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房子读后感六百字(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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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草房子读后感六百字篇一

细细地品读着曹文轩叔叔写的《草房子》，被那浓浓的爱包
围着，感动着，看完草房子，一起来写一篇草房子读后感吧！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草房子六年级六百字读后感”，下
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暑假里读了《草房子》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书中，桑桑是一个聪明、调皮、爱捣蛋的孩子，整天满脑子
胡思乱想，做出奇怪的事情来。比如用自家的碗柜做鸽子的
家、把蚊帐做成鱼网、夏天穿着大人的棉袄做莫名其妙的动
作、瞎唱一些乱七八糟的自编歌、把爸爸年轻时得到的笔记
本当什么来用……然而，每次被妈妈训责以后，过一段时间
老毛病却又犯了，母亲的责骂简直对他来说没有一点效果。
桑桑他们班的班长杜小康，家里的条件本是油麻地小学还算
富裕的，可是因为家里的突变，使他不能上学，而要离开油
麻地，去400公里以外的地方养鸭……在杜小康走之前，他撕
心裂肺的喊声：“我要上学。”并且，杜小康还是一个很诚
实敢作敢当的孩子。有一次，他和桑桑在稻草堆那边玩火，
结果起火了。.陆鹤因为没有长头发，被大家称为“秃鹤”，
经常被大家笑话。可是，他凭着自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谁
说没头发就丑，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尊严的执著上的。

想想他们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从今以后，我必须会学习杜小
康爱读书的好精神，发奋读书；必须学习“秃鹤”有一颗自



信的心，相信自我就会成功。我必须会学习纸月尊敬长
辈……总之，这本书中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闪
光点，我必须会努力的向它们靠近的，争做一个优秀的四好
少年。

曹文轩爷爷的《草房子》，就像童年一首浪漫、温暖、纯真
无邪的诗。在那溢满阳光的草房子里，一切美得宁静、温馨、
悠远，并且永恒。

我爱《草房子》里的每一个人。我爱桑校长，他工作那样认
真，爱他的工作，爱他的学校，爱他的师生们；我爱纸月，
她是个内向、善良的小女孩，她的心灵如同皑皑白雪般纯洁；
我爱陆鹰，他长着光光脑袋，被大家叫”秃鹰”，他充满无
助与孤单，但却凭着自信让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我爱细马，
他长的很精神，喜欢笑，十分爱说话，到油麻地小学，因为
没有人听的懂他满口的江南口音，他感到孤独、压抑，可他
那顽强的品质十分令我敬佩；我爱白雀，她有一副好嗓子，
银铃般清脆，她不仅仅外表美，并且心灵美；我最爱是主人
公桑桑，一个淘气的，正直的，聪明的，勇敢的小男孩。桑
桑为了自我喜欢的水月而变得干净，他帮细马放羊，陪孤单
的秦大奶奶聊天，卖掉心爱的鸽子，把钱借给杜小康当做生
意的本钱，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上学，最终战胜了病魔，考
上了中学。他心中有爱：爱同学，爱教师，爱父母，爱秦大
奶奶，爱水月，爱妹妹……虽然那个年代的桑桑与此刻的我
们有许多不一样之处，但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心有灵犀的
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有一颗童心，都向欢乐出发！

人生无处不真情！成长的欢乐是用我们真诚、善良的心去对
待每一个人；成长的欢乐是用我们拼搏、不懈的努力应对未
来的考验；成长的欢乐用我们不畏艰难的意志，掌握在我们
自我的手上。

《草房子》用最纯真的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可能都
是一帆风顺的，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不能逃避，要满怀期望，微笑着去应对。让我们和桑桑
一样，怀着最真的心，朝着自我的梦想勇敢奋进，欢乐向前
吧！

假期里，我读了曹文轩的《草房子》一书。书里的人物有秃
鹤、纸月、白雀、桑桑、杜小康、秦大奶奶等，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秦大奶奶。

这本书一开始描述秦大奶奶是一个十分可恶的老太婆，她明
明看见学校的菜园边上就是一条路，却仗着自我老眼昏花，
愣说没有路，拄着拐棍，横穿菜园，一路把菜苗踩倒了许多。
秋天，一不留神，她就会把学校种的瓜和豆荚摘了去，自我
吃也行啊，她又不自我吃，而是将它们扔到大河里去。

秦大奶奶住在学校里，给教学带来了很大麻烦。为了治理学
校，学校在校外给秦大奶奶盖了一间新房子，可秦大奶奶偏
偏不住新房子，而硬是躺在老房子前的艾地里。到了冬天，
瘦弱的秦大奶奶在学校里面用一根细竹竿支撑一张破席子，
做成一座简易房子住。

