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 草房子读后
感(优秀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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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一

这个男孩桑桑，忽然地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
来。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
载着他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他将永远地告别与他朝
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这是曹文轩的《草房子》中的结
尾亦或是开头。

《草房子》是一本很美的书，说它美，有那细致入微的描写，
还有就是桑桑与油麻地小学的'同学老师所发生的那一系列最
纯真、最美好的事情。

这可以说是一篇令人揪心的文章，那些弱势的群体：秦大奶
奶，却又拥有最倔强最坚忍不拔的精神，她用尊严守卫着那
块土地，哪怕这样付出的代价再大。这，同时也反映了桑桑
所拥有的童真与纯洁。他愿意在秦大奶奶受到众人的非议甚
至连自己的父亲都带头让秦大奶奶撤走的时候去帮助她，因
为他是理解秦大奶奶的，他懂得这一份情感实际上比任何都
重要，这是既凄凉但又温暖的美。

这亦可以是一篇关于成长的作品，但它避开了时下很多作家
的俏皮、流行的语言，把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展现得淋漓尽致。
细马，没有上过学，还是被邱二妈收养的，但他在一系列的
家庭变故中，他懂得了撑起这个家，当他搀着邱二妈回到家
的时候，他成长了，这是一种无限的美，后来每当这个画面



浮上脑海，我都觉得鼻子一酸，因为这种成长的美。

这篇文章的美，还在于每个孩子的品质中，桑桑的正直、秃
鹤的倔强、细马的孝顺、纸月的善解人意、杜小康的坚强可
以这样说，桑桑所认识的这些孩子，都是真诚的，他们用最
令人感动的品质搭建了友谊，这也是美的，因为这些品质的
存在会让你潸然泪下。

这本书通过对桑桑小学六年的描写，将一个个弥足珍贵、格
外感人的故事呈现在了眼前，整部书加起来，拥有的，就是
一种震撼人心，甚至刻骨铭心的美。三言两语谈不尽这本书
的美，但你真正去读之后，这种美与感动的结合，会让你内
心最柔软的深处，留下一滴最温暖的泪水。这时，你已经体
会到这种永不衰老的美了。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二

九月份我们班共读了《草房子》，这是一本有趣充满爱意的
书。

书里的人物有桑桑、桑乔、纸月、杜小康，细马、秦大奶奶，
邱二爷、邱二妈、将一轮，温幼菊、白雀、蓉苇、白三。

草房子主要讲了桑桑和他的几个同学六年小学生活、发生的
故事。

最让我难忘的故事杜小康：杜小康一直学习都特别好，只有
纸月能和他相比，其他人都不能和他相比，自从桑桑来到这
读书后，杜小康和桑桑成为了敌友。过了几天杜小康有了一
辆自行车，以前杜小康没有自行车的时候，只有等舅舅回来
才能骑一下自行车，舅舅每年才回来一次，所以杜小康很少
能骑自行车。现在有了自行车，杜小康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
上学。桑桑很羡慕有自行车，有一天桑桑看到杜小康便口水
直流，杜小康对桑桑说：“你想骑单车每天来学校旁的一片



空地找我”。第二天桑桑来到了学校旁的一片空地找到了杜
小康，桑桑使骑起单车来，过了几天桑桑又去找杜小康骑自
行车、他们骑完自行车特别饿便烤红薯吃，烤出了一个大坑，
学校知道后便问杜小康说自已整的，桑桑觉得特别丢脸，便
叫同学选班长不要选，桑乔知道后便打了桑桑。杜小康家做
假酱油买给别人，运货的时候翻了船，杜小康的爸爸被打捞
上来，他的脚不在站立，从此杜小康他家不在富裕。

草房子真是一本好书！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三

生活中，我们在意着自己的成长，往往忽视着自己成长的过
程，我们渴望着成长，我们摒弃着成长的过程。

例如我们考试失误了，我们往往看到考试的结果，我们就会
疼心疾首，抱怨老师出题太难。把一切自己的失误分摊给所
有能沾上边的人，唯独自己没有责任。

生活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很多时候我们都
在逃避，为自己的自卑找各种解脱的理由，不敢正视自己。

面对困难更是裹足不前，化茧成蝶的过程是痛苦的，而成长
是美丽的。敢于担当责任。

读《草房子》在他们身上，我读懂了，生活中无论遇到多么
大的困难，都要勇敢的昂起头，眼要直视前方，绝不退缩，
向前一步很难，后退100步很容易。

而我们的成长只能靠向前一步，再一步走出来的，而不是向
后退出来的。前进的一步尽管艰辛，我也会用心的走好向前
的每一步，因为每一步都沉淀着我成长的美！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终于读完《草房子》了，你猜我最喜欢里面的谁，当
然是秦大奶奶啦，如果想知道为什么请看下文：

