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优质18篇)
人生是一次长途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
和收获。总结人生中的遗憾和遗失，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眼
前拥有的一切。这些范文中的故事和感悟或许能够触动你的
心灵，帮助你更好地总结自己的人生。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一

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这是秦大奶奶的记忆，
也是我们的记忆，更是油麻地的记忆......

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唯一能使他们感到快乐的就是做着美
梦：一片土地，一片风水好的土地，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着
金子般的麦穗。

他们终于用几十年的心血换来了这片土地。然而，秦大并未
等到收获的五月，就在田埂上永远地睡着了。秦大奶奶倒是
看到了收获的季节，但就在麦子飘香时，土地已不再属于个
人。在一场“鸡鸭大战”之后，桑乔终于下定决心要把秦大
奶奶奶赶出油麻地小学。

在用尽各种方法都没有见效的时候，冬天到了，桑乔无可奈
何，只得叫人为秦大奶奶搭一座可以临时过冬的草房子，可
秦大奶奶似乎还没得到油麻地学校的认可。直到第二年春天，
二年级的乔乔因贪玩，掉进河里，秦大奶奶毫不犹豫地救起
了乔乔，自己却落入水中。通过这件事，秦大奶奶终于得到
了油麻地人的认可。从此，大家和和睦睦，秦大奶奶也成了
校园的“守护者”。

最后，这位老人终究还是去了，依旧是落水，但这次却仅仅
是为了油麻地小学的一个南瓜，只为了一个小小的南
瓜......



看完《艾地》这一章，我闭上眼睛，静静的沉思：秦大奶奶
并不是蛮横无理的，只是因为没有人关心她，愿意听她诉说。
秦大奶奶的内心其实是很善良的。

秦大奶奶的一生是苦的，和艾草的气味一样苦。那一片艾随
着微风的吹拂跳起舞来，它跳的是生命的舞曲，是秦大奶奶
心灵的寄托。那一片艾......

在本学期中，我读了曹文轩写的《草房子》一书，其主要内
容是桑桑、秃鹤、纸月、细马、杜小康等五个优秀少年刻骨
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

在《草房子》这本书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人物是秃鹤。他
本该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但因为他那颗与众不同的脑袋，
而被大家嘲笑。因此，秃鹤变的倔强，自尊心强。但在一次
表演上，秃鹤不怕大家嘲笑，扮演了一个坏蛋的角色，为学
校增添了荣誉是他又一次融入了这个大集体。是的，秃鹤虽
然有着丑陋的外表，但他却有一颗热爱集体的心。因此，曹
文轩在描写秃鹤的最后一段中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
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最英俊的少
年......”

在《草房子》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桑桑，桑桑是这
本书的小主人公。他调皮、捣蛋，但却赢得了油麻地人上上
下下的喜爱，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纸月被别人欺
负时，桑桑勇敢的站出来保护纸月，他的勇气令我们钦佩；
当秦大奶奶孤单的时候，也是他陪在秦大奶奶的身边，是她
不再孤单。桑桑帮助过的人数不胜数，看来，桑桑还是一个
善良、勇敢、活泼、可爱的男孩子呀！所以，桑桑赢得了油
麻地人上上下下的喜爱。

没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在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
为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永久不衰，那就是美。



我喜欢这本书。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二

《草房子》是曹文轩的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作品
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六年中，
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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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
人格光彩，在体验死亡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
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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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苦苦的艾地，金色的草房子，静静的大河，这就是油麻地。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
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
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
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
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
透出一派古朴来。而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子顶上金泽闪
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一杯清茶，一本《草房子》，一天之中几次泪洒衣襟，《草
房子》留给我的震撼与感动是那么真实而悠远……草房子与
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紧密相连，而
我的五年小学快乐的时光是在瓦房子里度过。

我的故乡是当地有名的侨乡，我们的小学得益于海外华侨心
系家乡对乡亲们的桑梓情怀。在当时每个村庄都还是泥泞小
路，我们家乡就已经铺上了石板路。宽阔的瓦房子教室一间
连着一间，围成了一个宽广的操场。操场四周种着一棵连着
一棵的龙眼树。这就是我的小学，我的五年小学生活与她息
息相依。幸福的生活里有龙眼花香，有亲手栽种的银桦树，



有游动着小鱼的清澈小溪。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到学
校后的小溪里汲水来浇灌我们新种的银桦树，幸福的笑声久
久回荡在校园上空。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三

