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房子读后感初一(模板20篇)
对于那些无私奉献、给予帮助的人，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并
用心回报。如何培养感恩之心，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力量和
支持？以下是一些感恩的小故事，让我们共同品味生活中的
感恩之情。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一

《草房子》讲了主人公桑桑的小学生活，中间有各种各样的
故事，特别是最后那章，讲桑桑得了一种怪病，父亲带他走
了许多地方寻医，可依旧没有好办法。那几天，桑桑天天都
会去温幼菊老师家里。由于温幼菊经常熬药。所以屋子里弥
漫着药香，于是就有了一个别名“药竂”

温幼菊会给桑桑讲她的童年故事，还会给桑桑唱一首无词歌。
温幼菊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奶奶抚养她长大，奶奶只留
给她两个字：别怕。这是她最珍贵的财富。在她12岁那年，
她得了场病，奶奶用含着慈祥、悲悯的眼神对着她说;“别怕。
”她17岁那年，奶奶永远地走了，她却从奶奶的目光中懂
了“别怕”

读到这儿，我的眼角也不觉湿润了，“别怕”。这个沉重有
力的词语也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人生就像迷宫，处处
都是死路，还有那无数的墙壁，“别怕”告诉了我应该每时
每刻都去求知，去探索，去饱览无限风光，去感受;别怕引领
了我走入人生。人生的迷宫不可能没有墙壁，不可能没有死
路，没有墙壁的迷宫如同白纸，同样，没有挫折的人生也毫
无意义，面对挫折，你有两条路，一是放弃，二是站起来继
续。走第一条路，注定你的一生将平凡;走第二路，你的一生
将辉煌。

《草房子》让我想到了我的父母，让我懂得了“别怕”还有



面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遇到挫折要站起来继续。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二

今天，我读了曹文轩的《草房子》这是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

《草房子》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非常多，不过，这里最让我感
动的人就是秃鹤。他虽然有时候总发脾气，但他是一个心地
善良的小男孩。

秃鹤，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头是秃的，在他居住的地方很常
见。不过，我认为，他是的，最特别的秃头。在他的生活中
发生很多事情，但最让我感受最深的，只有那一件事。

他在小学上学，班里的人嘲笑他是秃头，于是他就不上学了，
爸爸很伤心，却买回来了姜，在他的头皮上搓，就能长出头
发，而秃鹤也不愿意用水把姜味搓掉，爸爸也很无奈。

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父母做的事情，一切也全部都是为
了你好，有时候，你会不接受，父母能理解，但不能不管。

我们都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星期四，因为快到元旦了，所
以我们学校就提前放假。回到家，第一时间就出去，到了星
期五，我正在看电视，我爸就把我叫来写试卷，我那时非常
生气，我想：“我正在看电视呢，就不能过一会吗？”我又
想了想，很不情愿地关掉电视，快到五点多了，我作业也写
完了，然后我就要我爸给我开电脑，我爸又对我说：“玩可
以，不过玩过之后，要写作业。”我又十分生气，而且也又
不情愿的答应。

我知道爸爸这样做都是为了我才这样做，这就是亲情。

亲情，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会随风而来；是海上勇敢的海鸥，



带着友情奔跑，是无比重要的。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三

从来没有这样地感动过，真的!在《草房子》所有的章节中都
能让我感受到它的那种沉重，但这沉重并不是单纯的沉重，
沉重之中亦有轻松，有我们孩子才有的那种单纯与轻松。

这本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形像在我阅完全书后都跃然于我眼前：
秃鹤、杜小康、纸月、秦大奶奶、蒋一轮……他们都是那样
的丰满：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在该书中的每一个
人都具有一种美好的品性：善良——人性中最美丽的品德。
他们的身上也有人性中的弱点，但都被他们人性中最美丽的
特点所掩盖。谁没有缺点，有些时候有的缺点还让他们的人
生成为最真实、最美丽的人生!

在读到《红门》二时我就为杜小康的坚强而感动，当读最后
一章《药寮》时我是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是流着泪读完的：
我在为其中的每一个人流泪。他们都是那么地善良，那么地
善解人意。其中的每一个字符都在敲打着我的心!桑乔、桑桑、
桑桑妈、柳柳、纸月、蒋一轮、邱二妈、纸月奶、桑桑的同
学们、油麻地小学的的老师们……尤其是温幼菊老师，是她
给了桑桑最为可贵的东西：“不怕”!

我一直以为桑桑完了，所以我在为这么一个可爱、充满活力
的、善良的孩子而惋惜、痛心。如果说有人不为此而动地话，
那他决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由此我想到：我们这些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经历磨难的，我们
现在的生活得太舒服、顺当，在我们的成长中缺少的就是那
些磨难，所以说现在的我们身上缺乏一些美好的东西，或者
说这个年龄的我们还没有真正成长起来!



