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草房子读后感言(模板9篇)
在结尾部分，可以表达对收信人的感谢或祝福，并留下自己
的联系方式。在撰写条据书信时，我们需要明确写作目的和
对受众的需求进行准确把握。如果你在写作条据书信时感到
困惑，不妨参考以下范文，或许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一

九月我读了一本有生命力的书——《草房子》。读完以后很
不想从书里走出来。

桑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经常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一点也不
犹豫，就像曹文轩叔叔笔下的那样。有一天，桑桑发现他们
家的鸽子还没有一个家，他觉得鸽子很可怜，就用家里的碗
柜三下五下给改做成了一个鸽子的家。过了几天，桑桑又犬
病复发，可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蚊帐给剪成一张渔网，
撑着小船就去捕鱼了。到了晚上，桑桑提着两大桶鱼虾回到
家里。睡觉的时候，桑桑的眼睛、腿和手都被蚊子咬了，他
觉得浑身都痒痒。秦大奶奶是一位善良、仁慈的老奶奶，她
经常说：“油麻地小学这片地是我的。”老师们都说她太吵
了，于是就在小学的一角给秦大奶奶搭了一间小房子，可她
还是吵着说小学这片地是她的。后来因为桑桑的一声“奶
奶”，彻底改变了秦大奶奶，她逐渐地变得越来越喜欢油麻
地小学了。然而，有一天秦大奶奶就为了一个南瓜就被河水
给淹死了。

桑桑在六年小学的时间里，度过了许多快乐和悲伤的事情。
杜小康因为自己爸爸生了病，家里的钱用光了，还欠了很多
钱，所以才没上学。想想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我
们一定要好好上学、好好念书。

读完这本书，我想到了妈妈，她就像秦大奶奶一样，只要一



有目标就一定要做到。还让我想到了爸爸，他就像细马一样，
不爱读书，但只要他想到的事就会努力去完成。我还明白了
一个道理：只要我们真心的去帮助别人，我们就会觉得发自
内心的快乐。

我喜欢《草房子》，这本书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等着我们发
现。我希望大家都去读一读它。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二

身边的书太少

能读到的也多是随时代而销的“物质品”

孩子们正在走进一个读书的时代

又有好的指点老师

读书读得都是上上之品

曾经错以为孩子的书与我们大人的书绝对的不等同

而让自己错失了这个读好书的捷径

书读进我们自己的心里，

内心深处慢慢积攒

慢慢体会

慢慢受用

余生

我愿一直与书相伴



清风徐来

凌发不乱

儿子带回的《草房子》

空瑕里我也跟读

但没想过和儿子同读

他读他的

我读我的

不想用大人的思维去干扰单纯的孩子

儿子会说他喜欢桑桑

却不喜欢

单纯的像株嫩草

曹文轩这本《草房子》远比《细米》《青铜葵花》要多层和
深奥

是一本多个角度

多个人生层面的小故事集锦

有些故事对于这么小这么纯良的孩子

可能未必能读出作者的那份心意和这个世界的无奈与苍凉

纸月的父母



蒋一轮和白雀的爱情

大红门的盛衰和小主人杜小康

这些只有走过多少人生岁月的我们才会有真切的体会吧

残酷的现实

我不忍心让孩子过早的接触

孩子爱读的也是他们的日子

桑桑在杜小康的指导下围着草垛一次次跌倒一次次扶起

最终跨上自行车飞驰在风里

这才是孩子的高傲

还有秦大奶奶的鸡鸭鹅侵入教室大闹课堂教学的生动画面

孩子该有那样天真的回忆

一本书

不同年龄

不同体会……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本叫《草房子》的书，这是一篇少年长篇小
说。



作者写了男孩桑桑一到六年级中发生的难忘的事情，我最喜欢
《红门(二)》，杜小康是油麻地最有钱的人，是村里唯一一
个有自行车的人，他也非常喜欢上学，可是他的爸爸不争气，
往醋里掺水被发现了，店没了，自行车也没了，更没钱来交
学费了。红门里显得空空落落。杜小康不得不放弃上学和他
爸爸去放鸭。杜小康做梦都想上学，而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
就应该好好珍惜。

