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房子读后感 草房子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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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空房子读后感篇一

1、在这扇神秘的红门里，到底隐藏着些什么？以前，拥有的
是甜蜜和欢乐，银铃般的笑声始终伴随着杜小康；现在，一
片凄凉和忧愁笼罩着门庭，形影不离的只有一阵阵的烦恼与
焦虑。

从一直娇生惯养的小少爷变成一个有书不能读的穷苦儿，从
趾高气扬降到低声下气，尽管杜小康不愿接受，但事实强迫
他担负起了家庭中的一份责任——与爸爸一同去放鸭，寂寞、
孤单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一次次的暴风雨和艰难挫折，也使
他越来越坚强。眼看着一只脚跨进了成功的大门，又一次的
破产让他爸爸一病不起，而杜小康却总冷静地对待这一切，
困境让杜小康长大了，变得沉稳、镇定，长成一个小小男子
汉了。

是什么让杜小康懂事了？不是一味地溺爱，不是得意地炫耀，
更不是舒适的生活，而是挫折，是困难，是逆境，没有经历
过痛苦的生活，怎会领略幸福的可贵？没有尝过贫穷的无奈，
怎会懂得金钱的不易？圆满的人生，不是拥有一切，得到一
切，而是在逆境中学会坚强，学会做人。坎坷的人生道路，
崎岖不平，就如月缺月圆，但是，你不会说月亮是阴暗的，
因此，人生中的转弯和改变，也是有意义的。

就如上次，，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满怀希望地去竞选大
队委员，最后，我却落选了。这一小小的失败在我的心头蒙



上了一层阴影，也让我有一段时间提不起精神。可换个角度
想想，我并不是十全十美啊，同学们不选我，定是我有什么
地方做得不够好，我必须再接再厉，争取做得更好。因此现
在，我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地做好中队长的本
职工作，不断提高，不断进步。

挫折就如人生路上的绊脚石，虽擦破了点皮，却收获了一种
坚强。

让我们在困境中崛起，在挫折中进步。

2、合上《草房子》，我心潮起伏，《红门》这篇文章里的杜
小康的命运真是悲惨呀！

《红门》是作家曹文轩小说《草房子》里的一个章节。主要
讲的是“红门”杂货店老板的儿子杜小康原本过着富裕、快
乐的生活，可是有一天爸爸得了重病，为了治病，他家用光
积蓄，还欠下了累累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只好让退学后的
杜小康和爸爸一起，到荒芜人烟的苇荡去放鸭子。不料，鸭
群误入鱼塘被扣留。这几个月虽然一无所获，但杜小康却从
中得到了生活的启示。

是啊，这艰苦的几个月的生活怎能不给杜小康启示呢？

在苇荡放鸭时，有一次，他们准备将鸭群赶进鸭圈时，天气
骤变，狂风大作，受惊的鸭群四散跑开，俩人废了九牛二虎
之力才赶回大部份鸭子，杜小康趁着天还未黑尽，去寻找遗
失的鸭子，这一夜。他迷了路，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这件
事让杜小康明白：应该面对生活中的风雨——这正是许多同
龄孩子还不能明白的道理。

每件事都有两面性，我们既要在坏事中保持乐观的心态，让
坏事变成好事，也要在好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让好事
变成坏事。



空房子读后感篇二

细马，一个特殊的孩子。他被因膝下无人承欢而寂寞无比的
邱二爷邱二妈带到油麻地。对他而言，一切都是陌生的，也
是新奇的。初到这里，他就因无法与人沟通而陷入了无助与
孤独，他希望自己被这个新集体接纳，可是失败了。于是他
渴望离开，渴望回到他熟悉的江南。孩子都是希望获得集体
归属感的认同的，当这个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会表现出
强烈的抗拒，常常内心失落。但在大人眼中，这总是有着种种
“缘由”的：初到陌生的环境不适应、性格胆小??可真的是
这样吗？作者运用大量心理描写和周围人语言，神态的烘托，
将主人公的焦虑不安，细腻地刻画了出来，也引发了读者的
思考。

