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原读后感(实用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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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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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读后感篇一

在《草原小镇》里讲了这么一件事。

劳拉十五岁了，爸爸因为地里田鼠太多而生气，就花了钱买
来一只小猫，叫凯蒂，几天后，爸爸又带来一些小鸡。

爸爸让劳拉在镇上做衬衣，那样至少可以赚些钱来，让玛丽
去上盲人学校。她在学校认识了许多同学，结交了许多朋友，
也开始注意打扮了。玛丽去了盲人学校，不能和劳拉一起学
习，她很难过。

给劳拉和卡丽教书的是怀德小姐，她对劳拉和卡丽很不好，
却对内利很好，让她们很生气。

在期末考试前几天，劳拉不认真复习，因此成绩很不好。

在假期里，为了帮助爸爸、妈妈，为了让玛丽能继续到盲人
学校读书，劳拉努力学习，为的是能取得教师资格。

最后，劳拉意外获得了一份教书工作。

尽管这只是其中一册，但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明白了许多
道理。

第一、怀德老师对劳拉和卡丽那么不好，但劳拉仍能在课堂



上专心听讲，不做小动作，这一点很值得我学习。

第二、为了一个目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刻苦学习。

第三、怀德老师偏向学生是不对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
能因为她的'家庭背景不好，她的身体残疾就取笑他人，这样
做是不对的。

草原读后感篇二

《草原上的小木屋》是美国作家劳拉。怀德的佳作。这本书
主要讲述了劳拉，玛丽俩姐妹，小婴儿嘉丽和她们的.爸爸查
尔斯，妈妈卡洛琳一家的故事。他们为了追求梦想中的生活，
离开了威斯康星州大森林，坐马车去西部定居。

他们跋山涉水，经历了种种困难。路途中，大家心爱的
狗——杰克差点被淹死；有时，他们会一天都空肚子，因为
捕捉不到食物；当他们来到西部大草原时，他们遇到了可怕
的狼群包围着小木屋；家里来了穿鼬子皮的印第安人。这一
切他们都挺过来了，可到最后，劳拉一家不得不离开小木屋，
因为政府判定西部属于印第安人。

故事的主人公很有趣，我很喜欢他们。我喜欢爸爸查尔斯，
因为他负责任、心灵手巧。小木屋和里面所有的家具，包括
那口井，都是他一刀一刀凿打出来的。每天，他都要出门去
打猎，养家糊口，是家里的顶粱柱。就像我的爸爸一样，每
天努力工作，撑起我们这个家，是我和弟弟的保护伞。

妈妈卡洛琳也很重要，她帮爸爸造房子时不小心碰伤了脚，
但她还是不顾脚疼，坚持做家务。就像我妈妈，每天下班回
家已经很疲劳了，却仍然照顾我和弟弟。

我欣赏玛丽，她很大方。有一次，爸爸带玛丽、劳拉出去玩
耍，她们捡到许多好看的珠子。玛丽毫不犹豫地把珠子全部



送给了小婴儿嘉丽。可是我呢，有一次买了些糖吃，妹妹也
想吃。我却没给她。读完这本书，我很惭愧，以后我也要像
玛丽一样慷慨大方。

在书中，爸爸每天出去打猎，维持生计；妈妈做家务，让小
木屋一尘不染；劳拉、玛丽在草地上捡果子，照看小婴儿嘉
丽，一家人过着美好的生活。

我真羡慕劳拉一家的幸福生活。虽然，最后他们不得不离开
大草原和小木屋，但只要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再艰难的生活
也是幸福的。

草原读后感篇三

星期六，妈妈给我买了《草原之王》这本书。我原本以为这
本书十分的精彩。主题更加鲜明。因为这是动物小说大王沈
石溪选评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的目录。一看傻眼了。目
录里关于草原之王的只有一篇。别的就是两个字扯蛋。

