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叶圣陶燕子读后感 叶圣陶友谊读
后感(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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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叶圣陶燕子读后感篇一

如果说友谊是吐露新绿的青草，那哺育它的就是三月淅淅沥
沥的雨；如果说友谊是成长的树木，那使它长大的便是那初
夏的阳光；如果说友谊是颗饱满的小麦，那么浇灌它的便是
那洁白的雪花！

今年暑假，我读了叶圣陶爷爷的著作《友谊》。

短文主要讲了一个叫冯云的学生，在体育课上跳高架，第一
次和同学们一样没跳过去。第二次，她下了狠心，使出吃奶
的劲向前冲，再奋力一跃，不幸摔下来了，也不知摔哪儿了，
只是很痛。给大夫看，要十天半月才能消肿。冯云心想：完
了，这下字要落下许多课了。谁知，就在她休养的时候，好
几个同学都来帮她补课。最终冯云与同学们一起顺利地升级
了。正是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才帮助冯云度过了难关。

读了这篇文章，我被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感动了，联想起了
我和同学之间珍贵的友谊：

记得有一次，我下课玩耍的时候不小心被同学a倒了，膝盖摔
伤，当时两条腿动都不能动，更别提走回教室上课了。正当
我伤心流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的三位好朋友来了，
她们（李雨霏、陈t珂、沈文茜）看见我坐在地上，连忙帮我
扶起来，一个帮我扶着受伤的腿，另外两个撑着我胳膊，一



直把我送到校医务室。当我在抹药时，看见我的三位好朋友
蹲在一边，一直喘着粗气，她们还不时关切的问：“好点了
吗，金希彦？”当时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感动得不住地
说声谢谢。

读完叶圣陶爷爷《友谊》后，认识到友谊不是那么轻易而来
的，是彼此慢慢地培养建立起一种感情，而不是交个普通朋
友就算了。有了友谊如果彼此没有诚意，不会加以珍惜，那
种所谓的友谊不是真正的友谊。

友谊是美好的，但并不是完美的。只有我们把敏感、抱怨、
自视聪明、嫉妒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抛弃掉，那么留下来的
必定就是真诚、关怀和信任，这才是一份有价值的友谊。所
以只要我们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多分担他们的痛苦，你就
会发现所谓的友谊，已在你们之间悄然萌生。

友谊是一盏灯，愈拨愈亮；友谊是一条河，愈流愈深；友谊
是朵花，愈开愈美；友谊是一杯酒，愈酿愈香！我真切地希
望，我也能拥有这纯洁而美好的.友谊！

叶圣陶燕子读后感篇二

写作文一直是小学生头疼不已的事情，记忆中自己也曾为写
作而大伤脑筋。如今，看着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孩子面对写作
依旧一筹莫展，不觉有点奇怪，但是看了《叶圣陶叫你写作
文》一书，茅塞顿开！

一、指导学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积累书本上的知识。在指
导学生阅读时，我把博览与精读科学地结合起来，博览就是
让学生广泛涉猎一些精彩而有意义的故事、趣闻，先进人物
的事迹，古今佳话，名言警句等，并要求他们写摘要或做成
剪报，把需要保存的资料分门别类地积累起来，以便作文时
随时查阅，精读就是要求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章或名篇，要
细读，潜心揣摸，体会别人是怎样围绕中心合理地安排材料，



布局谋篇的，对于其中好的章节、句段，特别是细节描写，
心理描写等要重点读，甚至熟记于心，我还要求学生在阅读
时要勤动手，多写读书笔记，这样，学生书读多了，从中涉
取了更多的知识，还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语言，也学到了他
人的一些写作技巧，写作时，学生自然觉得思路开阔，得心
应手。

二、指导学生留心观察生活，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我们
知道，只有积累了丰富的写作材料，才能为文章的内容提供
取之不竭的源泉，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要写好
作文，仅仅靠书本上的知识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
是生活的积累。新大纲对中年级就提出了这样的写作要求："
留心周围的事物，养成勤于观察思考和乐于动笔的习惯。"因
此，作文教学中，我很注重引导学生留心观察生活，如校园
内甘为人梯、呕心沥血的教师和那许许多多勤奋好学、勇于
攀登、聪明活泼的学生；校园外，那些战斗在各行各业不辞
辛劳、乐于奉献的叔叔阿姨，以及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事件，
还有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都可以从一定的角
度，以一定的方式摄入我们的脑海，成为编织文章的素材。
每次作文前，我都要根据本次作文的需要，要么让学生先去
生活中观察，要么引导学生到实践中去体会，要么打开他们
记忆的闸门，去回忆，追寻过去的往事。作文时，先引导他
们说，再指导他们写。这样，就解决了学生作文空洞无物的
问题。

