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窗的读后感 狐狸的窗户读后感(汇总5
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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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的读后感篇一

阅读《狐狸的窗户》，一字一句地读着，感觉连空气都是暖
融融的。自然，我觉得安房直子的笔调也是温馨的'。可是，
当我第二遍细品这本书的时候，不禁被文章中的意境感染了。

“当我在山道上转过一个弯时，突然间，天空一下子亮得刺
眼，简直就好像是被擦亮的蓝玻璃一样……于是，地面不知
为什么，也呈现出一片浅浅的蓝色。”众所周知，蓝色是忧
郁的颜色，当大地的土黄变成了浅浅的蓝色的时候，一场美
丽而又凄婉的童话便开始了。那扎着浅蓝色围裙的小狐狸，
怒放着的蓝色桔梗花，都在一个美丽的地方若隐若现地朝你
招手，用脆脆的嗓音招呼道：“染手指吗？蓝色的手指！”
也许，回忆就像那些染上桔梗花的手指一样，是忧郁的，又
些许带着点快乐的浅蓝吧！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同样，每个人都
有一些那时是那么地快乐，而今却弥漫着淡淡的忧伤的回忆。
这些回忆，标志着童年，那被人或多或少地，以各种理由忘
却的童年。弥漫的忧伤，也许只是错过了童年的忧伤，而不
定是死亡下的阴影。

回忆，是一件长久的事，也是一件任何人都不会错过的事。



不管是早是晚，我们都有时间回忆。现在，更重要的是，我
们要展望未来。回忆的窗户永远向我们敞开，而那些经历过
的美好的事成为过去。

未来的蓝图正向我们展开，让我们搭着回忆的窗户，奔向未
来吧！

窗的读后感篇二

这讨厌的阴雨天气打乱了我一天的行程，我爬上高高的书柜，
想在那里寻觅我的伙伴，“砰”的一声，一本书从书柜最高
处掉落在地上，我拾起后，走到书桌旁，开始翻阅……，在
翻阅到杨振声先生的《书房的窗子》时，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让我在这阴雨天气中得到了享受。

让我感到新鲜的是，书中书房的窗子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是完完全全有作者的妙笔所构想的，但它是那般活灵活现、
美妙与和谐。在东西南北窗中，最得宠的要属北窗，正当我
纳闷为何是北窗的时候，作者说：“北窗放进的光是那样的
清淡而隐约。”哦!原来如此，作者说过，他不爱“强烈的
光”，因为强光使我们一切看得清楚，却想不透，压迫我们
的性格，作者还爱“隐约的光”、“反射的光”、爱“晨光
之熹微”与“夫落日的古红”，因为它们委娴、清虚可爱、
满目清晖。其间作者还用了温暖的字眼向我描述了雪的反光。
一番恬静的滋味在我心底油然而生。作者独到的眼光与写作
手法，让不起眼的北窗充满了希望与美好。

窗的读后感篇三

曹文轩的'书房的墙壁上，干干净净的，洁白，没有摆什么字
画之类的风雅之物。我从来没有问他，为什么不挂些字画的
问题。也许，一个心中有风景的人，不需要再去看什么风景
吧。我只能这么想。我和他交往虽然很多，但从来不问他是
否和书画界的朋友交往。我知道他在北大作家班做过老师，



做过班主任，很多大牌的作家都是他的学生。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高洪波在很多场合都讲：“曹文轩是我老师!”师承的
关系就是这么来的。他是一个喜欢干净的人，整个书房一尘
不染。桌子上也不堆很多书。只有一些稿纸、本子之类的东
西。更多的小本子，在他写字台的抽屉里放着。他好像从来
不读书不写作一样，干净的把自己忙碌的痕迹涂抹的干干净
净的。其实，他读书不喜欢坐在写字台的椅子上，他更喜欢
在卧室或者阳台上读书。他享受那种阅读惬意的感觉。

1.

书房的窗户读后感300字

2.

书房中的窗子读后感

3.

大语文+书房的窗子读后感

窗的读后感篇四

小时候夏天的晚上，躺在外面的竹床上，将四肢叉开到最大
程度，感受着一阵阵的凉爽的风，和天上的星星们对视。听
大人们说，每个逝去的人都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星，然后默
默守护着他的亲人，我们就执着地在无数颗星星之中寻找我
们早已逝去的祖先们，想象着自己将来也会变成一颗星星，
就像我们现在仰望着的星星那样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小孩子嬉
戏打闹。每当想念某个已去世的亲人时，就会瞪大眼睛望着
满天的星星，最亮的那颗就是我很思念的人变成的，它也感