可是我后来把这本书全部看完了。我十分的感动。仿佛听到
了动物们的心声。感受到了动物美好的心灵。比如驼鹿王。
它有一次不小心被熊抓伤以后。变产生恐惧阴影。闻到熊的
气味听到熊的声音。便吓的魂飞魄散转身逃命。患上了儿时
记忆恐怖综合症。后来它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战
胜了童年的`恐惧成为麻莫泽克尔荒原之王。还有野生的灰色
狗崽。从小它就失去了父母。被迫去做斗犬。九死一生身上
伤痕累累。它仇视人类对它的一切伤害。在一次机缘巧合的
情况下。它遇到了自己的新主人。被爱所感化。为了主人与
歹徒搏斗。最后为了主人壮烈牺牲了。看到这里。我留下了
感动的泪水。

再想想我自己。经常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放弃不做了。而
且我却胆小如鼠。不愿意承认现实。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派
我参加航模比赛。可我在每天的训练中表现很差，总是搞不



好。最后干脆不练了，等到比赛那天，我表现差极了，为班
级丢分了，同学们都说我不训练才搞成这样，而我却撒谎说
我是那几天感冒才不训练的。到现在我还很后悔。

仔细想想看动物也有许多优点。有的连人类都没有。有些人
只知道自吹自大。说自己是高等动物。凭着自己的优势对它
们实施伤害。拿它们买钱。杀它们吃肉。想想这些人真是残
忍。

从现在起让我们和动物好好相处吧！

草原读后感篇四

《草原上的小木屋》是美国作家罗兰·英格斯·怀德写的。

这本书讲述了罗兰和玛丽一家从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森林小木
屋转移到堪萨斯州的大草原。他们坐着马车经过森林，淌过
河流，走过冰封的湖面，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大草原。一家
人从此在大草原上定居下来。

到大草原上的第二天，爸爸和妈妈开始造小木屋。可是妈妈
的脚不小心被粗木头压到，只好请邻居帮忙。造好小木屋后，
又造了一个马厩让两匹马住进去，后来又挖了一口水井。期
间，爸爸在草原上遇见了一群五十来头狼组成的狼群，真是
惊险！

他们住进小木屋后，又增加了两道牢固的门，做了壁炉，盖
上屋顶、铺上地板。

忽然有一天，爸不小心让引燃了草，导致一场草原大火。爸
和妈齐心协力扑灭大火。

印第安人的帐篷搭在离小木屋不远的地方。有一天，来了两
个印第安人，打手势说自己要吃东西，罗兰的妈妈给他们做



了玉米饼。印第安人吃了玉米饼还拿走了很多玉米粉。

印第安人经常集会，后来发生了战斗，他们撤离了草原。再
后来军队来了，要求罗兰一家和邻居们离开大草原，不能侵
犯印第安人的领地。他们只好撤离了大草原，再一次经历长
途跋涉！

罗兰的爸爸是一个勤劳的人，他勇敢地挑战困难。他还很有
生活情趣，经常讲故事给孩子们听，拉小提琴、唱歌给孩子
们听。妈妈是一个温柔可亲的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家人，会
做各种好吃的美食。

小木屋虽然很小，却很温馨。住在小木屋让人感到安心。虽
然屋内的摆设不多，却给作者的童年留下来美好的回忆！

草原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草原》这篇文章，使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看！这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新，天空是那
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一曲。小丘上有成群的羊，牛马，一
会上了小丘，一会又下来，无论在哪里，都是内蒙古大草原
的一道风景线。在往远看，看见了一条明如玻璃的带子——
河！

这里不仅景色美，而且人情民俗都很美。草原的主人还很好
客呢！

主人拿出奶茶，奶豆腐，手抓羊肉款待我。鄂温克姑娘们唱
民歌，我也跟着唱。美妙的歌声荡漾在整个大草原上。接着
小伙子表演套马摔跤。

突然，我回过神了。我发现自己正在教室里读课文呢！我下
定决心，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把自