有句歌词写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父辈们，你
们不必为我们铺设好一切，有些东西必须让我们亲自去经历!
正如作者所写“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天空、芦荡、大
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
饿……这一切，既困扰、折磨着杜小康，但也在教养、启示
着杜小康。”“桑桑陷入了困惑与茫然。人间的事情实在太
多，又实在太奇妙。有些他能懂，而有些他不能懂。不懂的
也许永远也搞不懂了。他觉得很遗憾。近半年时间里发生的
事情，似乎又尤其多，尤其出人意料。现在，纸月又突然地
离去了。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一串串轻松
与沉重、欢乐与苦涩、希望与失落相伴的遭遇中长大的。”

所有的一切只有让我们经历了，我们才能真正地成长!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四

那里充满爱。

爱得纯情，毫无瑕疵；爱得陶醉人心；爱得无可奈何；爱得
诗情画意……

用“爱”这个字眼一点也不过分。

文雅、恬静、清纯而柔和，纸月留给老师们的印象就是这样。
这个出自贫苦人家的孩子，学习才真是一流，这不正应了一
句俗话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除去学习，纸月在生活上
的“做工”也不亚于任何人。

我溶入了故事中，见到了油麻地小学的那一排排参差不齐但
又十分平整的草房子，看见了那一张张笑脸：桑桑、纸月、
柳柳、秃鹤（陆鹤）、杜子康、细马……还有天空中隐隐约
约现出的秦大奶奶的笑脸。桑桑的十几只鸽子也在飞，组成
了一个巨大的白色花环。



草房子冬暖夏凉，可明天一大早，已上中学的桑桑就要离开
这里了。他长大了许多，他已不是一个小男人了。桑桑将永
远地离开这里——这个带他度过六年小学生涯的地方——这
个给他无限欢乐的地方——这个给他最好的启蒙教育的地方。
桑桑舍不得啊！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五

它是曹文轩在继《山羊不吃天堂草》之后沉淀多年、酝酿数
载，倾心奉献的又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草房子》这本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油麦地小学校长家的儿
子桑桑。作品记下了小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
小学生活。桑桑和他的家人是开学不久才调过来的，桑桑的
父亲原是一位猎人，打猎直到25岁。虽然只上过一年学，可
他一直坚持读书，才当上了校长。在这六年小学生活中，桑
桑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
撼动人心的故事：蒋一轮老师与白雀姐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
不幸的杜小康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惨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
执着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刹那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
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塑迷离且又充
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桑桑得鼠疮快要死时，温幼菊的发自
内心的鼓励……这一切;既清晰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
界里。小学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精彩的六年!

我们会有这样的学习欲望吗?一样东西只有时去了才会明白它
的珍贵。而在失去之前就明白它珍贵的，才是真正懂得珍惜
的人。

我最喜欢桑桑。桑桑虽然很脏，学习也不名列前茅，但是他
还是有许多优点的。比如，他见到纸月，便一改以前的不干
净，说明他知错就改;他帮蒋一轮和白雀传信，说明他乐于助
人;他在病危时带妹妹去城里玩，说明他说话算话和关爱妹妹。
令我不由地开始敬佩起他。



但是，在药寮那一章，又让我多次流下泪水。在那章，桑桑
被诊断为患了绝症，桑桑的爸爸走南闯北，四处寻访名医，
但是又一次次的失败，我为桑桑这样短暂的生命流下了泪水。
在几乎要绝望的时，温幼菊老师带桑桑到她的药寮里，为他
熬药，鼓励他。终于，桑桑的爸爸访到了名医。当看到桑桑
的病痊愈的时候，我高兴得又一次流下了泪水。从此，随着
时间的流动，桑桑懂事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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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六

最近，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它里面的内容深深地感动
了我。

一个叫作油麻地的乡村小学校给男孩桑桑留下了快乐又难忘
的童年记忆——天生秃顶的秃鹤出于对尊严的执著坚守，而
演出的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的悲喜剧;在孩子眼中显得扑朔迷
离的少女纸月的身世之谜;令桑桑自疚不已而实际上注定难成
正果的蒋老师与白雀姐的短暂爱情;从精神与物质的顶峰，猝
然跌落到最底层的不幸少年杜小康与厄运抗争的艰难历程;当
校长的严父终于流露出来的舐犊之情和初涉人生的桑桑对生
与死的最初体验……本剧把主人公桑桑童年亲历的几个平常
又动人的小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真诚又富于诗意地歌颂了
至真、至善、至美的人间情感，展示了富有独特风情的人生
画卷。

