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草房子的读后感 写草房子读后感(汇
总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写草房子的读后感篇一

艾地苦香

苦艾飘香，撒落一地的残黄……

映入眼帘，是满目的凄凉，那么，沉睡吧，继续。

艾地，依旧；苦香，依旧；只是人，走了吧？对，离开了，
就像那一缕头发，随着剪刀刀刃上一抹光圈的划过，落下。

这，就是所谓的幸福吗？

对，所谓的幸福！

的确，当一个老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对上如此残酷
的事实，她，还能怎么样？又能怎么样？撒泼吗？世人都以
为她就是一个发疯的老婆子，可是，谁又会懂她？谁又会听
她的碎语，细细的飘洒在苦香里，久久的，久久的浓郁。

直到，那个穿过艾地，带了一身淡淡苦香的孩子，轻轻地叫
了一声“奶奶”，她才知道，原来，梦已死，心还在！

所幸，当油麻地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一次又一次的在
是与非之间徘徊，秦大奶奶，终于走进了每个人的心，也把
每个人，装进了曾经封闭的心里。



她被救了上来，听到很大声，很大声的呼喊，“奶奶”“奶
奶”……

所谓，灵魂，摇曳。

红门残影

风吹起如花般破碎的残年，吹乱了一地的残影，昔日的发繁
盛，如今，只余下那落寞的红门，连人，也冷清了。所谓的
世道，就是这么无情吧！

他爱他以前的生活，太爱太爱，以至于，在知道再也不能读
书时，就那么放纵了自己。

他没错，他有什么错？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仅此而已！

静夜，当孩子们玩累了离去，他拾起他们玩剩的小棍，胡乱
的挥舞，是，他在发泄，发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甚
至，他可以去讨好他们，他的心伤了，真真正正的伤了！

随父亲去养鸭，他即使有万般的不愿，又如何呢？他杜小康
绝不是低头认输之辈，放鸭，可以！他闭上眼睛，想象着昔
日的红门，那么，回去后，一切都会回来的，对吧？杜小康
静静地扬起嘴角，会回来的！一定会！

现实，还是一如既往的残忍。

没了，一切都没了，他和父亲的心血，就被那一阵狂风，彻
彻底底的吹散了，同样，吹散了他所有的希望，梦想，果然
是这么的容易幻灭！

他和父亲回到了油麻地，他还是杜小康，永远是杜小康！

可是杜小康，你知道吗，人定胜天，你，绝非池中之物！



希望你会记得，你是杜小康，就算失败了也不会哭的杜小康，
永远出类拔萃的杜小康，永远不可一世的杜小康！

药寮飘香

“师母，这个书包送给桑桑吧，书包是我妈做的，可结实了，
能用很多很多年。”纸月把“很多很多年”重重地说着。桑
桑的母亲把纸月拥到怀里，轻轻地留下了眼泪，是啊，很多
很多年！

桑桑坐在河边，默默地想着一些事情，也许，以后，没时间
想了吧？柳柳乖巧的在他身边蹲下，“哥哥，妈妈为什么总
是哭？”“因为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我一个
人……”桑桑的声音仿佛来自虚空，虚弱到令人抓不住。

“柳柳，我带你看城！”

柳柳很开心，也很害怕！他怕哥哥会一不小心倒下来，哥哥，
看上去，好弱小，弱小到柳柳想保护他，哥哥，好让人担心！
柳柳咬着指头跟在桑桑后面，一脸的高兴，也有担忧！桑桑
要带柳柳去看城墙，他看着小小的妹妹，又看看高高的城墙，
硬是将妹妹拉上了自己瘦弱不看的背，一步一步的爬上去，
冷汗，流下。桑桑又想起了温幼菊在药寮里唱的那首无词歌，
他轻轻地哼了起来，柳柳不再挣扎，安分的趴在他背上，她
好怕看见这样的哥哥，好怕！

纸月的外婆死了，桑桑站在桥这边，看着桥那边的纸月，她
用白布条扎起了小辫，一步一步消失在桑桑的视野里，纸月
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和慧思和尚一起，消失了，似乎是
一对父女，在一个地方住了一阵子，又搬走了一般，很平常，
很平常！桑桑看着小荷尖尖，突然感觉它就像纸月一般，在
他眼前晃过，再晃过，每一次，都紧紧的牵动着他的心！

桑桑脖子后的肿块越来越来大，身体清瘦得出奇，眼睛在瘦



弱的脸上显得尤为的大，空洞得让人心疼。

“我快死了，对吧？”桑桑这么想，他不想说出来，尽管这
样，很难受，很难受！

桑桑想过要争取，纸月说的“很多很多年”，他不想让纸月
失望，“纸月，纸月”桑桑默念着这个名字，是啊，纸月希
望他活很多很多年呢！

桑乔带着桑桑连续找到了那个传说中很神的老者，这是希望，
只要有一点希望，桑乔就不会放弃，一定不会！

“不过是鼠疮罢了！”

