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命的林子读后感 杏林子生命生
命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
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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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林子读后感篇一

杏林子生命生命，你读过吗，以下的杏林子生命生命读后感
范文，欢迎阅读浏览。

读了《生命生命》这篇课文，我的感受很深。

文章作者杏林子，通过三件事：飞蛾求生、瓜苗生
长、“我”听心跳，展示了生命的意义。飞蛾求生使我感到，
凡是生物，都有求生的欲望，都极其珍视自己的生命;瓜苗生
长是我看到了种子生命力的顽强;倾听心跳产生的生命意识：
一个人的生命只属于自己，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好好使用
生命，让人生更有意义。

在这三个生命中，我最佩服的就是瓜苗了!瓜苗能在一个没有
阳光、没有泥土、没有水分的砖缝中茁壮生长，虽然仅仅活
了几天，但是它见到了光明的、美丽的世界，它知足了!

社会上也有两种人生观截然不同的人：有的人四肢健全，头
脑灵活，却好吃懒做。他们宁愿去向人们乞讨，也不愿意靠
劳动吃饭，这让我瞧不起。而一些残疾人却能用勤劳的双手，
创造财富，让我尊敬。



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感受是：虽然生命短暂，但是，我们应
该好好珍惜生命，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能放弃生命!让我们
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前几天，我们学了《生命生命》这篇课文。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有不珍惜生命的行为。比如那些
大白天睡觉的人，如果多睡一分钟，那他的生命就会减少一
分钟;反之，如果少睡一分钟，他的生命就会多一分钟。

在我们班里，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班的侯佳琪，
将班里喝的水拿来洗头，要知道，现在地球的水资源越来越
少，如果将他洗头用的'水，捐赠给汶川大地震的人们，不知
能救活多少生命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必须好好的珍惜。

我的生命，单单属于我，我可以好好的使用它，也可以白白
的糟蹋它，一切全由我自己决定，我必须对自己负责。我想：
我一定要珍惜生命，决不让它白白流失掉，使自己活得更加
光彩有力。

读了《生命生命》这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起初，我不明
白怎么珍惜生命，但是读完了，我明白了生命就是活在的意
义。

读了“那小小的种子里，包含着一种多么强的生命力啊!”这
一句，仿佛我也感受到那种生命力，种子不怕困难，用自己
的嫩芽冲破就坚硬无比的外壳，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它知
道自己生长在一个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但它并不
难过，而是勇敢地面对，虽然只活了几个小时，但是我很敬
佩它那种不屈的精神。

“虽然生命短暂，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
限的价值。”从句话我联想到那些失业人士，他们都认为自
己已经不能再走进这个社会，而自行了断，一死了之。我想



对他们说：“你们不能不爱惜生命，应该爱惜生命。败了，
也应该自己站起来，应该充实自己，重新再来，用不放弃!

一想到自己，觉得很惭愧。以前，我看见一只小蚂蚁都要把
这条小生命弄死。现在，每当我发现有一只蚂蚁在咬我，想
弄死它的时候，就想起它毕竟也是一条小生命啊!我打消了这
个念头，轻轻把它放到地上，让它回到自己的家。

学了这篇课文，让我懂得了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能放弃生
命，我应该珍惜生命，我必须对自己负责，无论如何都要坚
持下去!

今天我们学习了杏林子的《生命 生命》这篇课文。这篇文章
用了"飞蛾求生，瓜苗生长，静听心跳"，使人明白生命的价
值。

这篇课文让我最感动的是“我可以好好使用它，也可以白白
糟蹋它。”，因为在生活中有一些人觉得世界对他(她)不公
平，便做出跳楼、跳河自尽等事情。我觉得人们应该阻止这
种行为。

比如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事。一位高三的学生成绩很
好,但是在一次考试中，发挥失常没有考好。他于是采用一种
自杀方法---触电来自杀。我想对那个人说：你死了，你不知
道世上的任何事，但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活着啊，你
这会带给他们多大的痛苦啊!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善用自己的生命。要好好使用它，不要
白白糟蹋它。