我读草房子

前一段时间，儿子班里开始共读《草房子》这本书，今天，
我去听了他们班级的读书交流课，深深被其中的语言文字、



个性鲜明的人物所打动。晚上，向儿子借来了这本书，坐在
灯下细细品味。

打开后，这本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也许，我们谁也
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是的，童年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
一段珍贵的、不可磨灭的回忆。

这本书主要写了男孩桑桑童年的生活——刻骨铭心的六年小
学生活。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
泪下的故事：少男与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
厄运相拼时的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垂暮老人
在最后一瞬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深切而
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感情
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
里。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教育的六年。读着读着，我仿佛
也来到了草房子，与桑桑及他的小伙伴们同喜同悲。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七

今天下雪，不能出去玩了，闲来无事，从书柜中随便找出一
本书——《草房子》，一开始我漫不经心的读着，直到后我
被故事的情节所吸引，才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这本心写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摧人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

禿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禿鹤应该叫陆鹤，
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小禿子，油麻地的孩子都这么叫他。春节
期间，将举行全乡四十三所中小学文艺汇演，他们学校要演
《屠桥》。一开始演的还挺顺利，可是到了彩排那一天，老
师才发现，伪军连长是个大禿子，这样一来，伪军连长一直
没有人当，禿鹤最后说他要当伪军连长，老师就他次机会，
到了演出的时候，陆鹤把台词说绝了，最后他们学校获得了
冠军。



读到这里我想，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还要善于发现别
人的优点，谁都有优点，只要发挥出自己的优点就是最好的。

有一次，我和爸爸比赛背古诗，别看我爸是大学毕业生，但
是他的记忆力远不如我好，一首唐诗，我读两三遍就背下来
了，可是他读五六遍还背不下来，所以我的优点就是记忆力
好。

桑桑也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爸爸是校长。有一次，桑桑因为
偷用爸爸的奖本被爸爸痛打了一顿。后来，他的.脖子上长了
个鼠疮，他一天比一天消瘦，最后他爸爸带他到很多地方去
看病，医生都说无药可救，直到一次遇上了一个懂医术的老
人，老人给他开了个方，桑桑的病才给治好了。

桑桑还真是可怜，虽然生病对他而言很痛苦，但是，他也不
应该乱动他爸爸的东西。

读了这段文章我知道做人手不能太贱了，要先问问别人同不
同意再去碰。有一年夏天，姥姥带我去赶集，走在路上，我
看见一个卖凉粉的阿姨，身边放着一盆凉粉，我觉得很好玩，
突发奇想的就把手放进去，结果手刚放进去，就被阿姨给呵
斥了一顿。从那以后我的手伸出去，不在那么随便了。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八

《草房子》是小学高年级的必读书目，它让读者看到了世界
上最美好的东西——人性之美，人性中无私、奉献、善良、
崇高等美好的情感被充分展现。这本书中品德教育让人性美
之根深深扎于草房子人物的心灵，使其纯洁、高尚;智育教化
让人性美之苗茁壮成长于心灵，使其坚毅、豁达;感情熏陶催
开了心灵深处朵朵人性美之花。

一、人人平等的道德美



全作品的主线人物是小学生桑桑，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小学最
高权利象征者桑乔，他是桑家唯一的男孩，地位特殊，身份
尊贵，应该说获得一些特别权利，特殊照顾是合乎常理的，
然而我们的作品中却看不到这种“特权”，反而是犯了错误
一样的被惩罚:如与秃鹤之间因“帽子事件”激发了“战争”，
他的父母让他半夜去道歉，使桑桑的心里有了对是非的感知
能力。同学会因为他的“小白褂”而哄笑他，会哄闹他与纸
月的友情;男孩子间做游戏、打架他也不占任何上风……这些
让桑桑知道了他和大家一样，没有特权，大家并不应为他是
校长的儿子而让着他、捧着他。桑乔更没有因为是自己的儿
子而包庇他。他和大家是平等的。人格上平等的教育才没有
扭曲他心灵中本质的东西，桑桑的心灵净土上才会被植上人
性美之根，使纯洁、高尚的人性美之根深扎于心灵。

二、诚信善良的品质美

老师蒋一轮让他送信给白雀，并关照要悄悄的，桑桑回
答:“我知道。”桑桑为他们送了好多封信，至始至终没对别
人说过。他善良，刚到油麻地就认识了世俗人眼里很可恶的
老婆子秦大奶奶，并且与她成了“忘年之交”，他为秦大奶
奶保守着破坏楝树苗的秘密，大清早的守候在躺在艾地里的
秦大奶奶，他用他的善良无私赢得了一位怪癖老人的信任，
让读者的心也跟着一起颤动。桑桑一家乐于助人，父亲桑乔
接纳弱者的代表人物纸月，并予以她深深地同情和关注，为
了小孩子之间的恃强凌弱行为竟联合他所能联合到的力量来
帮助一个本无依无靠的小女孩，这种现身说法的良好品德感
染了桑桑，使桑桑获得了对善恶的辨别和处理能力。纸月她
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文弱忧伤，她一生下来就不知父亲在何
方，刚满月就痛失母亲，本是值得大家同情的人物，然而草
房子的人和事改变了她，桑乔的亲切关怀，桑桑的美好纯真
的友谊，这些都让她看到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她变得沉静
而坚韧起来，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的人格，她活跃于课
堂、舞台;承受了帮助之后又施于人以帮助，桑桑病重时，纸
月便隔不了几天，就会走进桑桑家的院子，或是放下一篓鸡



