
去，一年只能养活一半的人口。袁隆平爷爷每天研究，创造
了一亩能达到2千斤左右的稻米，彻底解决了中国14亿人口的
吃饭问题。

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剩了好多饭粒。妈妈就说：“不可
以剩米粒哟，快点吃。”可我已经饱了，就说：“倒了
吧。”然后妈妈就把米饭倒了。袁隆平爷爷那么辛苦地种粮
食，而我却在这浪费，我后悔至极。



还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又剩了不少饭，这时我想到了袁
隆平爷爷，我想到了一个词语“浪费可耻”，就这样我把饭
吃完了。

袁隆平爷爷不但解决了中国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很多其他
国家的吃饭问题。袁隆平爷爷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
的心中。

袁隆平读后感不少于五百篇二

他说，不能再让中国人饿肚子。

他说，我们要摆脱饥饿的日子。

他，是书本上我们敬仰和佩服的偶像；他，是千户万户中华
儿女的成长力量，他就是中国伟大人物——袁隆平，袁爷爷
一生致力于研究水稻，一片片良田，一亩亩收获的种子，是
爷爷一辈子的心血。

在书中写道：粮食限量供应，肉类食品更是少见，学校食堂
在米饭里加了苏打，经过两次蒸煮，米饭的体积增大了，刚
吃完饭会感到肚子被撑饱了，可是很容易就消化了。袁爷爷
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是哀痛也是无奈，是决心奉献也
是信心满满，他知道，饿着肚子是什么感觉，他也知道，未
来的生活中，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才能真的救国救民，所以，
他刻苦钻研，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将中国的国土情况结合起
来，在中国土地上，努力开拓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天地，最
终研究出了震惊世界的杂交水稻。

从我记事以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教育我，不可以浪费
粮食，吃饭的时候不能剩饭，因为只有自己真的经历过贫穷
的日子，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感觉，才能真的懂得美好生活的
来之不易。伟大人物的一生都是在奉献的，将自己的生活奉
献给事业，将自己的人生奉献给国家。杂交水稻的问世，让



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再也没有粮食紧缺，再也不用担
心没有饭吃，那种黑暗的日子过去了，迎接而来的是一片光
明。没有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但却一直享受着前人赠予我
们的美好生活，我想，我没有资格去浪费粮食，因为我不能
替先辈们忘却黑暗。

袁隆平爷爷的一生是光明的，他用自己的力量去照亮了中国
的大地，就是这样一位伟大人物，在不久前，与世长辞，留
给我们的是稻香与丰收，带走的是我们的牵挂与惦念，我想
我会一直记得，我们中国的稻米，是一位敬爱的爷爷用一生
的心血研究出来的。

袁隆平读后感不少于五百篇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或许你会说这是很普
通的田间场景，但这是袁隆平爷爷一生的梦想，袁隆平爷爷
不辞辛劳的种出了杂交水稻，创作了一个神话，将沙漠里种
水稻这种幻想也变成了现实，他用几十年来种杂交水稻，将
杂交水稻带出了国门，人又有多少个几十年，而袁隆平爷爷
将一生都贡献在了杂交水稻上，是多么伟大啊！

袁隆平爷爷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
饿。”是啊，我们书里也学过：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袁隆平爷爷一生都将自己浸在稻田里，
把功勋写在了大地上，曾经有人是这么形容袁隆平爷爷的：
人间起伏九十载，而今驾鹤不复返。不言神农何功绩，稻浪
依旧人心存。多么贴切的形容啊，袁隆平爷爷养活了无数的
中华儿女，他不仅造福了我们十几亿的中国人，也造福了全
世界几十亿的人口。

袁隆平爷爷不畏艰险、严以律己、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让
我十分敬佩，但是最让我敬佩的还是袁隆平不畏艰险，执着
追求的顽强精神。在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上，袁隆平遇到过
不少困难：他受到了舆乐的压力，甚至有人砸掉了袁隆平研



究的杂交水稻，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阻止袁隆平的研究，在
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打击后，袁隆平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激动吗？怎么会不激动呢，杂交水稻研究出来了，全世界的
人们都不会再饿肚子了，怎么可能不激动。

袁隆平的执着与坚韧让我想到了现实中的一件事，记得那一
次，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爬山，不知道爬了多久，我气喘吁吁，
手脚酸痛，额头上全部都是汗，腿就像灌了铁似的，酸的抬
不起来，抬头一望，连山顶都没有看到，我像泄了气的皮球
一样，完全没有当初的活力了，我不停的抱怨着：“哎呀，
好累呀，什么时候走完啊！”恍惚间我想到了袁隆平在40度
高温下寻找杂交水稻的身影，是啊，40度的高温他还是那么
的执着，坚持不懈地寻找着杂交水稻，既然他可以坚持住，
那么我也可以，于是我调整了呼吸，打开水喝了几口。就继
续爬山了。爬了好久好久，我终于到了山顶，我不由得欣赏
起来，天空呈蔚蓝色，一大片一大片的云朵在上面奔跑着，
低的仿佛要压下来似的，几只大雁从远处飞来，蜻蜓与蝴蝶
嬉戏着，草坪上的花朵散发出芬芳幽雅的清香，为人扫清了
所有的疲惫。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感叹着：“我这也算是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吧……”