对于他来说，学校里充斥着轻慢与排斥，他希望在新家中获
得慰藉。然而一条事实横亘在他与邱家夫妇之间，那就是血
缘关系。邱二妈会很自然地怀疑细马的企图，从而对他淡漠、
疏离。这就是这类家庭的缩影——亲则无比亲密，疏则无比
疏离。细马的身上扮演着多重角色，却无人可以打开他的内
心。可见，沟通是多么重要。其实邱二爷是真心将他当作自
己的孩子，而邱二妈并不曾憎恶他，反而在与他的相处中找
到依赖感；细马也并不讨厌前者，他明白他们其实都温和善
良。可是诸多的猜忌、背叛、讥笑，还是让他离开的念头越
发强烈。

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需要一个关键的意象来推波助澜。细
马临走前的那场暴雨，就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这场大雨冲
毁的，不仅是邱家夫妇价值连城的家产，更是邱二妈内心的
抗拒与排斥。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中看到所有人心理轨迹的变
化：从厌恶到不舍、从排斥到接纳、从疏离到亲密。虽然那
条横亘在细马与邱家夫妇间的心河仍然阻碍着他们的交流，
但好在，心与心之间的桥已经架起来了。

细马终是走了，留下油麻地所有人的不舍。而他自己又何尝



不是呢？在分别的那天，他从邱二爷苍老的背影中读到了伤
感与不舍，于是他决定放下过去的芥蒂，回到他们身边。这
是人性美的展现，预示着心结即将被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总是很微妙，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家庭的面貌，总是能反映这
个时代的面貌。

他的潜能渐渐凸显，内心的温暖也渐渐跳跃起来。在经历一
系列波折后，他学会用爱让自己身边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这个故事以细马爬上他自己努力挣钱买来的红砖墙，与夕阳
相映成辉的美好意境结尾，这其中蕴含了几层深意：一是新
家即将开建，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二是细马的蜕变，他从极
度不适应这个家到由衷热爱的过程，更是一段亲情的见证；
三是作者站在人性高度，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关爱的情
感，特别是故事中着重呈现的亲情，给予有深度的思考。当
今社会物欲横流，人心功利而浮躁，人人或许都会像邱二妈
那样为自己的利益盘算，但绝不应该丢失人性中最积极、最
善良的一面。当我们学会用爱包容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也定
会回馈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小说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它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真善美。当我
们合上书页，再度回味这段故事时，惟忆起人性的美好和爱
的深沉，就像太阳的光芒，永远直指人心。

空房子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了《草房子》一书，他使我久久不能忘记。

草房子是油麻地最好的房子，它是一所学校，里面生活着一
些小孩子，他们时而是所有学校的领头人，时而表现认真，
时而干出什么坏事。在一段时间里，油麻地小学还转来了2位
新生——杜小康和纸月，纸月是因为她原来的学校有人欺负
她，只好转到这所学校，杜小康学习很好，可是后来家中破



产，只好放弃了学业。

这本书个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人要
坚强，就在桑桑得了重病后，他还是坚持着生的希望，再忍
受了一种种难以忍受的偏方后，终于找到了专治这种病的医
生，成功的活了下来。人要勇敢，秦大已是70岁的奶奶了，
可她还是英勇地跳下了河，把小女孩救了起来，而自己却躺
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当然，人也要善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
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这又让我想起了爱迪生，他因为家贫，无法读书，于是，他
搞起了小发明，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终于吸取了
许多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门也要向草房子里的人物学习。

空房子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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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孩子：顽皮、聪
明的桑桑，秃顶的陆鹤，坚强的.杜小康以及柔弱、文静的纸
月。这就是我刚刚读到的纯美小说《草房子》。他是著名作
家曹文轩所著的一本儿童读物，描写的是一个名叫桑桑的男
孩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小学生活。小说通过四个同学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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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早已经在我的书柜里，但以前妈妈让我读的时候，我
总是看不进去，前几天拿出来翻看，发觉很有味道，这是本
有品位的书，之前由于年龄小我没法体会。

本书的文笔极其优美，写了作者已远去的小学生活，这种看
似平常实则并不简单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时代难以经历，但
我们都能体悟得到，那种发生在还未长大却向往长大的少男



