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米读后感(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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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细米读后感篇一

读了《细米》的第一章，我深有感触。

“‘船回来了！’船回来了！‘……河岸上挤满了人，但却
就这一句话。

孩子们比大人还要兴奋，因为这些女知青将要一个一个地分
到一户户人家——他们家将拥有一个从苏州城来的女孩。当
然，他们一个个也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不可能每家每户都
能分到。”

这一段是在苏州城里的女知青来到了细米居住的地方——一
个在大河边上的村子——稻香渡。在稻香渡的人们因为女知
青的到来，异常的兴奋，每个人都在盼望着自己能分到女知
青，细米也不例外。

“从昨晚开始，细米就在想：我们家能分得一个吗？他觉得
他家是最有条件分的一个的，因为他家有富余的房子，在说
爸爸的学校也有间空着的宿舍。但细米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他真得很希望他家能分得一个。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
样希望。”从这段话中，我感受到了细米对于自己家可能能
分到女知青的激动的心情和喜悦，但他还是有点担心，万一
自己家真的分不到怎么办？因为女知青的到来，全村的人都
没睡好，都在希望与期盼自己家能分到一个。



从大清早稻香渡就异常兴奋，老老少少都站在油麻地上的轮
船码头上向大河的尽头眺望，当小七子喊了声“船来啦”时，
人们的心也“怦怦”直跳，但当人们得知船还未来，只是小
七子在戏弄他们，个个火冒三丈。虽然人们被调皮的小七子
戏弄了，但依然可以看出人们紧张？激动的心情和对于女知
青的到来的渴望。

《细米》的第一章十分的有趣，你也想读吗？

细米读后感篇二

“有那么一天，大河上飘来一叶巨大的白帆，白帆下飘来了
一群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儿。这些从苏州城里来这里插队的
女知青，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气息。”故
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天，稻香渡的人都聚集在大河边，紧张而又兴奋的等待着。
他们知道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批女知青来到稻香渡，然后会
被分到指定的家庭去，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分到的。然而，
细米的家却没有分到。为此，细米伤心极了。后来，因为一
个偶然的机会，使细米家也拥有了一个女知青，她的名字就
叫——梅纹。

自从梅纹来到细米家，细米从一个调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个
懂事的少年；从原来连艺术是什么都不知道，变成了现在已
经慢慢会去创造艺术！梅纹教他了太多太多……梅纹教他雕
塑，梅纹教他做人。

细米在梅纹还没来之前，常常拿着小刀在他的课桌上、他家
的木板门上刻啊刻，刻风景、刻人物、刻他所看到的一切。
梅纹看到了这一切，于是，决心教细米学雕塑。他们每天在
那间梅纹特地为细米准备的小房间里学雕塑。日子一天一天
过去了，细米的雕塑水平一天一天地在提高。有一次，梅纹
让细米去参加县文化馆的展览。细米和梅纹精心挑选了几件



作品，兴致勃勃的拿去投稿，可当他们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
把细米的作品扔在角落里的时候，梅纹生气极了，说那些人
是不懂艺术的家伙。可尽管如此，细米的作品还是没能参展。

在生活中，在学习上，我们也要像细米学雕塑一样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努力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得更完美。记得有一次，
我正在做作业。突然，我遇到了一道难题，我想：这种题型
以前好像没教过。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回现
出细米正努力雕塑的情景。于是，我总结了一下关于这一类
的知识提要，然后，仔细地想了一下。果然，题目一下子就
做出来了。这使我更加钦佩细米，也更加对这一方面深有感
触。

让我们一起塑造一个完美的人生，努力雕刻好自己的未来吧！

细米读后感篇三

《细米》是曹文轩老师的著作，读了这本书，我感觉像走进
了文学的天堂，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

曹文轩老师笔下的细米是一个天真活泼、爱脸红的孩子。他
和他的表妹红藕从小生活在乡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
而有一天，他们的村子被分到了一群女知青。一个叫梅纹的
小姑娘住进了他们家。梅纹以她纯净而温柔的情感与精神力
量，使细米这个桀骜不驯的乡野之子步入新的成长历程。

这本著作中优美的语言让我感受到乡村孩子童年生活的自由
与快乐。每一句话都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一幅画，每一点、每
一横好像是画上的点、线、面，在我脑海里重构成一幅美丽
的乡村画卷。

曹文轩老师的叙述语句带着一个一个问题，使我不禁要再往
下探寻问题的答案。这本书让我尝到怎么刻画一个人的`外貌
特点，还有利用排比句式来描写环境，用对比的方法来刻画



人物的形象等，所以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

文学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好的文章靠的是真挚的情感、生动
的刻画，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语言的积累并学习运用，才能
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