我第二个喜欢的是《艾地》，秦大奶奶原是一个自私不被人
喜欢的人，但从那次救人后，秦奶奶就变成了一个无私，助
人为乐的人，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我
们也应该像秦大奶奶那样无私，知错就改，助人为乐，“人
总有一死，有的死的轻如鸿毛，有的死的重于泰山”，秦大
奶奶助人为乐而死是重于泰山的。

第三个喜欢《药寮》，桑桑重病在身，但老师鼓励他了，但
是他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们应该向他爸爸学习，不到最后一
口气就永不放弃。

《草房子》的作者曹文轩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其它代表作
还有《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狗
牙雨》等作品。

作者曹文轩写的这篇《草房子》很让我感动，它反映出了一
个农村小孩的生活。

总而言之，我很喜欢这本书。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四

《草房子》的作者大家都很熟悉的吧，他就是曹文轩。

曹文轩于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
家。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他曾任北京



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当
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鲁
迅文学院客座教授。

《草房子》是曹文轩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小说所描写的
故事发生在油麻地，故事中通过对主人公男孩桑桑终身难忘
的六年小学生活的描写，讲述了五个孩子的成长历程和油麻
地老师、大人的故事。

六年中，桑桑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却不寻
常的事情：少男少女之间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
怆;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光彩;在体验死亡中对生
命的深切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的情感纠葛……这一切，
清楚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生活中，并影响着他的世界观。这
六年，也是桑桑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草房子》所描写的故事中，我很佩服的一个人那就是杜小
康，他本来家境富裕，可一夜之间，富人变穷人。然而他并
没有放弃生活信念，他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挑战。他不断
“创业”，想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少男少女之间的情谊是真挚的，不含一丝杂质，不要片面地
认为异性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孩子们永远是最纯真、最无
邪的，大人看不懂我们，因为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敢
于去创造。因为我们未成年，做事情都有一股子闯劲儿。

总而言之，《草房子》带给我的感悟还远远不止这些!它更让
我懂得了：我们要珍惜童年、珍惜友谊。

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友谊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假如青春不
老，那我们永远不散场;让我们用天不怕地不怕的心态去面对
一切困难与挑战吧!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五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画面：一个男孩爬上了油麻地小学最
高的草房子的房顶。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身旁飘落梧桐叶。
泪水不觉得流下来。

多么美的画面啊！我永远也不能忘却，桑桑也是，我们都学
会了珍惜，但我珍惜的不仅仅是这群天真的油麻地的小学生
以及那里的人们，还有他们那颗纯洁而高尚的心。

我珍惜秃鹤的朴实与奉献。他是一个秃子，他本不在意这点，
但在三年级以后，却在意自己的秃头了，不许别人摸了。同
学们也开始嘲笑他，捉弄他。他本还带着一顶帽子，却被桑
桑与阿怒将其放在了学校的旗杆顶上。从那以后他就换了一
个念头，坦然面对现实，承认自己是个秃子，但学校又因他
的秃头丢了丑。春节的汇演期间，他为了再给学校争光，便
鼓起勇气，演了秃子伪军连长，并将其演绝了。最后，自己
却躲在小镇的码头上偷哭。他的朴实与奉献在他的一言一行
中充分展现了，那么生动而又形象。

我也珍惜杜小康的乐观好学与坚强。她的家境十分富裕，个
子很高，学习也很好。可最后家败了，他只好跟着父亲到芦
苇荡放鸭，但他心中依然想着学习。虽然他和他父亲不懈的
努力，最终却还是泡汤。在这其中，杜小康经历了无数挫败
与磨难，但他也变得更加坚强。桑乔曾说：“日后，油麻地
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是的，他是一个真正
的男子汉。

我更珍惜秦大奶奶的的执着与善良。油麻地小学的这会地本
是她家的，只因为全国解放后，土地你不属于个人。其实这
块地是他和桑大用血汗换来的，他们期盼着第一次的'收获，
但秦大却先走了。自从在这块地上建了学校后，秦大奶奶一
直和学校对着干。因为这块地本是她的，他要帮秦大实现未
完成未实现的愿望。但在一次转折后，改变了她与油麻地小