秦大奶奶是一位老妇人，无儿女，独自住在油麻地小学的西
北角。油麻地小学还没有时，这块地全是秦大奶奶的，可后
来被强行征用建了小学。本来请她住到外边的新房子去，可
他拼命反抗，一送她去新房子，晚上她就会跑回来。如此几
番下来，村民们没办法只好继续让她住在学校的西北角。但
是战斗还在进行中，油麻地小学为了整体效果想把她迁出油
麻地，但秦大奶奶也带着他的军队一群令人讨厌的鸡鸭鹅向
学校进攻。

到后来的某一天，秦大奶奶发现了落水的齐齐，她奋不顾身
直接跳进了河里，把齐齐救上岸来。可她自己却差点没命了。
幸好村民及时发现救起并进行急救，所以没有伤及性命，但
也因此身体变差了。经过这件事后，油麻地的人和秦大奶奶
和好不再争吵，孩子们也变得喜欢和她亲近了。

可好景不长，几年后的某一天，秦大奶奶为了救学校的南瓜，
再次掉入河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秦大奶奶真是好善良和伟大。虽然她之
前那么固执己见，且给学校带来了麻烦，但那种发自内心的
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五

《草房子》真是一本好书。用肖复兴先生的话来说，《草房
子》是一首诗。 这是一本让我读着读着不知不觉中就深受感
动的书；放下书，抬头望见的不是窗外密集的楼房，而是油
麻地的那一群草房子，和房顶上飞翔着的白色花环似的鸽群，
心里充满了感动。



曹文轩《草房子》故事的发生地——油麻地，这里像一副百
看不厌的江南水墨画：金色的草房子、淡淡苦味的艾叶、静
静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形象
便生活在这如画的油麻地里。

首先是桑桑，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在油麻地刻骨铭
心、终身难忘的小学生活，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
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一切，清楚而又朦胧地展
现在桑桑的世界里。在这当中，他接受了人生的启蒙与洗礼。

桑桑认识纸月后，突然爱干净了，而且变得特别害羞起来，
对纸月的来历充满幻想。为救纸月，他与刘一水大斗。后来
翻看别的书才知道，这叫做是“朦朦胧胧地表现出羞涩少年
释放出的淡淡荷尔蒙和对一个文弱小女生的怜爱”。

我很喜欢桑桑这个“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古怪行为”的小
男孩。如他把家里的蚊帐当成了渔网来捞鱼，他把家里的碗
橱做成了舒服的鸽子笼......一切的一切都感觉他很像我。
我们都很喜欢“搞怪”，但我们很善良。

“桑桑虽然没有死，但桑桑觉得已死过一回了”。这是小说
结尾中的一句话。我久久不能释怀。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讲，
苦难或者幸福，有如白天和黑夜一样，它和我们永远相伴，
谁也不例外。

纸月，一个柔弱文静的女孩。读她的名字就感觉特别的惹人
怜，但当你读完全书，你会认识一个另样的纸月，其实在她
的内心比谁都坚强。她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上学，她一个人
穿过浸月寺的小道跟慧思和尚学习书法......最后，她的离
去似乎也成了顺其自然，因为那是她的家乡，江南的一座美
丽的小城。

曹文轩老师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心灵成长的过程。桑桑
从调皮到懂事，杜小康从不甘到脚踏实地的从头做起，这是



一个美丽的过程，是一种人性之美。

我相信，《草房子》是永恒的，因为他代表着道义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美的力量。它永远能感动我们心
灵最软弱的一部分。

还因为曹文轩老师的文字是美的，是干净的，就像诗一样。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六

《草房子》是曹文轩围绕主人公桑桑和他的草房子以及小伙
伴们的童年时光来写的。桑桑的童年让我感受到新奇有趣，
非常地羡慕。但是那种恶作剧带来了短暂的快乐，也给别人
造成了伤害，这是童年的一种遗憾，也会是一种成长。

