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羊遇难读后感(精选8篇)
致辞既可以庄重肃穆，也可以轻松幽默，具体形式要根据场
合和受众的特点而定。对于致辞致谢，我们应该明确自己要
表达的感激之情是什么，以及表达的对象是谁。尊敬的领导、
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悉心教诲和倾
情帮助，我会牢记在心，不辜负您们的期望。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一

读完了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我仍不肯释卷。

这是一本易懂易读的，耐入寻味的少儿小说。主要讲述明子，
黑罐和三和尚受外界压力和生活所迫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打工
谋生的故事。三和尚曾为一个假发抢过地摊;吃别人剩下的菜。
黑罐为了自己不为他人耻笑，出手将别人打残。他们仅仅想
让他人明白，人人都有不同，都有自尊，同样是人，不应以
贫富分贵贱。

书中最有魅力的要属述明子了。他开朗——自从认识了黑罐
和三和尚，他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关爱，有着一份说不出的快
乐;他机敏——为了得到食物在餐厅打工;他善良——劝说朋
友的鸭子把一只喜鹊放生。

这里，作者赞美了人类内心的真善美。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二

曹文轩先生的书我读过很多，他的小说总是在至善至美的氛
围中，掺杂着丝丝苦涩，而后又咀嚼出淡淡的的'甜味。没错，
书就是一个神奇的精灵!让无数的读者倾倒、着迷。曹先生众
多佳品，而我却被《山羊不吃天堂草》给深深地吸引。



《山羊不吃天堂草》这本书里有三位主人公：明子、黑
罐、“三和尚”。明子最小，他与黑罐跟随师傅“三和尚”
到大城市里做木匠。明子天资聪颖，师傅教他时，他十分认
真，而且一学就会，所以他很快就掌握了师傅的手艺。黑罐
是个老实人，天生就胆小，有时害怕得还会腿软。师傅是个
光头，所以明子和黑罐背地里叫他“三和尚”。“三和尚”
脾气时而粗暴，时而温和，黑罐很怕他，而明子却敢于和师
傅斗争。

这本书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关于“鸭子”的故事。“鸭子”
有一只鸟叫蜡嘴儿，“鸭子”就靠它过日子。赚钱时，“鸭
子”先把它放上天，再拿出一枚钱，举在空中，这时“鸭
子”打了一个口哨，蜡嘴儿就会冲下来叼走，钱放在“鸭
子”的口袋里。这时许多人也会模仿着“鸭子”的样子去取
乐，这样“鸭子”就有钱了。

想想在锦衣玉食的今日，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过着幸
福、惬意的生活。可谁会想到年少的“鸭子”过得日子呢?他
还很小却必须自己赚钱来养活自己，但是他没有悲伤，而是
勇敢地面对现实。

明子家养了一只100只羊，渐渐地，草全被吃完了。名字和他
爸爸便带着羊群来到了一块草地上。这些草很漂亮，叫天堂
草，而羊群里却没有一只羊低下头来吃草，高贵的山羊宁死
也不愿不劳而获。明子不就是那些山羊吗?“三和尚”让明子
去偷木材，名字没有偷，而黑罐偷了。还有一次明子一连等
到了六七个修阳台的活，得到了1000元的定金，并约定后天
来修阳台。他本想独吞这1000元，可他战胜了自己，对三和
尚说出了实情。

明子的父亲曾说：“不该自己吃的东西，自然就不能吃，也
不愿吃”。我想，这也是做人的道理：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
要拿。做人要实在，要坚强，不能被金钱诱惑，只有通过自
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活要活得有尊严!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三

书，人类智慧的源泉。我有一本好书：曹文轩的《山羊不吃
天堂草》。

书中的主人公明子是个干木匠活的少年，他离开贫困偏僻的
小山村，跟随师父和师兄来到城市干活挣钱。明子不仅聪敏
机灵，而且明辨是非、嫉恶如仇。他认真干活，省吃俭用，
挣钱养家。明子认为只有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才问心无愧。
当师父让他去偷拿路边无人看管的木材时，他坚定地回
答：“这是偷!我不干!”当师父和师兄陷入赌博深潭时，明
子始终不去沾染，并警诫师兄远离赌博。