男女无瑕的真情，同学间天真的友情……他从这些故事中，
明白了：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的心田里
埋下了“爱”的种子。陆鹰是个长着光光脑袋的孩子。

因此，大家都叫他”秃鹰”，他充满无助与孤单。被叫”秃
鹰”的他常常小镇水码头最低的石阶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湖
水发呆‘流泪。可是，他却凭着自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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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月是个内向、善良的小女孩。她的心灵如同皑皑白雪般纯
洁。她没有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又当爹，又当妈的慈祥的奶
奶。为了不让奶奶为自己担心，当板仓小学的男生欺负她时，
她没有告诉奶奶，只是自己默默流泪。直到桑桑帮助她把板
仓小学的男生打跑后，默默无闻的她才露出一丝微笑。善解
人意的她话不多，却总能帮助别人。

白雀是一个十分漂良的姑娘，她有一副好嗓子，不洪亮，不
宽阔，但银铃般清脆。她不仅外表美，而且心灵美。这就是
真正的美。

初次看到细马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只马的名字，但后来才知
道他是岳二爷与岳二妈从岳大爷家带来的岳大爷最小的儿子。
他长的很精神，喜欢笑，十分爱说话。在油麻地小学，他变
了，变的孤单，无助，没有人听的懂他满口的江南口音，他
感到一个哑巴才有的压抑。他是那样的可怜。这使他不想再



上学，他去放羊，以此来填空他最脆弱的地方。几次交谈，
使桑桑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那顽强的品质十分另人敬
佩。

这本书魔力般的吸引了我，我与文中的小主人公桑桑同乐同
悲。当看到桑桑生病时，我哭了，第一次为书中的主人公而
哭，我怕，怕桑桑会死掉，我对着天祈祷，保佑桑桑能够度
过难关。人生无处无真情，在《草房子》里，我看到了另人
落泪的真情。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叫《草房子》的书，作者是北京大学的中
文系教授曹文轩，草房子读后感。书中有好多故事让我深受
感动。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桑桑度过的小学生活，在这
六年中，他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有欢乐，有留恋，有悲伤，
有惋惜。这些故事中，有好多很感人。

桑桑读的小学叫油麻地小学，是位于乡下的一片草房子，学
校的校长是桑桑的父亲桑乔，他一开始只管自己的学校，不
怎么管桑桑。在这片平凡而简陋的草房子之间，发生了许多
不寻常的故事，其中，有三件让我颇为感动。

第一件是关于一个长久住在油麻地的老人，叫秦大奶奶，她
的丈夫秦大早已去世，她虽然孤身一人，却很快乐的度过在
油麻地的生活，后来因为这一带要盖学校，所以房子几乎都
被拆掉了，秦大奶奶却舍不得她的那块地，死活不让地方政
府拆她的房子，可见她舍不得自己的家，自己的这块田。她
的房子被拆掉后，她到处告状，可没有成功。

那时的桑桑已经不是那个活蹦乱跳的桑桑了，而是生了很严
重的病的桑桑，他却还遵守自己的诺言。他认为，让妹妹实



现她的愿望比疾病更重要。这不但可以看出桑桑对诺言的遵
守，还可以看出两人的兄妹情感。柳柳也很同情桑桑，当然
她也很感动，她不肯让桑桑背她上去。我们想想，我们对别
人许了诺，今天忘了，后来也不会想起来了。而桑桑得了重
病，却为了让妹妹实现她去城市的愿望，亲自把她带进城，
还给她买了食品、玩具。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前面我提到过，桑桑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不怎
么管儿子。可这次，桑桑由于得了鼠疮，父亲开始加倍关心
儿子，他很懊悔原来不怎么管儿子，他还竟然因为桑桑撕掉
了他的一些笔记本上的印章（那是桑乔所获得的荣誉）而毒
打了桑桑一顿，。现在，父亲丢下工作，带着桑桑去各地求
医，有多少次他们走得疲惫不堪，有多少次他们刚有的希望
突然破灭，有多少次桑桑因疼得厉害尖叫，又有多少次父亲
担心的吃不下饭。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对儿子的爱、关心与
同情。这种爱是伟大的。我认为，桑乔从那时起，才真正的
意识到，儿子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在他和儿子生命密切相
关的时刻，父亲表现出了他伟大的父爱。

这些故事中，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父亲对儿子的关
心与爱、桑桑对诺言的遵守和秦大奶奶舍身救人的精神都让
我感动。《草房子》不但教我了很多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让
我认识了人与人的爱与善和人性的光辉。

