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娃娃的读后感(通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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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一

早就知道80后代表人物，春树。

可惜读到《北京娃娃》已经是2020年了，第一次拜读春树老
师的大作，耗费了两天中的几个小时。

感觉就像走进了一家蒙着黑色门帘的店，小心翼翼地穿门而
入，坐下后才发现这是一家只提供烤肉的店，而我只喜欢素
食。

小说没什么高潮，可以简单的称为14岁到17岁的流水账，想
到了冯唐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春树写80后，冯唐写70
后，相同点是两本书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是按部
就班的写主人公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都做了什么认识了谁。
好在冯唐文字好，像随处可见的野菊花带着一层雾蒙蒙的水
汽，那些晶莹剔透的小水珠点缀着，让过路人忍不住多看几
眼。春树的小说像正午阳光下的野菊花，花瓣有些干瘪，扫
过几眼便不想再看。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春树的文字更加真性情，直抒胸臆，
不沾金带银不拐弯儿。

想看此类没情节的小说，不妨读读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

另外，关于描写残忍青春的小说，也看过一些中国类似的青



年作家的作品，大同小异，抽烟喝酒逃课脱裤子滚床单。从
旁观者的角度看，无非是自己选择的极端方式把生活过得及
其拧巴。可能从小说里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她在那个阶段确
实正在经历着煎熬，但我绝对不能从中产生共鸣。

性格大大咧咧，讲义气，半夜时分又及其感性脆弱，好写日
记，混合了朋克江湖和文青气质。这姑娘追求自由，有男朋
友后也经常为别的男孩贡献身体，她的名言是，就算结婚了，
身体也是我自己的。

她给我看过她高三时写的日记，除掉文字略显粗陋，有些情
节描写过于暴露，偶尔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和《北
京娃娃》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我还没读《北》，我告诉她，
有机会你一定把日记出版，或许能红，谁不爱看一个高中时
逃学玩音乐和沈阳的小乐队们都睡过觉的姑娘。

这是一个玩笑，姑娘说，才不呢，我的理想是当老师，教书
育人，要不干嘛考到师范啊。这个姑娘终究没当成老师，大
三辍学，嫁到了美国，跟了一个比她爸还带两岁的男人。

这是一个还算美好的结局。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二

有一个玩具商店的仓库里有一大群布娃娃足有上百个，他们
是商店老板马林从来都瞧不上的，遭到淘汰的娃娃。娃娃们
出生在不同的年代，最早被扔进这个暗天无日的仓库里的那
个大头娃娃在里面已经呆了七八个年头了，他被老鼠咬破胳
膊.鞋子也不知被老鼠拖到什么地方去了。看到这我的心里很
沉重。当看到新来的小不点帮他们起义的时候，我的心被震
撼了。好像我也是娃娃中的一员，耳旁响起了娃娃们唱的起
义歌。这里我读了很多遍我都要背下来了。

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聪明的小不点的带领下娃娃们通过一



次一次的努力，终于看到了阳光获得了自由。在他们随潮水
涌出大门的那一刻我情不自禁的叫了起来提他们高兴提他们
欢呼。最后娃娃们被人们一个一个的抱回家，随着他们新的
主人快乐的生活去了。市长知道此事后把商店的主人马林狠
狠的批评了一顿，他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把娃娃关到仓库里去
了，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是不会同意的。布娃娃们的勇敢不放
弃的精神让我深深的佩服，也提醒我要做一个善良的有爱心
的人。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三

在炎热的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名叫《娃娃们的起义》，
这本书的精彩片段时常让我流连忘返，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
奇妙的故事王国吧！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青瓦大街的拐角处，有一家卖布娃娃
的店，店的主人是马林先生，在店后面的仓库里，堆了上百
个布娃娃。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仓库，半个地下室里，上百
个布娃娃整天就只能呆在黑暗里。布娃娃们被老鼠侵略过、
发霉的空气让他们浑身上下都不好受，而且透不过气来。他
们决定从这个地下室逃出去，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并且一
个接一个的被好心的市民领走了。