细米读后感篇四

我最近在读曹文轩叔叔的《细米》，橙黄色的封面，大片大
片的金黄色，一个少年呆呆的在稻田前守望。蔚蓝的天空下，
是一望无垠的芦苇荡。那一根根挺拔细长的芦苇，整齐地站
立着，犹如一排排昂首挺立的士兵。一阵海风吹来，洁白的
芦花随风四处飘散，飘向大河，飘向油麻地，飘向稻香渡。

细米，本来是一个单纯的男孩子，和其他所有乡村里的孩子
一样，他爱脸红，喜欢在田间和同伴嬉戏。然而随着来这里
插队的女知青的到来，这个叫梅纹的女子，改变了他的生活。
天空与月亮，就像一块蓝色的绸子展开了，露出了一面镜子，
这就是梅纹和细米登上芦苇丛中的了望塔，看到大自然神秘
而美丽的景色，细米生来便有一种发现自然中美的天赋，淘
气而又腼腆，瘦小而又胆大，充满了想像力，更有自己的主
见。

那宁静的村落、流淌的大河、旋转的风车、往来的客船、雪
白的芦花、袅袅的炊烟，处处流动着诗情画意，营造出江南
水乡的秀气与灵气。尤其是那道干净、鲜亮的白栅栏，显得
格外显眼，时时牵动着主人公细米的心，泛起对许多往事的
回忆，也使读者深深震撼于曹文轩精湛的小说艺术的构造力。
在《细米》中，对白栅栏的描写大约出现六、七次，这样一
个看似平淡无奇、毫不起眼的情景，在作者曹文轩的笔下竟
然重复出现这么多次，我想绝非偶然。

有一次出现在梅纹刚刚落户到细米家：细米有点不好意思，
转过身去。这时，他看到了那道栅栏——那道栅栏不知是什



么时候，被漆成了白色。细米觉得这道白栅栏很好看。它把
所有的一切都映亮了，菜园里的菜显得更绿，开在栅栏下的
五颜六色的花显得色泽更加蓝了。一道默默无闻的栅栏，经
梅纹的两遍白漆，仿佛忽然地有了生命，就这样被人注意起
来。细米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眼睛里就只有这一道白栅栏。
栅栏的出现让顽皮成性的细米眼前一亮，连天空与花朵都绽
放出耀眼的色泽。由此，栅栏的光与色在细米的目光里都流
动着美感的光彩。为何原本早已存在的栅栏，到了梅纹的出
现才让细米有如恍然苏醒的感觉，这除了色泽上的刷新之外，
难道没有某种隐喻吗？这就是梅纹这个来自美感天国里的女
孩给一个一直沉睡的生命少年带来的心灵震撼。

这就是细米，这是一个十分勇敢又害羞的男子孩。最后一次，
出现在细米终于艰辛地回到家里，但梅纹已经离去的结尾：
目光落下时，他的视野里便是那道白色栅栏。他断定，她在
临走前，又将它仔细刷过了，因为，它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干净、鲜亮。泪水涌出时，他的眼中是一片纯洁的白色一
个懵懂的少年细米在纯洁的白色里沐浴成长，此刻的梅纹已
离开他的身旁了。

五年级:陈新宇

细米读后感篇五

昨天，我阅读了爸爸妈妈刚刚给我买回来的曹文轩老师所著
的纯美小说系列中的《细米》，读完这本书后，顿时觉得受
益匪浅。

这本书主要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调皮的、可爱的、坚强的、感
情细腻的小男孩，他叫细米，他是稻香渡中学校长的儿子。
当稻香渡在迎接一批女知青时，细米家分到了一个女孩，她
的名字叫梅纹。由于长期住在苏州城里，梅纹不擅长干农活，
常常累得腰酸背痛。细米的爸爸便安排梅纹做了稻香渡中学
的代课老师，正好教细米他们班的美术课，同时并辅导细米



和班上同学们的其它功课；在课余时间里，梅纹发现了细米
有擅长雕刻的艺术天赋，便亲切地鼓励他，并帮他买来了专
业的雕刻刀，教他握笔姿势和各种雕刻技巧，并挑选了几个
木雕送到艺术馆展览，使细米信心大增。于是细米每天都刻
苦地练习，技艺一天天的进步。