三、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学生的生活，培养学生的写
作兴趣。苏霍姆林斯基说："学习的兴趣是学生学习活动的重
要动力。"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解决学生作文难的问题，
结合作文教学，我不仅组织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班队活动，
还借科技课、劳动课，结合其它科的教学，指导学生做小制
作，小实验或其它实践活动。每次活动前要求学生留心观察，
活动中，我还给学生作适当的观察指导，活动后，让学生把
印象最深，自己觉得最精彩，最有趣的写下来。这样不仅培
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还激发了学生写作的兴趣。



后写出的'文章不仅有内容，而且真实感人，生动有趣，

叶圣陶燕子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叶圣陶童话》中的《燕子》。

这个故事主要说了一只小燕子出来玩，不知哪飞来一颗泥弹，
打中了它的背，它从树上掉到了花旁边。很多朋友来帮助小
燕子，可是都不行。青子把小燕子带回了家调了好吃的东西
给小燕子吃和住，还帮小燕子登了广告寻找小燕子的妈妈，
最后妈妈看到广告找回了小燕子。

文中的第一段令我印象最深刻，因为作者把景物写的很美，
把美丽的花形容成天空的繁星放出闪闪的光；顽皮的风推着
摇着，花怕羞，轻轻的`摇动腰肢，摆动的真有点儿累了，作
者用拟人句形容了花被风摇动时的可爱。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上星期我们去珠海海边，挖螃蟹。海水退
潮时，岸边有许多小螃蟹的洞，我们是用专业的挖螃蟹工具
挖的，我爸爸挖了很多只，最后因为它是在海水中生长的，
我们把它放回了它的家“沙滩上”

从《燕子》这个故事中，我上网查到“鸟需巢，蜘需网，人
需友谊”，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友谊更重要的，我会珍惜身边
的每一位friend。

叶圣陶燕子读后感篇四

《叶圣陶童话》这套书是以散文的形式写童话，语言非常优
美，还蕴含着许多道理。

有一篇叫《一粒种子》。讲的是一粒非常宝贵的种子，先后
落到了国王、富翁和士兵那里。他们都把种子看得很娇贵，
精心呵护，想让它开出美丽的花朵，结果种子怎么也不发芽。



后来，种子被一位农夫捡到了，便把这粒种子和其它种子一
起埋到地里，对这粒种子和其它种子一视同仁，一起浇水、
一起施肥。不久，这粒种子便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从这篇故事中我明白了对任何事物都要尊重它的生长规律，
做事情要掌握合适的方式、方法，才能取得成功。

《叶圣陶童话》这本书，里面有好多好词好句，里面有“稻
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粒种子”、“小白船”
等等故事，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代英雄的石像”、
和“最有意义的生活”。“古代英雄的石像”是写了以前有
一个英雄，由于大家都想纪念他，就让雕刻家雕了下来，把
它搬到了广场的正中央，而且很高，下面的底座就是零零散
散的小石子粘在一起，把它支撑住。每个人只要一经过广场，
就会给石像鞠一个躬。后来石像骄傲了，但是下面的小石头
不高兴了，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把石像摔了下来，都变成了
零散的石头，石像终于知道了骄傲是不好的。但是这个世界
很公平，谁都没有后悔药吃。“最有意义的生活”是讲一颗
小青石和一颗小黑石有了怎样的幸福的生活。这个故事还让
小青石了解了一个道理：为大众服务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
要为大家服务。

叶圣陶童话读后感

叶圣陶燕子读后感篇五

《稻草人》这篇童话写了一个没有爱、没有互助、没有希望
的漆黑而寒冷的夜的故事，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叶
圣陶稻草人读后感，希望能帮到大家!



