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通用8篇)
环保标语是引导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想要让
环保标语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有一些技巧是需要借鉴的。
这些环保标语范文以简明扼要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了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一

别看这本书的书名是《桂花雨》，可它里面却有着几个感人
的小故事。有《灰娃》、有《麦子》、还有《野风车》呢！

这本书可是又得了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写的。是儿童文学四大
天王经典小说集。

下面我要选一篇最感人的故事给大家听。那就是《灰娃》。
灰娃从小就父母双亡，家也破破烂烂的。灰娃只能和家里唯
一的一条狗相依为命。可有一天，一个叫黑仔的人抢走了狗，
连镇上的大人也都怕他三分。灰娃很气氛，可他不敢和黑仔
打架，只好在他家门口吐了一口口水。黑仔发现了，立刻拿
起棍子，冲到了门口，立刻跑向了灰娃家……灰娃，只能听
天由命了吧！

这本书不但感人，而且人物也很生动呢！有天真可爱的小阳；
有可怜巴巴的的灰娃；还有无恶不作的黑仔……每一个人物
的语言，动作与神态都反映出了这个人鲜明的特点。曹文轩
也不愧是一个大文人啊！

这本书中的语言也非常传奇哦！第三篇《麦子》有段传奇的
语言：很长的哀鸣。一切归于平静。麦子站起来，冲着正在
西坠的太阳，冲着收割完麦子而显得一片荒凉的田野，大声
嚎叫起来。小狼一般的嚎叫，响彻天空……啊！我写着写着
竟也入了迷！你们想学习更多优美的语句吗？那就拿起书，



不动笔墨不读书，读读记记吧！

我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人，让所有人都知道应该关爱每一个
人！去尊重每一个人！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二

今日，我们学了一篇课文——《桂花雨》，作者很巧妙地运
用借物喻景这个修辞手法抒发了对家乡的感情。文中的每一
个字是那么扣人心弦，让人一读起来就舍不得放下，文中的
资料使人荡气回肠，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大家都明白，中秋节前后是桂花盛开的季节。作者琦君的故
乡的家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八月，她家的桂花开
得异常旺盛，仰头望去，那点点黄花，有如天空中那点点繁
星。她们家里的这棵桂花树的香味，不说是十里飘香，也足
以将前后几十户人家全部浸在香气里了。可是，八月也是个
台风多发的季节，风一吹来，枯萎了枝叶和花瓣的还好，没
有枯萎的花瓣被吹下来，落入泥土之中，就再也没有以前的
新鲜的味道了。这天，妈妈正盘算着收获这些桂花，“如果
不刮台风，我就能够收几箩筐。送一箩给胡家老爷爷，送一
箩给毛家老奶奶，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这时，她抬头一
看，天上乌云密布，就明白要刮台风了。于是，她立刻招呼
大家摇桂花了！这下可把琦君乐坏了，因为，这是她童年里
最欢乐了的一件事。

之后，作者琦君搬到杭州读中学时，那里漫山遍野都是桂花
树，那才真是香飘十里。作者每一天都要去那里赏花，回家
时，总要给母亲带满满一袋子桂花。可母亲总是说：“那里
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那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这句话，
令我陶醉不已，回味无穷，并不是母亲觉得两处的桂花不太
一样，而是向我们展示了母亲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家乡院子



里的那棵桂花树，倾注了全部心血，已经成为她生活中密不
可分的一部分。

《桂花雨》看似作者写她母亲对桂花的喜爱，其实质是借用
桂花，抒发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

这正是这篇文章使我们激动不已之所在。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三

那些落在席子上的花，一朵朵，都很生动，让婉灵觉得，它
们只是临时歇一会儿，过不一会儿就会飞走。

题记

《桂花雨》，仅仅是这仨字，就能给人许多遐想。这本书是
曹文轩叔叔写的。里面有太多太多，令人思绪连篇。整个故
事虽没有出现过这个抽象又具体的雨字，但或多或少都有些
许的凄凉与阵阵悲伤。

