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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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一

金色的鱼钩今天，我读了《金色的鱼钩》这篇作文，读后感
言我要来说一下。

书里主要讲了一个炊事老班长带着三名病号克服困难走出草
地的事迹，因为食物不够多，看着“我们”几个一天比一天
瘦，老班长去找野菜，挖草根，又用缝衣服的针烧红做了个
钓鱼钩去河边钓鱼，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鱼和野菜
汤给我们吃。“我们”病号们吃了一个精光，可老班长自己
不吃鱼汤，留给生病的“我们”，自己只能趁“我们”不注
意偷偷吃草根和鱼骨头和鱼刺。

读到这里，我在想鱼刺怎么能吃下去呀，会卡喉咙的呀？我
觉得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老班长舍己为人，忠于革命的精
神永垂不朽。

再想想我平时只吃鱼和肉，蔬菜也不怎么喜欢吃，而且还浪
费食物，一点也不知道食物的`来之不易，我终于知道了在那
个时候粮食多么的珍贵。现在的我浪费粮食是多么的可耻。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二

《金色的鱼钩》课文讲的是一位四十岁的老班长无微不至地
照顾好三个病号走出一望无际的草地而牺牲了自己的故事。



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千方百计地给三位病号吃上鲜美的鱼汤，
自己却不吃。病号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老班长的身体却
一天天瘦下去。当我读到老班长在吃剩下的鱼骨头和草根时，
我的眼泪便簌簌地掉下来。多好的同志，多好的战友，多好
的长者啊！

读完《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我的两眼湿润了。文章中那
一个个感人的情节不断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篇文章写的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所发生的一件事。主要讲
了老班长为了照顾作者与另而我呢？在现外两位小同志，自
己却牺牲了的故事。

当我读到老班长千方百计地给三位病号吃上鲜美的鱼汤，自
己却不吃。病号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老班长的'身体却一
天天瘦下去。当我读到老班长在吃剩下的鱼骨头和草根时，
我的眼泪便簌簌地掉下来。多么值得尊敬的老班长啊！为了
革命需要，宁愿自己吃尽苦头，也要保住几位小同志。那硬
梆梆的鱼刺，他是怎么咽下去的呀？在如此幸福的生活中，
还不珍惜幸福时光，回想起来，可真是惭愧啊！

平时，天天吃饭，我都要在桌子下面的地上“种”上一些饭
粒，尤其是一吃完米饭，饭桌上、地上，白花花的一片米粒。
有的时候，我要是觉得不好吃我饭菜，就背着父母半碗半碗
地倒掉。

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来的不容易，粮
食来的不容易，老班长吃的能和我们相比吗？他们为了我们
的解放事业，历尽了艰辛，现在，我多么希望能用我碗里白
花花的大米饭换过老班长手中的鱼刺啊！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三

《金色的鱼钩》课文讲的是一位四十岁的老班长无微不至地



照顾好三个病号走出一望无际的草地而牺牲了自己的'故事。

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千方百计地给三位病号吃上鲜美的鱼汤，
自己却不吃。病号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老班长的身体却
一天天瘦下去。当我读到老班长在吃剩下的鱼骨头和草根时，
我的眼泪便簌簌地掉下来。多好的同志，多好的战友，多好
的长者啊！

老班长处处为别人着想，处处为别人着急！为了让病号增加
营养，白天，老班长找鱼饵，钓鱼：晚上，眼睛不好使，还
用手摸野菜。钓到了鱼，就钓到了希望；摸到了野菜，就摸
到了可怕草地的边。

老班长，你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精神，你舍己为人的高贵品
质，你对工作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永远值得我学习。

老班长，你是我前进的丰碑。

指导：对课文有感而发有感而写很好的读后感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在电脑上看了一篇文章，叫《金色的鱼钩》，它让我
深深地感动了。

《金色的鱼钩》主要写的.是红军过草地时一位炊事班长为了
让三个病号走出草地，将仅有的食物让给病号，自己光荣牺
牲的故事。文章语言简练，朴实无华，记叙真实而生动，使
人仿佛置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当中，看完以后，我深深的感
动了。老班长呀，当指导员向你布置任务时，你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当三个病号吃不上东西时，你整夜合不上眼；当你
钓到鱼时，你让病号自己吃自己却吃剩下的鱼骨……老班长，
你付出了这么多，自己却牺牲了！难道你的身子是铁打的？
难道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不，不是这样！是革命精



神支撑着你，使你不顾自己，保护革命后代。文中说你死了，
可我认为你还活着。你的精神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老班长，我一定学习你那种先人后已、舍已为人的品质！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五

