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房子摘抄感悟(汇总11篇)
诚信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怎样教育培养青
少年树立诚信意识，是社会和家庭共同需要关注和重视的问
题。诚信是一种重要的品质，它涉及到一个人的道德和行为
准则。如何提高个人的诚信素质和信用水平？以下是一些名
人和企业家的诚信宣言和行动，可供大家参考。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一

1、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像只展
翅的白鹅飞在空中。

2、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
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
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
很寒伧。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
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3、桑桑看到，白雀走到岸边时，眼睛朝刚才发出笛音的那棵
谏树下看了一眼。当她看到了谏树下已空无人影时，她向对
岸到处张望了一下。而当她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人影时，不免
露出怅然若失的样子。

4、冬天过去，细马已基本上能听得懂油麻地人”难听的“话
了。但，细马依然没有去学校上学。一是因为，邱二妈并未
提出让他再去读书，二是细马觉得，自己拉了一个学期的课，
跟是不可能再跟上了，除非留级，而细马不愿意这样丢人。
细马还是放他的羊。虽然细马心里并不喜欢放羊。

5、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小屋前。这时，桑桑被
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他的眼前是一片艾。艾前后左右
地包围了小屋。当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艾叶



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面
是淡绿色，加上茸茸的细毛，几乎呈灰白色。因此，当艾叶
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艾虽
然长不很高，但杆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人
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间，总是适当地保持着
距离，既不过于稠密，却又不过于疏远。

6、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
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
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7、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他视察他的
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个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得
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碎
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系
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着
那个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类。
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口晒
太阳。

8、桑桑仿佛是一枚枣子，被人有滋有味地吃了肉，现在成了
一枚无用的枣核被人唾弃在地上。

9、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
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四面
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
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船堆得高高的茅草已经
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秦大奶奶却就
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

10、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象只
展翅的白鸽飞在了空中，未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
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



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是
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
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
即飞上天空的”白鸽“。

11、五月，是收获麦子的季节。像往年一样，油麻地小学的
师生们都得抽出一些时间来帮油麻地地方上割麦子或帮着拣
麦穗。这一季节，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季节，他们可以到田野
上去，借着拣麦穗的机会，在地里说话、争论一个问题，或
者干脆趁老师不注意时在地上抱住一团打一架，直滚到地头
的深墒里，然后再神秘地探出头来看动静。女孩们就会一边
拣麦穗，一边将地边、田埂上一株蓝色的矢车菊或其它什么
颜色的小花摘下来，插到小辫上。

12、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惯，觉得那是
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缀。

13、白鸽在天上盘旋着,当时正是一番最好的秋天的阳光,鸽
群从天空滑过时,满空中泛着迷人的白光.这些小家伙,居然在
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美地展
翅、滑翔或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

17、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
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
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
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
伞下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
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
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
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18、晚上，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就听见荷塘边的草地
上有笛子声，隔水看，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今晚的月
亮不耀眼，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桑桑看不清蒋一轮与白雀，



但又分明看得清他们的影子。蒋一轮倚在柳树上，用的是让
桑桑最着迷的姿势：两腿微微交叉着。白雀的动作在这样的
月光笼罩下，显得格外的柔和。桑桑坐在塘边，呆呆地看着，
捉住的几只蟋蟀从盒子里趁机逃跑了。

19、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
副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
但在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
心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看一看和摘下那顶帽子再看一看
秃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
习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

20、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
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
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就全
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
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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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他朝天空望去,天空干净得如水洗刷过一般.月亮像是静
止的,又像是飘动的……月光下,桑桑远远地看到了蒋一轮和
白雀.蒋一轮倚在一棵谏树上,用的还是那个最优美的姿势.白
雀却是坐在那儿.白雀并没有看着蒋一轮,用双手托着下巴,微
微仰着头,朝天空望着.月亮照得芦花的顶端银泽闪闪,仿佛把
蒋一轮与白雀温柔地围在了一个梦幻的世界里.

22、男孩们等得无聊了，有几个就走上了河这边剩下的那一
段桥，在大家担忧与恐惧的目光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直走到尽头。几个女孩就惊叫一声，不敢再看，把眼睛闭上
了。其中一个男孩，还故意向后仰着，然后做出一个正向水
里跌倒又企图不让自己跌倒的样子，惊得大家都站了起来。
其实，他们离尽头还有一大步远呢。

23、微风翻卷着荷叶，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支尚未绽



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地竖着。桑桑
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

24、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
对阿恕的母亲说，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她将桑桑从阿恕的
床上叫醒，让他与她一起走出阿恕家，仅仅才两块地远之后，
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地乱叫。

25、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
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
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
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
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醮了
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

26、没过多少天，谏树苗就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在还带着凉
意的风中，欢欢喜喜地摇摆。这个形象使秦大奶奶想起了当
年也是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同样欢欢喜喜摇摆着的麦苗。她就
很想用她的拐棍去鞭打这些长在她地上的辣树苗—她觉得那
些树苗在挤眉弄眼地嘲弄她。

27、白雀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好像清瘦了一些。她一出现在
桑桑的视野里，桑桑就觉得天地间忽然地亮了许多。白雀走
着，依然还是那样轻盈的步伐。她用双手轻轻抓着被放到了
胸前的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方头巾被村巷里的风吹得飞
扬了起来。