稻草人是一个让我上受益匪浅的童话，是中国着名的作家叶
老0创作的，这个童话隐含了很多道理，鲁迅说，叶圣陶
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
我想，这个童话也许会影响我一生。

文章讲述的是一个老太太的园子里摆放着一个稻草人，他帮
着老太太驱赶害虫，有次见河上有一只船，是一位女士和他
的儿子，儿子得了病，口很渴，一直叫喊着喝水，可那位女
士没有给他喝水而是继续在河里捕捉鱼，捕了一条鲤鱼，把
他放在筒里，刚好就在稻草人的身边，稻草人，不能动，鲤
鱼说：“你救救我把，把我放出来把!”可是稻草人动不了，
鲤鱼误认为稻草人狠心，就慢慢死去了，稻草人伤心，也倒
在地。

稻草人一般意义指农田间用来驱赶鸟雀、防止其偷食粮食的
偶人，因以稻草为之，故名“稻草人”。这就是我在没有读
过这篇童话前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如今读完全文，我的心中
却满是沉闷和压抑，那个稻草人的形象一直都挥之不去，可
怜的老妇人也一直在我心头萦绕。很久也无法从悲伤中走出
来。

让我感触最深的情节就是当我看到那位老妇人的麦子被啃得
精光时，我的心中泛起一阵痛楚，怎么可以这样?这些麦子都
是老妇人一棵一棵亲手种植的。而那些害虫却毫不费力的大
胆偷吃，不付出任何代价。我似乎可以看见老人花白的头发
和两行混浊的眼泪。如果说老妇人的遭遇是悲惨的，那么我
想说稻草人的遭遇更是可悲。他有苦却无法说出，老百姓的
苦他都看到，但他说不出任何话也帮不上任何忙。他用尽全
力挥舞扇子也赶不走那些可恶的侵略者们。他的努力得不到
任何效果。他的心里有急，有怨，有恨，有惭愧。也许最后
他倒在田野里就是因为他再也不忍心看到人们受苦了。

稻草人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一种人，一种默默无闻，而无私
奉献，平平凡凡，却又不平凡的人!他们是值得尊敬，值得敬



仰的人，同时更是我们的人格追求，我们的做事标榜!我们应
该向他们学习!

稻草人是用稻草扎成的一个草人。插在庄稼地里，用来驱赶
叼稻子的麻雀。他虽然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但是心肠很好，
一心想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稻草人亲眼目睹了三件令人十分伤感的
事。

稻草人的主人是一个老太太。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得了重病死
去了。老太太老眼昏花，根本看不清东西，只有靠种稻田养
活自己。每年庄稼都闹灾荒，年年收成不好。今年好不容易
等来了风调雨顺，稻子却被虫子吃了个精光。稻草人担心主
人承受不住一年又一年的伤心，急得自己恨不得全身扑上去
赶走虫子，但是却一动也不能动。

另一位妇女更伤心。因为孩子死了，丈夫赌钱把家全败光了，
就连她也要被丈夫卖掉。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来到这河岸要
投河自尽。稻草人着急死了，想救她，拉住这位妇女，阻止
她寻死。但是它办不到。它恨自己，认为见死不救是自己这
一生最大的罪孽!

稻草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和人差不多。它非常同情受害者，
为了扑灭主人的仇敌——蛾子，他愁眉不展，像害了病似的，
伤心极了;为了能让生病的孩子有一口茶喝，他宁可自己烧为
灰烬，也在所不惜;为了挽救那名悲伤妇女的生命，他的心像
玻璃一样碎了，昏倒在田地中间。稻草人是一个富有同情心，
不怕牺牲自己，一心想去帮助别人的好心人。他多想用自己
的心去温暖他人，但连这他都做不到。他恨自己对每一件事
情都无能为力。

但愿我们世间多一些像稻草人这样的好心人，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稻草人多想帮助身边的人们! 为了驱赶破坏稻谷的灰蛾, 他
使劲拍着自己的身子想告诉老太太, 为了挽救生病的小孩,
他想变成被子给孩子温暖, 为了阻止妇女跳河, 他流尽了眼
泪。

最后，稻草人倒了!不是因为他怕辛苦，而是因为他的心碎了，
像玻璃一样碎了，读后感《叶圣陶稻草人读后感》。于是，
稻草人倒下了!