《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是在五年级下册语文书里的。当我
第一次读完这篇课文，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主要是讲在长
征时期红军在大草原行走时，上级派炊事班班长去照顾三个
病号。他们都叫他老班长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长就竭尽全力
去给他们寻找食物，自己却只能吃他们的残渣剩羹。日子一
天天过去，老班长越来越消瘦。在时间的摧残下，老班长病
倒了。临死前，老班长还不忘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但还是遗
憾的牺牲了。

其中令我最感动的是老班长捕鱼给他们做鱼汤吃，自己却只
能吃他们吃剩的鱼骨头。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令人敬佩，也
令人羞愧。和老班长一样的人在社会上也有很多，相反，我
们生活中还有很多自私自利的人。

像有一些社会上的黑心商家为了赚钱。不过消费者的安全健
康，使用地沟油等廉价原料，就只为了谋取从我们那获得一
点点小小的利润。他们虽然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他们的生活
是很不开心的。

我曾经认识一个爷爷，他每天靠捡破烂为生，日升而出，日
落而归，虽然每天可能都吃不饱穿不暖，但他仍然坚持为社
会做贡献，时不时的将自己的积蓄捐献给孤儿所。长征时期
那位老班长的这种精神在这位爷爷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从前的我也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但自从学了《金色的鱼
钩》，再仔细地观察生活，发现了，原来生活中那么多人都
如此无私，默默奉献着。在这些人的感染之下，我也逐渐改



正了自私的坏毛病，学会分享，乐于助人。向老班长学习那
种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精神，并在今后的日子里为班级默
默服务。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六

上学期我们学了一篇课文，那篇课文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
里,那就是《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

文中的老班长，为了照顾三个病号，自己却饿死了。老班长
呀，老班长，是什么力量使你为三个小病号奉献出生命的代
价？是责任吗？是革命交给你的责任吗？不，是你舍己为人、
为别人想的多，为自己想的少的精神！

老班长，你为何宁愿自己啃鱼骨，也不肯吃一口那算不上鲜
美却美味的鱼肉？就是这种舍己为人、为别人想的多，为自
己想的少的精神！是啊，长征和革命路上有无数的“老班
长”。正是“老班长” 的这种精神获得了更多人的生命，或
许他们会牺牲，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此刻，老
班长，你又是多么的伟大！

老班长，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正如你的称呼一样，你对待
三个小病号是多么的体贴。你作为老战士，永远是新战士，
不，是全中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如果没有你的这种精神，我
相信就不会有现在的新中国。

老班长，你看呀，那些“红领巾”正在帮助残疾人叔叔过马
路；那个小男孩正在扶起倒在地上的一排自行车。啊，老班
长，我相信你其实没有死，因为你的精神没有消失。

金色的鱼钩读后感篇七

当我学完《金色的鱼钩》这一课，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
的震撼。文中一件件感人的故事催人泪下，心中久久回荡，



难以忘怀。

红军部队过那辽阔的草地时，一位老班长为了几位小同志的
生命，为了让他们成功走出草地，不怕艰难困苦，经常抓泥
鳅钩几条小鱼，挖草根、野草熬汤，给几位小同志喝，他自
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早喝过了。”特别是，当我读
到老班长“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
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当战士们
把鱼汤端给老班长时，他却说：“别浪费了，我不行了。”
当我读到这里，不禁心里一酸，眼睛湿润了，心情难又平静，
老班长只为别人着想，就在生命最的一刻，也没喝一口鱼汤，
一个高大的形象，顿时浮现在我眼前，这是一位多么可亲可
敬的老班长啊!真令人敬佩!

此时，我不禁想起自己每天吃饭时总说这不好吃，那不好吃，
总剩下碗底，惹得妈妈生气，数落我。其实，我既不知“粒
粒皆辛苦”，又不懂今天甜蜜生活的来之不易，心中多么惭
愧啊!

老班长崇高的思想，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一个人在困境
中还抱有积极的态度，以自己的态度去感染别人，是别人精
神的动力，鼓起大家的勇气，去冲出草地!老班长将生命铺在
了胜利的道路上。临终前还口口声声地说，他没能完成指导
员交给的任务。他是多么热爱党呀，将生命都献给了党。他
的一生是问心无愧的，将生命献给了人类最美好的事——为
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他的精神是永存的，将会永远活在我们
心中。

走在革命道路上的先驱者们，放心吧，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
珍惜的，那长满红锈的鱼钩，今天会继续让它闪耀着金色的
光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