28、台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台下的人暂时先不去想白雀，勉
勉强强地看着，倒有了一阵好秩序。演员们也就情绪高涨。
那个男演员，亮开喉咙大声吼，吼得人心一阵激动。本是风
吹得树叶响，但人却以为是那个男演员的声音震得树叶”沙沙
“响。桑桑把胡琴拉得摇头晃脑，揉弦揉走了音。只有蒋一
轮，还是心不在焉，笛子吹得结结巴巴，大失往日的风采。
人也没有从前一吹笛子就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显得有点僵



硬。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二

金色的麦地、古朴的房子、苦味的艾叶、寂静的池塘……这
就是油麻地。那里生活着顽皮的桑桑、残疾的秃鹤、不幸的
杜小康、执着的秦大奶奶和文静的纸月……他们给油麻地带
来了不一样的六年，也给桑桑的脑海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小学
经历，让他载着那一连串不平凡的故事告别了这座他朝夕相
伴的草房子。

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男
孩，他的小学六年，虽然得过一种怪病，但他在那个充满甜、
酸、苦、辣的集体中长大，他懂得了除知识外好多好多东西。
这一切，是他的启蒙，是他自己的小学时光。

秃鹤是一位残疾男孩，他以自己的坚强和一丝不苟不仅赢得
了汇演冠军，更让同学们信任了他。

纸月的家中只有一位年老的外婆，她的内向和优异的成绩，
让老师和同学为之震撼，并让桑桑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但
她突然消失在油麻地。

蒋一轮是一位年轻、受校长青睐的老师，他在与白雀姑娘演
出时出现了迷离的感情，白雀的父亲反对，虽然他们暗地里
写信并让桑桑传达，但两人最终带着遗憾分开了。

艾叶在风中舞蹈，那苦味是否在怀念那位倔强的秦大奶奶呢?
秦大奶奶与丈夫一生小气地攒钱、买田、盖房、种田，但在
即将收获时，丈夫死了，油麻地小学又要在这块地上建造，
孤苦伶仃的秦大奶奶非要住在油麻地小学，并添乱于小学，
老师、同学和校长都无法赶走她。直到她舍命去救一个孩子
时，人们才对她的人格敬佩。秦大奶奶的死源于要救一个南
瓜，大家都一定会怀念这位老人的。



厄运里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孩子：杜小康。杜家非常有钱，他
在油麻地像一个王者一样，功课好、人品好、家境好，男孩
崇拜他，女孩喜欢他。但在一次事故中，杜家不仅一无所有，
还欠了债，杜小康在逆境中长大，他与厄运抗争。

满口江南话，笑起来露出大门牙，他虽然不是邱二妈的亲生
儿子，但却在邱二爷死后，为邱二妈顶天的细马，他那朴实
的江南话透出一股对邱二妈的爱。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三

以下是由本站pq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草房子读书笔记400字摘抄，
欢迎大家学习参考。

金色的麦地、古朴的房子、苦味的艾叶、寂静的池塘……这
就是油麻地.那里生活着顽皮的桑桑、残疾的秃鹤、不幸的杜
小康、执着的秦大奶奶和文静的纸月……他们给油麻地带来
了不一样的六年,也给桑桑的脑海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小学经历,
让他载着那一连串不平凡的故事告别了这座他朝夕相伴的草
房子.

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
他的小学六年,虽然得过一种怪病,但他在那个充满甜、酸、
苦、辣的集体中长大,他懂得了除知识外好多好多东西.这一
切,是他的启蒙,是他自己的小学时光.

秃鹤是一位残疾男孩,他以自己的坚强和一丝不苟不仅赢得了
汇演冠军,更让同学们信任了他.

纸月的家中只有一位年老的外婆,她的内向和优异的成绩,让
老师和同学为之震撼,并让桑桑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但她突
然消失在油麻地.

蒋一轮是一位年轻、受校长青睐的老师,他在与白雀姑娘演出



时出现了迷离的感情,白雀的父亲反对,虽然他们暗地里写信
并让桑桑传达,但两人最终带着遗憾分开了.

艾叶在风中舞蹈,那苦味是否在怀念那位倔强的秦大奶奶呢?
秦大奶奶与丈夫一生小气地攒钱、买田、盖房、种田,但在即
将收获时,丈夫死了,油麻地小学又要在这块地上建造,孤苦伶
仃的秦大奶奶非要住在油麻地小学,并添乱于小学,老师、同
学和校长都无法赶走她.直到她舍命去救一个孩子时,人们才
对她的人格敬佩.秦大奶奶的死源于要救一个南瓜,大家都一
定会怀念这位老人的.

厄运里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孩子：杜小康.杜家非常有钱,他在
油麻地像一个王者一样,功课好、人品好、家境好,男孩崇拜
他,女孩喜欢他.但在一次事故中,杜家不仅一无所有,还欠了
债,杜小康在逆境中长大,他与厄运抗争.

满口江南话,笑起来露出大门牙,他虽然不是邱二妈的亲生儿
子,但却在邱二爷死后,为邱二妈顶天的细马,他那朴实的江南
话透出一股对邱二妈的爱.

药寮一篇讲述的是桑桑得了一种怪病,父亲桑乔不仅辞去工作,
还带他到处寻医,几经周折,他战胜了病魔.

最终桑桑离开了那片闪着金光的油麻地,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
那些帮助过他长大的人啊!