少女之间的纯真故事，有许多偶然，但也是必然。看书的时
候，我仿佛穿越到桑桑的身边，同他一起把碗柜改成了鸽子的
“高级别墅”，把蚊帐做成渔网一起捕鱼。和他一起淘气；
当他生病并被诊断为绝症的时候，我也几乎要绝望了，终于
在名医的治疗下，桑桑痊愈了，我流下了高兴地泪水。我们
一起经历了那一段刻骨铭心，看到不幸少年与厄运抗争的悲
怆，见证残疾少年对尊严的坚守。在这所其实并不大的草房
子里，每一个故事地上演，都动人心魄，每一段经历都催人
泪下。

书中的人物的描写非常有特色，给人启迪。在“秃鹤”的行
为中，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真，什么是纯。在“细马”的身
上，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在杜小康富有戏剧
性变化的生活中，我们体验到了什么是忧伤，什么是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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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情也正是我们这个年龄最为珍贵的东西，是最
值得我们珍惜的情感。

读完《草房子》，我久久地沉浸其中，久久地回味书中的每
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这一切的一切都散发着人性之美的
光辉，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也请同学们走进《草房子》，
走进油麻地的世界，看看你有着怎样的感悟吧。

空房子读后感篇五

今早真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早晨。在全班同学的掌声下，
我们共同度过了2个小时的电影时光。而我们所看的电影，就
是著名作家曹文轩的著作《草房子》所改编的电影。这也让
我为《草房子》这本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让我看到
了一部经典而又朴素的电影。

电影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把书上的各个人物变得十分真实，
好像我们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一般，这样一想，仿佛我又跟书
中的人物亲近了许多。在这部影片中，有感动、有喜悦也有



愤怒，其中留给我最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桑桑生病后的那一段
催人泪下的片段。

桑桑生病后的那个巨大的疤痕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起
当桑乔背着桑桑四处求医，不辞辛苦地赶路时，我真正感受
到了一个父爱的伟大。而当桑桑得以治疗，父亲那种高兴的
表情和桑桑那泛着红光的脸，也让我为桑桑松了一口气，这
可算是在死亡的悬崖边上被拽回来了。当电影里出现桑桑在
药寮喝药时，温幼菊老师那亲切的目光和那一句句普通而又
带给桑桑无限力量的低语，让我感觉仿佛温幼菊就是桑桑的
母亲一般。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斯格特——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滑
稽演员之一。因为他那个大鼻子，他几乎成了学校每个同学
的嘲笑对象。他也因此闷闷不乐。但最后，在老师的开导下，
他转变观念，把他的大鼻子可爱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看。因
为这个大鼻子，人人都记住了他，也因为这个大鼻子，才让
他成为了滑稽演员。

空房子读后感篇六

在这个暑假的一天中，我在新华书店中看了一本曹文轩的名
著——《草房子》。这本书精彩极了，看完后，我思绪万千。

平常，我看一本书只要半小时，而这本书我却看了一上午。
这本书讲的是关于一个叫桑桑的男孩身边的人和事。桑桑是
一个调皮活泼的孩子，他虽顽皮，可却保留了孩子的天性。
他身边的人物也刻画得很好，像善解人意的纸月、坚韧不屈
的杜小康、关心桑桑的桑乔。

桑桑在得了绝症时，纸月告诉他要坚强，让外婆给了他鸡蛋
等一些食品让他补好身体，送了他一个书包，重复着说可以背
“很久很久”。



《草房子》，是一部纯美的读物。它告诉了我们童年的美好。

《草房子》是一部讲究品位的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长篇小说。
每天，当我睡觉之前，都会拿起这本书好好品味一番。书中
的内容令我流连忘返，意味深长。

《草房子》描述了主人公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
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又或亲身经历了一连串看似寻
常，但又催人泪下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
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
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
生命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问扑朔迷离又充满诗情画
意的情感纠葛。这所有一切既清楚又朦胧的展现在少年桑桑
世界里。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这是《草房子》
一书的题记，是啊！也许我们真的谁也无法走出自己那美好
的童年。

在《草房子》一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主人公桑桑他是一
个非常调皮的男孩他做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同时，
他也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乖小孩”他答应带柳柳去大城市里
看看，最后桑桑艰难的把柳柳“背上了”城墙。

那天，一大早，一只大船，在油麻地还没“睡”醒时就载着
桑桑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他永远告别了他的朋友们。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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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孩子：顽皮、聪
明的桑桑，秃顶的陆鹤，坚强的杜小康以及柔弱、文静的纸
月。这些都出自于曹伯伯的纯美小说《草房子》。



