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土豆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
来看看吧。

老土豆读后感篇一

老板于是说：“李四，你现在到集市上去一下，看看今天早
上有卖土豆的吗？”一会儿，李四回来汇报：“只有一个农
民拉了一车土豆在卖。”

“有多少？”老板又问。李四没有问过，于是赶紧又跑到集
上，然后回来告诉老板：“一共40袋土豆。”“价格
呢？”“您没有叫我打听价格。”李四委屈地申明。老板又
把张三叫来：“张三，你现在到集市上去一下，看看今天早
上有卖土豆的吗？”

张三也很快就从集市上回来了，他一口气向老板汇报
说：“今天集市上只有一个农民在卖土豆，一共40袋，价格
是两毛五分钱一斤。我看了一下，这些土豆的质量不错，价
格也便宜，于是顺便带回来一个让您看看。”

张三边说边从提包里拿出土豆，“我想这么便宜的土豆一定
可以赚钱，根据我们以往的销量，40袋土豆在一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全部卖掉。而且，咱们全部买下还可以再适当优惠。
所以，我把那个农民也带来了，他现在正在外面等您回话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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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土豆的故事

在美国的佛伦萨州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

总经理没有马上回答哈里的问题，而是意味深长地对他
说：“这样吧，公司现在打算预订一批土豆，你先去看一下
哪里有卖的，回来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于是，哈里走出总经理办公室，找卖土豆的蔬菜市场去了。

半小时后，哈里急乎乎地来到总经理办公室，向总经理汇报：
“二十公里外的集农蔬菜批发中心有土豆卖。”总经理
问：“一共有几家卖土豆的？”哈里挠了挠头说：“我刚才
只是看到有卖的，没有留意有几家，你等一会儿，我再去看
一下。”说完又急乎乎跑出去。

二十分钟后，哈里喘着气跑回总经理办公室汇报，“报告总
经理！一共有三家卖土豆的。”总经理问：“土豆的价钱是
多少？三家的价格都一样吗？”哈里楞住了，挠了挠头
说：“总经理，你再等一会儿，我去问一下价格。”说完，
又要往外跑。这时，总经理叫住他：“你不用再去了，你去
帮我把约翰叫来吧。”

三分钟后，约翰和哈里一起进了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先对
哈里说：“你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吧。”然后对约翰说：“公
司现在打算预订一批土豆，你去看一下哪里有卖的？”

四十分钟后，约翰回来向总经理汇报：“在二十公里外的集
农蔬菜批发中心有三家卖土豆的，其中两家是0.9美元一斤，
但一个老头的只卖0.8美元一斤。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土豆，发
现老头的最便宜，而且质量最好，因为他是自己农场种植的。
如果我们需求量大，价格还可以优惠，并且他有货车，可以



免费送货的。我已经把老头带回来，就在公司大门外等着，
要不要让他进来具体谈一下？”

总经理说：“暂时不用了，你让他先回去吧。”于是约翰就
出去了。

这时，总经理才对看着目瞪口呆的哈里问：“你都看到了吧！
如果你是总经理，你会给谁加薪晋职呢？”哈里惭愧地低下
了头。

老土豆读后感篇二

黄蓓佳阿姨一直是我的偶像，她写的每一本书我都有看，都
非常的喜欢。去年暑假，我读了她的一本长篇著作《亲亲我
的妈妈》。我读完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黄蓓佳阿姨用她娴
熟细腻又附有暖意的笔法勾勒出了一个个人物的形象，使人
读完后流连忘返。

这本本书荣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江苏
省优秀图书奖，人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
创工程图书，20被评为全国“十大童书”。

读完这本后我还意犹未尽，书中波澜起伏的剧情，人物的性
格特征，这是百看不厌。我真佩服黄蓓佳阿姨，能给我们带
来这么好的阅读书目。

想到这里，我又想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虽然不像书中舒
一眉那样冷，却和舒一眉一样有爱子之心。天下哪有妈妈不
爱自己的孩子?回答是没有。虽然每位妈妈的性格、面貌不同，
但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而且爱得深，爱的浓。这些爱孩
子们可能不会察觉，还可能会嫌妈妈唠叨，这样就大错特错
了。每位妈妈表达爱的方式不同，所以孩子们就不会都察觉
到。比如我的妈妈，在我睡觉的时候总是会在深夜看我一眼，
帮我盖上蹬掉的被子，帮我调试合适的温度，即使这些症状



我都没有，但她还是持续着这种习惯，可能是亲眼看着自己
的孩子入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还有一次，我没有跟妈
妈说，便跑到了同学家去玩，妈妈看见我不见了，焦急万分，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她挨家挨户的敲门、打
电话，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可见我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妈
妈就像一只老母鸡，保护着小雏鸡。那次我在同学家玩了很
久才回来，妈妈训斥了我一顿，可我觉得这刚进的话语中还
包含着一丝牵挂。

老土豆读后感篇三

“酸辣土豆丝、牛腩土豆、土豆泥、薯条、荔枝肉……”这
些美食均是我们家的家常菜，而这些美食都离不开土豆。土
豆是我们家热衷的食材，一家人都很爱。

土豆又称马铃薯、洋山芋,它的营养价值极高,富含有大量的
蛋白质、b族维生素、维生素c等,能促进脾胃的消化功能.土豆
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宽肠通便,帮助机体及时排泄代谢
毒素,防止便秘。土豆也有降压作用,深得高血压者的钟爱。

那么，营养价值这么高,老少皆宜的土豆是怎么由来的呢?