下面是本站小编给你整理的一篇草房子读后感，供你阅读。

《草房子》读后感

暑假里，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读完以后，我被书中的
主人公杜小康的坚强、勇敢、乐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

读着读着这本书，我仿佛看见杜小康挎着竹篮，坐在校门口。



天气很热，杜小康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衣服已经湿透了。
阳光映衬着他的脸颊，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坚毅、没有一丝卑
微的神色。他温和地、面带微笑地向那些走过他身旁地老师
和同学们问好或打招呼。而从他那破旧的衣服上，我们看到
了生活的艰辛，但就是这生活的艰辛，让他成长了。

为什么杜小康能闯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磨难?

为什么杜小康能做连桑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事呢?

为什么杜小康能反过来安慰桑桑?

因为杜小康坚强、勇敢、乐观，能坦然面对生活，有责任心。

暑假里有一次我在学轮滑时摔倒了，压到了胸部，感觉非常
疼。当时我不想继续学了，这时，我想到了杜小康。杜小康
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还在校门口摆摊卖东西，但是他挺住，
坚持住了，难道我连这点困难也克服不了吗?于是，我鼓起勇
气，爬起来继续往前滑。

读了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有责任心，面
对困难要越挫越勇。我以后也要向杜小康学习，做一个坚强、
勇敢、乐观的好孩子!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四

暑假里，我走进了曹文轩的《草房子》。

读之如饮甘醇，作者童年的趣事让我向往，一幕幕不时闪现
眼前，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這本侑“品位”的儿童
文学读本，正如作者所说，美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草房
子》是一茖美好的所在，当我走近曹文轩精心搭建的《草房
子》时，那优美而又质朴的文笔，在我面前勾画出了一幅幅



生动侑趣的画面。再瞧瞧我們现在的学习生活，我只能侑叹
息一声。那种让我无法想象的、已远去的小学生活，這种看
似平常实则并不简单的生活，是一茖时代留给我們的难忘记
忆，她让我想起浪漫的童话，让我侑一种想走进油麻地小学
读书生活的冲动。

桑乔，這位猎人出生、曾经说话口吃的年轻人，居然凭借不
屈不饶的毅力，成为一位出色的小学校长。当我看祂仅仅为
了那盖满印章的纸尙的荣誉，祂可以将桑桑不当儿子看时，
对祂的敬佩就日渐减弱。但，当桑桑生病无药可医时，我又
为祂高兴，因为我又看了父亲高大地形象。桑乔，祂是一茖
人，一茖父亲。面对桑桑无助的眼神，小小年纪的柳柳，在
大人的忧愁里懂得了体贴人；生命的力量和责任使得虚弱的
桑桑可以将妹妹背尙城墙头看落日，看月亮，看星星。等等
這些，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似乎也长大了许多。

我在想，人性是善良的。桑桑的不幸也曾让我黯然神伤，但
我确信曹文轩不是残冷的杀手，会随意抹掉生命中最美好的
东西——感动，果不其然，我看了曹文轩的善良，一茖“鼠
疮”，就让俨然无生气的桑桑挣脱了命运的枷锁！那一刻，
我屏住了呼吸，侑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为桑桑年轻的生
命，也为曹文轩人性的善良，更是祂让我想了我的.妈妈。我
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差点被它夺走生命，舅爹无意的叹息，
救得了妈妈。当我读《药寮》，温幼菊老师那咿呀小调透射
出的“别怕”慰藉，让我真的感动了，那首“咿呀”的小调
让我痴迷，也让我看了生命的阳光。是啊，桑桑在生命的转
折处，遇了让祂一辈子难忘的人，记住了生命里珍贵的东西。
侑时候，我也会傻傻的想，如果我是桑桑，多好！“怎样去
感动今天，乃至将來的孩子？”从曹文轩的笔底，我感受了
感动，看了人性的美丽与善良，儿童的天真，会感染所侑的
人，侑了感动，美，就会无处不在！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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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他以前一个个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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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动了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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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座座草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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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都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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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发生在我身上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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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也花了大量的笔
墨描写了纸月这个小姑娘。纸月身子弱，在她原来的板仓小
学有人欺负她，所以大费周折的到了油麻地小学。纸月很受
大家欢迎，她字写得好，学习好，也经常在学校的文艺表演
时看到她的身影。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纸月的家离学校
太远，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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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秃鹤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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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又担心秃鹤能不能找回自己的帽子。真是复杂的心理呀。

《草房子》给我带来了感动，带来了快乐，这真是一部优秀
的作品呀!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六

1、白雀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好像清瘦了一些。她一出现在桑



桑的视野里，桑桑就觉得天地间忽然地亮了许多。白雀走着，
依然还是那样轻盈的步伐。她用双手轻轻抓着被放到了胸前
的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方头巾被村巷里的风吹得飞扬了
起来。

2、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副
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但
在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心
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看一看和摘下那顶帽子再看一看秃
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
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

3、冬天过去，细马已基本上能听得懂油麻地人“难听的”话
了。但，细马依然没有去学校上学。一是因为，邱二妈并未
提出让他再去读书，二是细马觉得，自己拉了一个学期的课，
跟是不可能再跟上了，除非留级，而细马不愿意这样丢人。
细马还是放他的羊。虽然细马心里并不喜欢放羊。

4、没过多少天，谏树苗就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在还带着凉意
的风中，欢欢喜喜地摇摆。这个形象使秦大奶奶想起了当年
也是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同样欢欢喜喜摇摆着的麦苗。她就很
想用她的拐棍去鞭打这些长在她地上的辣树苗—她觉得那些
树苗在挤眉弄眼地嘲弄她。

