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沙子和泥土的阅读理解 泥土的记
忆平凡的世界读后感(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沙子和泥土的阅读理解篇一

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不得已，一件事的存在只是为了
去挤压另一件事。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放弃些什么。

孙少安的一生经历的太多，他每天在人生的低潮高潮里来来
回回。为了生存，为了改变艰苦的生活环境，他开始孜孜不
倦地干活，成长让他失去了爱情，而值得庆幸的是，他和秀
莲也算是“一见钟情”，婚姻美满的滋润让他尝到了爱情的
美好，妻子对他的爱与支持让他大胆地去拼搏，去赢那属于
自己的未来。就这样，潮起潮落。你听，风在哭泣，他在诉
什么，有一位质朴的农民遭遇暴雨了;你听，风在欢笑，它为
什么笑?那位质朴的农民又开始奋斗啦!幸福的生活永远不会
太过长久，接踵而来的又是命运无情的打击。失去了什么，
又得到了什么?在那么贫穷的生活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冲垮
了少年坚硬的脊背，而他却没有哭泣，一直强忍着，在那场
风暴中，我听见他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确，
暴风雨更猛烈了，原以为赚了钱，一家人可以快乐的生活，
妻子却没了。呵呵!是可笑，还是可悲。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
穷富世袭之说，也永远没有成败之说，有的只是我奋斗我成
功的真理。我坚信，我们的命运有我们的行为决定，而绝非
完全由我们的出生决定。”古人也有云：“我命由我不由天。
”



孙少安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一个伟大的真理：除非你放弃，否
则你就不会被打垮。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风雨来临之日是
怎样的胆怯，更夸张的还有人去跳楼，这是对自己生命的不
珍爱，当我们抱怨生活带来的忧愁，有可曾会记得那些淹没
在历史的泥土中的那些传奇人物，他们的一生有很多值得我
们去借鉴。所以，忘记一时的苦感，去寻找永恒的快乐吧!

孙少平和孙少安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他们都想让生活过得
幸福些。为了美好的'明天，他只能去打工赚钱，他唯一的好
处就是上过高中，闲暇之时，给身边的人讲讲书中的故事。
每个人的成长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而这个故事
就是他和田晓霞的爱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可
以命运之手一直在辗转反侧，又有谁能捉摸透呢?我很佩服田
晓霞，他可以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只为相爱之人能够相守，
可惜“多情自古伤离别，好梦由来最易醒”。有人说：“为
了救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而牺牲了自己，就一定是一个好人。
”能够在有生之年痛痛快快的爱一场，已经足够了。

爱人的离去打碎了一场繁华的美梦，命运由着太多的替身，
而我没却看不见。用一份乐观的心态去看待，就是过去的已
经过去了，一段感情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感情的开始，人也
不能总沉溺于过去，这样永远都走不到未来，我庆幸孙少平
没有这样，田晓霞的出现是他一生中做美丽的时光，而失去
了就是失去了。

在孙少平身上，我又看到了一句话：“事实的真实本不以我
的意志为转移，哪怕我不情愿，却又能改变什么呢?”龙应台
曾在《菩提本非树》中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一条线往前
走，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是啊，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人生有太多的记忆，我们无法释怀，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给予人的一份特别的物。

愿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沙子和泥土的阅读理解篇二

有这样一种味道：清香馨和，却又涩涩的；有这样一种感觉：
踏实温暖，而又平平无奇；有这样一种情怀：魂牵梦萦，叫
人终生不舍······这一切的一切，源于泥土，泥土作
文800字。

泥土不解释自己的宽度，并不影响它容纳万物；泥土不解释
解自己的厚度，但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泥土不解释自己的
渊博，并不影响它是万物之本的地位。世间万物，除了天空，
大概只剩泥土了吧。天空给人以高远莫测，虚无飘渺的感觉。
恰恰相反的是，泥土给人以和善，平易，像母亲一般的感觉。

我们都踩在黄土地上，志存高远。所谓“不飞则已，一飞冲
天”。当我们乘着东风，踏着青云登上高处的天空，我们梦
里向往的.天堂里时，蓦然回首，原来心里挂念的是那片孕育
了我们生命的土地。我们总是这样，在到达了梦想的彼岸之
后，又会在梦想的彼岸怀念着自己挣扎着要飞离的另一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爱这土地爱得深
沉！”先哲告诉我们，唯有最虔诚的爱，才是对土地最好的
回报，800字作文《泥土作文800字》。芸芸众生，试问谁能
做到众生平等？泥土。泥土做到了。在土里，茄子爱长多大
就长多大；藤爱爬多高就爬多高，要是天空愿意收留，也可
以长到那里去；向日葵有追求太阳的权利，即便是一颗不知
名的小草也有长高的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因为它们生于泥，
长于土。

泥土孕育了万物。莲，出于淤泥；杨柳扎根于地；那片金黄
色的稻穗也向往泥土——弯腰了；梅，傲立于雪地之中。即
使当今社会，也片刻离开不得土地。在黄泥土上，万座高楼
拔地而起；参差不齐的农家小院平地而起；即便是水泥钢筋
也得从黄土地中炼取。



泥土是我们一生的见证。它承载着我们年少时的点滴；记录
着我们峥嵘的岁月；也收藏着我们对光影流年的感
慨······只要用心去阅读，总会发现到自己在这片土
地上曾经清晰地，在自己身上的，或大或小的往事。

泥土也是世界万物的归宿。落红化作春泥，归于泥土；落叶
寻根，归于土地；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最后要扎根于泥；天
涯游子终究要回归故里。