之后，秦大奶奶为救一个学生而落水，在教师们的照料下，
秦大奶奶得以恢复健康。此后，秦大奶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开始喜爱学校和学生。秦大奶奶采了凤仙花，放在陶罐里，
加上明矾，把它们拌在一齐，并仔细地捣烂，敷在同学们的
指甲上，再包上麻叶，用绳扎上。过四五天，去了麻叶，同
学们就有了透明鲜亮的红指甲了。有了红指甲的女孩把手伸
给没有染红指甲的女孩说：“这时秦大奶奶给我染的。”秦
大奶奶越来越喜欢这些小孩子了。

有一次，学校的南瓜落到水中，为了保护南瓜，秦大奶奶伸
手去抓，不料两脚顺坡滑了下去，滑到水中。因为太老了，
几经挣扎，不幸被水淹死了。

读完这本书，我懂得了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爱能够化解矛盾，



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完美。是教师用爱感化了秦大奶奶，秦大
奶奶用爱回报了学校，回报了社会。

这星期，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

这本书写的是油麻地小学发生的事，它包括《秃鹤》、《红
门》等故事。《秃鹤》写的是：陆鹤是个秃子，同学们都叫
他秃鹤，还经常戏弄、嘲笑他，他为了报复，在全区的会操
比赛上出洋相，让学校失去了荣誉，大家都不理他了，之后，
在举行文艺会演时，他成功扮演了秃头伪军连长，为学校争
得了荣誉，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红门》讲的是:杜小康家开
了个杂货铺，是村里的富户，可之后他家败落了，连读书的
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得跟随父亲去外地放鸭，可最终又失败
了，于是，他又去学校门口摆小摊，最终赚到了钱。

读完这本书，我被陆鹤和杜小康在困境中坚持不懈、顽强向
上的精神感动了，我不禁想起有一回，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弟
弟去野炊，大人们拾柴，我和弟弟垒灶。当我的灶差一块石
头就能垒好时，找不到适宜的石头了，我仔细的找了好几遍，
弟弟的灶已经垒好了，爸爸妈妈也快回来了，我虽然想放弃，
但又不想输给弟弟，于是，我跑远了一些，又仔细的找了一
遍，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找到了适宜的石头，垒出
了一个又稳当又美观的野炊灶。

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必须不要垂头丧气，轻易放弃，而是要
像歌里唱的那样: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草房子读后感六百字篇二

黄昏时分，独自在窗前品一杯清茶，翻开书架上的那本《草
房子》，就好似回到了1962年的油麻地里。

把善良、可爱、干净、坚强……融于一身，那个人就是纸月。



她家到学校有三里路，她风雨无阻，每天都步行去学校，她
的坚强实在令人感动。她的书法和作文水平也高人一等，令
桑乔校长十分敬佩。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要学会努力，
学会坚持。

书中，变化最大的非细马莫属。细马从“顽皮固执的坏小
子”变成了“孝顺勇敢的好少年”，离不开邱二爷和邱二妈
的谆谆教导;尤其是邱二爷的去世，使细马懂得亲人的重要;
失去了家庭，使细马了解在社会上生存的艰难;亲情的力量，
使细马一定要救活邱二妈，并为她盖一栋房子。在变化的过
程中，细马真正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

秃鹤的光头一直都是这部书的“笑点”。他的成长经历使我
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擅长表演的，有擅长唱歌
的，有擅长弹钢琴……所以，要虚心向别人学习，要懂
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道理。秃鹤就是凭借自己的努
力，终于在汇演时大放异彩，从而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肯
定。

通读全书，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秦大奶奶。秦大奶奶在人们
心中的形象由一个顽固、倔强的老太婆变成了一个善良、慈
祥的老奶奶，这是因为她的心被孩子们的天真活泼融化了。
秦大奶奶曾经把一个叫乔乔的小女孩从水中救出来，而自己
却差点被拍到死亡的浅滩上。以前，她经常把自己的“战
士”(鸡、鸭、鹅)弄入校园，搅乱课堂，让整个校园都不得
安宁。后来，她却为了学校的一个南瓜不慎落入水中，失去
了宝贵的生命。在秦大奶奶下葬的那天，来给秦大奶奶送葬
的队伍之壮观，是油麻地前所未有的，大概也是油麻地以后
的历史里不可能有的，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