5、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
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
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就全
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
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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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
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
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



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
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
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
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
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7、男孩们等得无聊了，有几个就走上了河这边剩下的那一段
桥，在大家担忧与恐惧的目光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直
走到尽头。几个女孩就惊叫一声，不敢再看，把眼睛闭上了。
其中一个男孩，还故意向后仰着，然后做出一个正向水里跌
倒又企图不让自己跌倒的样子，惊得大家都站了起来。其实，
他们离尽头还有一大步远呢。

8、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
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四面
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
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船堆得高高的茅草已经
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秦大奶奶却就
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

9、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
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
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
很寒伧。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
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10、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他视察他
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个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
得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
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
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
着那个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
类。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



口晒太阳。

12、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
对阿恕的母亲说，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她将桑桑从阿恕的
床上叫醒，让他与她一起走出阿恕家，仅仅才两块地远之后，
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地乱叫。

13、桑桑看到，白雀走到岸边时，眼睛朝刚才发出笛音的那
棵谏树下看了一眼。当她看到了谏树下已空无人影时，她向
对岸到处张望了一下。而当她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人影时，不
免露出怅然若失的样子。

14、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小屋前。这时，桑桑
被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他的眼前是一片艾。艾前后左
右地包围了小屋。当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艾
叶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
面是淡绿色，加上茸茸的细毛，几乎呈灰白色。因此，当艾
叶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艾
虽然长不很高，但杆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
人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间，总是适当地保持
着距离，既不过于稠密，却又不过于疏远。

15、台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台下的人暂时先不去想白雀，勉
勉强强地看着，倒有了一阵好秩序。演员们也就情绪高涨。
那个男演员，亮开喉咙大声吼，吼得人心一阵激动。本是风
吹得树叶响，但人却以为是那个男演员的声音震得树叶“沙
沙”响。桑桑把胡琴拉得摇头晃脑，揉弦揉走了音。只有蒋
一轮，还是心不在焉，笛子吹得结结巴巴，大失往日的风采。
人也没有从前一吹笛子就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显得有点僵
硬。

16、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象只
展翅的白鸽飞在了空中，未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
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



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是
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
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
即飞上天空的”白鸽”。

17、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
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
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
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
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醮了
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

18、晚上，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就听见荷塘边的草地
上有笛子声，隔水看，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今晚的月
亮不耀眼，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桑桑看不清蒋一轮与白雀，
但又分明看得清他们的影子。蒋一轮倚在柳树上，用的是让
桑桑最着迷的姿势:两腿微微交叉着。白雀的动作在这样的月
光笼罩下，显得格外的柔和。桑桑坐在塘边，呆呆地看着，
捉住的几只蟋蟀从盒子里趁机逃跑了。

19、微风翻卷着荷叶，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支尚未绽
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地竖着。桑桑
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

20、五月，是收获麦子的季节。像往年一样，油麻地小学的
师生们都得抽出一些时间来帮油麻地地方上割麦子或帮着拣
麦穗。这一季节，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季节，他们可以到田野
上去，借着拣麦穗的机会，在地里说话、争论一个问题，或
者干脆趁老师不注意时在地上抱住一团打一架，直滚到地头
的深墒里，然后再神秘地探出头来看动静。女孩们就会一边
拣麦穗，一边将地边、田埂上一株蓝色的矢车菊或其它什么
颜色的小花摘下来，插到小辫上。

21、细马似乎很喜欢这儿的天地。那么大，那么宽广的大平



原。到处是庄稼和草木，到处是飞鸟与野兔什么的。有那么
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船。他喜欢看鱼鹰
捕鱼，喜欢听远处的牛哞哞长叫，喜欢看几个猎人带了几只
长腿细身的猎狗，在麦地或棉花地里追捕兔子，喜欢听芦苇
丛里一种水鸟有一声无一声的很哀怨的鸣叫，喜欢看风车在
野风里发狂似地旋转……。他就在这片田野上，带着他的羊，
或干脆将它们暂时先放下不管，到处走。一切都是有趣的。
他乐意去做许多事情:追逐一条狗，在小水塘里去捉几条鱼，
发现了一个黄鼠狼的洞，就用竹片往洞的深处挖……。

22、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
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
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七

好词：

接二连三 抖抖索索 五颜六色 异想天开 出人意料

一丝不苟 全神贯注 心惊肉跳 七上八下 隐隐约约

无忧无虑 一贫如洗 荒无人烟 结结巴巴 不问寻常

无能为力 心不在焉 小心翼翼

好句：

1、白雀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好像清瘦了一些。她一出现在桑
桑的视野里，桑桑就觉得天地间忽然地亮了许多。白雀走着，
依然还是那样轻盈的步伐。她用双手轻轻抓着被放到了胸前



的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方头巾被村巷里的风吹得飞扬了
起来。

2、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副
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但
在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心
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看一看和摘下那顶帽子再看一看秃
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
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

3、冬天过去，细马已基本上能听得懂油麻地人“难听的”话
了。但，细马依然没有去学校上学。一是因为，邱二妈并未
提出让他再去读书，二是细马觉得，自己拉了一个学期的课，
跟是不可能再跟上了，除非留级，而细马不愿意这样丢人。
细马还是放他的羊。虽然细马心里并不喜欢放羊。

