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优秀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一

《桃花源记》陶渊明用淋漓尽致的词句构造了一个多么宁静，
祥和，美丽的世界!读完后，细细品味，感触很深。

故事的开头，“忽逢桃花林”，这时眼前一亮，又往下
读“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暗暗感叹桃林的美丽，如果能
一饱眼福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渔人向前探去，一幅幅
如画的田园生活展现在眼前：“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源中的人见渔人有好奇、惊异却不害怕，
反而热情的招待他。听完渔人的讲述，源中人送渔人离开，
却叫他不要与外人讲他们的事。当然，渔人没有承诺，可在
他寻找时却迷失了方向。后来名叫刘子骥的人也寻桃花源，
最终却寻病终。

我想，桃花源中的人为何不愿外人知道他们的事呢?而渔人又
为何违背诺言呢?原来这一切皆因渔人的“具言所闻“”。那
时苛捐杂税繁重，连年战事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说
起严苛的捐税和残暴的统治并不是那时才有的。早在春秋时
期，孔子见一妇人，因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被老虎咬死而痛哭，
他问妇人为啥不搬走，结果妇人却说无苛政，原来残暴的统
治，严苛的捐税远比老虎要可怕。

桃花源的生活是和平安逸，没有战争，并且环境优美。所以
桃花源中的人并不愿意有人来打扰他们的生活。可谁又不向
往这样美好悠闲的生活呢?于是渔人回去便告诉了太守，也想
与桃花园中的人同往。



因此，我们不能让这种丑陋继续蔓延下去，我们要创造一个
全新的社会，把坏思想排斥出去。我们要根生蒂固的维护国
家之间的友谊，继续促进国家之间的友谊，像“地球村”一
样互通无阻，和平共处。这样，地球就会变成一个真正
的“桃花源”。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二

读书，当然必不可少。但你如果走出课堂，又了解多少？为
了让自己活跃在课堂之外，我的读书经验开始一点点的增加。
课堂上的书让我知道基本知识而我却更需要课外的学习。休
闲之余，手捧一本书，每一本名著里面都隐藏着人生的真谛 。
我喜欢探索，那书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美丽故事，感化着我
的心灵。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气馁，一次又一次的灰心时，是
书，把我从失败的泥潭中拉扯出来，让我驶向胜利的彼岸。

书，成了我形影不离的伙伴。我会在书包里放一本散文，学
习之余，阅读两三篇。那可真是一种享受呀！盘学回家后，
做完繁忙的功课。在看一本经典名著。我如痴如醉，似乎忘
了妈妈催我吃饭的声音。

现在，书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朋友。它就像一日三餐一样重要，
它是我学习、生活的精神粮食。一本书读完。回忆起故事中
的美好情节，我还真想成为书中的主人公，去经历一次探险，
去干一件大事。从此，书中的人物成为了我的榜样，是我肩
负责任感。

书，从白纸黑字感化到我的生活，让我懂得了礼貌；让我勤
奋刻苦；让我光明做人。可以说，书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
如果我失去了书，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在我五年的读书生
崖中。它还真为我增添了不少快乐，也帮我解决了不少烦恼。

曾经，我为了一丁点小事和同学发生口角，我们争吵不休，
谁也不肯让步。回到家，我不经意间捧起一本书，读完后，



我感慨万千，顿时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和睦是最美好的时刻，
我们要珍惜。

除此之外，面对学习，我真的觉得自己快被其他同学追上了。
于是，我开始自暴自弃。那几天，我烦燥不安，读书不专心。
做事神情恍恍惚惚。又是书，告诉我不要气馁，镇静下来，
勤奋刻苦，我一定行的。果然，我开始恢复到正常生活，重
新振作精神。向新的课程进发。

书，为我的生命增添了光彩。它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是我
永远的伙伴！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三

读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后，我的灵魂会情不自禁地跟
着他走进那个人间仙境。那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有的`只
是快乐和谐的生活。我经常幻想着那样的人间仙境。