可是，当明子得知家里负债累累，急需要钱时，他再也抵挡
不住金钱带来的诱惑和压力了，他买彩票用光了所有的钱，
可一无所获。他和师父一起私吞了“捡来的”外币，尽管后
来知道这根本不值钱。最后他居然在收了客户1000元的定金
后，萌生了逃走的念头。猛然，明子想起以前他家养的一群
山羊，因为缺乏草料饿得奄奄一息，可当他们找到了一大片
丰茂的天堂草地时，那些山羊却宁可饿死也不吃一口，原因
是，那天堂草虽鲜嫩，但对山羊来说是有毒的，不能触碰。
明子一下子醒悟了：他口袋里的那1000元，就是让他走上不
归路的“天堂草”。

读完这本书，我想起了妈妈曾经对我说过，每个人的内心都
住着一个天使和一个恶魔。天使是勇敢、坚强、正直的象征，
恶魔则是软弱、贪婪、邪恶的化身，如果你心中的正义之神
战胜了恶魔，你就是人人赞赏的善良的“天使”，反之就会
沦为恶毒的“魔鬼”。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四

就在昨天，一个普通而又非凡的日子——我的生日里，我得
到一件特别的礼物：《山羊不吃天堂草》。我如饥似渴地读



了起来。

书中描写了明子、黑罐师兄和三和尚师父。从落后的故乡赶
到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做木匠活，遭受歧视，以至明子重拾自
信出师的故事。

这期间，当明子帮助因发烧而腿脚无法动弹的紫薇时，为她
做一根拐杖而不惜被扣工钱……看到这儿时，我的心被热流
冲了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行为！舍已为人，助人为乐！
为了给她做一副拐杖，他被师父臭骂，被揍。可当紫薇将二
百元的报酬塞给明子时，明子却死活不要这笔救命钱……我
打心眼里佩服他。(投稿)

在这部书中，我收获了许多，可仍未把一些问题弄明白。望
书这个智慧之声，这个益友能伴我终生！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五

暑假的这些日子，我读了一本十分有意思很让人回味的书，
是曹文轩的《山羊不吃天堂草》。

书中主要讲一个叫明子的少年，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
故乡，远离爸爸妈妈，跟随木匠师傅到大城市里去闯荡谋生
的故事。

书中的人物我最喜欢明子，因为生活的艰辛，世态的炎凉，
并泯灭不了明子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明子是聪明机灵的，乐
于助人的，但同时，他也是深深自卑的，面对大城市的光怪
陆离，他无所适从。他常常感到隐隐的恐怖和一种令人难受
的压抑和悲哀。这让人觉得很无奈，我也觉得很难过。

但无论怎样苦难的生活，都阻止不了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爱。
明子帮助过别人，同时在他困难的时候，他也得到了别人的
帮助。明子是不幸的，但他也是幸运的.。他最终明白了山羊



宁愿饿死也不吃天堂草的原因。对自己不应该得到，无法得
到的东西，我们不应该产生贪念，同时，面对诱惑，我们要
坚守住自己的尊严。这也是一种做人的最起码的品行，明子
明白了，他也做到了，这很值得我学习。

书中不幸的人有很多，但最不幸的人，我认为是紫，紫因为
生病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爸爸妈妈每天要上班，不能陪着她，
她感到十分孤独。明子是出于本性的真诚善良同情她。在明
子的帮助和鼓励下，她能够站立行走了。她很感激明子，但
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并没有把明子当做她的朋友，只是认为
明子很穷，很可怜，所以用二百元给明子作为答谢，难道纯
真的友谊可以用金钱买到吗？事实证明，她错了，有很多的
东西是无价的，是很多很多钱也买不到的。明子的出现，给
她带来了许多积极向上的东西。但她的生活是空虚的，她的
思想是空洞的，肤浅的，所以她失去了宝贵的行走能力。因
为她不知道怎么样生活。

