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曹文轩作品火印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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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曹文轩作品火印读后感篇一

以下是曹文轩作品读后感，欢迎阅读欣赏。

今天夜晚，我不由地捧起一本书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那就
是即将来我们学校的曹文轩老师的作品——《青铜葵花》。

当我眼前浮现的那一个个感动篇幅时，那雨点般的泪水在我
眼珠里打转。

这本书表现了孩子、朋友之间的友谊，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
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人间真情，这种真情无不湿润着每一
位读者的眼睛、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

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我真想大声对它说：青铜葵花谢谢你!
是你们让我明白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学会苦中作乐，如何去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小时候读曹文轩的作品《红葫芦》等时总会被其营造的优美
的故事情节感动，现在学了发展心理学后再回首读《曹文轩
作品集》，并尝试用所学的儿童心理知识去解析小主人公的
行径也别有一番风味。

在《红葫芦》第三节中，湾，妞妞在小岛上假想着过日子，
找来树枝芦苇，割了一些草盖了一所房子，建了一个鸡栏，



用泥做了炤，锅碗盘子，找了一些野菜美美吃了一顿。

霍尔认为游戏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的生活特征在儿童身上的
重演，不同年龄的儿童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祖先的本能特征。

中国心理学家认为游戏具有社会性，它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一
种初级模拟形式，儿童在与成人的交往中渴望参与成人的一
些活动，可是又受到身心发展水平的限制，游戏恰恰可以解
决这一矛盾，角色扮演游戏可以帮助儿童摆脱自我中心的倾
向，学会更好的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妞妞和湾的过家家
游戏不仅仅是对他们所了解的大人的生活的模仿与重复，也
是用以增进同伴感情，加深互相了解程度的一种儿童的社会
交往手段。

在另一情节中，湾在小岛每棵树上刻上班中同学的名字，忘
情的和他们玩耍，或是拉一拉这棵白杨树上的一根枝条，或
是用拳头打一下那棵白杨树的枝干有时还煞有介事的叫着。

弗洛伊德认为少年儿童在游戏时也有潜意识成分，游戏是补
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和克服创伤性事件的手段。

湾的父亲坐牢，邻里的冷漠甚至害怕，同班同学的孤立，都
给他带来相当大的心理创伤，在儿童时期，儿童会自然表现
出对社会行为的向往，对社会群体的试探去亲近，湾自内心
渴望与同伴们玩耍，渴望得到邻里的关爱，他人的理解与关
怀，现实的生活给他很大的落差，也在心理上形成了较大的
缺憾，为了弥补现实中的缺憾，湾只能通过假想与角色扮演
的游戏方式，获得在幻想中他人的理解与关怀，同伴的喜爱，
获得在童年应有的娱乐的快感，进而遗忘，修补父亲坐牢造
成的心理创伤。

在《我家姐姐花一朵》中，细米，红藕每天争着送梅老师回
家，细米红藕只见也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不和引起争执，红藕
不接受细米的邀请去赶集，细米吃掉妈妈给红藕的香瓜。



低年级儿童对教师怀有的是一种尊敬与依恋之情，他们接触
学校不久，所以集体意识不强，同学之间关心不会表现于外
表，在他们眼中，老师才是学习，同学交往的班集体中心。

所以细米红藕才会为了得到老师梅纹的注意，吸引老师目光
而争先表现自己，主动的关怀老师。

在后面的情节中，细米酷爱雕刻，平时总喜欢在课桌，家具，
地面上刻刻画画，引起家人不满，在爸爸眼中他是一个“朽
木不可雕”，在母亲眼中他是一个“顽皮的倔孩子”，梅纹
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细米开始变得乖巧听话，在雕刻方面也
由泄愤开始向专业学习转变。

儿童的学习活动是由不同的动力因素组成的，整个动机系统
所引起的心理因素主要是需要及其表现形态，诸如兴趣爱好
理想等，学习动机的激发是利用一定的诱因使已经形成的学
习需要从潜在状态转入活动状态，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愿
望或者意向，从而成为学习活动的动力。

儿童与成人分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当我们抱怨小孩性格怪
异，性情多变难以捉摸时，是我们从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
视角去揣测另一个世界的心情。

翻开书卷，我被孩子们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吸引了，打动了。

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独特而庄重的美......

金色的草房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或许是甜蜜与欢乐，或许
是凄凉与忧愁，或许是烦恼与焦虑......草房子是一个美好
的存在，它让我想起了温馨又浪漫的童话，走进曹文轩的草
房子，心中确实有这样一种气息在弥漫。

作者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
六年的小学生活。



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的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
怆与优雅;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瞬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
体验种对生命深切而优美的感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而充满诗情
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
面前，也展现在我们面前。

人生无处无真情，《草房子》中细腻的真情，一次又一次触
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欢笑，使我流泪，使我感动......