4、没过多少天，谏树苗就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在还带着凉意
的风中，欢欢喜喜地摇摆。这个形象使秦大奶奶想起了当年
也是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同样欢欢喜喜摇摆着的麦苗。她就很
想用她的拐棍去鞭打这些长在她地上的辣树苗—她觉得那些
树苗在挤眉弄眼地嘲弄她。

5、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
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
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就全
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
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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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
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
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
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
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



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
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
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7、男孩们等得无聊了，有几个就走上了河这边剩下的那一段
桥，在大家担忧与恐惧的目光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直
走到尽头。几个女孩就惊叫一声，不敢再看，把眼睛闭上了。
其中一个男孩，还故意向后仰着，然后做出一个正向水里跌
倒又企图不让自己跌倒的样子，惊得大家都站了起来。其实，
他们离尽头还有一大步远呢。

8、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
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四面
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
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船堆得高高的茅草已经
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秦大奶奶却就
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

9、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
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
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
很寒伧。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
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10、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他视察他
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个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
得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
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
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
着那个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
类。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
口晒太阳。



12、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
对阿恕的母亲说，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她将桑桑从阿恕的
床上叫醒，让他与她一起走出阿恕家，仅仅才两块地远之后，
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地乱叫。

13、桑桑看到，白雀走到岸边时，眼睛朝刚才发出笛音的那
棵谏树下看了一眼。当她看到了谏树下已空无人影时，她向
对岸到处张望了一下。而当她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人影时，不
免露出怅然若失的样子。

14、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小屋前。这时，桑桑
被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他的眼前是一片艾。艾前后左
右地包围了小屋。当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艾
叶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
面是淡绿色，加上茸茸的细毛，几乎呈灰白色。因此，当艾
叶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艾
虽然长不很高，但杆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
人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间，总是适当地保持
着距离，既不过于稠密，却又不过于疏远。

15、台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台下的人暂时先不去想白雀，勉
勉强强地看着，倒有了一阵好秩序。演员们也就情绪高涨。
那个男演员，亮开喉咙大声吼，吼得人心一阵激动。本是风
吹得树叶响，但人却以为是那个男演员的声音震得树叶“沙
沙”响。桑桑把胡琴拉得摇头晃脑，揉弦揉走了音。只有蒋
一轮，还是心不在焉，笛子吹得结结巴巴，大失往日的风采。
人也没有从前一吹笛子就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显得有点僵
硬。

16、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象只
展翅的白鸽飞在了空中，未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
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
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是
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



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
即飞上天空的”白鸽”。

17、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
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
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
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
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醮了
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

在一个遥远的山村里,有着金黄色的草房子、略带苦味艾叶、
静悄悄的河流、一望无际的麦田,这就是美丽、祥和的油麻地.
在这儿,有调皮、机灵的桑桑,温柔、善良但胆小的纸月,自尊
心极强的陆鹤,执着慈祥的秦大奶奶,为了荣誉而不惜一切代
价的桑乔校长,多才多艺的蒋一轮,给人以无限鼓励的温幼
菊……他们在一起,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这就组成了曹文
轩笔下的《草房子》.

在这本书中,我最敬佩的一个人就是杜小康.杜小康原来生活
在油麻地最富有的人家里,而父母更是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
顺.但在一次生意中,他父亲把所有的家产全都输了个精光,杜
小康一下子从幸福的天堂跌到了低谷.后来,杜小康在桑桑的
帮助下,十分从容地摆起了小地滩.

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还表现得不卑不亢,这需要一个人多大的
勇气和毅力呀!而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不要说大困难,就是一
个小小的麻烦都怨天尤人,都要依赖父母,那我们以后还如何
在社会上站稳,独立生活?如果在生活中,我们也遇到了同类的
问题,我们会自己去想办法吗?可能卧在家里面哭鼻子了吧.

除了杜小康,秦大奶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油麻地的人为了在
秦大奶奶的地上建一所学校而将秦大奶奶赶到一个小角落里.
不服气的秦大奶奶就想尽各种方法报复人们.但在经历了一系
列的事情之后,秦大奶奶改变了她的态度.最后,为了捡起学校



掉到河里的南瓜而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秦大奶奶行为而感动,感动她为了学校
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比起感动,可能更多的人会为
秦大奶奶惋惜,惋惜一个和蔼可亲、体贴人心的好奶奶就这样
走了.秦大奶奶身上那舍已为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时秦
大奶奶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先掂量下一,
孰轻孰重,免得因小失大.

从现在起,让我们在做事前先做到心中有底,以免到最后后悔
莫及.最后不能忘记,遇到困难可不要退缩哟!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八

1、没有一丝风，一株株桑树，好像是静止的。

2、立在炉上的那只黑色的瓦罐，造型土气，但似乎又十分讲
究，粗朴的身子，配了一只弯曲得很优雅的壶嘴和一个很别
致的壶把。

3、夕阳正将余晖反射到天上，把站在砖堆顶上的细马映成了
一个细长条。余晖与红砖的颜色融在一起，将细马染成浓浓
的土红色......

