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菊坡读后感(模板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菊坡读后感篇一

我今天读了一本书叫《菊花娃娃》，它的作者叫曹文轩。这
本书为什么叫“菊花娃娃”呢？因为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
有一位美丽的女孩，她每做一个娃娃，上面都会绣一朵菊花。

这个女孩用最美丽的花布，一针一线地做着每一个娃娃。她
给每一个娃娃都起了一个名字，再把娃娃送给真正需要的人，
让菊花娃娃带给他们快乐。她把菊花娃娃送给了一个害怕黑
夜的男孩，让他不再害怕黑夜，还送给了一个失去妹妹的姐
姐，让她不再觉得孤独……就这样她把菊花娃娃送给了很多
需要快乐的人们。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
一共做了108个娃娃，她给每一个菊花娃娃都赋予了生命和使
命，让她们给人们带去了希望，带去了快乐。她想最后一个
就留给自己吧！让这个娃娃每日每夜的陪伴着她。但是，有
一天，一个小女孩看到老奶奶的这个娃娃，她觉得非常好看，
也非常喜欢，她的妈妈告诉老奶奶：“这个孩子得病了，过
一段时间就看不到这个世界了。”说完，就想带着小女孩要
走，小女孩缠着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个老奶奶
看到这一幕，决定把这个娃娃送给这个小女孩，因为她希望
她的菊花娃娃能给每一个人带来快乐。

菊坡读后感篇二

看了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写的《菊花与刀》后，我对日本这



个国家，这个民族有了新的认识。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所犯
下的滔天罪行，我一想到就咬牙切齿，对日本是恨之入骨。
像我这样的反日情绪，我们满怀激情的中华儿女大都存在。
我觉得如何理解日本这个对中华民族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
民族，是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看待问题不能只是盯
着一个角落看死了，我们需要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去分析。对
于日本，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也是我们作为21世
纪新一代青年的必备素质。《菊花与刀》这本书便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日本的渠道。看完之后，我对日本少了
一份冲动的情绪，多了一份理性的认识。

先说说这本书吧。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
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
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
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
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
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
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
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
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本书具有更加
特殊而重要的意义。本书也被认为是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最
佳读本，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由
此可见《菊花与刀》的确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值得我们
去深读。

作者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的评价是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
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
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
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
这样看来日本的确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矛盾的名族，日本人有
着双重性格。

作者以战争为起点，先写到战争中的日本人，并且还费了不
少篇幅。最使我震撼的便是日本人认为精神将赢得对物质的



胜利。日本人一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对物质主义甚至到了
鄙夷的地步。这也深深的体现在战争中。他们将军舰和大炮
只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他们鼓励士兵
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
能凌驾于肉体之上。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
本营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
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
的决斗。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这一点深入到他们对
外的战争以及对内的国民管理中。此外，战争中日本人经常
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当遇到麻烦时，
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
不必担心。这样似乎告诉国民，我们居住在一个可预知的世
界下，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预先知道的。这样的说法便给了日
本国民一种安心感，使他们可以很淡定的面对一切。其实我
感觉这一方面也是在说日本人强调精神上战胜一切。他们通
过培养精神以鼓励民众和士兵，让他们充满希望无所畏惧。

接下来，作者向我们说明了日本人是如何的各守本分的。日
本是一个等级深严的社会，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一
点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与人之间是一定要分清身份等
级的。日常交往中的细节动作也都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
同时日本人同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十分尊崇孝道。早在公
元6、7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人那套系统的孝道理论，同
时也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但是
孝道的表现特点难免有所修改，以适用于不同的日本家族结
构。“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
间的问题。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
们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
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由此看来，日本人是一定要分清等
级的，他们各守本分，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守旧也使
日本历史上一度落后，被西方国家欺凌压迫过。1853年
的“黒船事件”后，许多日本人觉醒，力图推翻幕府统治，
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明治维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他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



大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目
标是实现工业化。期间，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得到大
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直
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成为了
亚洲强国，东方唯一的帝国主义列强。

菊坡读后感篇三

《菊花娃娃》讲述了一个充满爱的故事：一座美丽的小城里
有一个美丽的她，天天都在做布娃娃。每做完一个，她都会
在娃娃身上绣一朵菊花。从日出到日落，从春秋到冬夏，从
青丝到白发，她用了一生的'时间做了这样一份纯净的事业。

当她开始做108个菊花娃娃时，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老了，她决
定把这个最后的娃娃留给自己，从此日夜形影不离。

直到有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一对母女来了，小孩一
眼就看到柜子上的布娃娃，高兴地把它抱在怀里。她却解释
说，这个布娃娃是留给自己的。但是这个母亲哀求地说了一
句话：“那个孩子也许看不到明年春天的太阳了。”然后，
母亲把小孩拉着离开了。可孩子不停地对妈妈说：“妈妈，
我要！妈妈，我要！”那个孩子的声音和目光使老太太感到
震撼。于是，她想呼喊孩子的母亲，可是因为她老了，暗哑
的声音递不过去。她只好用拐棍把玻璃窗砸碎了？这最后一
个布娃娃也离开了她。

是啊！只要有一颗仁慈的心，世界就会充满爱，充满花香？

菊坡读后感篇四

我今天读了一本书叫《菊花娃娃》，它的作者叫曹文轩。这
本书为什么叫“菊花娃娃”呢?因为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有
一位美丽的女孩，她每做一个娃娃，上面都会绣一朵菊花。



这个女孩用最美丽的花布，一针一线地做着每一个娃娃。她
给每一个娃娃都起了一个名字，再把娃娃送给真正需要的人，
让菊花娃娃带给他们快乐。她把菊花娃娃送给了一个害怕黑
夜的男孩，让他不再害怕黑夜，还送给了一个失去妹妹的姐
姐，让她不再觉得孤独……就这样她把菊花娃娃送给了很多
需要快乐的'人们。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
一共做了108个娃娃，她给每一个菊花娃娃都赋予了生命和使
命，让她们给人们带去了希望，带去了快乐。她想最后一个
就留给自己吧!

让这个娃娃每日每夜的陪伴着她。但是，有一天，一个小女
孩看到老奶奶的这个娃娃，她觉得非常好看，也非常喜欢，
她的妈妈告诉老奶奶：“这个孩子得病了，过一段时间就看
不到这个世界了。”

说完，就想带着小女孩要走，小女孩缠着妈妈说：“妈妈，
我想要……”这个老奶奶看到这一幕，决定把这个娃娃送给
这个小女孩，因为她希望她的菊花娃娃能给每一个人带来快
乐。

我喜欢这本书，喜欢这本书里的菊花娃娃，我更喜欢给了菊
花娃娃生命的美丽女孩，她的无私、善良、爱心及爱帮助别
人的优秀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菊坡读后感篇五

暑假里，我读了曹文轩《少年王》一书，其中让我最感动的是
《菊花娃娃》的故事。

《菊花娃娃》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从年轻到老年，每
一天都在为城里的人们做着布娃娃，并在每个布娃娃身上绣
上一朵菊花。她把每一个布娃娃都送给了最需要她们的人们，



给人们送去温暖，带来安慰。当最后一个布娃娃也离开她的
时候，女孩也老了。最后，所有的布娃娃都不约而同的回到
了娃娃妈妈身边。当她们穿过菊花地的`时候，每一个娃娃都
摘了朵菊花送给妈妈，有黄的、红的、紫的……第二天清晨
来临的时候，妈妈的窗台上、地上，全是布娃娃和菊花，妈
妈开心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