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铜葵花第九章读后感以下(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青铜葵花第九章读后感以下篇一

上学期，我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小说书，是曹文轩写的青铜
葵花，书中青铜与葵花发生的个个事迹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
着我。这部长篇小说为我展现一幕幕场景，书中葵花与奶奶、
父母以及哥哥青铜之间的亲情深深地感动了我，因为葵花原
本和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他只不过是由于父亲去世无人照
顾而暂住在这个贫困的家庭的。他既不能像青铜那样得如何
放牛，也不能做一些粗重的累活脏活，我原以为这个家里的
每个成员应该都是排斥她的，但我的想法与书里的情况截然
不同，奶奶待她犹如亲孙女，父母将她当作亲身女儿看待，
哥哥青铜更是对她倍加疼爱，而葵花也是十分地乖巧懂事。
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美好的。例如一向喜欢欺负葵
花的嘎鱼，当我读到有关于葵花看守茨菰田的部分时，我不
禁潸然泪下，我既为葵花的无能与嘎鱼的行为感到气愤，有
为青铜代替葵花遭受父亲的打骂而感到怜悯。虽然葵花最后
迫不得已有回到了城市，但我相信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她曾经
的家人。

从这部动人的小说中，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也看到了一
幅幅朴实的乡村风景。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现在的生活，我
的家境比青铜家要好一些，但是我却很少与父母交谈。在
《青铜葵花》中，葵花能够理解哑巴哥哥青铜的任何动作的
意思，我想我与父母之间缺少的大概就是理解吧！记得有一



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我吃完午饭后就去写作业了，突然，
我看到门口的紫薇树的叶子有的有以经枯萎了，再看看它的
根部一点水份也没有，于是我就拿来一个大塑料瓶在瓶盖上
凿了了几个小孔，然后装满水，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浇水瓶
了我先给我家的紫薇树浇了两瓶水，刚要收工但有仔细的想
了一想；我不能这么自私，给其他的树也浇点水吧！于是我
又将瓶子装满水，给其他树浇水去了，这前前后后忙到了傍
晚，作业没做，累得我是大汉淋漓。再看看那些小树，由于
我给它们喂足了水因而它们一个个都显得朝气蓬勃，我心想
着这下老爸该夸奖我了吧，没想到当老爸回家后看了我所做
的事情后非但没夸奖我，而且还把我教育了一顿，他说我现
在主要是学习，别做这些没用的是，这些事情不是提倡环保
了吗？我保护树木，哪里错了，你就是不能理解我，如果是
这样的话，我宁愿到书里同青铜一家生活在一起，至少那个
家里，充满了温馨，充满了沟通与理解，可先终归是想，是
不会变为现实的。

《青铜葵花》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使我明白了人与人
之间交往的重点是理解，如果这个世界能个多一点理解与包
容，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更加的美好。

《青铜葵花》这部小说使我明白了家人之间和睦相处的重要
性，我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葵花一样乖巧懂事，她小时侯
虽不淘气但不太懂事，不喜欢叫人，不让弟妹、任性，当我
看到书中葵花为了给奶奶赚医药费自己出去捡白桦果实，我
不禁为这小女孩感动，一个只上几年级的小女孩如此懂事、
善良孝顺，我想如果我的女儿也能像她这样就好。女儿现在
也渐渐长大了，但也懂事了不少，像现在小孩我不要她能够
多么独立自主，也不要多做多少家务，能把学习搞好就行。

《青铜葵花》告诉我要能够理解他人，包括自己家的人，只
要理解，才能使家庭更加和睦，也只理解，才能使世界更加
美好。



青铜葵花第九章读后感以下篇二

“这是一个男孩与女孩的故事，男孩叫青铜，女孩叫葵花。
一个特别的机缘，让城市女孩葵花和乡村男孩青铜杨了兄妹
相称的朋友。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12岁那年，命运又
将女孩葵花唤回了城市，男孩青铜从此常常遥望芦荡的尽头，
遥望女孩葵花所在的地方……”这便是作家曹文轩的一大力作
《青铜葵花》。

这本书里兄妹情深深地感动了我。青铜为了让葵花在文艺节
目报幕时更加漂亮，就用了很大功夫吹了一条冰项链送给了
葵花。结果当时葵花大放光彩，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相
比之下，我自愧不如。我从没有如此地对待我的弟妹。去年，
我到上海去看世博会，就住在康康弟弟家里。康康只有4岁，
很可爱，也很调皮，一出门就让人背，一有空就缠住我讲故
事给他听，一遍、两遍、三遍……可是我没有耐心，非常烦
他。现在想想，后悔不已。

这本书里的苦难也令我深深震撼。铺天盖地的蝗灾让我胆颤
心惊，了解并领教了蝗灾的危害，也让我不由地发出了感慨：
我们的生活如此幸福还不珍惜，哪知乡村生活是这样的不稳
定。