看完这本书，我被彻底的打动了。书中的布娃娃们非常的勇
敢坚强，是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只有那些勇敢镇定的人才能
熬过黑暗，迎来光明。”文中的娃娃们就是这样，我要好好
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不管贫苦还是富有，美丽还是丑陋，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
只有发挥每个人的价值，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加完美。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四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木头娃娃的旅行》，它的



作者是雷切尔。菲尔德，她是美国知名儿童文学家、诗
人，1930年创作的《木头娃娃的旅行》是她最为著名的作品。

这本书主要讲述一个叫西蒂的木头娃娃，它是用一块花楸木
做的。在人们心目中花圈木代表好运，而在旅行中，西蒂的
木头身子，似乎真的给它带来了好运，它与海岛土著斗智斗
勇，和眼镜蛇一起在街头卖艺，当画家的模特，做展览会上
的明星。木头娃娃西蒂奇妙旅程开始了！它像个真正的旅行
家一样，一百多年来四处游历，虽历尽艰辛，但从未放弃，
在漫长的旅程中，它体验了关爱与快乐，也体验了世态炎凉，
但不管遇到怎样的境遇，始终对生活充满了爱和感激。

读完这本书，我被西蒂的勇敢坚强所感动，被它身上的魅力
所吸引。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和挫折。记得第一次学滑旱冰的时候，穿上鞋子站不稳，一
动就摔倒，好几次都想放弃，是妈妈在旁边鼓励我，并一点
一点的.教我滑旱冰的技巧，慢慢的我学会了滑旱冰，特别开
心。

读过这本书我知道遇到困难并不可怕，只要开动脑筋想办法，
困难就会迎刃而解，让我们向西蒂学习，努力做一个乐观、
坚强的人。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快速的看完了一本《阳光娃娃小晴天之掉进龙隐
谷》。这本书内容十分生动：

讲了小晴天与同学小夏雨及柯淘淘等在学校里的交往与冲突，
小晴天因体能不及格，很生气。后来知道爬龙隐谷能变高，
就与夏雨去攀登龙隐谷之路，然后她们两个人一路上遭遇了
种种山怪和动物，最后脱离险境并与快活猴，兀鹫，大熊猫
等交了朋友。



小晴天的饱满的生命质地被作家表现出来。作家生动的描述
小晴天与小夏雨在龙隐谷的探索与历险，书中小晴天与小夏
雨的快乐时光进入了读者的.视野。作者把六岁的小晴天第一
次走进小学的所见所惑。把小晴天这快乐，单纯，聪明的童
年生命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感受到了小晴天童年世界的
可爱。

在小晴天在龙隐谷这段时间中，作者处处表现了小晴天她对
荣誉的追求，她对大自然的向往，更表现了一种生命的自我
完善。应该是说，作家尽可能的呈现了一个童年生命成长的
智慧，表现了童话世界给予人的美好。

在书中，坐着鹤矾说：《掉进龙隐谷》只是《阳光娃娃小晴
天》系列的一个好开头，相信我还会奉献出更令读者惊叹的
佳篇。期待“小晴天”这个形象会带给小读者更多快乐，更
多自信，更多美好!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六

星期六的上午，我和妈妈一起制作了一个“晴天娃娃”。

你们知道她是怎样制作的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首先你们
要准备以下材料:一个乒乓球、一根丝带、一块正方形浅色布
（我用了妈妈的眼镜布）、一块丝巾、记号笔、针和线。

开始制作了，我先用丝巾把乒乓球包裹在中间，再用眼镜布
包在丝巾和乒乓球外面，最后用黄色的丝带扎了一个漂亮的
蝴蝶结。晴天娃娃的雏形就做好了。这时，一旁的妈妈问我：
“这个做好，怎么挂在窗前呢？”哦，这可怎么办？妈妈提
醒我：肯定要在做好的娃娃头上穿针引线了。方法找到了，
可在用针打洞时，我和妈妈遇到了困难。当针穿过一边需要
到达另一边时，针头总是不听话怎么也穿不过去。妈妈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穿了过去。这时，我把穿过洞两边
的线对齐打好结，挂绳就做好了。接下来，我拿起记号笔小



心翼翼地画上了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

望着窗台上挂着的晴天娃娃——一对弯弯的眉毛，一双调皮
可爱的大眼睛，一张随时微笑的脸，一身漂亮的紫色纱裙，
我心里也乐开了花。希望同学们也能制作一个属于你的晴天
娃娃！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七