己的家乡也建设得那么美丽。

初一:陈若男

草原读后感篇六

上周观摩了市里的讲课比赛，各有特色。对于正在语文教学
的路途上摸索前进的我来说， 这次观摩使我产生了很大的思
想震动，收获也很多。

现在把听课后的感受整理如下：

一课堂主线分明，主题鲜明。

这次三位老师选择的是草原第二课时的教学，小学语文新课
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为提高学生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
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
积极作用。《草原》一课的选定，无疑是有其深意的。而课
堂上“蒙汉情深”主题的确定也体现了这一点。而大主题背
景下，老师们又对文本内容进行巧妙整合，确立了课堂的主
线索。如响水县罗来旺老师的“离包迎客，包外相见，包中
款待”线索，阜宁县李筛梅老师“风光美，人情美”主线，
使课堂主线分明，主题突出。

二 立足文本，语用训练形式多样。

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
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除了朗读之外，
组词，写话，造句，写片段等都可以成为课堂上的语言训练
形式。三节课，老师们都省去了对文本内容繁琐的分析，把
课堂上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语言实践训练。
如：大丰刘坤老师课堂后段“以夕阳西下”为开头写一写他
们离别时的情景；响水罗老师“写写‘蒙汉情深何忍别，天
涯碧草话斜阳’所描绘的情景”；响水李老师对“天涯碧草



话离别”中“话”的想象，以及对“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
碧草话离别”所描绘情景的想象和写作。

三朗读形式多样，朗读指导到位。

作为阅读课，“读”无疑是整节课堂的主旋律，三位老师在
课堂上不约而同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不同形式的“读”上，朗
读，默读，略读，让学生在读中感受，读中理解，读中欣赏，
读中评价。一个个显性和隐形的教学任务在读中不知不觉完
成了 ，学生理解了关键词句甚至标点符号的表达作用，感知
了文中的语言美，理解了课文所承载的深厚主题， 四提问有
效，反馈到位。

有效的教学中的提问应当是有效的，三位老师课堂上问题的
设计无疑体现了这一点，三位执教者不再琐碎地围绕课文内
容问：“作者来到哪里？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草原的景
色怎样？人怎样？”之类的问题，而是在认真解读文本的基
础上，找准切入点，整合问题，巧妙发问。例如，大丰的朱
老师让学生在课堂上始终围绕“你是从哪些词句中读出蒙汉
情深的？”去读书、思考、说话；响水的罗老师在引导学生
学习第二自然段是围绕“你是从这一段的哪些句子体会到的
景色美的？”展开学习活动；阜宁的李老师在教学第二自然
段时问：“从哪里读出了美？”。这些发问，问题大，留给
学生的思考的空间也大，学生在课上有话说，语文类的活动
充分，学得畅快淋漓。

总之，听课学习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
感。在以后的教学中，本着吃透教材，吃透学生，提升自身
素质去努力，不断学习，博采众长，充分利用一切学习机会，
学习百家而顿悟，积淀教学素养，虽不能成为名师名家，但
也会亮丽自己的教学生涯。



草原读后感篇七

小羊羔的主人为了能让小羊羔活下去，在狗窝里放了羊羔的
食物，小羊羔在食物的诱惑下走进了狗窝，从此羊羔就和小
狗崽、狗妈妈一起生活。不知道过了多久，小羊羔在狗妈妈
的关心和照顾下健康快乐的成长，小羊羔的性格也慢慢和狗
一样了。看完这个故事，我想说是：虽然这个故事没有生死
离别，也不是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但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
到了一位母亲博大的胸怀，对异类包容和尊重。小羊羔在吃
了狗奶后性格也慢慢的变化。狗妈妈的大爱无私，正是这种
爱改变许多东西，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终身!