但六年的小学生活让他学会很多，的得了许多感情：这些男
女无瑕的真情，同学间天真的友情……他也从其中明白了善
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的心田里埋下
了“爱”的种子。

在油麻地小学由一个叫孩子总是光着脑袋，人们就给他取了
一个奇怪的名字“秃鹤”。他很孤单，但是面对这一切他并
未退缩而是去面对，面对现实，勇敢的做自己，而且他在寒
冷的冬天依然不带上他那顶雪白和谐的帽子，他用这一行动
对人们说：“这就是我！”最后借凭他的自信让人们对他有



了新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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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信。

在仓板有一个小女孩个内向、善良的小女孩。她的心灵如同
皑皑白雪般纯洁。她没有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又当爹，又当
妈的慈祥的奶奶。有一回，她被仓板的一群男孩子欺负，她
为了不让奶奶操心，于是便不告诉奶奶。桑桑得知纸月迟到
的时候总觉得着事中有些蹊跷，便在一天去探个究竟，果然，
在纸月上学的途中有一帮仓板的.一群男孩子拦截住了，桑桑
便奋不顾身上去与他们较量。虽是得救了，桑桑也受了伤。
但是他得到了什么？是赞扬吗？是批评吗？不，都不是，是
勇气。

白雀是一个十分漂良的姑娘，她有一副好嗓子，不洪亮，不
宽阔，但银铃般清脆。她不仅外表美，而且心灵美。这就是
真正的美。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魅力，让蒋一轮和她发生了
一件动人的事。它成为了桑桑心里不可缺陷的重要，跟让桑
桑知道了信任是重要的，不可疏忽。

最后是桑桑的一件事，生病的桑桑，可他总觉得还是那么温
暖，着是来自心里的“爱”传达给他，这种温度是无法度量
的，它是极限！

在油麻地着神奇的地方发生的神奇的事情，它也神奇的激起
我心中的涟漪，我也落泪了：为桑桑而落泪；为草房子而落
泪；为油麻地而落泪；为《草房子》而落泪。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五

“1962年8月的这个上午，油麻地的许多大人和小孩都看见
了……”书的最后一页在风中微微摆动。闭上眼，脑海中浮
现出的是书中那唯美而优雅的句子，眼前展示出的是油麻地
的人们自信而坚强的笑容。



桑桑，这个油麻地小学校长的儿子，他调皮、淘气，但心地
善良，乐意帮助人。在他生病时，为了满足妹妹去看城的愿
望，竟然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背着妹妹爬上了一百多级的
台阶——自己却昏倒在地。

“吱嘎”一声，一扇漆得油光闪亮的红门打开了，从里面走
出一个衣着整洁的小男孩，他就是我最佩服的杜小康。他是
油麻地最富的孩子，他成绩优秀，一直是班上的班长，可是
因为他父亲运货时的翻船事件，使他再也不能回到他心爱的
学校。他跟随父亲到大芦荡放鸭，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后，鸭
子终于可以下蛋了，却因为误吃了别人鱼塘的鱼，被主人扣
下了所有鸭子和船，他们再一次破产了。

但这些并没有击退他对生活的信心。他向桑桑借了20元钱，
在校门口做起了小买卖。我似乎又看到了杜家那扇红门再一
次打开了。

风的纤指拂过光滑的书页，轻柔地合上了封面。我的思绪慢
慢地从书中回到了现实生活，相比之下，作为同龄人的我们，
不禁为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感到惭愧。我们已经得到了比他
们多得多的爱，却仍贪婪地想索取更多，甚至遇到一点点困
难和挫折，就想到放弃和委屈。

今年暑假，我去参加了火炬银奖挑战营活动，第一个项目就
是竞选班级岗位。我本以为凭着我的演讲水平和实力完全可
以胜任中队长的。可俗话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排在
我前面的，一个叫於子涵的女生演讲成绩得了14票。我一掂
量，她的分数高出别人好多，我开始紧张起来了，演讲时方
寸大乱，一场短短的演讲竟让我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结果，
我与五年级的於子涵以4票之差，落选了。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就令我灰心丧气，什么职位也不想
去竞选了，心里还一直打着小鼓：“真不公平，她已经五年
级了，而我还只有四年级，肯定是我吃亏了……”



挑战营里的辅导员老师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耐心地找我
聊天，她告诉我：“通往成功的路上，处处埋伏着失败的坎
坷，但只要你顽强地走下去，成功的那天终将到来。”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听后，坚定地向辅导员老师说
出了自己的决心，随后立马做好挑战主持人的准备。朗读、
表演几场比赛下来，老师们都觉得势均力敌，只是因为女主
持人只有一个，所以又选中了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五年级女
生。