4、当桑乔背着桑桑踏过松软的稻草走进校园里，桑桑看到了
站在梧桐树下的纸月：她的头发已被雨水打湿，其中几丝被
雨水贴在了额头上，瘦圆的下巴上，正滴着亮晶晶的雨珠。

5、白鸽在天上盘旋着，当时正是一番最好的秋天的阳光，鸽
群从天空滑过时，满空中泛着迷人的白光。这些小家伙，居
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
美地展翅、滑翔或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



6、墓前，是一大片艾，都是原先的艾地移来的，由于孩子们
天天来浇水，竟然没有一棵死去。它们笔直地挺着，在从田
野上吹来的风中摇响着竹子，终日散发着他们特有的香气。
人生无处不真情，在《草房子》里，我看到了另人落泪的真
情。

7、他朝天空望去，天空干净得如水洗刷过一般。月亮像是静
止的，又像是飘动的……月光下，桑桑远远地看到了蒋一轮
和白雀。蒋一轮倚在一棵树上，用的.还是那个最优美的姿势。
白雀却是坐在那儿。白雀并没有看着蒋一轮，用双手托着下
巴，微微仰着头，朝天空望着。月亮照得芦花的顶端银泽闪
闪，仿佛把蒋一轮与白雀温柔地围在了一个梦幻的世界里。

8、温幼菊会唱歌，声音柔和而又悠远，既含着一份伤感，又
含着一份让人心灵颤抖的骨气与韧性......这是一只红泥小
炉，样子很小巧。此时，炭正烧得很旺，从药罐下的空隙看
去，可以看到一粒粒炭球，像一枚枚蛋黄一样鲜艳，炉壁似
乎被烧得快要溶化成金黄色的流动的泥糊了。

9、窗外就是河。桑桑坐在窗口，一边继续吃烀藕，一边朝窗
外望着。岸边有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有盏灯。桑桑看到了灯
光下的雨丝，斜斜地落到了河里，并看到了被灯光照着的那
一小片水面上，让雨水打出来的一个个半明半暗的小水泡泡。
他好像在吃藕，但吃了半天，那段藕还是那段藕。

11、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
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
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
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
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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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九

午后的阳光，像轻柔的丝带，轻抚大地，赐予每个生命圣洁
的力量，有如童话一般，梦幻美丽，空气中充斥着一股纯真，
一股懵懂。

《草房子》——1997年曹文轩创作小说。

刚翻开书，就不禁被书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住了，
全书都洋溢着一种别样的情怀，使人激情澎湃，思潮起伏。

本文叙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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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人心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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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与优雅，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
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体验死亡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
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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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读完这篇文章，在我眼前立即勾画出这样一幅景象：弥漫着
幽香，懵懂纯真，一个可望不可即，浪漫温馨的童话世界。

在本篇文章中，我最喜欢一个叫‘桑桑’的男孩，他是油麻
地小学的学生，好奇心极强想象力丰富，总喜欢做一些让人
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他也是一个善良纯真，讲义气，勇敢，
乐于助人的好孩子，特别是帮助保护纸月不被坏学生欺负。

在诸多章节中，最令我心弦一震的是一篇关于‘秃鹤’的故
事，叙述了：秃鹤因认为秃子是一种耻辱，而带着帽子上学。
一次，桑桑和朋友们把秃鹤的帽子挂在了旗杆顶上，大家都
在嘲笑他。之后秃鹤便不在戴帽子了，但在一次会操时老师
要他戴帽子，可在途中他又忍不住扔掉了帽子……这一篇故
事告诉我，不要因为自身的缺陷而自卑，要向前看，时刻提



醒自己是最好的，是最棒的，要自信，不要在意他人的眼光，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追随永恒，追随童真。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十

1、白雀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好像清瘦了一些。她一出现在桑
桑的视野里，桑桑就觉得天地间忽然地亮了许多。白雀走着，
依然还是那样轻盈的步伐。她用双手轻轻抓着被放到了胸前
的那根又黑又长的辫子，一方头巾被村巷里的风吹得飞扬了
起来。

2、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副
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但
在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心
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看一看和摘下那顶帽子再看一看秃
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
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

3、冬天过去，细马已基本上能听得懂油麻地人“难听的”话
了。但，细马依然没有去学校上学。一是因为，邱二妈并未
提出让他再去读书，二是细马觉得，自己拉了一个学期的课，
跟是不可能再跟上了，除非留级，而细马不愿意这样丢人。
细马还是放他的羊。虽然细马心里并不喜欢放羊。

4、没过多少天，谏树苗就怯生生地探出头来，在还带着凉意
的风中，欢欢喜喜地摇摆。这个形象使秦大奶奶想起了当年
也是在这个季节里也是同样欢欢喜喜摇摆着的麦苗。她就很
想用她的拐棍去鞭打这些长在她地上的辣树苗—她觉得那些
树苗在挤眉弄眼地嘲弄她。

5、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
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



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就全
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
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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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
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
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
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
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
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
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
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7、男孩们等得无聊了，有几个就走上了河这边剩下的那一段
桥，在大家担忧与恐惧的目光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直
走到尽头。几个女孩就惊叫一声，不敢再看，把眼睛闭上了。
其中一个男孩，还故意向后仰着，然后做出一个正向水里跌
倒又企图不让自己跌倒的样子，惊得大家都站了起来。其实，
他们离尽头还有一大步远呢。

8、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
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四面
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
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船堆得高高的茅草已经
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秦大奶奶却就
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

10、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他视察他
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个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
得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
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
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



着那个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
类。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
口晒太阳。

12、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
对阿恕的母亲说，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她将桑桑从阿恕的
床上叫醒，让他与她一起走出阿恕家，仅仅才两块地远之后，
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地乱叫。

13、桑桑看到，白雀走到岸边时，眼睛朝刚才发出笛音的那
棵谏树下看了一眼。当她看到了谏树下已空无人影时，她向
对岸到处张望了一下。而当她终于还是没有看到人影时，不
免露出怅然若失的样子。