当我看到细米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醉在雕刻的世界中
浑然忘我，整天刻啊刻啊，把桌子都刻得凹凸不平时，我不
禁想到了我自己。和细米比起来，我和他的生活条件之间真
是有着天壤之别啊！细米家住农村，生活条件并不好，可是
当他有了自己的爱好时，就能坚持不懈地去完成，并制作了
许多杰出的作品；而我呢？爸爸妈妈给我交了那么多的学费，
让我学习乒乓球，可是我却断断续续地去训练，在训练中，
由于我缺少一股儿顽强拼搏的劲头，所以直到现在，我的技
术还是一般般，比比故事中的细米，我真是汗颜啊，他执着
地追求着他的兴趣爱好，是那样的痴迷，那样的沉醉！为了
雕刻好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细米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忍受一
切艰难困苦；而我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却不能练出优异的成
绩了，我忍不住在心中责怪起自己来：“你怎么那么缺
少‘拼命三郎’的劲头呀？今后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梅纹生病时，细米为了给她补身体，竟不顾一切地到湖里
很深的地方打捞非常稀有的金鲤鱼，虽然他浑身疲惫，但他
仍然坚持住，终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打捞到了金鲤鱼。
由于及时给梅纹补了身子，使梅纹的病很快就好了。此时我
又沉默了，想想自己平时跟个“小皇帝”似的让别人护着自
己，而自己却对别人付出的很少。看看细米，想想自己以前
的所作所为，我不禁对自己的行为羞愧难当。

合上这本书，我仍久久地沉浸在感人的故事情节中，不能自
拔。感动之余，我想了很多很多：我要学习细米那坚持不懈、
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他那体贴别人、关心别人的优良品质。在
日常的生活学习中，我要不断完善自我，积极向上、顽强拼
搏、关爱别人，做一只展翅飞翔、搏击长空的雄鹰，做一个



真实生活中的“细米”！

细米读后感篇六

我在寒假里读的一本书--《细米》，这是作家曹文轩写的一
部长篇小说。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书中的男主角--细米，细米平时虽然看
上去很不懂事，大大咧咧的，可是实际上，却着实是一个会
脸红的男孩子，就在这种性格中，做下了不少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段就是细米和小七子打起来的那节，不
是因为他们打架打的太激烈，是因为细米和翘翘的感情、细
米对翘翘的关心、翘翘的聪明……我当时看到这里，就有一
种，想要冲上去帮忙细米一起，把小七子揍一顿的冲动，这
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地方养育了如此多善良的人，
却也养育出了这么一个“邪恶”的人？可小七子也有他悲剧
的命运。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的调皮，他被杜子渐宣布开
除，他被开除后还是屡教不改。我觉得他该醒悟了吧！不再
破坏，这样还是可以上学的啊！

自从读了这本书，我就被细米彻底的震撼了，他们的友情伴
我们成长。这是作家曹文轩写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篇文章主要写的是书中的男主角--细米，细米平时虽然看
上去很不懂事，大大咧咧的，可是实际上，却着实是一个会
脸红的男孩子，就在这种性格中，做下了不少事。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段就是细米和小七子打起来的那节，不
是因为他们打架打的太激烈，是因为细米和翘翘的感情、细
米对翘翘的关心、翘翘的聪明……我当时看到这里，就有一
种，想要冲上去帮忙细米一起，把小七子揍一顿的冲动，这
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地方养育了如此多善良的人，
却也养育出了这么一个“邪恶”的人？可小七子也有他悲剧



的命运。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他的调皮，他被杜子渐宣布开
除，他被开除后还是屡教不改。我觉得他该醒悟了吧！不再
破坏，这样还是可以上学的啊！

自从读了这本书，我就被细米彻底的震撼了，他们的友情伴
我们成长。作文

细米读后感篇七

《细米》是一篇纯美小说，它出自于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
手笔。

小说主要人物有：细米，一个天生爱脸红的男孩儿；一个苏
州城里来的女知青梅纹；细米的父母及一只细米千辛万苦救
回来的小狗“翘翘”。

故事发生在苏北的一个名叫稻香渡的村庄。细米的父亲是中
学的校长，细米的母亲是帮学校老师烧饭的。细米爱好雕刻，
但他从未学过。他跟据自己的爱好雕刻着。书桌上刻；墙上
刻，后来到学校的木柱上刻。因为这，细米总是被父母打骂。
直到那个从苏州城里来的女知青梅纹到了他家后才减少了细
米父亲对细米的打骂。后来梅纹教细米学雕刻，送给他许多
刻刀，因为梅纹的父亲是个雕刻家，被打成右派迫害死了。
梅纹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雕刻，在梅纹的指导下，细米的雕刻
慢慢的有了长进。

细米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尽管他雕刻总是会把桌子、凳子刻
坏，父母因此很气他，经常狠狠地打他骂他，甚至用皮带抽
他，可是细米一直不放弃，依然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梅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有一次带细米去县城参加比赛，出
了赛场，在街上看中了一块上等的木料，可是要想买下它就
不能住店了。细米知道梅纹身子弱，就不肯买。梅纹惦记那
块木料，就对细米说：“我去看看那木料，我不买。”可一