文中这个名叫婉灵的女孩，竟然受到了全村人的冷漠，外婆
是她唯一的亲人。人们为什么远离她？却说不出原因。因此，
村里那棵大桂花树开花后，摇花行列中自然没有婉灵。

婉灵是一个私生女，一生下来注定被人歧视。因为没人愿意
跟她玩，婉灵喜欢上了玩火。一次，同样被歧视的长腿二鬼
放火要烧掉桂花树，婉灵把火救下后，洗清了自己的清白。

文中的雀芹跟婉灵是同班同学。她一直都想和婉灵玩，却被
婉灵是一个私生女给牵扯住了。婉灵，是生活中人们的影子，
却常常被忽略。

生活中，我们不要被一个人的某个条件蒙住了双眼，使别人
受到伤害。毕竟没有人是很完美的！一个表面长得平淡无奇



的人，也许是一位大人物。

大姐，您钱掉了！这位阿姨一边对妈妈说着，一边把钱捡起
来递给妈妈。妈妈连忙翻了翻口袋，果然不见了那张100元。

我顿时脸红了起来。天啊！我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丢钱事
小，但那位阿姨没有想着占便宜，而是想着把钱还给失主。

别看婉灵是个私生女，但她优点真不少。雀芹是文中的重要
线索。从她的一连串动作和一系列的表情中，不难看出，婉
灵其实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爱学习的女孩，只因身世
阻挡了交朋友的脚步。

雀芹最后还是放下包袱，留下了婉灵。看到这里，我松了口
气。

仔细想来，婉灵若不是私生女，就真的是很完美了！生活中，
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的缺点放小一点，你会发现，每个人其实
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只要用心发现，就会知道，生活处处
是美好的人和事。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四

桂花雨，多么诗意的三个字，看着这个题目不禁让人浮想联
翩，眼前顿时浮现出一幅美景，桂花时节下着小雨，空气中
弥漫着桂花香气。呵呵，这是我看但这个题目所想到的，其
实作者所写的桂花雨是指摇落桂花树时，桂花一顺而下的那
幅花雨。

细读文章，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片写景的短文，而是一篇抒
情小散文。文章清新且又俏皮，优美且又真诚，平实且又温
馨，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桂花的香气。

桂花雨是留在作者记忆中关于故乡最美好、最迷人的一个印



象。作者的童年充满了桂花，桂花带给作者快乐，温馨，作
者最喜欢桂花，喜欢它迷人的香气，更喜欢那美丽的桂花雨。
儿时的桂花是作者的童年，更是她的家乡，离开家乡后，虽
然也能赏桂花，给母亲带桂花，但正如母亲所说的“这里的
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是啊，记忆里的
故乡到处飘着桂花香，邻里间的和睦与温馨使着香气更浓，
香味更久，一直久远到我仍会时时想起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
乐和桂花雨。

这种月是故乡明的情怀，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个在外求学的人，
离开家乡不远万里学习知识，虽然每天抬头看的是同一片天，
脚下踩的是同一片地，但还是想念家乡的空气。

嗯，我就是想问作者一句，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念胡爷爷和毛
奶奶做的桂花糕？我倒是一看是把题目误听为桂花鱼，还馋
了好一会呢！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五

《桂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作者琦君用抒情的笔调，
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
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
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

面对这样的文章，每一段都非常优美，很难取舍。在第一次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一、谈话营造阅读期待，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在这个块面的教学上，抓住一个“浸”字，扣住花香，感受
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二、享受摇花乐，体悟母亲的思乡情怀



借助朗读，把文字化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
之雨、回忆之雨。这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
花的乐，花雨的美，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
作者魂牵梦萦。但是，在把这种对教材的解读实施在课堂教
学后，我们却发现这样的问题：教师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后，
过于拘泥于文本，觉得文本中的很多枝枝叶叶都值得学生去
体悟，都想跟学生交流、享受，想把教师自已对文本的解读
来触动学生。

学生在下面听着老师很激情得投入着，他们的情感体验远没
有老师那么强烈，甚至说是很少的。我们认真地检讨，发现
我们老师的教学思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学生的学路是
非常不清晰的，他们很吃力地跟着老师在文本中跳来跳去，
而面对文本、潜心阅读、自己感悟的东西是并不多的。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六