作品中是我印象最深的男孩儿是桑桑，他是麻油地小学校长
桑乔的.儿子。

他自由，倔强，调皮，又充满了爱心。

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他天真又古怪，常常异想天开的自我行动，不顾后果，做出
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有一次，桑桑在河边看见渔船在河上用网捕鱼，每一次都能
捕到许多的鱼虾。

他心里痒痒的，也想有一张能打渔的网。

回到家，见了父母的蚊帐，此时在他的眼里分明是一张渔网。

于是想也不想，三下两下扯了下来和朋友们做成了一张打渔
的网，打了许多鱼虾带回了家。

母亲虽心有疑惑，却没心思仔细考察。

当发现时，桑桑拔腿已跑。

母亲在他后面骂了一句，却没追打。



而把他的蚊帐扯了下来，结果桑桑被蚊子叮的身上到处是红
包左眼也红肿的发亮。

就是这样，桑桑可爱又可笑，天真又快乐。

他还为蒋一轮老师和白雀穿过信，与孤独又自由的放羊少年
细马成了最好的朋友，和本是当地最富裕的一家的杜小康一
起玩耍过，也闹过别扭......纯真又美好的童年在喜怒哀乐
中流逝，渐渐变为弥足珍贵的回忆。

桑桑的坚强，善良，倔强与天真是书中一道永不逝的风景线。

当然女孩的温柔也是小说中不可缺的。

故事中有一位女孩儿叫纸月，人若其名，娇小，柔弱，有礼。

长得十分清秀，也写得一手清秀的字;聪明，温驯，有一股灵
气与书卷气，惹人怜爱。

因她常被她以前板仓小学的男同学欺负，又常常不吭声。

所以她的外婆将她送到了麻油地小学。

她体质，外表的柔;心灵，品质的美让桑桑领悟到了生命的芬
芳与柔弱，体会到了她心灵的善良与纯洁，也在我心中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日月如梭，时光飞逝，将上初二的我也将远离童年，所以每
当看到别人的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欢乐与自由会使我的心沉
静下来，静静的品味，静静的回想。

现在那草房子中的童年，使我安心，不知何时起，幸福已在
我的心中弥漫开来......

品读《草房子》，我忽然觉得童年并非华丽的城堡，而是一



间充满阳光的草房子，看似平常，但细细回味，就会发现其
实充满了温暖。

它让我想起了天真，纯洁，温馨，浪漫，是一切美好的存在，
它美的朴素，美的宁静，美的永恒......

曹文轩作品火印读后感篇二

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下
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曹文轩作品读后感，欢迎参考!

寒假里，读完了曹文轩的小说《根鸟》，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我钦佩根鸟的勇敢、善良，同时也感受到了根鸟那不达
目的不罢休的精神。这本书教会了我要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
哪怕希望渺茫，哪怕路上荆棘丛生，也要一如既往的奋进向
前。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男孩根鸟在第一次独自打猎时看见了一只
白色的鹰，这只鹰的脚上绑着一张纸条，是一个十三岁的少
女紫烟写的，她在悬崖上采花，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峡谷，
一个开满百合花的大峡谷。从此，根鸟下定决心，一定要找
到那个大峡谷，一定要救出那个叫紫烟的女孩。可这得需要
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呀!这一路上，无论大家怎样质疑和嘲笑
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根鸟总是坚持不懈地向着自
己的目标努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那个开满
百合花的大峡谷，他哭了，这是艰辛后甜蜜的泪水，这是坚
持后成功的泪水，这更是寂寞后幸福的泪水呀!

读完这部书，让我知道了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会遇
见各种困难、挫折、迷惑，以及克服这些后的喜悦、欢乐。
我想，这和我们学习是一样的，不管理想有多远，只要我们
向着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而通往成功的秘诀也就是奋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那么成功
就会向你招手。

小时候读曹文轩的作品《红葫芦》等时总会被其营造的优美
的故事情节感动，现在学了发展心理学后再回首读《曹文轩
作品集》，并尝试用所学的儿童心理知识去解析小主人公的
行径也别有一番风味。

在《红葫芦》第三节中，湾，妞妞在小岛上假想着过日子，
找来树枝芦苇，割了一些草盖了一所房子，建了一个鸡栏，
用泥做了炤，锅碗盘子，找了一些野菜美美吃了一顿。霍尔
认为游戏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的生活特征在儿童身上的重演，
不同年龄的儿童以不同的形式重演祖先的本能特征。中国心
理学家认为游戏具有社会性，它是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初级
模拟形式，儿童在与成人的交往中渴望参与成人的一些活动，
可是又受到身心发展水平的限制，游戏恰恰可以解决这一矛
盾，角色扮演游戏可以帮助儿童摆脱自我中心的倾向，学会
更好的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妞妞和湾的过家家游戏不仅
仅是对他们所了解的大人的生活的模仿与重复，也是用以增
进同伴感情，加深互相了解程度的一种儿童的社会交往手段。