学的关系——她为救落水的二年级女孩乔乔，也落水了，这
让油麻地小学对他产生了敬意。她也不再与油麻地小学做对，
还开始帮助与关爱这里的小学生了，维护油麻地小学的利益。
最终她中在一次营救油麻地小学的南瓜时，不辛再次溺水。
结果她走了，她去找秦大了。她的这种执着与善良将被每一
位油麻地人及读者铭记，让她在地下能看到那一望无际金黄
的麦田。

这本书的内容让我学会了珍惜，让我感动。但又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上个世纪儿童的故事感动着现在的儿童呢！因为孩子
始终是孩子。那些感动孩子的是那些高尚的品质与情怀，无
论周围的环境怎样改变，物质生活怎样优越，这些感动着一
代又一代孩子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是美的、永恒的。因此，
让我们一起学会珍惜，追随永恒。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六

《草房子》是一本很值得回味的书籍，曾经看似很厚的，无
谓咀嚼的书，今天我却爱不释手，更希望有续集的出版。

原来生活中正是有那么多的小插曲，才回忆起来那么的甜美，
真的要感谢与我生活的所有人，因为有你，才让世界，才让
我变得精彩，觉得自己在不断的成长！

曾经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个年头，在这几十年里，她与秦
大没有白天与黑夜，没有阴天与晴天，没有炎热与寒冷，甚
至没有穿衣、吃饭消解疲倦……的欲望。“用几十年的心血
换来这片土，这是我们爱的结晶啊！

人生无处不真情，在《草房子》里，我看到了另人落泪的真
情。阅读着，品味着，我与文中的小主人公桑桑同乐同悲。
只希望真爱开满人间。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七

桑桑---电影的主人公，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善良的
心，懂事的男孩。为了保护纸月，而被欺负纸月的人打了一
顿，还冒险跳下河；因为他们学校元旦表演的节目缺了一个
秃顶的人，他却肯为了他的校长爸爸牺牲自己而去剃头；为
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曾在大热天气穿着一件棉袄；为了杜
小康而剪了他爸爸所珍贵的本子而被挨了一顿打?? 或许我们
每个人都曾为了能赢得某个小女孩或小男孩的注意与好感而
努力过。为了成为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大声的说出一
些奇怪的话，做出一些大胆的举动；羞于看见自己晚上尿床
的被子暴露在阳光下，直觉像被当中扒光衣服一样愤愤不平。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美好的，我从桑桑的成长中看到了什么是
美，什么是善。

陆鹤是一个秃顶的孩子。光着头的他在学校常常受到学生的
戏弄与嘲讽，还被同学叫成秃鹤，自尊心强的他因此受到了
很多的打击。他用戴帽子企图遮掩自己的秃头。但当这些都
使自己更加被同学们取笑时，他索性在广播操比赛这样的重
大日子里，把自己头上的帽子甩向了天空，导致全校的广播
操失控，而错失了第一的荣誉，就这样，陆鹤用他特有的方
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与侮辱。即使陆鹤用这样严重的
错误来报复别人对他的侮辱，但是，孩子还是纯真的。他希
望通过这样的举动来得到大家的认可与尊重。可喜的是，一
次元旦晚会，他们学校的文艺演出缺少一个秃头的演员，他
毅然站出来，承担起了这个重要的角色，而且把这个角色演
得一丝不苟，活灵活现。让他在众人的掌声中赢回了属于自
己遗失已久的尊严。

或许我们都曾因为某一个生理上无关紧要的小小缺陷讥笑过
别人或者被别

人讥笑过。即使是孩子，也会想要小伙伴的尊重与爱护。幼



小的心无法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当我们懂得尊重别人是一种
美德的时候，或许已经错过一些东西，或许还赶得上补偿。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美好的，我从陆鹤的努力中看到了什么是
忧伤，什么是勇气。