我很庆幸，我生活在当代，我有关爱我的老师，关心我的朋
友，爱我的爸爸妈妈。我家虽然不富有，但也并不贫穷，与
明子比起来，我是多少幸福啊！但生活并不是永远一帆风顺
的，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我肯定会遭遇到困境和挫折，
我该怎样面对呢？我想我也不会屈服的，不会放弃的，我会
选择抗争，并坚持到底。

读了这本书后，我回味了很久很久，我真幸福啊！我觉得我
有的东西很多很多，从今天起，我要好好爱护我所拥有的一
切。

《山羊不吃天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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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遇难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负债累累的小木匠明子与师兄黑罐、师傅
三和尚，在一座大城市打工的故事。明子每天都要到专门等
活的地方等活，有时也跟着师傅去干活。三和尚每次分工钱
时，总是把自己分得很多，而黑罐和明子只有少少的一部分。
有一次，三和尚带着两个徒弟去一个建筑工地，叫他们看木
材，回到小窝棚之后三和尚叫明子和黑罐去偷木材，但明子
不肯去。于是，三和尚就和明子打起了冷战。后来，明子就
遇到了双腿残疾的女孩紫薇，这个女孩让明子的生活多了一
点色彩。最后，明子通过了三和尚的考试出师了。

明子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是因为要为家里还债，因为明子一
家买了很多羊，借了不少钱，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没想到
小豆村又有好几户人家养了羊，把草吃了个精光。明子一家
没办法，只有带着羊到处找草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片无边
无际、碧绿诱人的'草坪，但这些羊死活都不肯吃这如天堂般
的草，许多天后都饿死了。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个道德和正义的故事；为什么这些羊不肯
吃天堂草？为什么明子不去偷木材......这些都告诉我们一
个道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要。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七

这是一座直插云霄的大山。两只山羊跳过深不可测的“亡命
峡”，穿过使人失魂落魄的“一线天“，翻过凶险的“阎王
鼻子”，眼看顶峰已近在咫尺，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去路，



它俩想尽一切办法，用完浑身的力气，还是无法征服这个障
碍。

白山羊打算退回去，另寻新路;黑山羊却执意不肯：“走回头
路，我决不干!要走你走吧!”

白山羊无法说服黑山羊，只好独自退回去了。一个月后，白
山羊出现在高高的山顶上，而黑山羊依然在巨石前徘徊。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
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作文：

【写作指向】本题是一道材料作文题。读懂材料，从感悟中
寻找到正确立意是作文的关键。题目要求中说“选准角度，
明确立意”，那么，怎样才能明确立意呢?我们认为，从材
料“中心角度”“重要角度”确定的立意才属于“立意明
确”，否则，就应视为偏离题意。具体到本题，材料提供的
是一则寓言，寓言中，白山羊遇到巨石，退了回去，另寻他
路，最终登上了山顶;而黑山羊却坚持一条路走到黑，最
终“依然在巨石前徘徊”。这就是“中心角度”，从这个中
心角度可以确定以下立意：通向成功的路并不是笔直的;如果
拒绝必要的退却，就无法到达胜利的顶峰。

【佳作赏读】

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王雅明

曾看过一幅题为“龙虎争斗”的画。画面中，龙在天，虎踞
地。龙欲下冲，头必须向后缩;虎欲上扑，头必须向下压低，
这样，龙自然就能冲得更快，虎才可以跳得更高。它们其实



就是在后退中储备前进的力量。

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应如此。有时遇到困难，后退
一步，往往能够厚积薄发，走得更远，更快到达目的地，这
就是我国古代哲人所说的“以退为进，以与为取”。这种做
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它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大
彻大悟的人生体验。人们常说的“知进退为英雄”，讲的就
是这个道理。