14、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小屋前。这时，桑桑
被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他的眼前是一片艾。艾前后左
右地包围了小屋。当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艾
叶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
面是淡绿色，加上茸茸的细毛，几乎呈灰白色。因此，当艾
叶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艾
虽然长不很高，但杆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
人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间，总是适当地保持
着距离，既不过于稠密，却又不过于疏远。

15、台上的演出继续进行。台下的人暂时先不去想白雀，勉
勉强强地看着，倒有了一阵好秩序。演员们也就情绪高涨。
那个男演员，亮开喉咙大声吼，吼得人心一阵激动。本是风
吹得树叶响，但人却以为是那个男演员的声音震得树叶“沙
沙”响。桑桑把胡琴拉得摇头晃脑，揉弦揉走了音。只有蒋
一轮，还是心不在焉，笛子吹得结结巴巴，大失往日的风采。
人也没有从前一吹笛子就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显得有点僵
硬。

16、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象只



展翅的白鸽飞在了空中，未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
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
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是
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
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撵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
即飞上天空的”白鸽”。

17、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
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
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
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
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醮了
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

18、晚上，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就听见荷塘边的草地
上有笛子声，隔水看，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今晚的月
亮不耀眼，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桑桑看不清蒋一轮与白雀，
但又分明看得清他们的影子。蒋一轮倚在柳树上，用的是让
桑桑最着迷的姿势:两腿微微交叉着。白雀的动作在这样的月
光笼罩下，显得格外的柔和。桑桑坐在塘边，呆呆地看着，
捉住的几只蟋蟀从盒子里趁机逃跑了。

19、微风翻卷着荷叶，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几支尚未绽
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地竖着。桑桑
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开放。

20、五月，是收获麦子的季节。像往年一样，油麻地小学的
师生们都得抽出一些时间来帮油麻地地方上割麦子或帮着拣
麦穗。这一季节，是孩子们所喜欢的季节，他们可以到田野
上去，借着拣麦穗的机会，在地里说话、争论一个问题，或
者干脆趁老师不注意时在地上抱住一团打一架，直滚到地头
的深墒里，然后再神秘地探出头来看动静。女孩们就会一边
拣麦穗，一边将地边、田埂上一株蓝色的矢车菊或其它什么
颜色的小花摘下来，插到小辫上。



草房子摘抄感悟篇十一

每一份读书笔记都是反映我们有没有认真读书的一种笔记，
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草房子读书笔记摘抄，欢迎阅读。更
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初读《草房子》我就被里面的真情所感动。

桑桑是一个小男孩，他喜欢做出一些夸张的事，特别有一次
桑桑在6月的时候穿一件冬天穿的大棉袄，还在全校走了一遍。
而六年的小学生活却让他没齿难忘。在这六年中，他经历了
无数感人的故事：这些男女无瑕的真情，同学间天真的友
情……他从这些故事中，明白了：善良，尊严，顽强……这
一切的一切在他的心田里埋下了“爱”的种子。

陆鹰是个长着光光脑袋的孩子，因此，大家都叫他“秃鹰”，
他充满无助与孤单。被叫“秃鹰”的他常常坐在小镇水码头
最低的石阶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发呆——、流泪。但是，
他却凭着自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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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月是个内向、——善良的小女孩。她的心灵如同皑皑白雪
一般纯洁。她没有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又当爹，又当妈的慈
祥的奶奶。为了不让奶奶为自己担心，当板仓小学的男生欺
负她时，她没有告诉奶奶，只是自己默默的流泪。直到桑桑
帮助她把板仓小学的男生打跑后，默默无闻的她才露出一丝
微笑。善解人意的她话不多，却总能帮助别人。不要认为内
向是一个缺点，有时，默默无闻却是最可爱的。

白雀是一个十分漂良的姑娘，她有一副好嗓子，不洪亮，不
宽阔，但银铃般清脆。她不仅外表美，而且心灵美。这就是



真正的美。

初次看到细马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只马的名字，但后来才知
道他是岳二爷与岳二妈从岳大爷家带来的岳大爷最小的儿子。
他长的很精神，喜欢笑，十分爱说话。在油麻地小学，他变
了，变的孤单，无助，没有人听的懂他满口的江南口音，他
感到一个哑巴才有的压抑。他是那样的可怜。这使他不想再
上学，他去放羊，以此来填空他最脆弱的地方。几次交谈后，
使桑桑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那顽强的品质十分另人敬
佩。

这本书魔力般的吸引了我，我与文中的小主人公桑桑同乐同
悲。当看到桑桑生病时，我哭了，第一次为书中的主人公而
哭，我怕，怕桑桑会死掉，我对着天祈祷，保佑桑桑能够度
过难关。

读完了《草房子》让我知道了童年是快乐的我们要珍惜自己
童年的美好时光。

曹文轩说：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
想都可能变为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

的确，曹文轩的书中的语言由始至终都充满了美感。而他所
描绘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也更是
一种美的体现啊!