但这仅仅是幻想，当回过神来，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因为现实中的世界距离那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相差甚远。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明白了关爱森林，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带着弟弟到室外散步，我们沿着荷
花塘走过，微风拂面，淡淡的荷叶清香中夹着柏油的气味，
原本令我心旷神怡的舒适感一扫而光。这时我想到这附近的
一片竹林，如果它还存在，那么还能够闻到竹叶的清香呢。
但是，此刻大部分的气味都被尘土的气息所代替了。当今，
随着科技的发展，工厂越来越多，排放的气体严重污染了环
境，还有各种车辆排放的尾气，使原本就污染严重的环境雪
上加霜，想起这些，心里一阵遗憾。

夜幕如期降临，我和弟弟沿着原路回到，弟弟突然停止了脚
步，我问他：“你怎样不走了呢，天快黑了。”他指着一只
打转的鸟儿说：“姐姐你看，是小鸟，好可爱呀，也在做游



戏吗？”我说：“可能是吧。”他想了一会儿，看着我
说：“怎样只有一只呢，其他小鸟呢？它是不是找不到妈妈，
找不到家了？晚上会害怕吗？”应对他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愣
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观望四周，那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
竹林，之后为了造路、建房，竹林变成了柏油路与居民区，
或许这只鸟儿正如我弟弟所说的那样失去了家园，无家可归
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弟弟的问题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失
去了家园的何止是这一只小鸟呢，有多少小动物无家可归，
有多少动物濒临灭绝或苦苦挣扎在生死边缘，这都是人类所
赐。

渐渐地我开始进入梦乡，我仿佛变成了刚才所见到的那只鸟
儿，来到了一个人间仙境，这儿晴空万里、山清水秀、我在
这蔚蓝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往下看，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四季如春的气候，在阳光的照耀下，
花儿显得分外鲜艳。那里的生活十分和谐，人们都是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不分四季的辛勤劳作，享受着劳动与大自然
的喜悦。

不知不觉我来到了一条小溪边，看到一个小孩正在喝溪水，
还跟他的同伴说：“这水好清，好甜呀。”穿过小溪来到森
林，那里的树林郁郁葱葱，为了小动物们遮风挡雨，森林里
一片和谐的景象。这时，听到一棵小树苗说：“那里的人们
是多么注意保护我们，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小动物
们建立了一个和谐美丽的家园。”离开森林，来到街上，那
里一片热闹和谐的景象又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时，我突然听到一阵铃声，原先是闹钟响了，这只是一个
梦而已，我回忆着刚才这个美丽的梦，心想如果现实世界有
那么的美该多好。此刻大面积地森林被砍伐，环境被破坏，
如果再不关注森林，保护环境，我们将会像小鸟一样失去我
们的家园。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四

有一位千古文人叫做陶渊明。有一位武陵人，捕鱼为业。

有一个地方叫做桃花源，有一个心愿叫做留下来。

你是否还有时间，能够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容我讲述一遍《桃
花源记》的故事？渔人来到这亦真亦假的世界，来到这如梦
如幻的地方，“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食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中做，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那里，他过上了一种在那战乱
纷飞的境地，永远无法奢望的梦想生活。桃花随风凌舞，一
片片的花瓣轻点舞步，沾湿了他的肩头，也沾湿了他的心房，
只可是，他却没有发现。

只待离开，才开始醒悟。源中老人苦苦相劝，“不足为外人
道也”他却始终忍不住和其他人说，人们只当他发梦。在赋
税繁多，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人们早已失去了梦想，那样完
美的一个词汇，仅有被无情的点点啄碎。

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走了。与其离开后无尽的悔恨，果
断的选择留下来，在如此纯美的地方，能够拥有一亩田地，
一处宅院，捕鱼为生。

有些际遇，其实一生真的仅有一次。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五

学习了《桃花心木》这一篇文章，我深受感触。温室里的花
固然美丽娇艳，可是如果有一天离开了温室到大自然中去，
它却经不住与风吹雨打而夭折了；而那些原来就生长在大自
然中无人呵护的花儿，来到这世上反而会拼命扎根，获取水
与养分，照样可以开出鲜艳的花朵。即使大风大雨来了，根
深蒂固，越长越猛。



挫折可以说是一种财富，笋芽儿经历层层挫折冲出了土壤，
获得了春风的轻拂；蝴蝶冲破了蚕蛹的禁锢，得到了阳光的
沐浴；鸣蝉经过挫折冲破蝉蜕的束缚得以感受微风的凉爽。

挫折好比是一块磨刀石。经历的挫折越多，如果次次都努力
克服挫折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也会变得更加有毅力，
更加自信，不被一时失败而失去斗志。挫折是雕刻人生的一
把利刀，是砥砺人生的青石。战胜了挫折，就会拥有无比坚
强的信念，战胜了挫折人生便会向高山攀登，发出灿烂的光
芒。