《草房子》记录了一个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六年小学生活。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每读完一个故事，我都
会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
一切都散发着人性之美的光辉，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故事中最撼动人心的莫过于秦大奶奶。她是书中最顽固的一
个人，在油麻地生活了几十年，房子龟缩在小学的西北角，
是学校的一个污点，学校花费了十几年也没能将她赶出校园。
在当地人的眼中，她是个可恶的老婆子，总在学校里搞破坏。
然而在一个春季，她冒险救了落水的乔乔。在油麻地人悉心
照顾下，半个多月后才勉强下地。从此，她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自动离开校园、用拐杖赶走闯进校园的鸭子，用拐杖关
她够不着的窗户。最后，她竟为了学校的一个南瓜，不慎落
水而永远地离开了。感动之余，我不禁想；是什么使她发生
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什么使她为了一个区区南瓜不顾眼前
白花花的河水吧？是什么使她在垂暮之年发出人性光彩？是
爱！是油麻地人的淳朴，是油麻地人对她纯真的爱。也是她
那颗感恩的心。关爱、纯朴、感恩书写了秦奶奶完美的最后
一笔。

书中最让我佩服的是书中的杜小康。他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
人家。生长在高大阔气的红门里。一夜之间，他家里变得一
贫如洗，学习名列前茅的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和父亲放鸭子，
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但一直生活在蜜罐里的他，在苦难面
前表现得分外勇敢和坚强，他没有放弃生活，毅然挑起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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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康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告
诉我们：苦难来临时，我们不能逃避，而要满怀希望，微笑
面对。

《草房子》魔力般吸引着我，荡漾与整部作品的悲悯情怀，
闪耀在每个主人公身上的人性美，使我不禁赞叹这极致的美。

《草房子》是一本永远值得我珍藏的书！



空房子读后感篇七

桑桑离开了油麻地，带走了他的开心、快乐和他一切高兴的
回忆，也带走了我的思绪。

现在，草房子在我心中已不是草房子，而是代表着秃鹤、纸
月、杜小康、细马等。桑桑经历的那些事情看似普通却又催
人泪下，让桑桑收获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某些东西。

光看《草房子》这个标题，我以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儿童读
物，但现在我认为《草房子》这个名字带上了一层人性的光
辉。我看到了秃鹤和秦大奶奶为融入人群所做出的努力；我
看到了细马和杜小康为家人拼搏而留下的汗水；我更看到了
蒋一轮和白雀之间神圣的爱情；我也看到了桑乔为桑桑寻医
时伟大的父爱，还有药寮里冉冉升起的烟雾。我被一个看似
很小的事情感动，也许是因为友谊的力量，亲情的力量，亦
或是父爱？总感觉还差了点什么，就像炒菜没放盐。

放眼看这么多文章，好像结局都挺好的，但对于纸月和慧思
和尚一起去江南我还是非常遗憾的。还有桑桑一家离开油麻
地，我倒很希望桑桑能够就在油麻地长大。因为在这里，他
不会误入歧途（离开了我倒有点担心），人的美好品质，桑
桑都会学到的。他的小学生活主要不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这比知识更重要。这本书，比之前看的
《贾里贾梅》要深刻很多。这本书语言朴素，没有华丽的语
言，但全文都营造出美的感觉，单独找出一段没什么，但整
篇文章一读，特别是结尾，美好就油然而生。这使我惊叹，
美的语言不需要华丽的语言修饰，质朴的语言一样可以写出
美的文章。相信曹文轩别的文章也是这样。

我对开头的一句话很有感触：“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
己的童年。”虽然我还未长大，但童年已成为历史。回味童
年，虽不及桑桑的充实，但也能感受到许多东西。童年这个
词在我脑海中久久回荡，仿佛我的童年也变成了草房子。



桑桑虽然离开了油麻地，但草房子已变成永恒，永远地刻在
他的心中，读者的心中。

空房子读后感篇八

这本书通过主人公男孩儿桑桑难忘的小学六年级时光的描写，
从而引出了对五个孩子：桑桑、陆鹤、纸月、细马、杜小康
以及他们的老师蒋一轮和白雀的感情瓜葛和秦大奶奶对自己
土地的眷恋得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有感情
的纠纷，有失落的悲痛，又从富翁沦落到一贫如洗的痛苦，
有遇到知己时的'欢欣雀跃，以及被好朋友帮助时的感动。