受到了我热切搜寻的视线所以才发出最大的光芒好让我看见。

当重要的人远离了这个世界时，我们总是忍不住想再次看见
他们，动画片《钢之炼金术师》便是基于此展开的，爱德华
和阿尔两兄弟为了再次见到逝去的母亲而进行禁忌的人体炼
成，明知是禁忌却偏向虎山行，即使付出惨痛代价也在所不
惜。这便是思念母亲的执念啊。休斯死后，罗伊大佐才深切
体会到那两兄弟当时的心情，好想再次看见已经逝去的人，
好想再次感受到拥抱时的热度。可惜我们并不能如愿，只能
对着照片空想念。

童话故事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达成我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
愿望。能不能再次看到已经去世的母亲呢，当然可以!用桔梗
花做成的染料将拇指和食指染成蓝色，然后用四根手指搭成
一扇菱形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就能看见我们思念的人。安
房直子的《狐狸的窗户》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温暖元素又
带有淡淡的伤感的童话故事。

“我”在回家的路上误入一片桔梗花的原野，沉浸在这烂漫
的蓝色花海和心旷神怡的微风中，这时碰到了一只白色的小
狐狸，在穷追猛赶中发现它突然就消失了，然后幻化成印染
桔梗屋的小男孩。透过它染成蓝色的手指搭成的菱形小窗中，
“我”看见了一只美丽的狐狸，这就是它的被猎人的枪打死
了的妈妈。我也从我的菱形小窗中看到了思念的女孩，看到
了思念的妈妈和妹妹。作为回报，“我”把自己的枪送给了
小狐狸。但是回去后“我”却按着以往的习惯洗了手，等醒
悟过来时桔梗花的蓝色已经被清水冲刷干净了。“我”再也
看不到思念的人了，也找不到那片桔梗花和那只小狐狸了。

曾经拥有过的蓝色的菱形小窗就如同梦境一般。其实“我”
应该庆幸，至少心底潜藏的看见已去世的妈妈和妹妹的愿望
成真过一次。这个故事很简单却足以触动你我的心弦，好想
偶遇小狐狸，让它也用桔梗花的汁液染蓝我们的手指，然后
我们就可以从菱形小窗中看见记忆深处的人们，哪怕只看一



眼也好。

看绘本会更加喜欢这个故事，织茂恭子配的图很赞。她用的
色粉笔，图画兼具了油画和水粉画的质感，主色调是蓝色，
本来这个故事就充满了浪漫的令人迷醉的蓝色气息：蓝色的
花海，蓝色的招牌，蓝色的围裙，蓝色的大地……蓝色是一
种很容易让人心动的颜色，拥有着天空与大海般广阔自由的
气度。

我喜欢安房直子的童话，简单温暖浪漫。她模糊了现实与幻
境的界限，构筑了一个美好纯净的好像真的存在着的童话世
界，也许哪天我们出去散步就能不知不觉间步入另一片土地
领略另一番景致，好似做了一场很美好的似真似假的梦，等
醒过来了却寻不到原先的足迹了。

窗的读后感篇五

读着它，总觉得是那么眼熟。忽然记起来了，大年夜的时候
我曾蜷缩在被窝里一个人细细地品味过它。顿时，那温馨又
快乐的情景一遍遍地在脑海里呈现。

读第一遍时，只是觉得安房直子一生都是幸福的，不然她的
文章怎么会处处都有欢乐呢？可今天一遍遍、耐心地念着，
才发现她的文字并不都是快乐的。

“当我在山道上转过一个弯时，突然间，天空一下子亮得刺
眼，简直就好像是被擦亮的蓝玻璃一样……于是，地面不知
为什么，也呈现出一片浅浅的蓝色。”这优美而富有想象力
的文字从何而来？是什么使得安房直子的文章具有如此奇妙
的魅力？也许是因为她喜欢读格林童话，她曾经从小到大不
知看过了多少回呢。也许，她是一个如她所写的花椒娃娃一
般的树精，拥有无穷的魅力，她写的文章才会有声有色，宛
如一只高贵的银孔雀。不仅如此，安房直子的文字还有一大
特点，那就是哀愁。这是一种淡淡的忧愁，令人心酸，却不



会掉泪，若是让你说出为何心酸，哪怕你“破译密码”的本
领再高超也不知如何述说。有人说她是养女，所以她的笔端
会流露出这样的感受；也有人说大概她与世无争，才能如此
温婉。而我认为，那是她把生活的苦难熔入其中...不论怎样，
每个读过她文章的人都会认为她本身就是个谜。

安房直子喜欢妖精，也特别想把它们写入文章。我也十分热
衷于仙子，也爱读格林童话，也爱森林里的花朵。也许正因
为这样，我对她的文章如痴如醉。

安房直子在她的作品中写道“每个死去的人都拥有一棵白桦
树，树上住着金丝雀，那是人们对他的思念。”我想，安房
直子的金丝雀一定多得她的`树上都站不下了。

祝愿安房直子在天堂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