书中所描写的美也同样令我陶醉。河的美、溪的美、林的美、
丛的美……一片美到极致的美。可我们生活的城市尽是高楼
大厦，却少了清新的空气，金色的阳光。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绝不
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
大时可能是一个强者。”这是曹文轩在书后写的一段话。是
啊，有时，苦难是一块磨炼人的石头，它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它会激励我们懂得生活，学会奋斗。



青铜葵花第九章读后感以下篇三

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人生的苦难。
苦难也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
永远也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可当我们真正遇到苦难时，
该怎么做呢，青铜葵花这本书将会把它一一告诉你。

这是一个乡村男孩和一个城市女孩之间发生的故事。男孩名
叫青铜，女孩名叫葵花。女孩葵花5岁那年，跟随爸爸来到乡
村干活。可不久后，爸爸淹死在河里，葵花就被青铜一家领
养。青铜一家是乡里最穷的一家人，但他们一家确是这个村
里生活的最幸福的一家人。青铜因为一场大火，丧失了说话
的能力。青铜的妈妈温柔，通人性；奶奶慈祥和蔼，是整个
村子里最值得尊敬的老人；爸爸也是个老好人。葵花来到这
一家后，日子过得虽苦，却也快乐。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在这几天，
青铜家里的大人们都睡不着。青铜已经十一岁了，早该去城
里的聋哑学校读书了。而葵花也到了应该上学的年龄了。可
是家里的钱只能供得了一个人读书，怎么办呢？如果让葵花
去读，青铜平时这么乖巧，怎么对得起他呢？可是如果让青
铜去读，又亏待了这个懂事可爱的小闺女，该让谁去读书呢？
当我读到这儿时，我也是感到手足无策，左右为难。最终大
人们经过一番商量决定还是让女儿葵花去读书。其实青铜早
就渴望去上学了，每当他走过学堂时，总会停下脚步，静静
地聆听这朗朗的读书声。他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他们
一样能够高声朗读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啊！

第二天一早，大人们便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两个孩子。可葵花
却一再说自己还小，让哥哥先去上。搞得爸爸妈妈心里都酸
酸的。正当大人们都沉默不语时，青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把染好颜色的两颗杏仁放入瓦罐中，两人闭着眼睛把手同
时伸进罐子里拿一颗，拿到红色杏仁的去上学。我心想这真
是个不错的主意啊！青铜也许有望能上学了。两人把手同时



伸了进去------结果出来了，躺在葵花手里的是一颗红彤彤
的杏仁，青铜手里的是一颗绿色的。青铜笑了，笑得那么开
心，那么欣慰，但已含满泪水，他永远也不会说出这里头的
秘密。

我憋在心里的泪终于流了下来，啊！一个多么善良的哑巴哥
哥！一个多么无私的哑巴哥哥！一个多么的心胸宽广的哑巴
哥哥！为了妹妹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学业，放弃自己的一切。
真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个这样的哥哥，自己也能像葵花一样
在哥哥爱的怀抱里快乐成长。也许葵花在乡村里过的日子没
有城市富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这么一个好哥哥陪伴着
她，她应该感到非常的幸福！当然葵花也没有让家里人失望，
每次都以最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家人。活泼可爱的她还想出了
许多妙计教会了哥哥读书写字。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快乐。可
是在葵花十二岁那年，奶奶病死了，葵花也被命运召回了她
原来所生活过的那座城市。青铜从此常常遥望着芦荡的尽头，
回忆着和葵花生活的点点滴滴。

青铜葵花第九章读后感以下篇四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曹文轩写的，特别感人。

我还被葵花的坚强感动了，葵花面对失去父亲，不仅没有一
直伤心下去，而是继续坚强、勇敢、乐观地活下去。

我青铜葵花相比，我觉得自己太幸福，太软弱，我不用卖鞋
挣学费，不用因为肚子饿而苦恼；我也不会像青铜葵花那样
面对困难表现出坚强乐观。因此，我也要做一个坚强、乐观
的人！

青铜葵花第九章读后感以下篇五

“葵——花!”合上书本，我的耳边真真切切响起了青铜悲哀
的呼唤，内心百感交集，心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要涌动



出来。是啊，这就是亲情的力量!

这，是一个无法言语、却又充满爱意的男孩和一个乖巧懂事、
又善解人意的女孩的故事;这，是青铜和葵花一对异姓兄妹之
间发生在孩提时代的故事;这，是一个因亲情满满而感动读者
的故事。人情的冷暖，患难中的真情，纯厚的兄妹情，在作
者笔下表现的淋漓尽致。正如曹文轩所说，《青铜葵花》在
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
逆向的思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
诠释。

当青铜与葵花被硬生生拆开时，没有哭，没有闹。在这种寂
静中升起的痛苦让人不禁垂泪，心雨纷纷。葵花像一只被猎
走的鸟，青铜像是一条失去水的鱼。青铜所承受的痛苦不是
肉体的痛，而是心灵失去寄托的痛。

青铜与葵花的快乐便是美，那是于痛苦中盛开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