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蜻蜓蜻蜓读后感(精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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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帮助!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一

假期，妈妈从当当网给我买了一本书——曹文轩的《蜻蜓
眼》。书一到，我便一头扎进书中，细细品味起来。读着读
着，我被书中那伟大的亲情深深地打动了。

书中生动地描写了在那个硝烟四起、人心惶惶的特殊年月，
阿梅一家人相扶相帮、相濡以沫的动人故事。即使合上书，
那些苦难而又美好的情景依旧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里放映着。

看，奶奶对阿梅很好。因为家里经济不好，爸爸典当了阿梅
的钢琴。奶奶知道了，卖了从法国带回来的首饰，赎回了钢
琴。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二

电影可以感动人们，一份真情实感也可以感动人们，但是今
天，我却要推一部感人的书《蜻蜓眼》。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阿梅，她的.奶奶叫奥莎妮，是法国人，与
中国丝绸商之子在马赛相遇，两人一见钟情，从此相爱，结
合。可因为世界大战，二人不得不回到中国定居，岁月流逝，
奥莎妮从少女到老妇，渐渐融入中国生活。她给这个中国家
庭带来优雅，温润。然而她的异国血统在这个年月也成了灾
难的来源。小说以阿梅的成长为线索，并以这个孩子的视角
勾勒出了那个特殊的年月，一家人相濡以沫，相扶相帮的动



人情景。

奥莎妮是坚贞的，当她被抓去做劳力时虽然被剃了阴阳头但
她一滴眼泪也没掉，面对审问，坚强不屈，并不会屈打成招，
坚强的活了下来。

一家人对奶奶包含着浓浓的爱，爷爷为给奶奶弄到香水，不
惜被打，为保住杏树，腿又受了伤。奶奶喜欢穿旗袍，宋妈
连续给做了三件。为了保护奶奶，决心与上海人干。这一件
件小事，却是一家人对奶奶深深的爱。

阿梅和奶奶的感情更是让人惊叹。阿梅特别喜欢吃蛋糕，以
前奶奶总是会给阿梅买蛋糕，但现在家里穷，阿梅便不在要
买了，为了给奶奶治病，阿梅不惜把自己的钢琴卖了。奶奶
买了两把红油雨伞，一老一小在雨中，伞被吹了却仍然如此
快乐，她在雨中飞奔，害得身上湿透了。

阿梅一家，值得学习，身处战乱，活的却丝毫不乱。他们的
亲情却也是世上少有。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三

在马赛一家温馨的小咖啡馆，柔和的烛光配上淡黄色的灯光，
让人感到浑身舒畅。中国丝绸商之子杜梅溪就在这家美丽的
咖啡馆中结识了法国少女奥莎妮，两人一见钟情，在芬芳迷
人的薰衣草香中将六个孩子养育成人，在二战期间返回上海，
住进蓝屋。

《蜻蜓眼》以特殊时代，杜梅溪一家在大都市上海的生活为
背景，以奥莎妮的小孙女阿梅的成长故事为线索，以孩子的
视角，勾勒出文革时期拥有异国血统的一家人互帮互助、相
濡以沫的感人场景。体现了在寒冷年代，人性的美和亲情的
温暖。



奥莎妮被诬陷是间谍，送往搬砖地时，亲人千里迢迢赶来帮
忙；祖孙俩遇到困难时，远在江南的佣人宋妈都出手相
助……让这个在异国土地的法国老妇也可以感受到无比的温
暖。在最困难时期，一家人仍然生活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
从生活中寻找快乐。

放下书，我眼前浮现出了一个美丽的'画面：细雨飞扬，如丝
如梦。奥莎妮与阿梅撑着红油纸伞，在雨中奔跑、欢笑，她
们优雅、浪漫、充满活力。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我，遇到一
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一切在我看来都暗淡无光。看完这
本书后我学会了坚强乐观地生活，用美好的眼光面对一切。

心灵光明，才会拥有永恒光明！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我读上了《蜻蜓眼》这本书。它的作者是北京大学
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文轩老师。我还看
了他的其他书如：《草房子》，《青铜葵花》……其中，有
几本书都把我感动的甚至流下了泪。《蜻蜓眼》这本书也被
这位大作家写的栩栩如生。

为什么叫蜻蜓眼呢？我翻开书渐渐看懂了。原来是太爷爷送
给奶奶一条项链，它的吊坠很像蜻蜓的眼晴它很珍贵。故事
就围绕项链发展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写：中国丝绸商之
子杜溪梅在法国马赛偶遇法国女子奥莎妮，两人一见钟情，
相爱，结合，并生下了四个儿女。二战时期，杜溪梅携法国
妻子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奥莎妮从少女到老妇，渐渐融入
了中国的生活。她给这个家带来优雅和温润，并与最爱的小
孙女——阿梅经历了许许多多故事。

读了这本书后，我终于懂得了曹文轩书的最后三句话——我
们必须知道中国所发生的故事，这是人类共通人性在中国的
特殊表现。这种共通的人性在各种地方表现着。我们必须将



笔触到人性的底部，因为人性底部有一条暗流相通。

在书里，虽然一大家子日子过的非常清贫，但在我看来，他
们很富有，因为即使遇到很大的困难，也从不埋怨一个字。

所以我喜欢这本书。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五

《蜻蜓眼》一文太让我感动了！我要学习文中奶奶那种坚强，
在一群疯狂的人面前，能够做到真正的临危不乱，即使在无
力的情况下，也要保存最美好的生活。那颗蜻蜓眼，还有那
只小皮箱都有着她对整个法国，五光十色的岁月，最美好的
回忆！所以即使在蓝屋几乎被毁了情况下，这两件东西依旧
保管得完好无损。同时我们还要学习他们一家人的团结、友
爱和乐观。在之后的上海，犹如一片浩荡的大海。无人可以
拯救你，你只能靠自己。但这一家人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
相扶相持、相儒以沫地最终“活”了下来，而这一切也源于
他们有一个乐观开朗的`法国奶奶。