稻草人的精神是多么崇高!处处、时时为别人着想!如果生活
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这样，为别人多着想一点，多献出自己的
一点爱，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像那首歌唱的那样：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春天!

《稻草人》是叶圣陶先生1920xx年6月7日完成的一篇童话，
刊登在1920xx年5卷1期的《儿童世界》上，而后作者
把1920xx年至1920xx年上半年创作的23篇童话结集出版，名为
《稻草人》。叶圣陶说：“我之喜欢《稻草人》较《隔膜》
为甚，所以我希望《稻草人》的出版，也较《隔膜》为
切。” 可见作者对这篇童话的珍爱。郑振铎在为《稻草人》
作序时认为：“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成
功之作。”鲁迅的《〈表〉译者的话》中也说：“叶绍钧先
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的。”《稻草人》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开山之作的位置
得以确立，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事隔近百年，我们再来看童话《稻草人》讲了怎样的故事。
童话开篇以抒情的笔调写了田野里的一个稻草人，想着可怜
的老妇人曾经死了丈夫和儿子，几乎哭瞎了眼睛，庄稼又连
年受灾。今年的稻子却长得非常茂盛，将要有一个好收成，
于是替老妇人高兴起来。突然，一只蛾子在稻叶上产卵，稻
草人心如刀割，拼命地摇着扇子，想赶走小蛾子，告诉老妇
人，但是，他既没有办法赶走小蛾子，也没有办法让老妇人
知道。 “他的身体本来很瘦弱，现在怀着愁闷，更显得憔悴



了，连站直的劲儿也不再有，只是斜着肩，弯着腰，好像害
了病似的。”等到看见大量的蛾子咀嚼得稻子只剩下光杆时，
无能为力的稻草人在冷风中哭泣。稻草人又在夜里发现一个
渔妇在河边用鱼罾捞鱼，她生病的孩子在船舱里不停地喊着
渴，渔妇一次次把罾绳拽上都是空的，孩子大哭起来……过
了好久好久，渔妇终于捞上一条鲫鱼，把鱼养在木桶里，盛
鱼的木桶恰好在稻草人脚下，鲫鱼祈求稻草人救他，把他放
回到河里，稻草人可怜鲫鱼、可怜妇人、可怜那个生病的孩
子，稻草人心里悲痛极了，一面叹气一面哭泣。忽然，稻草
人发现一个妇人因不想被赌博的丈夫卖掉，要投河自尽，稻
草人想叫醒那个沉睡的渔妇去救那个妇女，但他无论如何都
办不到，稻草人感觉自己正在犯罪，“这真是比死还难受的
痛苦哇!”稻草人期盼着天亮。第二天早上，农民发现河里的
死尸，人们都跑来看热闹，木桶里的鲫鱼已经死了，生病的
孩子脸更清瘦了，咳嗽更厉害了。赶来看热闹的老农妇看见
自己的稻田都变成了光杆，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这时，稻
草人也倒在了田地中间。

这篇童话写了一个没有爱、没有互助、没有希望的漆黑而寒
冷的夜的故事，即使太阳出来了，人们来到河岸看热闹，对
捞上来的死尸也没有一点同情，人情冷漠，人心隔绝，社会
的黑暗，统治者的剥削，天灾和人祸，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作者越是细腻地描写稻草人痛苦致死的心路历程，越让
人感觉到世间的悲哀和无望。

叶圣陶作为教育者肩负着教育责任，往往在作品中较直接地
说道理。1920xx年创作的《稻草人》，艺术手法非常纯熟，
但是，作品如放大镜般映射了社会的悲哀和苦痛，这是与儿
童活泼向上的生命力有隔膜的，尤其面对儿童读者，幼小的
心灵在不谙世事的情况下，巨大的成人社会的悲哀排山倒海
地压下来，加上善良而情感丰富的主人公稻草人的毁灭，都
给人绝望的无力感。诚然，稻草人作为作者的替身和中国知
识分子和社会良知的载体，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来启迪民
众，唤醒沉睡的国民，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潮相契