我最喜欢里面的《红门（一）》以及《红门（二）》，这两
篇文章都讲述了一个叫杜小康的男孩从整个油麻地最富有的
一家变成了贫困户的故事。

在故事中的杜小康一直是班长，家里开杂货铺，可是自从他
的父亲杜雍和做生意失败后，家里一贫如洗，最后杜小康只
得辍学来还债。

读书时，金色的油麻地在我眼前闪过，茂密的艾丛在我眼前
浮现，一个个的孩子们在我眼前玩耍，真是奇妙，对此，我
只有一个词形容：妙趣横生。

空房子读后感篇九

短暂的午睡后读完了《草房子》，心中隐隐的揪痛好长时间
不能散去，细想来，其实没什么让人心痛的，那么的纯美，
处处是美的东西，纯净的文字，纯真的乡情，淳朴的风物，
纯美的人性，准确地说，应该是震撼，一种美的震撼，美的
心痛吧。

《草房子》那样的真实自然，弥漫着原始的未加雕琢的自然
气息的唯美，美的动人心魄，美的洗去俗人的浊气。它是一



种苦难的伤感的美，让世人觉得苦难也是一种美，并且是一
种人生难得的至高无上的极美。即使一种灾难、无望的事件
作者也浸透着他的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愿望。

所以萦绕于心中的是草房子的孩子在遭遇苦难时的默默承受
苦难的坚韧的毅力美。

细马，一个过继过来的孩子，本不招邱二妈的喜欢，可是在
邱家遭遇水灾一无所有而他被送走的时候，他又独自一个人
回到油麻地，因为他想到在水中藏起来二叔找不到时的慌乱
的带着哭腔的叫声，想到邱二妈待人的温和和善，想到临走
时车开动之后他转身看到的二叔枯瘦的驼背、枯黑的脸色和
一双凄苦的目光，他知道邱家正需要他，他毅然决然地回来
了。接下来邱二爷病倒他不顾严寒和手裂口鲜血直流的疼痛
艰难刨挖出大半筐白嫩白嫩的柳须做药引子，邱二爷去世邱
二妈精神恍惚走失细马一走七天到处寻找带回干干净净的邱
二妈，并且卖掉所有的羊到县城治好邱二妈的病。他完全长
大了成熟了，幼小的肩膀承担起了这个连遭厄运的家庭，他
成了一个真正的牧羊少年，他站在了夕阳照射下的土红色砖
堆顶上。

杜小康，一个曾经蒸蒸日上的红门人家的养尊处优的孩子，
竟在一天早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一
船家底被水淹没，红门成了空壳，父亲病倒，杜小康失学。
为倒下的父亲治病，和孱弱的父亲到荒无人烟的芦苇荡养鸭
重振家业，鸭群误吃鱼苗鸭和船被扣，一腔心血付之东流，
父亲再次倒下杜小康承受了常人成人所不能承受的孤独、忧
伤、生病、寒冷、饥饿一切一切的困扰、折磨，他咀嚼着灾
难带给他的美丽和残酷，他稳稳地坐在雪中的草房子树下做
起了买卖，日后，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

看到这一个个故事，一个个孩子，一个个细节，你不能不为
之颤动，你发自内心深处地赞叹，赞叹这一个个了不起的个
性坚韧的孩子，赞叹作者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塑造少年形象



的深度和力度，甚至猜测作者就是当年油麻地的孩子中的一
个，那一群孩子就是他的童年伙伴。

更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是作者心底深处的渗透在小说字里行
间的那种唯美色彩，一切都是美的，即使物质的贫乏，即使
病痛的缠绕，即使灾难的降临再悲惨的事情在作者的笔下都
有美的力量，小说写的是中国五六十年代时期少年的故事，
那时正是中国最贫困的时期，但作者笔下没有满眼的荒凉，
没有满野的饿殍，没有人性的龌龊，并不是作者有意回避，
他也写到了贫穷，但是他反映的是贫穷中人们的勤劳拼搏追
求人性的善良，甚至人性的无赖丑陋一面他也写到，但那就
像一粒沙子，终被大海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