老者摸了摸桑桑脖子上的肿块，微微的一笑。

“鼠疮？”“对”

……

桑桑终是好了，那肿块奇迹般的消失，一切都好了，都好了！

只有桑桑知道，他已经死过一回了，那种感觉，他永远永远
都不会忘，不会！

桑桑要走了，到另一个地方，另一个，不叫油麻地的地方！
桑桑久久的坐在屋脊上，油麻地，蒋一轮，温幼菊，杜小
康……还有纸月，再见，再见了！桑桑闭上了眼睛，牢牢地
告诉自己，“这儿，是油麻地，是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有
一个油麻地小学，有好多好多的草房子，有纸月，有杜小康，
还有桑桑，桑桑……”



写草房子的读后感篇二

记得曹文轩叔叔说过一句话：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
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成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不衰老
的，那就是美。

的确，曹文轩叔叔的书中语言的表达都充满了美。

最近，我读了曹文轩叔叔写的《草房子》这本书，书中的内
容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

我不仅仅被它的魅力吸引住了，还被故事里面的情节深深感
动了。我与文中的小主人桑桑同乐同悲。当看到桑桑生病时，
我眼眶湿润了，心里不由担心起来，怕桑桑会死掉，真心希
望桑桑可以平安度过。

写草房子的读后感篇三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但在关键时刻父爱和
母爱一样的气吞山河。

桑校长便是一位好父亲，在《草房子》这部电影中，他既是
一位山区孩子的好校长，且是个孩子心中的好父亲。桑校长
在孩子们心中树立着光辉的榜样。

他年纪轻轻便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开始对其子十分严厉，但
在一次意外中，其子不知得了一种不愈之症，桑校长带着病
危的儿子四处寻医访药，最后还是在老天的感动下一位老先
生的帮助下得以康复。

这种朴实而真诚的父爱不正是我们这代青年人所应具有的吗？

想想电影中的桑校长，自己非但没有在儿子最困难的时候遗
弃放手，而是在背后默默的为儿子的生存发展绞尽脑汁。



当儿子看到好友杜小康因家变失学落魄到摆摊为生时，儿子
毅然将父亲多年授奖的本子拿来我小康抄写课本。父亲不知
情的条件下打了儿子，得知实情后的父亲心痛如刀割，但面
对儿子的病情桑校长以顽强的勇气承担起了一个父亲对儿子
的职责，毅然用真爱的伟大来拯救病危的儿子，亲情——父
爱，在这一刻得到了伟大的诠释。

“父爱如山”不假，但此时此刻它以不再单纯，得以真爱的
它立升“父爱如山，危机之秋，更显大爱。”

草房虽陋，人心却澈。父爱的感人形式让我们遐想的心灵顿
时成熟，以至于更加关注父母对我们付出的那份爱，想到这
里我惭愧不已。

写草房子的读后感篇四

《草房子》是着名文学家曹文轩撰写的一本儿童读物，它语
言优美、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叫桑桑的男
孩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小学生活。小说通过秃鹤、纸月、
细马、杜小康四个同学性格特征、家庭背景和学习生活的描
写，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以及同学间
互帮互助的感人场景。

“秃鹤”是一个秃顶的孩子。随着日子的流逝，六年级
的“秃鹤”感觉到了自己的秃顶使学生“戏弄”的对象。自
尊心受到了伤害，秃鹤为此做出了反常之举。他用不上学了
逃避同学异样的眼光，用生姜擦头希望在七七四十九天后长
出头发来，用戴帽子企图遮掩自己的秃头。当这些都使自己
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时，他索性在“广播操”比赛这样的
重大日子里，把自己头上的帽子甩向了天空，导致全校的广
播操失控，而错失了“第一”的荣誉，“就这样，秃鹤用他
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与侮辱。”即使秃鹤用
这样严重的错误来报复别人对他的侮辱，但是，孩子还是纯
真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来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



的尊重。可喜的是，他还是有着强烈地集体荣誉感，当他们
学校的文艺演出缺少一个秃头的演员时，他毅然站出来，承
担起了这个重要的角色，而且把这个角色演得一丝不苟，活
灵活现。秃鹤在演出中感悟到了，只有为集体做好事才能得
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尊重。

每一个孩子的心都是纯真的，他们的“忍不住的笑”“厌恶
的眼神”也并不含真正的“恶意”，从孩子的世界中体验到
了什么是真，什么是纯。一个是身有残疾的“秃鹤”，另一
个是美得让人忍不住有保护欲望的“纸月”，纸月正如她的
名字，是一个易碎品，纸月的一手好字，纸月的掉眼泪，纸
月的笑声，纸月的温柔，纸月的沉默，纸月的倔强……都给
桑桑带来了莫名的感觉，不由间有了自卑的情绪和对抗的情
绪。这一切在作者的笔下描写的是如此的真实，又如此的唯
美。虽然纸月是个私生子，但是在孩子们的眼中，并不影响
纸月的善与美。

