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狗屋绘本读后感(汇总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就
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一

小学遍布天下，但没有一所小学能和油麻地小学相提并论。
它藏着无数个故事，藏着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更藏着孩子
那一张张似花朵般的脸庞和他们一个个优异的成绩。

可真实的生活告诉我，我是和“童年”二字永别了……但我
好想对天空高喊一声：“童年拜拜！”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二

读完《草房子》这本书之后，我顿时觉得生活中其实有无穷
的乐趣，只要你愿意去发现它。《草房子》主要写桑桑在油
麻地小学读书期间发生的事，里面有许多趣味的人物，比如：
奇思妙想的桑桑；友好的秃鹤；秀丽的纸月；慈祥的秦大奶
奶；严肃的桑乔；骄傲的杜小康；美人白雀；幽默的蒋一轮
等。

桑桑的奇思妙想是我最喜欢的，在天气十分热的一天，他为
了在学校增添一道风景，竟穿着棉衣棉裤大摇大摆地走在学
校里。

杜小康家是油麻地最富裕的，所以杜小康在别人面前都很骄
傲。

纸月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面色红润。身体很健康。



秃鹤叫陆鹤，因为他是个小秃子，所以大家就叫他秃鹤了。
他倒也不介意。

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很严肃。他十分注重荣誉，他很
爱面子，如果谁犯错误了，丢他面子，他就会狠狠的批评他。

当我读到最终一章时，我十分激动。桑桑得了一种怪病，脖
子上长了一大块肿块。桑乔带着他看过油麻地的所有医生，
他们都说桑桑没救了，估计他活不了几天了。最终，有人说
一位医生能治好这种病，桑桑才化险为夷。

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都应当坚强的活着！这是我最大的感
悟。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好本书的名字叫做《草房子》。

那讲的是：在1962年，14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
在那发生了一件件有趣的事。

读了这篇课文后，令我最难忘的人是杜小康。杜小康是油麻
地的富贵人家，但他没有因为富有去欺负那一些穷人家的孩
子，他常常助人，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坚强。

几年后，杜小康也了一个穷人家，他并没绝望，而是跟爸爸
去卖鸭子，虽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却越来越坚强。

我觉得自己跟杜小康差远了，一点也受不起失败。

这本书，不仅让我看的津津有味，还让我变得坚强了。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四

童年令人回味无穷。这几周我看了一本童年的小说《草房
子》，讲的是主人桑桑刻骨铭心的小学六年生活的启蒙教育。

在他们眼里，桑桑并不令人羡慕，但桑桑毕竟是校长的儿子，
他们又有一种仰视桑桑的感觉。

油麻地并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片连着一片的金色草房子，
也未免有点偏僻。可是并没有令人不舒服，这里的人反而比
城里的人更幸福。孩子们嬉戏打闹，大人们时不时聊聊家常。

桑桑是个长相平平成绩一般的普通学生，却富有感情。当有
人欺负纸月时，他独自对身强力壮的三个男孩子；当杜家噩
运降临时，桑桑对杜小康伸出援助之手，因此桑桑生命垂危
时，在承受病痛的煎熬时，很多人将力量献给了桑桑，使他
有活了下去的勇气。桑桑的父亲桑乔是个十分看重荣誉的人，
经常打骂桑桑，使桑桑常常吃不消，可当生命摇摇欲坠时，
桑乔变得和蔼可亲。那把谁都碰不得的枪重新换上了子弹，
桑乔实现了桑桑梦寐以求的打猎的愿望。那根因打桑桑被磨
破了的木棒结了蜘蛛网。我真佩服桑桑能忍受病苦与绝望，
他竟然能谈笑自若地面对。

桑桑最终告别了与他朝夕相伴的草房子，但他对童年的记忆
是不可磨灭的。《草房子》让我回忆起我那金色的童年，让
我回看过去，展望未来，我想象雄鹰般划破苍穹。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五

《草房子》是曹文轩叔叔纯美小说系列之一。用诗一般美丽
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副百看不厌的江南水墨画：金色的
草房子，苦苦的艾叶，静静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这
就是油麻地。这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孩子：顽皮、聪明的桑
桑，秃顶的陆鹤，不幸的杜小康以及柔弱、文静的纸月，他