会儿，梅纹就抱着那木料回来了；还有一回，他们得知木材
厂有许多树根废弃没用，就借了板车去拖，吃了好多苦，皮
肤都划破出血了。

细米的父母非常喜欢梅纹，对梅纹就像对己的孩子一样，细
米的妈妈亲密地喊梅纹叫“纹纹”，带着她干各种家务活，
带她一起去村里，去镇上。生病了精心照顾她。细米因为梅
纹生病，盼望她快些好，还一个人带着翘翘去冰冻的河里网
鱼，终于网到了传说中有神奇功效的“金锂鱼”，烧汤给他
的纹纹姐喝，使她的身体慢慢康复。

读了这本书，我被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而感动。当
今社会，怎么可能不花钱学习木雕？这可是特长啊。现在学
乐器、学奥数都得花钱。现在社会尽管比那时候生活条件好
很多，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却渐渐被冷漠取代。读了这本书，
再一次感悟到了呼唤真情、爱心的宝贵。

细米读后感篇八

这个安宁的村落里，有寂静的麦田、旋转的风车、河里的小
船、各色的鸽子、雪白的芦花、袅袅的炊烟。这个村落叫稻
香渡。

今天的稻香渡有点兴奋，因为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批从苏州城
里来的知青。听说，全是女孩子。稻香渡的男女老少也说不
出太多。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分到的是女知青。故事就从这
里开始了。

毛胡子队长一大早就带领几个壮实的年轻农民驾船去二十里
外的油麻地去接应她们了。稻花渡的河上挤满了人。“船来
了。”有人喊道。于是，锣鼓敲响了，鞭炮炸响了，细米家
的狗也吠开了。女知青们下了船，不是每户人家都能分到的，
细米家就没分到。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细米家分到了以为
女知青——她叫梅纹。



自从梅纹来到细米家后，细米突然从一个十分调皮的孩子变
成了一个听话的孩子，总之改变了许多。

细米成天拿着一把刻刀，在书桌上、门上……很多地方刻来
刻去。他刻自己想的，刻看到的景色、刻小人。这一些被梅
纹看见了，于是就教细米学雕塑。细米很乐意学，梅纹也十
分乐意教。他们时常找来或者要来一些木头、树根雕刻。不
得不提的是他们的雕刻十分精细。一段时间后，他们有了许
多作品，细米的书桌抽屉里、床底下全是作品。一次，他们
拿着作品去县里参展，那里的人答应给他们参展却不守信用，
这让从不讲脏话的梅纹骂出了一大堆脏话。从那以后，细米
却依旧在学雕塑，他可能还认为自己技术不够吧。

越看到后来就越发地受细米感染，一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其中，我对细米的坚持最为欣赏。在生活中，我觉得大家要
向细米一样谦虚、坚持不懈地做人，这样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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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米读后感篇九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有些人因为父母的不
支持、不理解而放弃了。今天，我推荐一本好书《细米》，
这本书对我的感触很深。

《细米》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细米的小孩，他特别喜欢雕刻。
但是细米的父亲，作为校长，却只认为学雕刻以后会没出息。
所以细米父亲就不支持、不认同、不理解细米。直到一位叫
梅纹的女知青来到细米的家。梅纹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雕刻
师，所以梅纹看到了细米的天赋，于是便有意去培养细米的
雕刻天赋，使细米成为村里的大师。

这本书里还有几处感人的剧情，比如细米把图案刻在庙里的
木桩子上，细米的父亲不让他进家门，梅纹跪在地上求情和



得知梅纹要走之时，细米冲出家门在角落中哭泣的环境描写
以及梅纹挥泪告别时的面部描写都让我十分心酸。

这些故事虽然是阴沉沉的，但整个故事又令我惊叹与感动，
再加上曹文轩先生笔下的生动描写，让我感受到故事的感人
肺腑、独一无二。

在生活中，我也看到了类似的经历，我们家的邻居，有一个
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对吹葫芦丝一见钟情，但他的父母
却不支持他，于是他就每天躲在阳台上吹，我与他家很近，
他每天在阳台上练习时，我在小房间都能听见小哥哥一遍又
一遍的练习曲。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了五年，有几次我还去他
家听他吹葫芦丝，葫芦丝发出优美的旋律，真是太好听了。
要是五年前他不坚持练习吹葫芦丝，被家长的不支持打破的
话，他就不会吹出如此好听的曲子了。虽然他现在搬走了，
但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希望小读者们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不受外界的因素坚持下
去，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去圆梦。希望同学们都去读一读这部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