生命的林子读后感篇二

玄奘第一次剃发是在法门寺修行。法门寺是一座香火鼎盛的



著名寺庙。每天早上钟鼓响，香客川流不息。玄奘想静下心
来专心修身，法门寺却有太多的仪式来招待。他虽然苦读多
年，但说起经书，远不如寺里的许多僧人。

有人劝玄奘说：“法门寺是天下名寺。它有许多世界著名的
僧侣。如果你想在和尚中出人头地，不妨去一些偏僻的寺庙
读经读卷，这样你的才华很快就会大放异彩。”玄奘想了很
久，认为这是真的，于是决定告别师父，离开这个闹哄哄的
法门寺，找一个偏僻冷山的寺庙。于是玄奘收拾了一些书籍
和包裹，向方丈告别。

方丈明白了玄奘的意图后，问玄奘：“蜡烛和太阳哪个更
亮？”玄奘说，当然是太阳了。住持道：“你愿做蜡烛，还
是做太阳？”

玄奘想了很久，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愿意做太阳！”于是
方丈笑着说：“我们去寺庙后面的树林里散散步吧！”

法门寺后面是郁郁葱葱的松林。方丈把玄奘带到不远处的一
座山上。山上只有一些灌木和零星的三两棵松树。住持指着
最高的那棵说：“这棵树是这里最大最高的，但是它能做什
么呢？”玄奘环视了一下树。松树到处都是树枝，树干又短
又扭曲。玄奘说：“只能当煮粥的柴火。”

方丈与玄奘漫步至葱郁密林，遮天蔽日，松树掩映。方丈问
玄奘：“为什么这里的松树都那么细长笔直？”

玄奘说：“都是为了争夺天上的阳光。”住持一本正经地说：
“这些树就像众生一样。他们在一起成长，就是一个群体。
为了一缕阳光，一滴雨露，他们都努力向上生长，所以他们
可能成为支柱。而离群较远的三两棵树是他们的，很多雨露
都是他们的。它们在灌木丛中鹤立鸡群，没有树和它们竞争，
所以它们成了柴火！”



玄奘听了，明白了。玄奘惭愧地说：“法门寺就是这一大片
森林，山野寺就是远离森林的那棵树。方丈，我再也不离开
法门寺了！”

在法门寺这片森林里，玄奘苦心钻研，后来成了名僧。他的
枝叶不仅穿过云层和天空，还继承了西方天堂灿烂的佛光。
是的，一个人才离不开社区，就像一棵大树，离不开森林。
逆境是一块磨刀石，可以磨砺前进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逆境是一所人们可以学到丰富的生活知识的学校。

生命的林子读后感篇三

今天读了《生命的林子》这篇课文，其中有一句话是：一个
人的成才是不能离开集体的，就像一棵大树，不能离开森林。
这句话使我想了许多。

读完之后，不由联想到了自己的近况。原来的我曾在村小任
教一年，这一年我如那些远离群体的三两棵松树，在灌木丛
中鹤立鸡群，不愁没有阳光、雨露，没有树和它们竞争，自
己也沾沾自喜。后来进入了中心小学这片大林子，才真正感
觉到那一年生活是那么的空洞。那时候，在那里是一年级包
班，觉得只要把学生的学习成绩搞好就行了。在这里每天除
了上课就是上课，也不知道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对自己的
要求也很松懈，很少认真钻研教学，撰写论文，一切都是安
于现状，从没有想得更多。

现在，在身边许多优秀老师的带动下，我已经完全投入中心
小学这片大林子里，正如《生命的林子》中的那句：树木就
像芸芸众生啊，它们长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为了每一缕
阳光，为了每一滴雨露，它们都在奋力地向上生长，于是它
们都成了栋梁。