桑桑的童年有草房子中有趣的鸽子，有可以嬉戏、玩耍、打
架的小伙伴。桑桑淘气地把唯一的碗柜改装成了鸽子的住所，
自己被自己感动的结果就是挨了一顿揍；他想学捕鱼就把父
母的蚊帐剪成了一张鱼网…。他的童年是快乐的，草房子是
他的“豪宅”。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但都有各自的快乐。我童年里
看到的是城市里金光闪闪的玻璃大厦，金碧辉煌的演出场所，
这是草房子无法比拟的豪华。在农村像桑桑这样的孩子可以
掏鸟窝、打弹弓、下河捉鱼、玩石子，而城市里的孩子则是
去科技馆体验高科技的东西，还可以去体育馆做体育运动。
但是我同样也喜欢在农村体验各种简单的游戏。我在外婆家
跟哥哥一起用鞭炮炸鱼，去池塘捉小青蛙，在田里烤红薯，
这些是在城市体会不到的乐趣。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秃鹤和桑桑之间的故事。桑桑在学校恶
作剧地拿了秃鹤的帽子，让阿恕挂到旗杆上，使秃鹤的自尊
心受到打击，秃鹤因为生理残缺而感到自卑，但是他克服了
心理障碍，在一次表演中获得肯定，赢得同学的尊敬，这是



童年的一次成长，桑桑也学会了尊重别人。

我见过一个弟弟，他小时候说话很结巴，因此有人嘲笑他，
都不喜欢跟他玩，他很伤心，但是他参加了主持人培训班，
成绩突飞猛进，最后变得口齿伶俐，再也没有人嘲笑他了。

桑桑的童年跟我们不一样，但都很快乐，我们都在学习中成
长。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七

我在寒假里看了一本书，叫做《草房子》，作品写了男孩桑
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这六年，是他接受
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六年中，他亲眼目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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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伧与幽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
着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闪耀的人格光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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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充
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这一切，即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
少年桑桑的世界里。

在老师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书名所吸引了，《草房子》
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草房子，什么是草房子？草房子是旧
世纪人住的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乡下应该还有吧？可能
连乡下都没有这种草房子了。这种房子有多少人见过，我相
信，肯定没有多少，在孩子们当中，可能一个人都没有见过
也说不定。草房子对于我们城市人来说，早已不知道它是什
么样子了，就算有，那又有几个人想去住呢？城市里的人一
定会说它很不安全，如果发洪水，一下子就把它淹没了，如
果发生火宅，一下子就烧没了，谁还敢住啊！哪像我们城市
里都是高楼大厦，可坚固了。



可是，主人公桑桑，他却喜欢这些草房子，因为这些草房子
给他的是幸福和快乐，还有温暖。幸福是什么，不是高楼大
厦，不是名胜景区，而是朋友们和他那纯真的友情，老师给
他那无微不至的关怀，是草房子带给他的无限的自由和快乐。
草房子里的孩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他们却非常地快乐，有着
快乐的伙伴，有着快乐的空间。

读了《草房子》，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是最幸福，我有
的只是物质上的幸福，我住的是高楼大厦，家里有空调，有
电脑，有电视，吃的，穿的都很好，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真正
的幸福，高楼大厦把我们的快乐关在了笼子里，真正的幸福
是草房子里的桑桑所拥有的。桑桑虽然穷，但是他有真正的
幸福，幸福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桑桑的幸福是用他爸爸的心
血，自己努力所得来的，他有的幸福，是自由，是快乐，是
友情，是关爱，只有得到了这些的人，就得到了幸福，就是
幸福的人，就算再穷，也拥有了幸福。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八

一直以来，读的最多的就是各类童话、科幻小说。今天天气
不错，我坐在窗前，读了《草房子》这本书，第一次为书中
的人物感动地哭了。

它魔力般吸引着我----那充满欢声笑语的油麻地小学、那让
人感动至极的油麻地小学的故事。油麻地的老师，蒋一轮、
温幼菊、桑乔、白雀对孩子们好像是与朋友相处，无话不说，
几乎没有什么秘密藏在心中。油麻地的学生桑桑、纸月、细
马、杜小康，这些乡村孩子开朗、温柔、可爱、活泼，没有
人不被他们所感动。秦大奶奶、邱二爷、邱儿妈、他们农民
的朴实善良、震撼人心。

在去年的校园书市上，我买了一本《草房子》，刚开始回到
家就把它扔在了一旁，过了一段时间无意间翻到，才渐渐被



它所吸引。它像其他有趣的读物一样会随时引人大笑，又会
引人深思和启示。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桑桑，他在油麻地小学度过了快乐、难忘
而又发人深省的六年。在这六年里，他从一个天真、顽皮的
小孩渐渐长成一个成熟、懂事的少年，在这难忘的六年生活
里，他的朋友陆鹤、纸月、杜小康、阿刷细马;老师蒋一轮、
温幼菊;以及自己的爸爸、妈妈、秦大奶奶、白雀姐姐等，都
让自己有了人生的认识。他们或许让他知道了爱，或许让他
知道了忍耐，或许让他知道了荣誉、快乐、痛苦、无奈……
这有些是我们城市人永远也学不到的，它给了我新的视角、
新的感受、新的'人生观，所以这本书尤为珍贵。