曹文轩用他那风趣又不失庄重的风格，用他那华丽而又显清
新的文笔，向我们栩栩如生地讲述了男孩桑桑与他的同伴们
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

而其中让我最感动也是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艾地》、《红门》
与《药寮》。

《艾地》是让我流泪的次数最多的一章。目光在文字间游移，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秦大奶奶守护艾地的执著，她那虚弱的坚
强。那种近乎执怮的执著比大海还有更深万里，比高山还要
坚硬不挠。随着故事的情节，油麻地的人们对秦大奶奶的恶
语相向和软磨硬泡，使我对油麻地的美好印象陡然下降，油
麻地在我心中俨然成了抢地掠宅的强盗。而秦大奶奶瘦弱的
身躯在我眼中却变得高大，得有怎样一颗坚强的心才能让一
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与学校对抗，与政府抗争啊!不禁感叹作家
的写作功底。一滴水珠落在了书页上，又接二连三地落下许
多，在弥漫着淡淡书香的纸张上溅起了一朵朵美丽的花儿。
是——泪吧?我哭着看着秦大奶奶孩子气的行为：养鸡鸭让它
们去校舍捣乱;把学校种的瓜果摘了扔到河里;在学校栽的苗
圃上滚来滚去……秦大奶奶也只能做这些无力的行为，让令
人心疼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守护她与秦大撒血撒汗才换来的地
啊!

然而，让人更感动的是秦大奶奶撑着衰老的身体跳河救人，
和她醒来后的所作所为。那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秦大奶
奶对油麻地的人们已经不再饱含敌意了，变得十分的善解人
意：拄着拐杖去集市上卖鸡鸭;为女孩们扎小辫、染指甲;与
同学们一起玩耍;为油麻地小学做些事……甚至还自愿搬出，
这次不愿意的是已经接受秦大奶奶的油麻地小学的众人。但
和以前一样，秦大奶奶依然固执地一意要搬走。读到这里泪
又潸然落下，喉咙里发出了细碎的哽咽声。是一种感动，是
一种悲伤，是一种心疼。直到后面秦大奶奶悄然逝世，躺在
装有艾草的棺材里时，我已是泪流满面。这时，她的容颜一
定是美丽而又安详的，因为她已经想通了，已经没有什么遗
愿了。并且，秦大奶奶人生的最后一瞬闪耀出了耀眼的人格
光彩。人性的美哟!

《药寮》、《红门》也是如此。他们在与厄运抗争，而这过
程当中，有多少爱在爆发着它们的火花，有多少美在闪耀着
它们的光彩。现代社会的明争暗夺已教许多人冰冷麻木得不
知道一种名为感动的东西，有多少人对身边的美视而不见那
是最可悲的了!他们会因此少体会到多少种感情，少看见到多



少种美丽。而《草房子》就是一本让人们找回感动的书，在
里面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看到了真正的美。

火辣辣 轰隆隆 红艳艳 绿晶晶 汗淋淋 水淋淋 齐刷刷

结结实实 昏昏欲睡 大模大样 乌溜溜 金泽闪闪 莫名其妙

如痴如狂 龇牙咧嘴 秋风乍起 朝夕相伴 忽明忽暗 绘声绘色

自作多情 隐隐约约 无恶不作 波光粼粼 如梦如幻

1.白鸽在天上盘旋着，当时正是一番最好的秋天的阳光，鸽
群从天空滑过时，满空中泛着迷人的白光。这些小家伙，居
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
美地展翅、滑翔或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

2.他朝天空望去，天空干净得如水洗刷过一般。月亮像是静
止的，又像是飘动的……月光下，桑桑远远地看到了蒋一轮
和白雀。蒋一轮倚在一棵谏树上，用的还是那个最优美的姿
势。白雀却是坐在那儿。白雀并没有看着蒋一轮，用双手托
着下巴，微微仰着头，朝天空望着。月亮照得芦花的顶端银
泽闪闪，仿佛把蒋一轮与白雀温柔地围在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里。

3.当桑乔背着桑桑踏过松软的稻草走进校园里，桑桑看到了
站在梧桐树下的纸月：她的头发已被雨水打湿，其中几丝被
雨水贴在了额头上，瘦圆的下巴上，正滴着亮晶晶的雨珠。

4.窗外就是河。桑桑坐在窗口，一边继续吃烀藕，一边朝窗
外望着。岸边有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有盏灯。桑桑看到了灯
光下的雨丝，斜斜地落到了河里，并看到了被灯光照着的那
一小片水面上，让雨水打出来的一个个半明半暗的小水泡泡。
他好像在吃藕，但吃了半天，那段藕还是那段藕。



5.温幼菊会唱歌，声音柔和而又悠远，既含着一份伤感，又
含着一份让人心灵颤抖的骨气与韧性......这是一只红泥小
炉，样子很小巧。此时，炭正烧得很旺，从药罐下的空隙看
去，可以看到一粒粒炭球，像一枚枚蛋黄一样鲜艳，炉壁似
乎被烧得快要溶化成金黄色的流动的泥糊了。

6、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
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
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
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
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
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
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
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7、男孩们等得无聊了，有几个就走上了河这边剩下的那一段
桥，在大家担忧与恐惧的目光里，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直
走到尽头。几个女孩就惊叫一声，不敢再看，把眼睛闭上了。
其中一个男孩，还故意向后仰着，然后做出一个正向水里跌
倒又企图不让自己跌倒的样子，惊得大家都站了起来。其实，
他们离尽头还有一大步远呢。

8、贫穷的油麻地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
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
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个四面
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
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船堆得高高的茅草已经
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上时，秦大奶奶却就
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

9、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
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
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
很寒伧。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



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10、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他视察他
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个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
得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所说的那些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
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
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
着那个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
类。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
口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