们是那么纯真、善良，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人性之美的光辉，
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纯净的美。文弱、恬静、清纯、柔和的纸月，不仅学习好，
而且生性善良、懂事，她是那么完美，她的一言一行，一颦
一笑，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感染和改变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仿佛是真善美的化身：桑桑变得干净了，不再抢妹妹的饼吃
了，吃饭也变得文雅了，不再把桌上洒得汤汤水水，当桑桑
得了重病的时候，她用眼神鼓励他，默默地送去一篮子青菜
和鸡蛋，把妈妈亲手缝制的书包送给桑桑：书包是我妈做的，
可结实了，能用很多很多年。纸月把“很多年很多年”重重
地说着，把自己的祝福和关心送过去。

读纸月的时候，我常常在心里和她做比较，看我离她有多远，
我也要像纸月一样，做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珍惜现在，珍
惜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最好，
对别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平时要谨言慎行，也许我不经
意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改变一个人。

执着、倔强的美。陆鹤是个秃顶的孩子，常常被人戏弄，陆
鹤十分苦恼，孤独，常常坐在河边偷偷的哭泣，想尽办法掩
盖自己的缺陷。但他从不放弃对自己尊严的守护，勇敢的承
担了学校参加汇演的秃头角色，并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让同
学和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也明白了，只有付出，才能让大
家改变对他的看法，只要心灵美，再丑陋的形象也会散发出
动人的光芒。

在陆鹤身上我懂得了，尊严的伤害并不是不成功的理由，只
有自己尊重自己，才是最好的解药；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我们要善于发现别人的美，欣赏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勇
于承担，坚韧无比的美。杜小康家曾经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人
家，生活在高大阔气的红门里，但是一夜之间，父亲病了，
为了给父亲治病，他的家里变得一贫如洗，学习成绩名列前
茅的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和父亲一起到离家很远的大芦荡



里去放鸭，当他们的鸭终于下蛋的时候，又不小心把鸭放进
了别人家的鱼塘，吃光了人家的小鱼苗，鸭子和船统统被扣
留了，他们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但杜小康毕竟是杜小康，他没有自己怜悯自己，更没有让别
人来怜悯他。他用稚嫩的肩头毅然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
学校门口摆起了小摊，让每个人都看到了他坚韧之后的美丽
与优雅。杜小康的故事告诉我，富有的时候，不能浪费，不
能高傲自大，贫穷的时候，也不要自卑，尽自己所能，克服
种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

成长的美。这一切看似平常的往事深深地触动了主人公桑桑
的心，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他再也不会抢了陆鹤的
帽子，挂在高高的旗杆上，再也不会把父母的蚊帐拿去捕鱼。
他帮细马放羊，陪孤单的秦大奶奶聊天，卖掉心爱的鸽子，
把钱借给杜小康当做生意的本钱，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上学，
最终战胜了病魔，考上了中学。

这就是人性之美散发出来的独特力量，《草房子》用这些最
纯真的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充
满了酸甜苦辣，苦难和幸福犹如白昼和黑夜一样，永远与我
们相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要满怀希望，
微笑着去面对。我们就是这样一天天的长大，每个人都不例
外。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读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书名叫做《草房子》。

《草房子》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作者是曹文轩。这本书
曾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第九届冰心儿童图书奖大奖等。

这是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



作品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六
年中，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
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
年与厄运相拼时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
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
生命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又充满诗情画
意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
桑的世界里。这六年，是她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草房子》这本书，作品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感。叙
述风格谐趣而又庄重，整体结构独特而又新颖，情节设计曲
折而又智慧。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情感日照冷漠
的当今世界中，也显得弥足珍贵、格外感人。通篇叙述既明
白晓畅，又有一定的深度。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读这本好书。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七

一群个性鲜明的孩子，一件件有趣的事，一幢金黄的草房
子……构成了曹文轩的纯美小说之一——《草房子》。这里
面有淘气、机灵又坚强的桑桑，懂事的杜小康，文静的纸月。

每当我拿起这本书时，都会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像迷路的人
找到了地图和指南针，像饥渴的人得到了食物和水，像怕热
的人找到了阴凉。