在另一情节中，湾在小岛每棵树上刻上班中同学的名字，忘
情的和他们玩耍，或是拉一拉这棵白杨树上的一根枝条，或
是用拳头打一下那棵白杨树的枝干有时还煞有介事的叫着。
弗洛伊德认为少年儿童在游戏时也有潜意识成分，游戏是补
偿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和克服创伤性事件的手段。湾
的父亲坐牢，邻里的冷漠甚至害怕，同班同学的孤立，都给
他带来相当大的心理创伤，在儿童时期，儿童会自然表现出
对社会行为的向往，对社会群体的试探去亲近，湾自内心渴
望与同伴们玩耍，渴望得到邻里的关爱，他人的理解与关怀，
现实的生活给他很大的落差，也在心理上形成了较大的缺憾，
为了弥补现实中的缺憾，湾只能通过假想与角色扮演的游戏
方式，获得在幻想中他人的理解与关怀，同伴的喜爱，获得
在童年应有的娱乐的快感，进而遗忘，修补父亲坐牢造成的



心理创伤。

在《我家姐姐花一朵》中，细米，红藕每天争着送梅老师回
家，细米红藕只见也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不和引起争执，红藕
不接受细米的邀请去赶集，细米吃掉妈妈给红藕的香瓜。低
年级儿童对教师怀有的是一种尊敬与依恋之情，他们接触学
校不久，所以集体意识不强，同学之间关心不会表现于外表，
在他们眼中，老师才是学习，同学交往的班集体中心。所以
细米红藕才会为了得到老师梅纹的注意，吸引老师目光而争
先表现自己，主动的关怀老师。

儿童与成人分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当我们抱怨小孩性格怪
异，性情多变难以捉摸时，是我们从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
视角去揣测另一个世界的心情。

翻开书卷，我被孩子们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吸引了，打动了。
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独特而庄重的美......

金色的草房子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或许是甜蜜与欢乐，或许
是凄凉与忧愁，或许是烦恼与焦虑......草房子是一个美好
的存在，它让我想起了温馨又浪漫的童话，走进曹文轩的草
房子，心中确实有这样一种气息在弥漫。

作者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
六年的小学生活。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的少年
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瞬所闪耀的
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种对生命深切而优美的感悟;大人们之
间扑朔而充满诗情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
地展现在少年桑桑面前，也展现在我们面前。人生无处无真
情，《草房子》中细腻的真情，一次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弦，
使我欢笑，使我流泪，使我感动......

作品中是我印象最深的男孩儿是桑桑，他是麻油地小学校长
桑乔的儿子。他自由，倔强，调皮，又充满了爱心。是故事



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天真又古怪，常常异想天开的自我行
动，不顾后果，做出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次，桑桑在
河边看见渔船在河上用网捕鱼，每一次都能捕到许多的鱼虾。
他心里痒痒的，也想有一张能打渔的网。回到家，见了父母
的蚊帐，此时在他的眼里分明是一张渔网。于是想也不想，
三下两下扯了下来和朋友们做成了一张打渔的网，打了许多
鱼虾带回了家。母亲虽心有疑惑，却没心思仔细考察。当发
现时，桑桑拔腿已跑。母亲在他后面骂了一句，却没追打。
而把他的蚊帐扯了下来，结果桑桑被蚊子叮的身上到处是红
包左眼也红肿的发亮。就是这样，桑桑可爱又可笑，天真又
快乐。他还为蒋一轮老师和白雀穿过信，与孤独又自由的放
羊少年细马成了最好的朋友，和本是当地最富裕的一家的杜
小康一起玩耍过，也闹过别扭......纯真又美好的童年在喜
怒哀乐中流逝，渐渐变为弥足珍贵的回忆。桑桑的坚强，善
良，倔强与天真是书中一道永不逝的风景线。

当然女孩的温柔也是小说中不可缺的。故事中有一位女孩儿
叫纸月，人若其名，娇小，柔弱，有礼。长得十分清秀，也
写得一手清秀的字;聪明，温驯，有一股灵气与书卷气，惹人
怜爱。因她常被她以前板仓小学的男同学欺负，又常常不吭
声。所以她的外婆将她送到了麻油地小学。她体质，外表的
柔;心灵，品质的美让桑桑领悟到了生命的芬芳与柔弱，体会
到了她心灵的善良与纯洁，也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月如梭，时光飞逝，将上初二的我也将远离童年，所以每
当看到别人的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欢乐与自由会使我的心沉
静下来，静静的品味，静静的回想。现在那草房子中的童年，
使我安心，不知何时起，幸福已在我的心中弥漫开来......

