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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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
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们学习了一篇虽短，但却蕴含了人生哲理的课
文——《青山不老》。

主人公是一位外表、习惯平淡无奇的瘦小老头。你或许会问：
“他怎么了?不都和大街上的老人一样吗?”我会回答：“不
一样!”

老人家已经耄耋之年。平常人家的老人早已安享天伦了，可
老人家呢?如课文所说——“这是中国的晋西北，是西伯利亚
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冻、沙尘暴等与尚明作对
的怪物盘踞之地。”“15年啊，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
林带，3700亩林网。”这正是老人家的成绩。老人拥有幸福
的机会，并且机会一直在他面前停留，可他仍旧拒绝了诱惑。

或许会有人认为这样的.人傻，不懂的享受人生。但这其实既
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获得!别人或许否定这样的精神，但我
却要大声赞美这样的，如同青山一般万古长青的宝藏!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作者梁衡写的一文——《青山不老》，并深有
感触。

本文主要讲了：在中国晋西北，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这山沟里



任意破坏，也是干旱、霜冻、沙尘暴等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盘
踞之地，风大的时候，能把牛马等大牲畜吹得向后倒退，有
时能把它们卷上七八米的高空再抛下来这么厉害的风暴，使
那坐在作者对面手端一杆旱烟袋的`瘦小老头，竟创造了这块
绿洲。

读完课文，我觉得老人很伟大，为了让这里不再有自然灾害，
就组织了七位老汉治理这条沟，现在有五人离世了，他最可
敬的老伴也同样过世了，老人在这样失去老伴而又孤独的环
境下，并没有放其他植树的选择，他的女儿特意来接他去享
清福，可他也没有走，那清闲安适的生活他却不要，20xx年，
他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700亩林网，这个奇迹
太了不起了，而且还用林业资助每户村民都买了一台电视机，
是啊，老人为了村民，什么都能奉献出去。老人用自己的勤
劳创造了绿洲，用有限的生命创造了无限的价值，生命的意
义在青山中得到了无限的扩张，而且将随着青山永远不老，
青山也是不会老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老人这种伟大的精神。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三

读了《青山不老》这篇文章，我为文中的老人而感动。

老人留下了青山，绿化了环境，最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造
福了人类。20xx年竟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700亩
林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院子外面绿意浓浓的山林景
观，展示了一幅改造山林、美化家园的喜人画卷，喻示老人
绿化山林、改造山沟所取得的成绩;接着作者从两方面补充介
绍了山林改造的背景状况：通过山沟的大环境的恶劣险峻，
来衬托改造山林的艰难困苦20xx年竟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
防风林带，3700亩林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是啊，青山不不会老的，老人的宏伟设想，是多么的伟大，



他为了要栽树，他的女儿三番五次想把他接到城里享清福。
可是，他每一次都没有去，是因为他把树木当作成自己的朋
友和亲人，他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愿意离开树木。他创造出
了一个又一个地神话和奇迹，他虽然是一个老人，但是，他
仍然很坚强，他想自己爬不起来的时候，才放弃栽树。他对
树有着多么深厚得感情。青山上得树木都是他用辛勤得奋斗
而换来的，他什么也不后悔，因为他有树木来陪伴他，他不
会觉得孤单。

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我们的植树英雄：马永顺。国家
需要木材，马永顺伐树36500棵。他为了补回这些树，每年都
种百分之三十。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也要保护地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才能造福自己的
子孙后代。这样人类可以继续住在这个星球上。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四

本文主要讲了：在中国晋西北，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这山沟里
任意破坏，也是干旱、霜冻、沙尘暴等与生命作对的怪物盘
踞之地，风大的时候，能把牛马等大牲畜吹得向后倒退，有
时能把它们卷上七八米的高空再抛下来这么厉害的风暴，使
那坐在作者对面手端一杆旱烟袋的瘦小老头，竟创造了这块
绿洲。读完课文，我觉得老人很伟大，为了让这里不再有自
然灾害，就组织了七位老汉治理这条沟，现在有五人离世了，
他最可敬的老伴也同样过世了，老人在这样失去老伴而又孤
独的环境下，并没有放其他植树的选择，他的女儿特意来接
他去享清福，可他也没有走，那清闲安适的.生活他却不
要，15年，他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700亩林网，
这个奇迹太了不起了，而且还用林业资助每户村民都买了一
台电视机，是啊，老人为了村民，什么都能奉献出去。老人
用自己的勤劳创造了绿洲，用有限的生命创造了无限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在青山中得到了无限的扩张，而且将随着青山永
远不老，青山也是不会老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老人这种伟大的精神。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五

《青山不老》写了：老人为青山付出了许多年青春，把青山
变成了美丽的绿洲。

老人不仅留下了青山，还与环境作斗争，绿化环境，保护环
境。老人不容易才绿化了青山，造福人类。如果我们破坏环
境就对不起老人了。老人的女儿几次让老人享清福，但老人
都不答应。老人一定想，自己还活着这段时间，得多种树，
造福人类。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不顾自己为别人着想。

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我们的植树英雄：马永顺。国家
需要木材，马永顺伐树36500棵。他为了补回这些树，每年春
季都植树。1982年马永顺还有8000棵树没栽上。有人劝
他：“你种那么多树要享清福了。”但马永顺坚决不要。他
坚持义务植树40年，栽了五万多棵树。最后就成为一名植树
英雄。

我明白了要保护地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才能造福自己
的子孙后代。这样人类可以继续住在这个星球上。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六

读了《青山不老》这篇文章，我感触颇深。

在中国的晋西北地区，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的地方，哪
里的环境条件非常恶劣，是大风、沙尘暴等的盘踞之地。在
这么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一个八旬的老汉竟创造了绿洲。，
绿化了8条沟，造了7条防风林带，3700亩林网，这是一个多
么了不起的奇迹啊！

老人年年老瘦小，失去同伴，孤苦伶仃，只有屋后的青山和



他做伴，青山上他亲手种下的一颗颗绿树与他为友，她在山
中的生活过的单调而乏味。早起、吃饭、种树、吃饭，晚上
吸一袋烟，睡觉。这就是老汉的一天，他完全可以下山在女
儿家里享清福。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想，他要一直种树，直到
他爬不起来为止。

这位可敬的.老人已经与他屋后的青山融为了一体，青山就是
他的生命。他开辟山林，绿化家园的精神就像那屋后的青山，
永垂不朽。

我相信，青山是不会老的！

青山不老的读后感篇七

《青山不老》这篇课文用清新的笔调向我们描述了一位山野
老农，面对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辛，义无反顾地
投身到植树造林工作中，用15年的时间在晋西北奇迹般创造
了一片绿洲。

读了这篇文章，我明白了：要保护地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才能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

我们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事。植树英雄：马永顺，义务植树40
年，栽了五万多棵树，将生命献给青山。

这些人使我感动。老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这片绿洲，用有
限的生命创造了无限的价值。老人与青山亲密无间，老人是
青山的一部分，青山也是老人的一部分。青山不会老；老人
也不会老——因为他有着对生命的热情追求和执着坚定的精
神，还有，他实现了他的价值。

听众读后感

《南丁格尔》读后感



《尊严》读后感

先生读后感

《格局》读后感

今天读后感

《伤逝》读后感

《水浒》读后感

《传奇》读后感

魔镜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