古之成大事者孙斌，被锯断了双脚受尽磨难，却写下了《孙
子兵法》；越王勾践受尽了耻辱，卧薪尝胆，最后打败了吴
国；我国古代伟大的儒学之祖孔子一生困苦，最终创立了儒
学派；爱迪生发明电灯不知尝试了多少次，受尽了无数挫折，
终于发明了电灯；张赛通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经，郑和七下
西洋，苏东坡吟唱大江东去……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在挫折与
磨难中成长出来的。

在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里，要想成功，要想有所
作为，必定要承受重重无奈与挫折。我们面对挫折是迎刃而
上还是退缩躲避，这决定了人生之价值。世上没有一条道是
一马平川，也没有什么阳光大道与艳阳天，人生的道路就是
无比坎坷的，人生之道铺满了荆棘，但是只要我们敢于面对
挫折，勇于战胜挫折，就会活得精彩。

《桃花心木》中的桃花心木，懂得只有克服挫折才能精彩的
活着，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也可以生存下去，把根扎得深深
的，长得高高的。

我们只有感受挫折，拥有挫折，迎接挫折，战胜挫折，生命
才会更加灿烂与辉煌。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六

渔人的好奇心帮助他找到了理想国，好奇未必能害死猫，有
时也许能找到桃花源。

作者对通往桃花源的过程描写非常科幻，“仿佛若有
光”，“初极狭，才通人”等都很写实。那么最后见到的理
想国是怎样的呢，土地、屋舍、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这都是物，从今天来看，土地代表空间，屋舍也
许就是高楼大厦，良田是农业，美池可以垂钓，可以洗浴，
可以泛舟，桑竹都是可用的东西，而鸡与犬，都是家中必备
的东西，就像是现在的电脑和汽车。理想国里的人，都忙着
种作，显然都不是闲人，衣着吗，很潮，很哈秦，老人小孩
都很快乐。

然后就是相遇了。乃大惊，外星人见到地球人也会惊恐的，
但是非常有礼貌，非常豪爽，杀鸡作食。很温暖的是“村中
闻有此人，感来问讯”说明大家都很相识。然后大家竟然都
不知道外面朝代的更迭。村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真是好客，都争着邀请到家中来，招待他。但最后还是有人
说：“不足为外人道也”说明他们也是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那么离开的时候，渔人还是不舍这个地方，希望能回来。所以
“处处志之”最后他很功利地叫太守来，但是迷路了，理想
不适宜于功利。

刘子骥，高尚士也，这一段只是为了增加整个故事的真实性，
就像电影的最后要加上一段，某某多少年后怎么样了，读后感
《桃花源记的读后感》。

桃花源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自由的理想
化的世界。陶翁理想中的桃源世界诞生于公元421年,也就是
他辞去县令归隐（405年）后的第16年。桃花源里的此情此景
也许就是陶渊明归隐生活的写照。其实，桃花源是当时人们



逃避现实社会的“避难所”。

诗人把它描绘成一个自由而理想化的王国，形成了与现实社
会并存的，又相对立的与世隔绝的理想乐园。这不能不说这
是陶渊明的伟大创举，诗人描绘出人类理想社会的雏形。它
有点类似于英国作家莫尔笔下的“乌托邦”（莫尔的《关于
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益又有趣的金书》
写于1515-1516出使欧洲时期），但要比“乌托邦”早一千多
年。

以作家的年龄比，陶渊明是莫尔的爷爷的爷爷了，所以，可
以说陶渊明是人类理想王国的鼻祖。“世外桃源”至今已流
传了一千五百八十多年，仍然令现在许多人向往不已。这样
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是陶翁当时创作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会大大地超越作家当时创作意图），
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这究意为何呢？经过反复思考，
本人感悟有三：

第一、人的本性就是向往平等自由，追求和谐快乐的幸福生
活。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真谛之所在！人是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