李连杰在做客《鲁豫有约》时，讲述过一段他闯荡美国好莱
坞的经历。他接拍第一部影片《致命武器4》时，片酬极低，
仅有50万美元。50万美元，除去律师、经纪人、宣传公司等
各项费用，再扣完税，其实已经所剩无几了。可是要成功，
就得先上台，如果连台都上不了，又何谈成功?他需要一个尽
显实力的机会。电影首映当晚，各项统计数据显示，李连杰
获得7.5分，在巨星云集的影片中，他获得第二高分!，他接
拍的影片《木乃伊3》的片酬高达1500万美元!

这个事例蕴涵着一个极为深刻的道理，有时候后退即是向前。
可以说，李连杰当年是以一种后退的姿态往前走。从这一点
来看，后退，是一种策略;后退，只是换了一种前进的方式而
已。

后退、吃亏并非消极退让，而是有谋略的积极进取。曾听过
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上其实都同时拥有两个
世界，分别是向前的世界和向后的世界。我想，向前的世界
显得积极进取，不过也别忘了，那个向后的世界也是广阔深
邃的。只有彻底看清了自身的这两个世界，才会在前行中步
履轻盈。

记得布袋和尚有一首禅理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
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农民躬着身子，
一步一步向后倒着插秧，看起来农民的脚步是不断向后退，
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前进，直到把秧苗插满整个农田。以退为



进，似退实进，道理有时就是这么高妙。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烦恼无尽，其实不过是自己没有走出
心理误区，不懂得遇到困难时要刚柔相济，以柔克刚;同时更
不相信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的道理。适时的后退是一种眼
光，是一种境界。

人生在世，起落寻常，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进退有据，高
下在心。如此就能带着一份自信和坚定，从容不迫地稳步前
行，而这时你会不经意地发现，成功和幸福其实早已不再那
么遥远。

【名师点评】有些考生写作议论文时常犯的毛病就是堆砌事
例，认为“事实胜于雄辩”。其实，写作议论文既要有事实
论据，更要有理论分析，唯有两者融合，才能写出有说服力
的好文章。这篇文章亮点很多，如立意紧扣材料，论点鲜明，
语言朴实而流畅，但最主要的方面还是事例论证和理论论证
的水乳交融。文章选用了李连杰和农民插秧的事例，第一个
事例属名人事例，典型而有说服力;第二个事例形象生动，使
议论深入浅出。在每个事例后，都有非常精辟的理论分析，
这样就把事例和议论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篇论据丰富、
论证严谨的优秀议论文。

山羊遇难读后感篇八

书中主要讲了明子为了还清家中的债务，跟木匠拜师学艺，
手艺超过了师傅。后来他偶然遇到了双腿残疾的紫薇，他主
动帮助到底并且不计任何报酬。而他的有主见就体现在黑罐
挡不住赌博的诱惑，但明子不但没有被诱惑住，反而把黑罐
从赌博的“火坑“中拉出来。当然，明子也是有些缺点的，
比如打架啊，用200元买彩票啊等。

读了这本书，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叫做山羊
不吃天堂草，是体现出了明子的品德，他不正像这只“不吃



天堂草”的山羊吗?不是自己的不要拿，不能不劳而获。要来
的东西不能白拿，也要还给人家。没有经过自己劳动得来的
东西，它是永远没有汗水换来的甘甜的。这也证明了一份耕
耘一份收获这句话。书中透过生活的艰苦，刻画出了主人公
明子心路的坎坷以及他有优点有缺点的一些所作所为。没错，
生活中也有这种穷人，他们活的也并不好，但他们却做出了
种.种傻事。而我想说在困难面前没有害怕，只有弱小和强大。
那么结果如何，看自己的选择。

人生会有很多困难，但也会有快乐的时光，每当挫折来临时，
我们要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用勇气和毅力去战胜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