第二遍看这本书，我从书里学到了陆鹤的雪中送炭，不记前
嫌;学到了纸月默默无闻地奉献，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学到
了杜小康能屈能伸，敢做敢当的高尚品德;学到了秦大奶奶做
一件事要钻进去的拼搏劲……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眼
前总会浮动着他们的身影。

童年不只是有欢乐，桑桑也曾体会过痛苦和绝望。他得过一
种怪病，叫鼠疮，脖子上有一个肿块，使人疼痛难忍。桑桑
和他爸爸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与诊所，吃遍了无数的苦药
与偏方。最终战胜了邪-恶的病魔。在这灰暗的几个月里，桑
桑变得懂事了、坚强了，同时也不那么看重名利与得失。文
弱的温幼菊老师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于是他终于坚强地活
了下去。都说在生死边沿走过一遭的人，才会更珍惜生命中
的点滴，桑桑就是这样。

读了这本书，我发现了人生中很多闪光的地方，如果你自己
发现不了自己的优点，那么就很难取得成就。同时要学会宽
容大度，欣赏别人，要学会为别人喝彩。

《草房子》是一本永远值得我珍藏的书!



本书讲述了桑桑即将离开他整个童年生活的油麻地，他回忆
着他以前个同学，回忆着他养的白鸽，回忆着他以前生活的
一点一滴，眼中闪起了泪花。

几乎是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本书。作者描写的草房子
打动了我毫不对农村生活感兴趣的人。“油麻地的草房子冬
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座座草房子，在乡野纯净
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而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草房
子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想想那样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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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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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九

著名作家于青说过：“荡漾于全部作品的悲悯情怀，在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情感日趋淡漠的当今世界中，也显
得弥足珍贵、格外感人。”这段话精辟介绍了《草房子》的
本质特色。的确，读完本书，留给我的是深深地感动。

《草房子》的主人公是一名既成熟又幼稚的小男孩桑桑。在
我眼中，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小男孩，天真、善良、机敏，
有他这个年龄应有的调皮，小脑袋里装满了诡计。心情不好
时，藏在心里，发泄在自己心爱的鸽子上，害的鸽子四处逃
窜，看到这里我就忍俊不住：桑桑啊，桑桑，你干嘛不说出
来。对纸月的关心，默默藏起来，不露痕迹，可真是“人小
鬼大”。我感动于作品的“真”。

“此时无声胜有声”。桑桑病了，父亲背着他四处求医，默



默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纸月看见了，急忙抱着稻草铺在他
们将要经过的小桥上，生怕他们滑倒，可自己却被淋湿了；
细马，邱二爷的过继儿，就在邱二爷病的快不行了，在寒冬
里，到河边柳树下，冒着凛冽的寒风，用瘦弱的身躯去刨树
根，急了就用手去挖，双手血淋淋的……邱二爷走后，和邱
二妈一起撑起一个家。

令我感动、回味无穷的还有很多，读《草房子》，如跟一群
善良、纯真的麻油地孩子在交谈，放飞思绪，真情在麻油地
上空荡漾，留下无尽地感动，我仿佛跟淳朴的麻油地人们在
一起，我此时真正领悟到“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

草房子这本书的读后感篇十

《草房子》是一本很值得回味的书籍，曾经看似很厚的，无
味咀嚼的书，今天我却爱不释手，更希望有续集出版，因为
我想看到更多精彩故事；看似很不起眼的小故事，经作者的
串联，却给人留了深刻的印象。

起先，秦大奶奶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校园，不管别人怎么地恳
求她，甚至是把她抬到新家时，她都会半夜偷偷溜回来。领
导来学校视察工作，她专门捣乱，往教室里放鸡鸭鹅，扰乱
课堂纪律，自己还不承认，但自从她将一名小女孩从河里救
出来险些丧命时，师生对秦大奶奶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派
人轮流照顾她，陪着她出去遛弯儿，慢慢地，秦大奶奶开始
把她的鸡鸭鹅都卖掉了，而且监督同学们不能随意摘学校的
花草，并且在领导来视察时，她开始绕道走小路，不让领导
看见，怕给学校丢脸。秦大奶奶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生活，快
乐，自由。她要离开学校了，一件一件，自己慢慢的搬东西，
不需要谁帮忙。终于有一天，秦大奶奶奋不顾身，为学校的
一个南瓜而永远永远的离开了……所有人因为她的离开而伤
心，而自责。

读这本书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无处不真情！在《草房



子》里，我看到了令人落泪的真情。阅读着，品味着，我与
文中的小主人公桑桑同乐同悲，真心希望真爱开满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