杜小康---一个经历坎坷的风光少年。从原来的全村首富，一
夜间变为负债累累，小小的孩子确实承受的太多太多。从前，
他的生活受到孩子的羡慕，优异的学习成绩，口袋里有各种
各样的零食，能够骑着罕见的自行车。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因为父亲生意的失败，致使这个孩子的失去了一切，不得不
辍学学做生意维持生计。但是，他还是勇敢的承受了。在学
校摆摊时看到桑桑的那一幕时，我看到了他并没有被磨难而
摧残，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他接受了现实，用他的坚定、乐
观的童心着直面他的未来！

或许我们都曾有过“敌人”，暗中较劲不相上下。他数学考
了满分，你作文被老师全班表扬；他有一辆自行车，耀武扬
威地从你面前晃过，你就要召集一帮子人玩游戏偏不让他参
加??然后某一天因为一件事你们都幡然醒悟，明白原来敌人
才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也许当时并不在意什么，只有在面对
艰难时才突然明白，那时做了那么多愚蠢至极的事情。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美好的，我从陆鹤的行动中看到了什么是
责任，什么是力量。

虽然孩子之间有很多的争吵，打架，恶作剧。但看完了《草
房子》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真正发于他们的
内心的，孩子的世界永远是单纯美好的，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并不意味着与人为恶，其实他们是爱你的，只是不懂的如何
表达，所以我们要给予他们这些机会，在他们做错事情的时
候努力原谅他们，迟早有一天，他们会长大，会明白我们也
是爱他们的。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八

一天，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它让我品味到了苦难与美
好，感受到了成长的力量。

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
很宽敞。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
在乡野纯静（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
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有一种成长，让人回味悠长。秃鹤——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
子，支撑起那么一棵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瘕痕，
光滑的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
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的月光，也是那么亮。

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
界上一个最英俊少年……

有一种成长，让人回味悠长。

成长是秃鹤对尊严的执着坚守。

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在油麻地金泽闪闪的房檐下我听到竹
笋拔节的声音，我闻到了花苞的芳香，冬夜的苦练中，秃鹤
长成了月光下最英俊的少年。洪水的洗礼下，细马用瘦弱的
肩膀顶起了家的'脊梁；孤独的芦苇荡中，杜小康坚毅地站在
了生活路口；病痛的折磨下，桑桑绽开了不屈的微笑……成
长在苦难中开始，成长也因苦难更加美丽。

有一种美丽让人心驰神往。

草房子读后感言篇九

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题记

时光如水，日月如梭。成长之路虽短暂，但不可或缺的便是
童年。无论是桑桑的童年，还是我们的童年。都能品尝到那
童年之味：或许是傻傻的，或许是开心的，或许是富有幻想
的……回首往事，我们总会觉得童年的事非常的蠢笨，一旦
领悟到童年之味后，你便会发现，其实那童年是最有趣的，
也是后来我们最怀念的。

每个人的童年不都很快乐吗？当不能够再“回放”时，唯一
可以的便是让自己记住，跟着父亲打猎的事就不会再“重
演”了，而《草房子》将有趣的童年永存了下来。

桑桑既是观事者，也是经历者。他用好奇、善良的眼光俯视
这个世界，没有同流合污，也没有任何意见，面对这有趣而
又无奈的现实，他仍旧坚持“只做我”的人生底色。桑桑用
他朴实的童真和自身的洁白，换取长大的勇气。

童年像雨后的彩虹，可望，却难以触及。桑桑的经历使他不
得不快速成长。同样也启发着我们，成长的路上虽有许多快
乐，许多迷茫；许多温暖，许多伤感。但也许迷茫、伤感过
后就成长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成长中的每一次过往。等长大
回首时，便会发现，那些我们喜欢的，讨厌的人或事，都只
为成长而设。停下笔，随记忆翻阅着过往，那段难忘的时光，
那段傻傻的时光，那段疯狂的时光，一点点涌现，直到溢满
整颗心。此刻，我的心为成长而雀跃，为成长而跳动。成长
无非大醉一场，勇敢的人先干为敬。七堇年说过：“人要走
很长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才会变
得成熟。”大概，这就是成长吧。

童年就像生命中的一股暖流，而回忆就像暖流中的船，载着
忧伤，载着快乐，载着无限的怀念，驶向成长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