桑乔带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仍不见好转。在桑乔天天愁眉
苦脸，桑桑的身体日渐消瘦时，温幼菊的出现，给了桑桑活
下来的动力，使桑桑没有放弃活下来的希望。如果没有温幼
菊的那句“别怕!”就可能没有今天的桑桑。



草房子读后感六百字篇三

《草房子》这本书是曹文轩的作品，他用朴实的笔墨描写了
在油麻地生活着的孩子们的感人故事。

文章的第一篇讲的是陆鹤，因为他是一个秃子，所以同学们
称他为“秃鹤”。同学们经常戏弄他，使他感到了一丝的自
卑，用不上学的理由逃避了同学们异样的眼光，在家里用生
姜擦头，希望长出头发。秃鹤为了报复同学们对他的轻蔑，在
“广播操”比赛中把自己头上的帽子甩向上空，喜迎了全校
师生的目光，导致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在文艺演出之际，
因缺少扮演秃子的角色，得知此事的秃鹤便站了出来，从而
获得了第一名。这让我懂得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又是单纯的。

在这本书里，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杜小康和细马。杜小康的
家庭是全村的首富。当女同学需要三十根红头绳和三十朵白
绒花，全班仅凑了十几根时杜小康统统从家里搬了出来。杜
小康还有所有人都渴望的自行车。虽然杜小康的家是多么的
富有。但是飞来横祸是不可避免的。

杜小康和他的父亲一起以放鸭还债，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有
因误放到别人家的渔塘，把鱼吃光了，才不得把鸭扣留了下
来。父亲已失去了最后一线的希望，但杜小康却勇敢地站了
起来，在校门口摆起了小摊。

细马是谁，他是邱二爷和邱二妈从江南领养回来的孩子，是
一个说话让同学和老师听不懂的人，是一个真正的牧羊少年。
使细马成为放羊的孩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又一次，邱二爷和
邱二妈决定把细马送回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细马推迟
了走的时间。真是这一场暴雨，把邱二爷和邱二妈的家冲毁
了。邱二爷觉得把细马留下来会让他吃苦，于是决定送细马
回家。

在途中，细马却下了车，邱二爷知道细马不愿回家时，便努



力赚钱，给细马盖一座好房子。谁知，在这年冬天，邱二爷
生病去世了。细马为了给邱二妈盖一座房子，用二十棵树换
来的钱买了五十只羊，在细马的努力下，已有了一百多只了，
细马卖了七十只，给邱二妈盖了一座大房子。从这两个人物
中，让我感受到了在面对困难时，应该勇于面对，只有付出
才有收获。

我应该永远记住这本书，直到永远……

草房子读后感六百字篇四

在寒假里，我读了很多书，有《森林报·夏》，有《草房
子》，还有《窗边的小豆豆》。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曹文轩的《草房子》，那是一本满满都是爱的书。

这本书的主要人物有：桑桑、陆鹤、纸月、细马、杜小康、
秦太奶奶等。在这些人物中，我最欣赏的是细马。

细马是个孤儿，他被邱二爷、邱二妈领养回家后就在油麻地
小学读书。因为细马是江南人，这使得他跟油麻地小学的师
生沟通时有一定的障碍。细马就变得很孤独了，这也直接导
致了细马不想再去上学而在家放羊。他经常把羊放到油麻地
小学那儿，渐渐地，细马学会了一些油麻地的脏话，便开始
天天骂油麻地小学的学生，把自己以前的怨气发泄出来，大
家便开始讨厌细马。

但是邱二爷并没有多责怪细马，反而更关心爱护细马。当细
马打算离家出走，但在走前他开始感受到邱二爷对他的爱。
后来，细马因为担心邱二爷又回家了，之后，细马把邱二爷
邱二妈叫成了“爸爸妈妈”。没过多久邱二爷得了绝症，身
子一天天弱下去，最后还未能活过春天。邱二爷去世后，细
马开始懂事了，用卖羊得来的一部分钱买了一只母羊，后来
赚了不少钱，细马用这些钱造了一座坚固的房子，实现了邱
二爷生前的梦想。



细马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上学期经历的语文考试。前几次语文
考试考得不理想，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的，而爸妈劝我
要努力些，我却一直当“耳边风”，结果考试成绩一次比一
次差，终于妈妈忍不住发火了，严厉地批评了我：“你看看
你，让你好好学习，多用点心，你有听吗?”可我还和妈妈顶
嘴：“会考好的，不要再说了，烦死了!”我和细马一样的倔
强、不服气，气呼呼地瞅着妈妈。妈妈看着我满脸通红的脸，
渐渐把语气放轻了，抚摸地我的头：“孩子，妈妈这么生气，
并不单单因为你成绩退步了，我只是着急你怎么不明白只有
付出才会有回报的道理呢?”听了妈妈的话，我高昂的头慢慢
地垂了下来，内心似乎多了一些震动。

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用功学习，放学后，我会主动做好
回家作业，翻开书本复习，找到许多自己容易忘记的内容并
且及时记下来，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次我要认真考，给
自己争口气!”