回想起在这片大林子中所经历的种种，一切仿佛就是在昨天，
一切还是那么让我沉醉：那年，参加县里优质课比赛，从未



走出校门的我，一开始我逃避、退缩，列举自己种种不行的
理由，那时的同事们为了让我得到锻炼，开导我，鼓励我。
我一次一次的上示范课，高校长耐心的给我进行指导，彭老
师不厌其烦地为我准备教具，侍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帮我修改
课件……我真切地体会到这片林子真得很精彩。

今年，学校还举行创建写字，古诗特色校。每个人，每个班
级，整个校园都充满了写字和古诗的韵味，孩子张嘴就来，
动手就写。气氛包围了整个中心小学校园。最近，我校又实
行翻牌听课和推门听课，整个校园内充满了浓郁的教研氛围。
充分的推进了徐局长的三个不：不上无预习的课，不上没有
准备的课，不上无激情的课。

现在的我，已经成了无数个忙碌身影中的一个，感谢你！这
片林子。

生命的林子读后感篇四

传说玄奘原来在法门寺当僧人，一心想出人头地，有人劝他
到偏僻小寺中阅经读卷，这样他的才能才华会很快的显露出
来。玄奘觉得很对，就决意辞别师父，到小寺去，于是，他
收拾完东西向方丈辞行。方丈明白意图后问玄奘：“烛光和
太阳哪个更亮”，玄奘说太阳，方丈问他愿意做烛光还是太
阳，玄奘思忖后郑重的说愿做太阳，方丈提议去寺后面的林
子走走。寺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但不远的一个山头上，
树木稀疏，方丈指着最大一棵问：“这棵最高大，它能做什
么”，这树乱枝纵横，玄奘就说：“它只能做煮粥的薪柴”。
方丈又带玄奘去寺后的松林，树又秀丽、又挺拔，问玄奘为
什么这的树好，玄奘说：“是争着承接阳光”，方丈郑重地
说：“这些树就像芸芸众生啊，它们长在一起，就是一个群
体，为了一缕阳光、为了一滴雨露，它们都奋力向上长，于
是它们棵棵可能成为栋梁。而那远离群体零零星星的三两棵
松树，在灌木中鹤立鸡群，不愁没有阳光，没有树和它们竞
争，所以，它们就成了薪柴啊”。玄奘听了，惭愧地



说：“方丈，我是不会离开法门寺的!”后来玄奘苦心潜修，
成为一代名僧。

读完这个故事，我陷入深思，是啊，一个成才的人是不能远
离社会这个群体的，就像一棵大树，不能远离森林。人同树
一样，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有了比较，有了竞争，
你追我赶，奋力向上，谁也不甘落后，结果个个都可能成才。

生命的林子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们学习了杏林子的《生命生命》这篇课文。文中主要
写了飞蛾求生、瓜苗生长、静听心跳几件小事，让我感受到：
人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而不应该虚度年华、
无所作为。在我家的门前有一块草坪，草坪上长满了绿油油
的小草。有一天，一阵狂风过后，突如其来地下了一场暴雨。
风雨过后，我赶紧去看那些小草。呀，小草像被折磨得奄奄
一息了，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身子贴地。但是过了一会儿，
小草又慢慢地挺直了腰，尽管脸上还带着晶莹的泪珠。是啊，
小草没有鲜花那样鲜艳，没有白杨那样挺拔，可是它们的生
命力是那样顽强!

有一次，我在街上玩耍，偶然看见一只流浪猫，它好像在寻
找食物。我好奇的跟了上去，小猫来到一座平房前，用鼻子
闻一闻，有没有老鼠的气味。果然，它跟寻着老鼠的气味来
到了老鼠洞前。正好，一只小老鼠正在吃东西，看见猫来了
赶紧往回跑，不料还是被这只流浪猫抓住了。尽管，流浪猫
没有主人来喂养，但是它顽强的生命力已经足够维持自己的
生活了。张海迪阿姨5岁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身体瘫痪了。
但是她身残志坚，对人生充满信心，与病魔抗争到底。自学
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并攻读了研究生的课程。

她那种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虽然生命
短暂，我们却可以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我们一
定要珍惜生命，绝不让它白白流失，使自己活得更加光彩有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