合，与叶圣陶“为人生而艺术”的审美追求相一致。但从作
品的艺术效果来看，《稻草人》所描摹的黑夜与社会黑暗的
叠加，增加了恐怖的气氛。黑夜本身就让儿童感到恐惧，作
品通过稻草人的眼睛又加上一幅比一幅凄惨的人间悲剧，令
人胆战心寒，读者的情感随着稻草人的心绪起伏，仿佛走入
了没有光的所在。儿童文学当然不排除成人读者对象，但作
为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样的主旨和情感
也许会销蚀孩子生活的勇气与对人性的信任。中国家庭往往
对孩子进行顺从教育，不听话的孩子会被大灰狼吃掉，恐吓
孩子这一传统具有强大的民间力量，这种意识也不自觉地流
露在叶圣陶《稻草人》的创作之中，当然，也许这只是笔者
的一种臆测。

很多人把《稻草人》与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快乐王
子》相提并论，依笔者粗浅的阅读体验，《稻草人》与王尔
德的《快乐王子》在结构和形象的选择上尽管有很大的相似
性，但在思想境界、主题意蕴、情感指向上却大异其趣，
《快乐王子》中的王子和燕子，面对黑暗的现实和残冬的严
酷，都没有避免死亡的命运，但是，他们彼此相爱与付出的
真挚感情，是作品的主线。燕子与快乐王子生死与共的爱情
基础，就是他们尽最大努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解除
人间的贫病、苦难和饥寒。快乐王子和燕子死后，尽管受到
人类的鄙视和唾弃，上帝的眼睛却是明亮的，让他们的灵魂
升入了天国，善良和大爱有了比较完满的出路，也为儿童读
者的心灵播撒了爱和希望的种子。童话大师安徒生认为，他
无力改变现实世界，但他会努力创造一个童话艺术的世界，
即在人类未来存在着崇高理想和信念的世界，这应该是现代
儿童文学的一种本质诉求。

《稻草人》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和
《社戏》等回忆童年的作品也有很大不同，鲁迅的作品中充
满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童年时期无忧无虑的快乐玩耍，
使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如《社戏》里的“我”回到外婆家，
那村上从老到小的乡下人都极富人情味，所以“我”感觉那



晚与小伙伴看的社戏和偷吃的豆，值得“我”一生回味，对
比成年之后看戏的枯燥和无聊，童年可以说是作家永远的精
神故乡。鲁迅无意而为的作品可以成为儿童阅读的常青树，
因其具有真实体验、挚诚的情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叶圣陶
有意而为的童话《稻草人》，在创作形式上具有童话的质素
和技巧的纯熟，揭露与批判了社会的极度黑暗，所表达的情
感却是纯粹成人的悲哀与无力感。退而言之，黑暗的社会现
实从来不是儿童造成的，如果让天真稚嫩的儿童过早地承担
成人社会巨大的悲哀和人生的伤痛，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儿童
观的错位，即把儿童当成了一种“缩小的成人”，这也许是
作者过于自我表达的后果使然。

《稻草人》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所开创的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令人称道，但作品所承载的巨大的社会悲
哀，似乎与儿童文学指向未来、指向希望的艺术精神相矛盾。
沿着《稻草人》这条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中国现当代儿童
文学出现了许多形式和内容不协调的作品。从读者阅读的角
度说，一个有爱心而又深谙儿童心理的成人，很难把《稻草
人》这样没有一丝光亮的作品推荐给儿童阅读，《稻草人》
也许具有儿童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价值，可以作为中国现代
文学发展支流的文本存在，但是我认为，它适合成人大于适
合孩子，这也许是中国儿童文学界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难题吧。

叶圣陶燕子读后感篇六

老妇人的遭遇是悲惨的，稻草人的遭遇更是可怜。他有苦却
无法说出，人们的苦他都看得到，但他说不出任何话也帮不
上任何忙。他用尽全力挥舞扇子也赶不走那些可恶的侵略者
们。他的努力得不到任何结果。他的心里有急，有怨，有恨，
有惭愧。也许最后他倒在田野里，就是因为他再也不忍心看
到人们受苦了。

稻草人，默默无闻，但它是一位非常尽责的农田守望者，它



想了它应该想的事，做了它应该做的事，可每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稻草人只是农人们用细竹竿、隔年黄稻草、残荷叶
等编成看田的假人，他不会走路，只能整天整夜站在那里。
能有那么多的想法，我觉得它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我不是个稻草人，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我不光有想法更
会有行动，因为我不想和稻草人一样悲伤，我要做天天快乐
的自己！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