蛋，或是放下一篮新鲜的蔬菜;别离草房子时将绣着红莲的书
包送给桑桑，并真诚地祝福病危的桑桑能使用这书包“很多
很多年”，多么纯洁善良的女孩，她的人格魅力也如那书包
上的红莲般流光溢彩，令人折服。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真”就是强调人的品德。草房子人物是“率真”
的，我们成年人应该更多的思考:用自己的德行教育好我们的
后代。特别是身为教师的我们，更应该用自己的德行去感染
学生、教育学生，使他们学会辨别是非善恶。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九

在学校组织的读书节活动中，我读到了曹文轩的小说——
《草房子》。

这本书讲了桑桑的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一些平平凡凡的，而又
感人肺腑的故事。其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红门》。

《红门》这个故事分为两张。主要写了杜小康一家又富有贫
穷，贫穷到红门内变成了“空壳”，但杜小康却始终乐观，
自信，热爱学习。当父亲为了财富，带着杜小康离开油麻地，
来到芦苇荡养鸭，而鸭子应误吃了其他人家家里的小鱼苗，
连小船和鸭子一起被扣留。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孤独，
荒无人烟，生病，狂风……但杜小康没有叫过一生苦。在这
些磨难中，杜小康长大了，成熟了，比油麻地任何一个孩子
都懂事了。虽然回来时，父亲已瘦成骨架，但杜小康在桑桑
眼里，好像长高了很多。最后，杜小康做了一个令桑桑乃至
全校师生惊人的决定：在学校门口摆摊子！看着杜小康在校
门口瘦瘦高高的身影，连桑校长都感叹：日后，油麻地最有
出息的孩子，就是杜小康！

我合上书，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乐观向上的杜小康，他面对生
活的困境：父亲生生病和家中的一无所有，依然用双肩撑起



了家，他的懂事和坚强乐观，令所有人感动。

但我又不由自主的想起我在作文书上看到的一篇作文：在一
家饭馆里，一个打扮的很可爱的小男孩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
上。一位母亲给男孩买了牛奶，没想到男孩却“啪”地把牛
奶打翻，并大叫着“不甜！我不吃！”那位母亲又给男孩买
了糖包，男孩手一打，两个包子“骨碌骨碌”滚到地
上：“不吃！不吃！”母亲很生气：“小祖宗！你到底要吃
什么！”男孩先是一愣，随即一歪嘴，“哇”地一声哭了出
来。母亲慌了神：“别哭别哭，我再给你买……”

唉，怎么能这样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想必在家，
父母也为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操碎了心啊！

以后我也要向杜小康学习，多体贴父母的辛苦，毕竟我们已
经13岁了，该为大人做点事了。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

姑姑送给我一本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草房子》。它语言
优美、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简
直是爱不释手，经常贪婪地看。

爸爸妈妈笑着问我：“看了这本，你有什么感想?”

我告诉他们，我最喜欢桑桑，他所在的学校叫油麻地小学，
教室都是草房子，他是桑校长的儿子。

桑桑虽然有些调皮，但是很有想象力。他经常做一些让人觉
得生气的奔波事;比如，把碗柜改成鸟窝，把蚊帐当成鱼网等
这样的事情。

妈妈摸摸我的头发说：“儿子，这一点和你倒是很像啊!”



其实，我还知道桑桑的好多事情呢!比如桑桑的同学有陆鹤、
纸月、阿恕、杜小康、细马……他们聪明又调皮，经常在野
地里玩耍：放羊、喂鸽子、捉迷藏。

陆鹤是个秃子，大家都叫他秃鹤，他也无所谓，这种不怕别
人嘲笑的精神很可爱。

纸月很漂亮，学习优异，字又写得好，但是她没有爸爸，妈
妈生下她一个月就自杀了，外婆一手将她养大，外婆去世后，
慧思和尚收留了她。我很同情纸月，真想帮助她。

杜小康家本是当地最富裕的一家，但是家里出了事，爸爸又
生了病，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放鸭子，可是鸭子吃了别人家
的鱼，结果船和鸭子都被养鱼人扣押了，后来杜小康只能到
学校门口摆地摊了。我真想告诉杜小康的爸爸，劝说他让儿
子继续上学，只要有了文化，小康以后肯定能赚到钱。