我们学习了一篇名字叫《风娃娃》的课文。课文中把风写成
一个年幼无知的娃娃，并通过他给人们带来的帮助和灾难，
教育我们一个怎样做人的道理。

故事是这样的：风妈妈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孩子，就让风娃娃
独自去帮助人们做事。

于是，风娃娃先来到田野，帮助大风车转得更快，让抽上来
的水更快的流到干旱的田里。然后他又来到河边，他帮助纤
夫们把船帆吹起来，让船在水面上飞快地行驶。

听到人们对他的夸奖，风娃娃就自以为是地认为：帮人们做
好事，只要有力气就行。

所以风娃娃就自作聪明地吹翻了孩子们的风筝，吹跑了人们
晒的衣服，折断了路边新栽的小树，人们又开始责怪他了。

课文中的'风娃娃让我觉得又可爱又可气。可爱的是他有一颗
善良的心，又跟我们小孩一样，喜欢听别人的夸奖。可气的
是做事情光有好的愿望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对别人有用。所
以我们助人为乐就要用心，不要想风娃娃一样傻里傻气哟！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八

晴天娃娃这个词，大家其实并不陌生，晴天娃娃是民间祈祷
雨止天晴时，挂在屋檐下的剪纸。我也做了一个晴天娃娃，
我爸它挂在了窗户前。虽说秋天已经来到，但也没有见叶片
变色。

别人的是晴天娃娃多以白色方形手帕包上白色乒乓球或者是
棉团，并画上五官，而我是用桂花做的晴天娃娃。

恰巧秋天到了，桂花也开了，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摘桂花，
我爬在晾衣杆上，小心翼翼的伸出手，一个一个的将桂花摘
下来，生怕将它损坏，然后仔仔细细的将桂花的根摘下，放
在鼻尖前嗅一嗅，啊，真是香气扑鼻呀。从天上飘落了几滴
雨在我的手臂上，我忽然意识到要下雨了，我迅速的从晾衣
杆上滑下来，并叫上伙伴们一起跑到我家去。我在房间里拿
出了一张餐巾纸，将餐巾纸撕成两半，并分成两层，把餐巾
纸摊平，将适量的桂花放入餐巾纸的中心，裹好，在晴天娃
娃的脑袋下面系一根绳子，一个迷你的晴天娃娃就做完工了。
我把晴天娃娃挂在窗前，祈祷雨止天晴，夜晚的时候还可以
伴着花香入睡；早晨闻着清香而醒。

晴天娃娃的祝福似乎真的有效，今天真的晴起来了，我想应
该是一个巧合吧。晴天娃娃在风中微笑，在晴天歌唱。

浪娃娃的读后感篇九

暑假时，我复读了一遍《木头娃娃的旅行》这本书。

《木头娃娃的旅行》——顾名思义是由一个一百多岁的娃娃
讲述的传奇故事，关于她亲身经历的不可思议的旅行和历险。
诞生在美国一位船长家中的木头娃娃希蒂，似乎注定了要与
旅行、漂泊、冒险、传奇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一百年间，她
坐船出海、从美国北方的枫树林到南方的`种植园、从南洋小



岛到印度乡间。

她一直在旅行，虽然无法决定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却经历
过出海捕鲸，与眼镜王蛇一起表演，还遇见了不起的诗人、
伟大的作家和著名的歌唱家，并被四处游历的画家画进了不
少画里……一个遗失的娃娃的旅行和冒险，足以写成这样一
本精彩的书！

读完此书，我虽不曾见到希蒂，却已被她身上的魅力所吸引。
一个木头做的娃娃，她不能说话，也没办法活动，但她却是
一个勇敢坚强而又温柔善良的娃娃，拥有一颗平和包容的心，
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主人，即使处在最艰难的境地，也仍旧对
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对未来抱持信心和好奇。

木头娃娃的旅行，就像生活一样。她教会了我，在生活这条
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难度的困难，我们不能垂
头丧气，应该充满信心，用最理智的方法努力去解决，只有
这样，才能对生活充满希望，才能迎接新的未来，憧憬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