第二、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私欲的存在，就始终存在剥削、
压迫、侵略、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等等背离人性的行为。因
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在所难免。“强者为王”，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亡者不逃则死！俗话说：俺惹不起，躲
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躲到那里去呢？！陶令不知何处
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第三、桃花源是一种意境，是一种理想，是一个美梦，是一
个精神乐园。未必要苦苦寻求！只要心中有“佛”，与世无
争，天下为公，乐在其中！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难免有现
实和理想的冲突，当你对现实感到无奈的时候，就会想跳出
这个圈子，寻求自己的理想王国。这也许就是桃花源流芳千



古而不朽的魅力之所在。我想，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桃花
源也许永远是正直而失落者的追求目标！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七

“不只是树，人也是一样，在不确定中生活的人，能比较经
得起生活的考验，会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确定中，
就能学会把很少的养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生长。”是
啊，树和人一样，务必找到一个属于自我的很少的养分。

依靠父母并不是我们的本性，在父母温暖的怀抱、在不确定
的生活中度过，那我们再会永远有一颗依靠心，永远不会独
立自主。

要想获得自主的潜力，务必经得起不确定的生活的考验，从
而让自我对事物和道理有更深的了解。

在生活中，我们有事不能总是靠父母，我们就应学会自我解
决。

在学习中，老师不就像是一位辛勤的种树人，不停的帮我们
批改作业、纠正作业，朴实无华的老师日日操劳却没有怨言，
这让我们也对老师产生了依靠心。

我们就应像桃花心木那样，锻炼出一颗独立自主的心，在不
确定中学会把少量的水分转化为巨大的能量。

桃花心木依然在成长，而我们也和桃花心木一样渐渐长大，
但，辛勤的“种树人’也永远栽培着我们。

依靠的心往往会使我们经不起生活的考验，而独立自主却会
让我们显示出勃勃生机、优雅自在。

桃花心木伴我们成长!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八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课文的题目叫做《挑花心
木》。学完了这篇课文，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很多同学在家里什么事都仰仗父母，在学校任何问题都依赖
老师，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性。

在父母的怀抱中度过，在一种不确定的生活中生存，我们则
永远会有一颗依赖的心，当有一天这种依赖不复存在，我们
就会像高个子种的树一样，莫名其妙地枯萎。

在家里父母什么也不让我们干，老是把我们放在安乐窝里，
能不养成依赖的习惯吗？

我们总依靠父母，无论在做什么事，总是喜欢选择诉说，向
父母说明困难，而不去自己动手解决。日常的杂事，也少不
了父母的帮忙，不管现是用餐还是娱乐，父母的关怀和照顾
总是无微不至。”

看看吧，在学校里，老师又在不停的催促。帮助我们批改作
业、纠正错误。他们不就像辛勤的种树人吗？朴实无华的老
师，往往日夜操劳。而我们也总依赖着他，让他总有操不完
的心。

其实，父母和老师都知道，要想获得自理能力，必须经过生
活的考验，拥有不确定的生活。从中我们才能加深对事物的
认识，对生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一些看似简单的物质，更
会有深刻理解。

读三月桃花水读后感五百字篇九

今天我们学习了《桃花心木》这篇课文，我们不得不认同这
篇文章的一切是那么优美，这篇文章给人的启示太多了，还



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后来，我知道了这句话的意思：“不确定中”就是在前方不
确定，不明白的时候。如果人在长时间不确定中生长 那么这
个人一定会得到很多的东西，会有许多的能力。人是这样的 ，
树也是这样的，它们的前方不确定，可能是洪水、也可能是
干旱、暴雨······一切都是未知的，如果树在这种环
境中生长，他就会不断的寻找能量，能量虽然只有一点但是
顶过这样天气的一定会加这种能量转化为巨大的能量，努力
生长。

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什么都帮我，我就什么都让妈妈做，
而自己却什么也不干。自从学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自立自强!一定要在不确定中努力成长，练就自立自强
的心，不再让父母辛苦，就是自己失败了也要坚强，我也要
向前!我不是枯竭的树苗。

《桃花心木》这篇课文教会了我一个道理：生活中，一定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独立自主。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是这样的吗?只要你在不确定中坚强生长
自身一定会变化许多，成长不少，在不确定中学会自立自强
也一定会感受不少，成长不少。我要在不确定中成长，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