孩子的世界是纯真的，从孩子的眼中体验到了什么是美，什
么是善。

而细马是一个领养来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感觉到
了被别人排挤，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在新的生活面前，他选
择了逃避。他拒绝和同学交谈，选择了与养为伍，开始了自
己的放养生活。但是孩子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与同伴交流的。
当他能听懂当地的方言时，他用笨拙的“骂人和打架”，希
望得到别人的“招惹”，以泄他对在教室里读书孩子们的嫉
妒。虽然他本能的抵触他的养父母，计划着有一天逃离这个
地方。当养父母家的房子被水淹没后，养父病逝后，养母受
不了一连串的打击疯了后，细马毅然地挑起了这个家，承担
起了照顾养母的责任。

孩子的世界是纯真的，从孩子的行动中体验到了什么是忧伤，
什么是勇气。杜小康的生活更有戏剧性的变化，从原来的全
村首富，一夜间变为负债累累，小小的孩子确实承受的太多



太多。一个整天穿着干干净净的孩子，过着无忧无滤，有求
必应的生活。他的生活受到孩子的羡慕，优异的学习成绩，
口袋里有各种各样的零食，能够骑着罕见的自行车穿梭于孩
子们游乐场。这样的孩子，肯定是孩子们的“孩子王”，享
受着至尊无上的地位，即使做游戏也往往是“将军”“司
令”的领袖人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优裕的生活竟在一
夜间毁了，因为父亲生意的失败，致使这个孩子的优越感全
失。孩子不适应是肯定的，但是，还是勇敢的承受了。陪这
父亲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放鸭失败后。父亲垮了，但是孩子却
勇敢地站了起来，继承父业，在学校门口摆起了小摊。

曹文轩在这里显然是把草房子作为一种美好的象征。人的少
年时代是人生阶段最有朝气，也最可珍惜的时光，活在这个
季节里少男少女是人类生命力的一种象征。作者在书后“代
跋”里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是的，这样一个命题，
是时下儿童文学颇值得关注的，在一个不易被感动的时代里，
为孩子们写作，是一件不易的事，今天儿童文学并不沉寂，
但能感动儿童的有多少呢？真情和新鲜哪个更能吸引孩子的
目光？我想《草房子》也许能感动一些孩子，书中对人性中
病疾、困厄、理解、帮助等永恒的东西所倾注的感情，孩子
们能从这些生动可感的文字中收获许多。

写草房子的读后感篇五

曾经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的《草房子》，以主人公桑桑
的角度，回忆他在油麻地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他的
几个小伙伴成长的经历。

这本书里，几个主人公的成长和自身的遭遇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桑桑的成长和他的病有联系，纸月的成长和她“无
父”的遭遇息息相关，那么杜小康的成长，亦和她的家庭一
落千丈有很大联系。

失败的来临，和杜雍和的家庭困境一样来得令人猝不及防。



曾经是杜雍和宠爱有加的独子的杜小康，曾经是草房子领头
羊的杜小康，曾经是人人钦羡不已的大班长杜小康，现在只
能为拯救家庭，而踏上重振家业这条路。

如果将杜小康的人生比喻成一条线，那我相信，这条线一定
是起伏不定的。曾经的杜小康站在人生的顶峰，有许多同学
羡慕他，崇拜他，他却高傲，目空一切。后来，他家衰败了，
他不得不终止学业，和父亲一起去芦苇荡放鸭。鸭在一天天
成长，杜小康也在一天天改变。当鸭子长大时，杜小康也懂
事了，成熟了。不幸的是，鸭子吃了人家的鱼苗，他们的鸭
被扣留了。这对人生中屡屡受挫的杜雍和，是一个很大的打
击，但杜小康没有放弃，他放下优越感，不怕别人笑话，来
到油麻地小学门口卖一些小物品，来补贴家用。

对于杜小康而言，那以孤独为底色，由芦苇、鸭子、水、暴
风、骤雨、寒冷、饥饿等所构成的荒无人烟的世界，已经成
为他人生中一份难以磨灭的经历，这段经历既困扰、折磨着
他，又教育、启迪着他。换句话说，发生在芦苇荡的种种经
历，是杜小康此生最宝贵的经历。

三国时期，曹操的主簿杨修与杜小康的经历相似。杨修很有
才干，总能化解曹操留给他的难题，但他高傲，目空一切，
恃才傲物。他认为，曹操不会杀他，且恰恰相反，一个帝王
不想让人读透他的心思。杨修最终还是引来了杀身之祸。

杜小康的经历，告诉了我们两个恒久不变的道理，一是没有
一个人的人生总是处在顺境；二是顺境时，不能有优越感；
处在逆境时，不能放弃，要向杜小康那样迎难而上。

花开亦有花落时，但花落也有重开时，你要相信自己，相信
花一定会绽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