《桂花雨》的作者是琦君，她写的这篇文章的确非常优美。
初捧这篇文章，我便爱不释手地读起来，如淋浴在一场香香
的桂花雨中。在那浓郁而迷人的香气中，感受着琦君那如雨
般的思乡之情。不过，虽然文章充满着琦君的这份浓浓的思
乡之情，可也正如那“得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一样得
从字里行间细品方见。所以一定要将自己全身心放入文章当
中，你才能真正体会作者的那番思乡情，童年乐。下面就是
我今天在课堂上的小小的体会：

“摇桂花”这一段既是课文内容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
这部分教学我注意了读中感悟，引导学生深入地体会了“摇
桂花”时的快乐心情。教学时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并概括
文章主要内容，然后从课文插图入手，让学生说说图画上的
内容，再从文中找出描写图画内容的相关段落，让学生朗读
后划出重点语句，然后步步深入，渐入佳境。

对于作者盼望“摇桂花”的迫切心情和“摇桂花”的快乐，



我引导学生阅读文字，从领会对话和动词入手，用分角色朗
读和让学生说说这样读的理由，在阅读中体验和感悟作者的
急切和快乐之情。对于“桂花雨”的感受，我引导学生结合
淋雨的生活经验来体验其舒服的感觉，然后又让学生直接来
喊一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体验喊时的心情，
然后带着这种感悟和体验再次进入文字，读出了其中的感情。
最后，引导学生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说说难以忘怀的人和
事，进行情感和能力的迁移。

课堂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对于像我这样普普通通的
一线教师来说，更是遗憾多多。前半堂课课堂很沉闷，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当学生划出了描
写香气的句子谈感受时，脱离了文本具体的语言环境，孤零
零地那么几个句子，确实很难入情入境。让学生自读4、8小
节，在语境中感受体会，或许情况就不同了。

我感觉教师牵得痕迹太浓，略读的味道没上出来。但具体如
何放，我不知道，这方面只有以后多关注，在教学实践中争
取摸索出一点教学略读课文的方法来。

通过这次上课，我发现了自身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或许，有
些不是一朝一夕能改正过来的，但学习无止境。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七

《桂花雨》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散文，作者琦君用抒情的笔调，
写下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怀念。文笔疏淡有致，令人回
味。文首开篇明旨，写小时候我喜欢桂花，因为它的香气、
童年的摇花乐，文章后半部分，写母亲爱家乡的桂花。

面对这样的文章，每一段都非常优美，很难取舍。在第一次
对文本进行解读后，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了：

一、谈话营造阅读期待，感受桂花雨迷人的香



在这个块面的教学上，抓住一个“浸”字，扣住花香，感受
桂花香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二、享受摇花乐，体悟母亲的思乡情怀

借助朗读，把文字化成一幅幅画面，从画面中点出这是思乡
之雨、回忆之雨。这样的处理，主要是抓住了桂花的香、摇
花的乐，花雨的美，牵出对童年的怀念，对故乡有留恋，让
作者魂牵梦萦。但是，在把这种对教材的解读实施在课堂教
学后，我们却发现这样的问题：教师在对文本进行细读后，
过于拘泥于文本，觉得文本中的很多枝枝叶叶都值得学生去
体悟，都想跟学生交流、享受，想把教师自已对文本的.解读
来触动学生。

学生在下面听着老师很激情得投入着，他们的情感体验远没
有老师那么强烈，甚至说是很少的。我们认真地检讨，发现
我们老师的教学思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学生的学路是
非常不清晰的，他们很吃力地跟着老师在文本中跳来跳去，
而面对文本、潜心阅读、自我感悟的东西是并不多的。

桂花雨曹文轩的读后感篇八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我在书架前徘徊，一
眼便望见了那本崭新的《桂花雨》。小心翼翼的翻开书页，
流连忘返的世界在我面前光彩夺目。