这本书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人类才有情感，动物一样也有情
感，有血有肉。世界并非我们人类所有，动物们也拥有一个
蔚蓝的星球。动物绝非人类想象的那么低级，那么低能，他
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灵性，所以人类不能为了自身
利益，而破坏他们的家园;不能歧视或捕杀动物。造成很多动
物的频临灭绝。

假如那一天，动物全部被消灭，这一天也一定是我们的末日。
为了我们的生存，人类必须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相互依存，
共生共荣。我们可以用和平代替杀戮，以平等代替歧视，以
温柔代替粗暴，以尊重代替仇恨，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更新，更美丽的城市和大自然。

草原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读了《草原之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动
物小说作家、被誉为“动物小说之王”的沈石溪，看完这本
书后，我受益匪浅，懂得了许多道理。

这本书包含九个故事，分别是《草原之王》、《黑马》、
《男孩与猞猁》、《白毛狮子狗》、《奇异的蒙古马》、
《象倌和战象》、《狗妈妈的羊女儿》、《雪虎》、《养子



小鹿》。每一个故事都带我们领略动物的风采和善良的心灵，
饱含着深刻的道理。《草原之王》讲述了一只驼鹿的故事，
它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草原之王，展现它那王者的风采；
《黑马》讲述了男孩与野马间波澜起伏的情感；《男孩与猞
猁》讲述了人与猞猁间的生死争斗；《白毛狮子狗》讲述了
卖艺老人、孤儿与一只狗之间生死相依的珍贵感情；《奇异
的蒙古马》讲述了一只名叫塔赫的珍贵蒙古野马的'故事；
《象倌和战象》讲述了威武的战象和它的小主人奋勇的经历；
《狗妈妈的羊女儿》讲述了一只狗和一只小羊之间的感人故
事；《养子小鹿》则讲述了狗和鹿的故事。

每一篇故事都令人感动，让人受益匪浅，令人赞叹不已。其
中最让我最有感触的是《雪虎》。

这篇《雪虎》被沈石溪誉为“一支狂野的歌”。它讲述了一
只含有四分之一狗血统的狼‘雪虎’，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
受尽折磨，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别人对它的伤害，形成
了它的性格。它仇恨一切，但它遇到了史各脱，史各脱把它
领向光明，使它成为了一只忠勇的狗。这个故事揭露了那些
残忍、狠毒的人类为了个人利益而残害其他生命的丑恶行为，
表达了作者的愤恨。

现实生活中虐待狗的事件也有很多。我之前看到过一条新闻，
讲的是广西玉林的狗肉节。在狗肉节之间，人们杀狗、吃狗
肉。甚至还有一些人，竟然煮活狗，还拍摄了视频发到网上，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痛骂、斥责。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我们要善待每一个动物，热爱生命，不
要残害生命。假如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灭绝了，那么，人类
的末日也就会降临。

草原读后感篇九

在记忆的草原，有许许多多、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小花，



其中有两朵给我印象最深刻。它是我童年中最有趣、最调皮
的两朵小红花。

第一朵小红花最欢喜让人听了。在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小
鸡。听我妈妈说，老母鸡的蛋可以孵出小鸡。所以我悄悄地
从冰箱里借了一个蛋，一边借一边说：“冰箱，我借一个蛋，
等小鸡孵出来了，我再把蛋壳还给你。”我小心翼翼地捧着
鸡蛋。我在小区的后山找了一些干草摆在鸡蛋下面。晚上，
我把妈妈的一块不要的布盖在鸡蛋上面。白天我去上学的时
候，我把鸡蛋放在阳台上，让鸡蛋吸收新鲜空气。像这样过
了半个多月，我去找妈妈问：“妈妈，鸡蛋怎么还没有孵出
来？”妈妈一听，晕倒里。过了几分钟，妈妈和颜悦色地说：
“傻孩子，鸡要靠鸡妈妈才能孵出来。”我听了，失望的把
鸡蛋放回冰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