语文考试又来临了，汪老师发下试卷，我开始认真答题，把
关键词圈出来，防止粗心，做好后，我又一题一题检查下去。
收卷了，我对这次考试很有把握，最后我以九十五点五的分
数拿了全班第一。我心里似乎慢慢懂得了妈妈说的“付出才
会有回报”，嘴边漾起了微笑。

草房子读后感六百字篇五

《草房子》讲述的是60年代初一个水乡小学的故事。故事里
有孩子也有大人，但是用孩子的视角在讲述。故事里有欢笑，
也有少年人的忧郁，有大喜也有大悲。这是部能深深打动人
的书。

故事从桑桑上一年级开始，一直讲到1962年他小学毕业。桑
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
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

整部小说以顽皮淘气的桑桑的成长为线索，但讲述的并不是
他一个人的故事。每一章都是独立的，分别主要讲述一个孩
子或大人的故事，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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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个一个的人物
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一个的故事依次展开，各自
发展又最终交叠在一起，一个完整又真实的乡村展现在我们
眼前。那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所表现出来的人间百态和不
变的真情感动了我们。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有桑桑和女孩纸月两小无猜的纯真友谊，
以及他在病中所感受到的人间真情；迷恋土地、几近矫情的
秦大奶奶最终对‘占有’了她的土地的小学校、小学生所捧
出的深深的爱；有光头陆鹤护卫自己人的尊严义无反顾的执
拗；倔犟的细马咽下委屈，在本可继承的房产荡然无存之时
扛起生活重担，为养父母重建家园的坚毅；遭受家庭变故，
跌进生活谷底的杜小康拼搏逆境的顽强等等。

为什么冰棍让棉被死死捂着反而不融化？当桑桑被这个问题
困扰得解不开头绪时，他就“挑了母亲晒在院子里的一条最
厚的棉裤穿上，又将父亲的一件肥大的棉袄也穿上
身”。“转眼看到大木箱里还有一顶父亲的大棉帽子，也戴
带到了汗淋淋的头上”。“就拖着竹竿，在这块空地上，小
疯子一样走起圆场来”。桑桑就是这样经常为人们制造着风
景。起初，我感觉桑桑很好笑，可细细一想，不制造风景的
桑桑还是桑桑吗？循规蹈矩、温驯听话的桑桑我们还会喜欢
吗？失去了天真好奇、失去了探究念头的童年还叫童年吗？
我们喜欢桑桑，难忘桑桑这样一个角色，是因为他看起来像
个男孩子，他给我们还原了真实可亲的童年形象。

在油麻地的孩子当中，杜小康就像一簸箕黑芝麻中的一粒富
有光泽的白芝麻，家庭的富足让他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别
的孩子只能用一条线绳来作裤带，他读一年级就有了一条皮



裤带；别的孩子一年四季只有两套衣服可换，他四季的衣服
很分明；连油麻地的老师都没有一个人有自行车，他却有一
辆很完整的自行车。他成绩很好，一直是班长。“杜小康就
是这样像秋天高远的天空中一只悠然盘旋于他的鸽群之上的
黑色的鹰”。可当家道衰落，厄运降临，晴朗的天空像山一
样坍塌的时候，“他有父亲的悲伤，却没有父亲的绝望。”
挫折给了他更多的财富，在与挫折较量的过程中，他咀嚼了
大芦荡给予他的那些美丽而又残酷的题目，他成了强者，他
诠释了男子汉的内涵。

还有在困难面前永不放弃的细马、与病魔抗争的桑桑，他们
都在告诉我们挫折来了，真正的勇者应该怎样做。

陆鹤因为秃顶，与同学、集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借广
播操比赛等机会报复着他人对自己的轻视与侮辱，可换来的
是大家对他的更加的嫌弃。但当集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
计前嫌，毅然挺身而出，把伪军连长的角色演活了。当大家
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他却“坐在小镇码头最低的石阶上
用嘴咬住指头，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哭声还是抑制不住
从喉咙里奔涌而出，几乎变成号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