这本书让我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感受！也从中得到道理：是
致命的，也是锋利的，就好似我们生活中有了挫折和困难，
不能因为一些阻力而击垮自己，要保持阳光开朗活泼，让开
心永驻心中！生活是美好的，它给人与启迪、与省悟，让我
们憧憬明天，保持向上的心态。

加油！我们一起努力！

“雨地里，她和奶奶各自举着一把红油纸伞，一大一小；雨
大起来了，她们开始奔跑，一边奔跑，一边咯咯咯地大
笑……”这段话出自于曹文轩的《蜻蜓眼》，他在书的前言
中说道：“《蜻蜓眼》无疑是我个人创作史上一部很重要的
书。”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六

曹文轩，这个名字你一定熟悉，《草房子》就是他自己代表
作，但是，在我看来《蜻蜓眼》这部小说也不输《草房子》。

曹文轩的小说一贯走的是亲情风，看着看着，不觉会让人落
泪，无论是见证生死离别的《草房子》，还是这部充满悲情的
《蜻蜓眼》，最终的结局总会出人意料，令人感动。

《蜻蜓眼》讲述了中国丝绸商之子杜梅溪在法国马赛偶遇了
法国女子奥莎妮，两人一见钟情，相爱、结婚，并生下了四
个儿女。二战期间，杜梅溪携妻子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岁
月流逝，奥莎妮从少女到老妇，渐渐融入中国生活，她给这
个中国家庭带来了优雅与温润，然而她的异族血统亦在特殊
的年月中成为这个家庭灾难的来源。小说以奥莎妮的小孙女
阿梅的成长为主要故事线索，并以这个孩子的视角勾勒了在
那个特殊年月中一家人相扶相帮、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景。

家人，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孟子云：“无父无君，乃禽兽
也”，连古人都明白了这一道理，那我们又怎能不尊重家人
呢?什么是幸福?也许在以前，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但如
今，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地位，名利才是最重要的，家人，
朋友，亲情，友情有算点什么?有些小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
段，出卖家人和朋友，只为那一点点钱，和老板的青睐，可
是他们却失去了最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亲人和朋友的支持
和帮助，以后遇到困难时有谁来鼓励你?俗话说：“多一个朋
友就多一条路”，如果你连信任你的`人都没有，那你在社会
上不管地位又多高，你都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忘记亲情的
守财奴!

《蜻蜓眼》是一部具有魔力的小说，催人泪下的故事道出了
人间的真谛……



蜻蜓蜻蜓读后感篇七

曹文轩老师的作品《蜻蜓眼》讲了一段跨国恋情，中国丝绸
商之子杜梅溪在法国马赛偶遇了法国女子奥莎妮，两人一见
钟情，相爱，结婚生下了四个儿女。二战期间，杜梅溪带着
妻子和儿子到上海定居。从此她从少女到老妇就从未回到过
自己的家乡，渐渐地融入到了中国的生活，她给这个家庭带
了优雅与温暖，然而她的异国血统也成为这个家庭的灾难来
源。文章主要写奥莎妮唯一的孙女-----阿梅的成长，并以这
个孩子的视角勾出那一家人相扶相帮，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景。

人都会思念家乡，何况是生在异国的奥莎妮呢？她，远在异
国，但为了和她心爱的人一直走下去，不得不远离祖国，离
开家人去中国生活。但这，也有她亲爱的家人，那跟她一样
有着法国名字，长得相似，性格又差不多的孙女阿梅跟她最
亲了，因为奥莎妮只有她这么个小孙女，其它都是男孩子，
自然和阿梅更亲。

从古至今，远离家乡的游子一提到家乡，肯定都热泪盈眶。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其实，外婆这一辈子过得挺幸福的，有那么多孩子陪她度过，
最主要的是和她一起白头到老的外公，他们在法国的某一家
咖啡店认识的.，太爷爷很看好外婆，太爷爷让外公结婚时把
家中的宝贝-----蜻蜓眼给外婆带上，作为他们爱情的信物，
然而他们回国后，却被当成了间谍，坏人抢走了蜻蜓眼，外
公为了夺回，脚差点儿没打断，却留下了后患，那天为了给



外婆泡上一杯咖啡一个不小心摔倒了，就再也没睁开过
眼……外公为了外婆付出了很多，最后连命也搭进去了。外
公知道外婆十分思念家乡，所以把以前的家里头相似的东西
都买了下来，努力让外婆把这当成自己家。他们，真的很相
爱。我认为这大概就是“伟大的爱情”吧！

《蜻蜓眼》这一本书我读了很久，不是因为它字数很多，也
不是因为不理解意思；更不是因为这很难读。而是这其中的
每一篇故事都使我热泪盈眶，它的每一句，每一个字似乎都
包含着一些深刻的含意，这本书算我这十年来看过的书中最
好的一本，最感人的一本，最令我受益的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