小说还写了桑桑的老师蒋一轮，他是桑桑最喜欢的男老师。
桑桑经常帮蒋老师送信给一位叫白雀的姑娘，虽然白雀和蒋
老师很相爱，但白雀的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白雀最后被
逼嫁给了别人，蒋老师很伤心，上课也上不好了。我真希望
白雀能嫁给自己爱的人。

爸爸问我：“这么多人，你为什么最喜欢桑桑呢?”那是因为
读了这本书后，我觉得桑桑是一个可爱又仗义的孩子。在我
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伸
出援助之手。社会是一个大家庭，需要你我互相关心，相互
帮助。希望像桑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看了这部小说，我一直想着油麻地小学，想着桑桑和他的同
学们，想着蒋老师、白雀、秦大奶奶……我也真想到油麻地
去看看他们!

很多晚上，我都梦见了一个聪明的孩子，在草房子里读书的



情况，能读到《草房子》，能认识桑桑，真幸福啊!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一

这学期，老师让我们读曹云轩的经典名著《草房子》。

《草房子》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秃鹤、纸月、乔乔、杜小康、
秦大奶奶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秃鹤：秃鹤他觉得自己是秃头而自责，后来秃鹤的爸爸买来
生姜，用生姜给秃鹤插头，可是秃鹤的头也没有一点动静。

杜小康：杜小康是个家庭即富有，而且学习又好的孩子，可
是在红门里，杜小康的家庭瞬间变得一无所有。可是他没有
放弃，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

秦大奶奶：秦大奶奶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又好的人。她的房
子建在油麻地小学的一个边角，因此，油麻地的孩子都认为
这个草房子是污点，所以把它拆了。秦大奶奶就每天去找政
府的官兵，所以，他们又把她接了回来，在边角重新建上了
草房子。秦大奶奶的一个举动使我刻骨铭心，一次乔乔一不
小心摔下了河，秦大奶奶奋不顾身跳下了河把乔乔救了上来，
还好秦大奶奶也还活着。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是因为
一个南瓜落入水中，秦大奶奶又跳下了水，最后，南瓜上来
了，可秦大奶奶却永远的离开了油麻地小学的师生。

桑桑：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一次桑桑把父母
的蚊帐拆了下来做成了渔网，结果，回来妈妈看见了，一气
之下把桑桑的蚊帐也拆了下来，结果，桑桑被蚊子叮的全身
上下都是包。

读完这本书，我想向杜小康一样做个学习非常好的孩子、向
秦大奶奶一样做个心地善良的人、向桑桑一样做一个敢于尝
试的孩子、向秃鹤一样做一个坚强的孩子。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二

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人无信而不立”这句格言。确实，人
无信用寸步难行。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会给自己带来不必
要的损失。这个寒假，我有幸读了《草房子》一书，其中的
《生死考验》最使我感动，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明白了诚实守
信乃做人的根本。

《生死考验》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桑桑的小男
孩得了一种许多医生都看不好的怪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里，他想起了曾答应妹妹柳柳带她去看一看城市的样子，终
于有一天，他背起妹妹来到了城墙上，柳柳左看看，右看看，
兴奋极了！可桑桑却无力再从地上爬起来了。

而在平时，我有时也不太守信用。记得有一次，我和好朋友
约好去镇上买一些学习用品，在华联超市门口汇合，可是我
却没有守约，那天我沉迷于电视竟然忘了与朋友的约定，害
得朋友苦等了1小时。俗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今天我
读了《草房子》这本书以后，明白了这句俗话的真实含义。

当然，这本书带给我的远不止这些，但“信用是无价之宝”
这句话时刻告诫着我，激励着我。同学们，要想做一个成功
人士，那首先要学会讲信用，这也是时代正在呼唤的诚信美
德，因此，让我们牢记“信用是无价之宝”这句话吧！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三

《草房子》这本书是我在寒假里读过的所有书里的一本，乡
村孩子朴实的六年级生活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其中调皮的秃
鹤、温柔的纸月、敬业的蒋一轮老师、主人公桑桑、英俊的
杜小康……这几个活生生的人物仿佛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六年级时光，回忆起童年
生活。书的扉页上就写着：守望童年，典藏永远，昨天，感



动今天和明天。对于我们还处在童年的人来说，什么珍惜童
年啊，不让童年这段美好的时光流失啊，对此根本就是不以
为然。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才知道，假如有一天长大了，远
离了小学时代，心里是种什么感觉。所以把握住现在，珍惜
现在的时光，不要浪费它。