品读《草房子》，我忽然觉得童年并非华丽的城堡，而是一
间充满阳光的草房子，看似平常，但细细回味，就会发现其
实充满了温暖。它让我想起了天真，纯洁，温馨，浪漫，是
一切美好的存在，它美的朴素，美的宁静，美的永恒......



曹文轩作品火印读后感篇三

相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童年在物质上是贫穷的，正
如曹文轩所说，身在那样的贫穷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回家能
有一碗干饭，一碗红烧肉吃。可当岁月老去，却发现“原来
过去的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宝贵，原来那里的每一粒沙尘，每
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都是可以进入到文学世界里去的”。
在他的作品中，虽然人的物质条件很匮乏，但生活环境却在
他的笔下如诗如画。

曹文轩的作品，相对现在孩子来说，是写“从前”少年的故
事，但正是这些纯真唯美的故事，感动了今天的孩子，更感
动了“从前”的孩子，所以曹文轩的作品，是大人和小孩都
喜欢的作品。

寒假里，我读了《草房子》《青铜葵花》《根鸟》《狗牙
雨》，我喜欢曹文轩对环境描写的那种浪漫、古典与唯美，
就像一幅色彩厚重的油画；我喜欢曹文轩笔下的一个个活生
生真实、立体的人物，让人读着亲切、感同身受。

虽然曹文轩的作品都是一个风格，但我深深喜欢着这种风格。

儿童文学评论家张美妮教授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我干脆抄
录在这里：

“当我们一页页、一章章地读着这部小说时，闪耀在眼前的
是一道道满盈爱心和可贵人格的光彩。试看桑桑和女孩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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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残疾的秃鹤护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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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我们真诚团结、不畏艰难挫折、奋发进取的



时代精神接合，也与人类自强不息、不断发展自己、开创未
来的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相通。小说感动了今天的读者，也将
感动明天的读者。

曹文轩作品火印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桂花雨》，作者是曹文轩
爷爷。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最能表现桂花树精神的一句话是：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村里有一棵桂花树，这棵树长的很茂盛、树干粗硕敦实，树
枝曲曲折折，这棵树已经活了二百岁了，村里的每一代子子
孙孙生生不息一直守护着这棵桂花树。

一年一度的摇花节到了，大家非常兴奋，村里的孩子都盼望
着这一天。摇花节这一天到了，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首先大家要去小溪里把脚洗干净，再到大树下，大家
一起喊着：一、二摇！摇！桂花花瓣就像雨一样哗哗落下来，
大家看到满地的桂花笑的可花心了！

可是因为一场大火，桂花树被烧的惨不忍睹，那美丽的花和
粗壮的枝干都不在了，大家非常伤心，已经活了二百岁的大
树好可惜啊！

转眼第二年到了，大家耐心的等待着那个日子—满树开花的
日子。果然桂花树又回来了，变得跟以前一样充满生机，孩
子们用力的摇动着枝干，金色的桂花纷纷坠落，远看一朵朵
花模糊成一片金色。

通过桂花雨顽强的生命力，我想到了疫情期间，大家也像桂
花树一样，一开始面对疫情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通过医生、护士和全国人民的一起努力，战胜了疫情，
桂花树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打不倒，再大的困难也能走出来，



中国那么强大，最后我们战胜了疫情，桂花树也再次苏醒了，
屹立在人们的面前。

曹文轩作品火印读后感篇五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根鸟是个男孩，
他家在菊坡。有一天他独自外出打猎的时候，无意中射到了
一只白鹰。白鹰的腿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叫紫烟，
我在采花的'时候掉进了峡谷里，快来救救我呀!”当晚，根
鸟与父亲寻遍了附近的山谷毫无收获后，根鸟义不容辞地踏
上了西寻紫烟之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梦。荒漠、草原、大
山、村落、峡谷、小镇……一个个场景奇异而玄妙。根鸟成
长在现实与梦幻之间，他决定以梦为马，度过他的成长阶段。
恍惚、迷乱、摇摆、清醒、执著、一往无前，他在痛苦中品
尝快乐。西去的路上，根鸟被叫长腿的叔叔骗到了鬼谷去拉
矿，后来在独眼老人的帮助下才逃走了。但他的父亲已经去
世，他就烧了自家的茅屋继续西行。他又碰见了板金，但板
金也永远闭上了双眼。

根鸟的事迹深深地感触了我，使我受益匪浅。让我知道了人
在追求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挫折、迷
惑，“相信梦想，相信奇迹!”“一个人要有恒心，要有坚持
不懈的毅力，凡事皆需尽力而为，半途而废者永无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