泥土于我们来说，就是落叶对根的情意。

感觉平淡，却说不完。——尾记

沙子和泥土的阅读理解篇三

在书那浩瀚的海洋中，有许多感人涕下的书，也有许多振奋
精神的书，也有爱国爱民的书，而我，最近却读了一篇催人
泪下的文章，虽然只有一篇，可也是我深受感动。

我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孟郊的一首诗“慈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
草心，报得三春晖。”无论母亲身在何方，她的心始终伴随
着你，心里牵挂的始终是她的儿女，无论发生什么事，她维
护的始终是自己的孩子，一刻都没有变过。

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的妈妈。别人都说，女儿是妈妈的
贴身小棉袄，而妈妈也对这件“棉袄”关怀备至。我是住宿
生，所以一定要准备好一周的“作战准备——---零食”，而
这一重大的使命落在了妈妈的肩上，于是，妈妈利用午休的
时间，陪我去逛超市，在超市里拣拣这个，看看那个，满心
欢喜，嘿，反正，又不是我付钱！加油买！

我沉迷在书的世界里，我开心，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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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子和泥土的阅读理解篇四

在第一单元的考试中，我觉得《泥土》的这篇课文不错，下
面是我的读后感。

只要写了儿子在城里输光了一切，回到家，母亲挖了块泥土
给儿子，母亲在暗示儿子，要像泥土一样坚强，不放弃，后
来，儿子从泥土上学会了踏实、坚韧、诚恳，后来得到了成
功，但是儿子回来觉得自己有钱，很傲慢，母亲又给了他一
块泥土，泥土又仿佛再告诉儿子，做人要自然，要低调，不
能在高处摔下来……后来儿子的有钱的朋友都从高处摔下来，
而儿子则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他还常说：“再把土扔了，就
等于扔掉了整个人生。”

我也见过这样类似的事情：那天我叔叔带我去他家，来到他
家，看到他儿子在因为不会做题而烦恼，但他还是去努力思
考，如果是我，我可没这么多耐性，早就去问爸妈了，他这
种精神好听敬佩的，过了一会儿，他看着一篇课文(我也偷偷
看)，里面说一个小男孩，因为做不好美术老师给他布置的作
业，被同学取笑，他心想：我不能放弃，我已经再从中知道
了坚强，坚持不懈的含义了，我要加油!在几个星期里，男孩
日夜练习，最后他做好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艺术品……看完这
故事叔叔的儿子变得有自信了，他想：对，做什么事情都要
心平气和，要坚持不懈!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他终于把作业
写完了。

结合上面的主要内容和事情，我知道，人不能自卑，做事要
坚持不懈，自然，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都会成功的。

保护国土人人有责，因为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乃至全民族的



利益，我们一定要注重预防啊。不能做表面治理背后污染的
傻事，那样和自欺欺人没什么两样。人类只有一个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地球，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脚下的每一份土地。

沙子和泥土的阅读理解篇五

在阿富汗，这个终年炮火纷飞的地方，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
片土地，家破人亡的惨剧每天都在发生，这里每天都有很多
难民逃离自己的国家，躲在巴基斯坦的泥土城里，等待着国
际救援组织的微薄救助。等待，成了这些难民的日常，他们
没有工作、没有食物、也没有生命力。

故事里的小主人公肖齐亚是一个14岁的女孩，她也是一名被
救助的阿富汗小孩，深深地被束缚在寡妇之家的泥土墙内。
大人们有他们的准则，只会告诉她应该做什么，而她却有着
自己的希望。一张法国薰衣草田的照片，点燃了肖齐亚的希
望之光，点燃了肖齐亚对奔赴大海、逃离泥土城的希望，为
此她踏上了一段逃离泥土城的历险。在逃离的过程中，肖齐
亚到达了车水马龙的白沙瓦(巴基斯坦城市)，在集市找工作
换食物、习惯白沙瓦的节奏，融入捡垃圾的小孩子们、习惯
孩子们的规则，被冤入狱的恐惧颤抖，重获自由进入围墙内的
“天堂”，她都一直保持着一种冲劲，这是希望带给她的原
动力。

围墙内的“天堂”是一对美国夫妇的豪宅。肖齐亚被这对美
国夫妇救出监狱，带进了围墙内的“天堂”，给了她干净的
衣服和食物、给了她柔软的床，汤姆和芭芭拉(美国夫妇)告
诉她，他们是愿意分享的。只是，这份分享是有限的，是部
分的，在肖齐亚邀请脏小孩、孕妇老人进入到围墙内，分享
食物、衣物和玩具时，这看似慷慨的分享，变成了华丽却虚
伪的仁慈面具。肖齐亚被重新送回了寡妇之家。希望被打回
原点，这真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

好在，孩子从来不绝望，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或者否定，也湮



灭不了他们的希望，他们会挣扎、对这世界发出呐喊。看书
的过程，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法国之行能成吗?作为一个成
年人，我知道从阿富汗去法国需要多大的成本，会认清这份
希望的假象。这一追逐的过程中，肖齐亚害怕、哭泣、烦躁、
沮丧，新奇的事物与外界的规则倾轧着她的固有信念，这一
切都在逼她思考、逼她成长。难民们无所作为地等待、每天
都有人在死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寡妇之家的薇拉夫人选
择与护士们返回阿富汗救助伤患，促使肖齐亚改变决定追随
薇拉夫人的脚步，但她仍相信自己还有、去完成法国之行。

孩子们或许懵懂，但他们不会坐在墙角等待，他们好奇着外
界的一切、他们追问着一个又一个新奇的故事，他们每天都
在行动，在寻找不一样的答案，这就是孩子们的希望。这也
是未来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希望。

第一次看关于阿富汗的故事，关于这世界上仍处在战争与迫
害的国家的故事。我愿意让孩子们看一看这一本书，告诉他
们这世界的不同样子，告诉他们成长是带着梦想、带着希望
一路上披荆斩棘的一段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