《桂花雨》这本书的作者是曹文轩，本书以桂花雨这个故事
为首讲述了8篇儿童故事：桂花雨、灰娃的高地、雪柿子、麦
子的嚎叫、一只叫凤的鸽子、阿雏、野风车、疲惫的小号。
本书以孩子为中心，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朴素但却又让人感动
不已的故事。

我翻开了书中的《阿雏》，阿雏在一次去看戏的路上失去了
双亲，阿雏的父母与大狗的父亲一起落水，识水性的大狗父



亲不但没救阿雏的父母，还把这件事成为了日后的谈资。我
溢起了几丝愤怒，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村民们的冷酷无情。
阿雏开始对全村人产生了憎恨与厌恶，他变本加厉地恶作剧，
甚至还被赶出了学校。我心里五味杂陈，可怜，厌恶，更多
的是愤怒。每一个孩子都是生性善良的，如果村民们不这样
谴责他的父母，阿雏也不会像这样顽劣；如果每个人都给阿
雏一点爱，阿雏的生活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阿雏的憎
恨开始转移到大狗的身上，阿雏和大狗坐着船飘到了遥远的
芦苇荡上，荒无人烟。阿雏承担起了一切责任，搭帐篷，找
食物，最后还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大狗穿。最后为了抓捕一只
野鸭，下水一去不复返。看到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不禁泪光
闪闪。虽然阿雏调皮捣蛋，但他更是一个内心善良，坚强勇
敢的人！他的所作所为，正是他内心的善良柔情的指使。他
几乎是所有人们最讨厌的对象，但他的善良与坚强，在那最
后关头如清泉般从心里溢出。如果村民们给予阿雏一点爱与
呵护，阿雏便不会这样调皮，这件事更只会是想象。爱能使
一个人绽放最美好的自己；爱能使一个人发生天翻地覆的改
变！

看完《阿雏》，我的脑海里涌出了那一段回忆：五年级时，
我的数学成绩突然下降了，妈妈便每天晚上帮我补习数学。
但我很固执，总认为妈妈说的是错误的，坚持自己的说法。
一天晚上，妈妈再次与我意见不和，我气愤极了，一把抓起
作业，跑回房间关上了门。第二天当我打开数学课本时，一
张纸飘了出来，落在地板上。我立马认出了妈妈的笔迹，上
面工整地写满了数学公式与妈妈的方法。背面写着几行字：
女儿，妈妈不是不认可你的方法，而是这道题有更好的方法，
妈妈怎么会害你呢？我心头一颤，妈妈工作那么累，还要熬
夜帮我写公式，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我看见了爱，
无形的爱，一直笼罩在我身边。没有哪一个母亲会害自己的
孩子，我想：尝试一下妈妈的方法吧，错了也没关系。在上
数学课时，老师点到了我上台解一道题目，我毫不犹豫的使
用了妈妈的方法。在我做完后，老师的眼里闪出惊喜的目光。
他大声宣布：“这是一种新方法，把复杂的公式简化了，大



家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新方法。”说完便向大家讲解我的方法。
我感动不已，在漫漫长夜中，面对我的愤怒斥责，妈妈没有
以相同的方式来回报我。而是默默地给予我力量与爱。回到
家后，我开始接纳母亲的方法，把两种方法贯穿融合。而母
亲也一直默默的支持着我。终于我的数学成绩提高了。我心
里清楚，这是爱的力量。从拒绝到接纳，从固执到变通，这
是爱让人发生的改变，这是爱的力量。

再想想阿雏，他从小就未曾拥有过爱与呵护，缺失的爱让他
变得偏执顽劣。因为父母的死成为了村民们的谈资，让他激
起了对村民们的愤怒与憎恨；因为社会的冷酷，才让他的行
为越来越恶劣，最终害了自己。人心生来就是纯洁的，而爱
就是心外的一层保护罩。保护罩缺失了，自然会被世俗所玷
污；而拥有着自爱仁爱的人心，自然会变得清高，美丽。

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使人心里绽放
最纯真的色彩；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使人心里迸发最伟大的情感。是啊，爱这个时代如钻石般宝
贵的东西，爱是每个人心里最纯洁的美丽。如果每个人都对
身边的事物给予一点爱，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