德国视觉大师克里斯托弗·尼曼开启艺术脑洞,他著作的绘本
《土豆国王》，全文用土豆来创作土豆的故事。会诙谐的方
式来演绎土豆如何摆脱被嫌弃的命运，如何一步步成为人们
餐桌上离不开的美食。画面好笑、搞怪，却又富含深义。

国王腓特烈二世想在全国推广土豆，最开始他直接下达命令，
然而臣民都觉得这个东西长得奇怪，味道也奇怪，谁也不敢
尝试。国王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他命令士兵们日夜保
卫土豆田。

臣民们心里想，“如果一种蔬菜都需要国王派兵保护,那它一
定是个大宝贝。”就这样，土豆被成功地推广开来，如今它



已是我们餐桌上离不开的美食。

也许这个故事只是个传说，但也说明了土豆推广的不易。18
世纪晚期，全欧洲还是只有极少数人喜欢吃土豆，法国国王
路易十六将土豆花别在扣眼里，并特意向他的臣民们展示，
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特也用土豆花来装饰她美丽的头发。

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了法令，要求她的臣民们种植
土豆块茎，但是这项沙皇的命令却遭到了臣民们的无视。

的的喀喀湖畔是人类最早种植土豆的地方，迁移那里的印第
安人不但在7000年前驯化了野生土豆，而且利用当地昼夜温
差大的特点，发明了保存土豆的特殊方法。他们在寒冷的晚
上把土豆放在室外，冻成“冰疙瘩”，到了白天又让它们解
冻。如此冷冻——解冻——再冷冻——再解冻反复多次，土
豆变成了一个个又黑又硬的“丘纽”，能够保存十年甚至更
长的时间。这是最原始的“冻干食品”，这种食物在印第安
人的历史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土豆也是从这里,走向欧洲,
从欧洲走向世界。

老土豆读后感篇四

《小土豆泥历险》是杨红樱的著名作品，里面的一段《小鬼
头胜过大鬼头》故事让我深有感触。

这段故事讲了一个小偷到小土泥家偷东西，被小土豆泥发现
了，小土豆泥不慌不忙，跑到六楼观察小偷的一举一动，记
住小偷的长相。小偷走后，小土豆泥悄悄地跟着，摸清了小
偷的底细后立即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要他们马上报警，最
后小偷被捕了。

读了这段故事后，我认为小土豆泥不仅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
子，他更是一个有理智的孩子。在遇到危险时，他很镇定，
他没有和小偷殊死搏斗，因为他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他也



没有大声叫喊，因为这样会吓走小偷。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勇
敢和机智。

读完故事，我不禁想起一件事：有个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
路上遇到几个中学生，被他们敲诈勒索，这个小学生大喊大
叫，结果被中学生打得鼻青脸肿，真可怜。如果是我，我会
像小土豆泥一样冷静下来，先讨好他们，告诉他们我身上没
带钱，再哄他们说我爸爸妈妈不在家，我可以回家拿钱给他
们。等他们进了小区，我再大声叫喊，让保安叔叔抓住这些
坏蛋。

读故事不仅能得到乐趣，更能增长我们的智慧，真是“开卷
有益”啊。

老土豆读后感篇五

我今天在网上看完《会唱歌的土豆》这本书，心里激动万分，
真希望能随着古丽娜他们一块去探险，走过辽阔的草原，穿
越纵横险峻的天山，经历古堡之夜的阴冷，毒蝎叮咬的痛苦，
悬崖余生的后怕，遭遇狼群的惊险……当他们终于发现土豆
会唱歌的奥秘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真为他们高兴，
同时深深地佩服他们的探险精神。

是啊，大自然有多少奥秘等着我们去发现，去探索！古今中
外，许多伟人都具有探险精神：李时珍走遍名山大川，尝遍
百草，写出了《本草纲目）；徐霞客游遍大江南北，考察河
流山川，写出了《徐霞客游记》；郑和七下西洋，为中外经
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一生奉献给了全人类，
他们的一生也就是探险的一生，这种勇于探险的精神不正是
我们所要学习的吗？当我兴冲冲地把想法告诉爸爸时，他却
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探险与冒险只是一线之隔。我
陷人了沉思，试想：如果阿墩摔下悬崖，如果丹丹中毒身亡，
如果他们走不出迷谷……只要其中一个实现，那就是不可弥
补的悲剧，将给家庭带来多大的痛苦啊！这次探险就毫无意



义，就是最大的冒险了！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分寸，不能盲目
模仿，不能走过头，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人是要有一点探险
精神，探险不一定要冒险，应在大人的带领下进行科学的考
察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敢于解决问题，勤动脑筋，其实也
是一种探险精神。

没想到看了这本书能懂得这么多的道理，我不禁想起了一位
名人的话：“只有勇于探险的人，才能攀上科学的高峰，莽
撞和冒险对科学是毫无意义的。”让我们学习书中古丽娜他
们的勤于思考、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探险精神，但不能盲
目模仿。我们做事要有目标，有计划，争做新世纪的好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