书中有许多人物的小学时光是悲惨的，读了以后使我又联想
到现在，现在的我们是多么的快乐，衣、食、住、行样样都
步入小康，而我们却不满足，整天向父母要零花钱，还要穿，
比起他们，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快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
父母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呢？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
享受，而是从小要培养各种好习惯、好品质。

走好自己童年的道路，让稻草搭成的草房子永远立在记忆的
深处！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四

《草房子》语言优美、故事情节生动，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草房子》这本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在油麦地小学的校长家
里的儿子桑桑。小说主要描写了这位名叫桑桑的淘气的小男
孩小学六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生活。他所在的学校叫油
麻地小学，教室都是用草做的，所以叫做草房子。桑桑和他
的家人人是开学不久才调过来的'，在这六年小学生活中，桑
桑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撼动人心的故事：这一切，
既清晰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眼里。小学中的六年是他
接受人生教育的精彩的六年!

桑桑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他 喜欢做出一些夸张的事，而这
六年的小学的生活却让他一生难忘。在这六年中，他经历了
无数感人的故事： 同学间天真的 友情，他从这些故事中，
明白了：善良，尊严 ，这一切都在他的心 里埋下了一颗"
爱"的种子。



陆鹤是个长着光光脑袋的孩子，因此，大家都叫他"秃鹤"，
他充满无助与孤单。被叫"秃鹤"的他常常坐在小镇水码头最
低的石阶上，望着清澈见底的湖水发呆。但是，他却凭着 自
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不好看，他的自信是建
立在对尊严的执著坚守上的。可见，孤单、尊严的伤害并不
是不成功 的理由，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是最好的 解药。

在这本书里最使我感动的是杜小康。杜小康家本来是当地最
富裕的一家，住在油麦地的一间"红门"里，他们家几代都在
油麦地经商，是油麦地的当地富人，可就在他爸爸拿了自己
家里所有的钱又去购买一批货准备继续经商时，船翻了，他
们家破产了。家里出了事，爸爸又生了病，他不得不 在家里
放鸭子，可是鸭子吃了别人家的鱼，结果船和鸭子都被养鱼
人扣押了，后来杜小康只能到学校门口摆地摊了。我真想告
诉杜小康的爸爸，劝说他让儿子继续上学，只要有了文化，
杜小康以后肯定能赚到许多钱。杜小康停了学。懂事的他在
停学后尽自己的能力帮助父母维持着生计，在校门口卖东西，
没有一丝卑微的神色，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不怕苦，不怕
累，精神饱满地过着每一天。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
西，在富裕时不要浪费，在贫穷时不要卑微，尽自己所能，
克服种.种困难。学习中要不畏艰难，只有刻苦、勤奋，对生
活充满信心 ，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草房子》是一个 有美好的所在，她让我们想起温馨、遥远，
想起浪漫的童话。我们走近曹文轩为我们搭的《草房子》时，
我们确实被这样一种不详的气息所弥漫。作者以优美的文笔，
写了离我们已远去的小学生活，这种看似平常但并不简单的
生活。

我的阅读，能从《草房子》里拾到作者敏感的心，我想只有
敏感，才能把握这样如诗的文字。作者不是诗人，却凭着他
对儿童深入生命的同情和爱创造了小说的诗的世界，我想这
也许是《草房子》成功的一条理由吧。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五

距离买了这本《草房子》到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
读过很多的小说。但是这本《草房子》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

虽说，书中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在那一个个鲜活的形
象身上，我还是依稀望见了自己的影子。

成长，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成长，但是
在这件看似平常的事情背后，这看似平常的成长，又何尝不
让人刻骨铭心?那一栋栋金色的草房子，是桑桑成长的见证。
而这本《草房子》则是每一个少年成长的见证。买这本书时
我六年级，正处在文中桑桑的年龄阶段，所以这本书，叩开
了我的心门。

六年里，桑桑遇到了很多迷惑，但他也成长了许多，一切，
都是生命所给予他的。六年中，他目睹了一连串震撼人心，
催人泪下的故事：家道中落的杜小康在面对不幸时的优雅和
坚强;蒋一轮和白雀之间纯洁无暇的感情;秦大奶奶身上所闪
耀着的人格光芒，以及最后他自己在濒临死亡的体验中对生
命那深切的感悟。这一切，让桑桑刻骨铭心，也让我难以忘
却。

就像曹文轩先生所说的：追随永恒。是的，感动我们的事永
恒不变，只是看我们怎么去表达，怎么去领悟罢了。看似很
简单，却深刻至极。

这本书始终以一种很唯美的方式在表达。其实我觉得，美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有朝一日都可能变成常
识，但美，一定是永恒不变的'。追随永恒，追随美。

书中那些纯真，那些大爱，以及那丝丝缕缕环绕全书的感动，
能轻易地叩响人们的心灵。



现如今，我们生活在城市中，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冷酷无情中，
人性中的真善美已经渐渐沉淀，渐渐埋没于心灵深处。但是
《草房子》却能轻易将它们挖掘出来。

在这个物欲横流、日渐麻木的社会中，那一栋栋金色的草房
子，无疑是另外一种声音。它让我们感悟了人性，感悟了生
命。它融化了每一个人心中的坚冰，触碰到了每一个读者内
心那块最温暖的地方。它是生命和成长的最好诠释，它也是
我们心中的爱和美并未湮灭的最好的见证。

是什么，走进了我心灵的最深处?