回想书的内容，这本书很长，内容很多也很全，通过这本书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袁伟大在哪里，知道了他一生都在经历些
什么，并且感受到了科研之苦，研究科学最避免不了的就是
流言蜚语，想想吧，你不仅要攻克科学上的难题，还要忍着
谩骂和舆论压力，可以想象袁当时是多么的辛苦。

同学们，我们平时也要学习袁隆平爷爷那一种坚韧不拔的精
神，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哪怕他去世了，但是他也永远
的活在我们的心里！

读了《袁隆平自传》，我打心底敬佩这位坚持不懈投身于研
究杂交水稻的爷爷，但哪怕他名声越来越大，他也没有居功
自傲，还是大方的分享了杂交水稻的种子，《袁隆平传》告



诉了我们：只要持之以恒，不放弃，一定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袁隆平读后感不少于五百篇四

5月22日13时07分，那位永远不服老、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
国家功勋获得者的“90后”袁隆平老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缅怀先生，踏着他奋斗的方向努力前
行。

传承追求实践出真知的科学精神。袁隆平院士生前有两个梦
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袁隆
平院士是亲力亲为的，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到田里检查，他
对所带的研究生说“培养研究生，因为是搞水稻的，我第一
个要求你要下田，不下田，我就不培养”。正是有着异于常
人的科学精神，吃苦奋斗精神，湖南衡南基地早稻高产攻关
田最高产量达到了亩产1500公斤，在江苏南通的海水稻试验
田，最高亩产802.9公斤。打赢种业攻坚战、端好中国人自己
的饭碗，才有保障。袁隆平未竟的事业，将由中国水稻科学
家们奋斗实现，他所弘扬和代表的杂交水稻精神，将永远成
为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

学习他淡泊名利追求卓越的人格品质。袁隆平院士从来不关
注金钱的多少，即便获得各方面的奖金，他也把这些奖金用
在杂交水稻的研究经费中。穿几十元的衬衫，戴十几元的领
带。即便荣誉无数，他仍然能够扑下身子，两脚沾满泥土来
到水稻中研究水稻长势。淡泊名利，才能矢志于毕生致力的
事业。他已经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钟南山院士对袁老的
评语真挚和简约。这是袁隆平院士的人生写照，也应是每一
位中国人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精神标杆。

珍惜来之不易的粮食安全。袁老的梦想是解决吃饭问题，但
另一方面，浪费无度问题又从另一方向抵消着增产的努力。
就在不久前，《反食品浪费法》刚刚获得通过。在袁老去世
后，有网友称“今天他好好吃饭了，一粒米也没剩”。确实



如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牢记住“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以珍惜每一粒粮食来永远缅怀这位不
知疲倦的老院士。

如今，天问一号已经着陆火星，祝融号已经开始巡视火星。
天宫一号飞翔太空，更多的成就正在创造，袁隆平院士未竟
的事业，将在每一位中国人身上延续，将在每一位自强国人
的奋斗中实现。

国士无双，彪炳千秋。袁隆平院士逝世后，无数湖南人，亿
万中国人纷纷深切缅怀袁隆平，联合国官微高度赞誉。荣誉
无数，难抵亿万民众的口碑，这就是袁隆平的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之处。

袁隆平读后感不少于五百篇五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去世了，享年91岁！这真是一
个让人震惊又让人难过的消息，我不禁又拿起《袁隆平》这
本书反复阅读，多么想把袁隆平爷爷永远留在心里。

袁隆平爷爷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他一生有两个梦想，
一是禾下乘凉梦，二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为了梦想，他
锲而不舍，带领团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试验田里刻苦
钻研，不怕苦不怕累，不断攻克难关，不断实现突破跨越。
在他最热爱的田地里终于种出了产量比原来翻很多番的亩
产1100公斤超级杂交水稻。他让14亿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能
吃饱饭，远离了饥饿。

袁隆平爷爷说：“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
精神、情感都要健康，这样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
枝粗果硕。”他用奋斗、奉献的一生为这句话做了精彩的诠
释，他自己就是一粒健康、伟大的种子，一粒生命力蓬勃的
种子，浇灌一生，长成了科研领域的参天大树，创造出了杂
交水稻事业的蓬勃景象，让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做一粒怎么样的种子呢？我
想：种子总是埋在黑暗潮湿的泥土中，想要生长，就必须立
下志向，积蓄足够的能量才能破土而出，生根发芽。我要做
一粒奋斗向上的种子，不怕困难，练就过硬本领，结出丰硕
的果实。

袁隆平爷爷一生遇到过太多的困难、太多的失败，可是他从
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八九十岁高龄还在田埂上研究杂交水稻。
那么我呢，遇到挫折、困难，难道就要放弃、退缩吗？我突
然明白了，没有一粒种子是不经历一番风雨就能茁壮成长的。
在袁隆平爷爷精神的激励下，我不断鼓励自己要迎难而上，
在篮球体能训练很累时不再偷懒，学会挑战自己，追求更快
更好，我的体能越来越好了；在乐器双排键弹奏时遇到比较
复杂自己又不熟练的乐曲时，不再半途而废，而学会了坚持
练习；在实践探究中，我不再因为操作麻烦而作弊，学会认
真思考，学会小组合作，努力寻找解决方法，我的思维越来
越开阔了。

虽然袁隆平爷爷去世了，但他永远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努
力拼搏，积极向上，激励着我们今天“要做一粒好种子”，
明天成为祖国的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