桑桑是我印象最深的人，他得了鼠疮，勇敢地接受了火针，
喝了很多苦药，一点儿都没拒绝。最后从死神的手掌中逃了
出来。他的坚强令我敬佩。

回想自己的岁月长河，几乎没有几分是坚强，平时遇见一点
儿困难就退缩。但前段时间，疫情还很紧张，医护人员们每
天只有四小时休息；过年时，他们连个报平安的电话都没时



间，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么任劳任怨地工作？是坚强，坚强
是一种品质，坚强是爱产生的。当然，坚强的不只是医护人
员，还有深夜站在路口的志愿者，他们主动站出来，力所能
及地帮助他人。以前的烈士们也是这样，他们当时的环境非
常非常艰苦恶劣，但他们没有屈服，英勇战斗。小英雄雨来
面对敌人的'毒打，也没有屈服。我也要像他们这么坚强，做
更好的自己。

坚强非常可贵，如果没有坚强，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让
我们坚强起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八

《草房子》是一本儿童读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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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学生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孩
子的心底还是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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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文轩把桑桑的生活描绘的淋漓尽致。有些情节甚至好
像以前在我身上似的。看到有趣的情节，我会一起笑；看到
感人的情节，我也会流下一滴滴泪。作者也花了的笔墨描写
了纸月小姑娘。纸月身子弱，在她原来的板仓小学有人欺负
她，大费周折的转到了油麻地小学。纸月很受大家欢迎，她
字写得好，学习好，也经常在学文艺表演时看到她的身影。
桑桑是校长的儿子，纸月的家离学校太远，有紧急情况就在
桑桑家住下，两人便成了好朋友。后来纸月因病去了别的城
市。

秃鹤秃头每天上学要带个帽子，同学们拿起他的帽子来回乱
丢，把秃鹤绕的来回乱跑。看到这儿，我就笑了起来，可我
又担心秃鹤能找回的帽子。真是的心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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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屋绘本读后感篇九

我看了老师推荐的《草房子》。

草房子写得很纯真，很适合我们看。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
《秃鹤》。

秃鹤本叫陆鹤，但是他没有头发，头是光秃秃的。所以，大
家讥讽他，就叫他秃鹤了。

有些人很感兴趣，想摸摸他的头，他也很乐意。但是来日方
长，他渐渐觉得自己的头很宝贵了，就让他们拿东西来换摸
他的头。可是没人付得起，还被人喊小秃子。

他好难过，他常常在小镇水码头最低的石阶上，望着波光粼
粼的湖水发呆、流泪。

学校举行会操，那是这一带小学每年都要举办的活动，每次
油麻地小学都会取得好名次。

老师不让秃鹤去做操，可秃鹤却偷偷的去了。老师无可奈何，
只好让他戴帽子去。可是会操的一半，他摘下帽子，成为了
大家的笑柄。因为他，油麻地小学第一次取得最后一名的坏
成绩。

大家开始不理他，不关心他，无视他，就连老师和校长也是
一样。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小组，他的老师也排斥他，没人关
心他被狗咬了，同学们还当着他的面说的坏话。他好自卑。

秃鹤是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孩子，这样的人在同学们中间是
最醒目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个人，可能
爱流鼻涕，可能视力不好，可能听得不是很清楚，也有可能
长的不太好看。



但是，他却凭着自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丑，
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尊严的执著坚守上的。可见，孤单、尊
严的伤害并不是不成功的理由，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解药。

其实秃鹤并没有什么，其实就是不太美观。秃鹤之所以要戴
帽子，是为了遮掩自己的不足。其实，戴上了还更引人注目。
在他们的心里，都是最脆弱的，最需要我们的精心灌溉，而
不是一句接着一句的讽刺。

但是，他却凭着自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丑，
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尊严的执著坚守上的。可见，孤单、尊
严的伤害并不是不成功的理由，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解药。

我们不应该嘲笑他们的，一些东西也不是他们的错。正如海
伦凯勒所说的：“一个人感到有一种力量让他去翱翔时，他
是不应该去爬行的。”

向我们的学校的特殊班级：特教班。这个班是专门收养智障
的班级，我们经常对他们背后骂他们神经病，对他们指指点
点。好在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要不他们一定会很惭愧，
很自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