是那一栋栋金色的草房子。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六

今年寒假，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草房子》这部触动人心
的唯美小说，感动至深。

《草房子》这部小说是着名作家曹文轩所写。作品写了男孩
桑桑刻骨铭心的小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或直接参
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
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
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
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深切而优美的领
悟……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
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并学会什么叫
做——成长。

主人公桑桑是一个调皮，聪明，善良，勇敢，细心而有正义
感的孩子。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太多了不是吗，他们在同龄
人中拥有好人缘;他们调皮捣蛋，令人气愤又哭笑不得;他们
勇敢，正义，无忧无虑。他们绝不完美，人生之路也有许多
坑洼，不如意。可成长不就是这样吗，酸，甜，苦，辣，咸。



应有尽有，最后总会从一个莽撞冲动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阅历
丰富的成熟的人。

试想，如果我们便是这桑桑，会怎样?也许会哭闹，会绝望，
会茫然，会不知所措，会自暴自弃……但我相信也会有许多
人选择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不放弃希望，勇敢地活下去，幸
运的是，桑桑也的确做到了。

他的家人朋友们不放弃一丝希望，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鼓励他。
奇迹终于降临，他被一个隐退的老郎中治好。经此大劫，桑
桑长大成熟了不少。

再转回现实。我们这一代从小娇生惯养，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口里怕化了。能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被开水稍微烫
到便哭得惊天动地，自己走路摔了便喊着要爹抱要娘哄，连
普通生病感冒也要急送医院做个全身检查才放心，到头来却
是连个针线也不会穿，煤气不懂用，害怕独自在家，不知独
立为何物，永远只会依赖身边人。

当遇上不幸的事时，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说自己会坚强，顽强
地与命运斗争，当然，这情景也只是假设。所以当厄运真正
来临时，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退缩。

当我们以为已经失去一切的时候，瞧瞧自己身边，是否还有
不离不弃的朋友，始终鼓励着自己的亲人?是否在自己绝望无
助的时候，黯然回首，发现家的港湾一直在等着自己?拥有这
些，便应知足，莫等失去了方知后悔!

成长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因为总要经历过一段疼痛的故事，
尝遍世间百味才算成长，可成长也不光是疼痛，它还会伴随
着感动。

我们会在看到父母两鬓白发时长大，在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亲
情时，悄然长大。点点的成长，点点的感动。



我们都曾经以为长大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却在真正面对它
时手足无措。成长也是一种责任。我们不再无忧无虑，肩上
要扛起从未有过的重担——责任。成长的理智与成熟，告别
曾经的年少懵懂。

成长是一种痛，但我们不愿让它留下伤痕。成长是一种蜕变，
经历了磨难才能破茧而出。

《草房子》的美，浸透全文。就像铺在房顶的茅草一样，经
久不朽。以淡淡的笔触，细腻的情感，讲述亲情，讲述友情，
讲述成长。

成长记录着痛苦，也镌刻下欢乐，沿着成长的足迹，一步步，
我们走向成熟，走向未来。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七

夜深人静，我还独自坐在窗前一字一句的品味着《草房子》。

这本书的作者是曹文轩，他记叙了顽皮淘气的桑桑的成长故
事为线索，但是讲述的却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此书的每一
章都是独立的，分别讲述了孩子或大人的经历，桑桑也经历
了一部分，也是心灵记录者。随着一个一个的人物清晰的出
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一个的故事依次展开，各自发展又最
终交叠在一起，我们仿佛看见一幅被慢慢铺开的卷轴面。这
实在是一幅美丽的令人屏吸得人生画卷!

秋风乍起、暑气已去。1962年8月的一个上午，桑桑登上了油
麻地小学最高的房顶，看到了秋天景色的凄凉，想到了即将
的告别，暗自哭泣起来，这是少年时代告别儿童时代的一种
方式。

书中桑桑生活的年代虽然与我们相隔很远，但是在贫寒的草
房子中，同学们之间淳朴的友谊、淘气、有爱心让我们感动



不已。秃鹤的残疾，纸月的漂亮，不幸的细马，富有的杜小
康都在生活的磨难中坚强、善良、勇敢的成长。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六年级时光，回忆起童年
生活。书的扉页上就写着：守望童年，典藏永远，昨天，感
动今天和明天。对于我们还处在童年的人来说，什么珍惜童
年啊，不让童年这段美好的时光流失啊，对此根本就是不以
为然。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后才知道，假如有一天长大了，远
离了小学时代，心里是种什么感觉。所以把握住现在，珍惜
现在的时光，不要浪费它。

书中有许多人物的小学时光是悲惨的，读了以后使我又联想
到现在，现在的我们是多么的快乐，衣、食、住、行样样都
步入小康，而我们却不满足，整天向父母要零花钱，比起他
们，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快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向父母提
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呢?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而
是从小要培养各种好习惯、好品质。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八

我觉得，《草房子》不像是一部文学作品，更像是一个故事，
一首诗，一个梦。在这梦一般的景色，诗一样的语言，故事
似的情节中，充满了童趣，却又似乎带着一丝伤感。

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但又都是令人感动的，在这
本书中，我见到了调皮却善良的桑桑，坚强的杜小康，以及
生世扑朔迷离的纸月等。这本书，从维护自己尊严的陆鹤，
到白雀与蒋一轮之间的纯洁的感情，无一不让人感动。

在《草房子》一书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描写秦大奶奶的章
节，她完成的是怎样的变化啊！从故意拔掉学校菜苗、树苗，
故意把鸡鸭放进学校打扰学生上课的老太婆，到帮学校守菜
地、荷塘，救落水的孩子而差点丧命，而真正的死因却只是
为救学校的一个南瓜，是乔乔的那声震撼人心的“奶奶”改



变了她，点燃了她心中希望的火花。此外，描写杜小康的章
节也使我记忆犹新。杜小康是在孩子们羡慕的眼光中长大的，
但父亲去世后的他，却变得格外坚强，他用桑桑给的钱，在
校门口做起了生意，努力为家中分担，在这件事中，桑桑也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最初，是桑桑将自己心爱的鸽子卖给了
喜子，把得来的二十元钱全部给了杜小康。当杜小康没有生
意时，替他感到失望的也是桑桑，第一个来买他东西的还是
桑桑。桑桑帮助了他，让他感受到了来自朋友的温暖。

也许是曹文轩说的对“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愿我
在美的文字中成长。

文档为doc格式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十九

这本书共有九章，其中纸月这一章我最喜欢。

在学校里，我就不喜欢调皮捣蛋的男生，也不喜欢有些开朗
直接的女生，我喜欢像纸月这样平素十分文雅、害羞的女生，
纸月的学习成绩也十分棒，有一手好的毛笔字，会背许多古
诗词，会朗诵，还会写好的作文，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小女
孩。

我们阳光少年的生活就像一条在小溪上行驶的船儿，无忧无
虑地行驶，即使遇到点儿风浪，也不至于把船推倒;而这些少
年的生活则像一叶独木舟，在狂风大作的海面上行驶，稍有
不慎就会船破人亡，葬身鱼腹，要随时小心了。

草房子读后感初一篇二十

《草房子》是曹文轩的小说。用诗一般美丽的语言，为我们
描绘了一副百看不厌的江南水墨画：金色的草房子，苦苦的
艾叶，静静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这就是油麻地。



这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孩子：顽皮、的桑桑，秃顶的陆鹤，
不幸的杜小康以及柔弱、的纸月，他们是那么纯真、善良，
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人性之美的光辉，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
灵。

纯净的美。文弱、恬静、清纯、柔和的纸月，不仅学习好，
而且生性善良、懂事，她是那么完美，仿佛是真善美的化身：
桑桑变得干净了，不再抢妹妹的饼吃了，吃饭也变得文雅了，
不再把桌上洒得汤汤水水。

陆鹤是个秃顶的，常常被人戏弄。但他从不放弃对自己尊严
的守护，勇敢的承担了学校参加汇演的秃头角色，并出色的
完成了任务。 在陆鹤身上我懂得了，尊严的伤害并不是不成
功的理由，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是最好的解药；每个人身
上都有闪光点，我们要善于发现别人的美，欣赏别人，别人
才会尊重你。

勇于承担，坚韧无比的美。杜小康家曾经是油麻地最富有的
人家，生活在红门里，但是一夜之间，父亲病了，为了给父
亲治病，他的家里变得一贫如洗，只能和父亲一起到离家很
远的大芦荡里去放鸭。

杜小康的故事告诉我，富有的时候，不能浪费，不能高傲自
大，贫穷的时候，也不要自卑，尽自己所能，克服种种困难，
想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

这就是人性之美散发出来的独特力量，《草房子》用这些最
纯真的爱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充
满了酸甜苦辣，苦难和幸福犹如白昼和黑夜一样，永远与我
们相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要满怀希望，
微笑着去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