面对再一次的落选，我一声不吭，但不再是心灰意冷，而是
静静地寻找自己的不足。

“接下去，竞选宿舍长！”老师话音刚落，我的手便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升”了起来。凭着我诚恳的态度和一颗愿意
真诚地为大家服务的决心，我终于顺顺利利地当上了宿舍长。
大家都被我这种“打不垮的精神”所感动，就连老师也开玩
笑说我像《士兵突击》中王宝强演的那个小兵，不气馁，不
妥协！

可我看了《草房子》之后，我倒觉得当时的自己更像乐观的
桑桑、坚强的细马以及遇到困难毫不气馁的杜小康。

“人生的每个阶段，乃至每一步都是美好的。选择可能是困
难而又犹豫的，过程可能是孤寂而又痛苦的，结局可能是朴
素而又平淡的，梦想可能最终一无所获，但它却能撑起你心
中的一片蓝天。”面向那一片金黄的草房子,我在心里默默念
着：“金色的童年，金色的梦，只要心中有梦想，就能给梦
想插上金色的翅膀……”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六

它的作者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他曾经说过：
美的力量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



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我觉得最美
的人是《草房子》的主人公：桑桑，美在心灵。他是一位活
泼可爱的男孩子，常常搞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他的爸爸
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桑乔，是一位严谨负责的人。桑桑是他
的儿子，所以，桑桑总享受“特殊待遇”——严厉的惩罚。

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生活了6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那次：在一
个炎热的夏天，桑桑汗淋淋的，却挑了一件最厚的棉裤穿上，
又将父亲那个肥大的厚棉衣也穿上，还戴上父亲的棉帽。他
将空地当舞台，还做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动作，目的是为
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大家果然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可秃鹤来了，头上戴了顶帽子，他说：“这是我父亲第一次
给我买的帽子。”这帽子雪白雪白的。于是，没有一个人再
看桑桑，桑桑很生气，就让阿怒把秃鹤的帽子扔到了旗杆上。
结果桑桑受到惩罚。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刘明远。 他可是我们班出了名
的“搞笑王”，一个动作，一句话，就能让你笑个半天。我
们班的气氛也因为他变得活跃起来。

他经常让老师哭笑不得。一天中午，他做了一件错事，为了
让老师不告诉他家长，竟跪了下来。老师心一软，就原谅了
他。成功后的他背着老师跟我们做鬼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老师被弄得莫名其妙，但我们没有把刘明远 “出卖”。这也
许就是我们的“油麻地生活”。

不管是《草房子》中的桑桑，还是我们班的刘明远，都让我
们看到幼稚、顽皮、善良、可爱的我们自己，感受到小学生
活无穷无尽的快乐。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七

太阳在高空中挥洒着自己耀眼的光芒，花朵绽放着自己那沁



人心脾的花香，我躺在阳台上，望着那闪耀的太阳，我的脑
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一本书《草房子》。

《草房子》的作者是著名作家曹文轩。这本书主要记录了一
个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六年小学生活。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每读完一个故事，我都
会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
一切都散发着人性之美的光辉，不断冲击着我的心灵。

故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秦奶奶。她没有人陪伴，一直守
护着年轻时的那一块艾地，没有人能来抢走这一块地。学校
来干扰但也没有成功，之后秦奶奶放鸡鸭到学校之中，影响
到了学校。当她后来改邪归正，还救了好几个孩子，但是最
后为了救一个小女孩不幸淹死在水中。读到这我的眼眶湿润
了，我为她感到不幸，但她永远不会从我的心中被抹去。

学校中的孩子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永远笑着面对，就像向日
葵永远面向着太阳。这也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刚去
幼儿园时，我不曾有过梦想，在班级中十分胆小。有一天，
老师走进教室问道：“谁知道我们为什么叫‘向日葵班’?”
这时大家不再吵闹，一个个一脸的问号，但怎么也回答不出
来，这时老师发话了“是因为向日葵一天都在跟着太阳不断
地转，从来不会低下头，一直望着太阳的顶点，所以我也希
望你们向着梦想不断前进。”

下课后，我若有所思，只听旁边有人说，他想当一名宇航员，
在广阔的太空中遨游;还有人说要当一名音乐家，让一个个音
符围绕在人们的耳边。从那以后我便向着梦想不断前进。

《草房子》在我的童年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我爱桑桑，
更爱草房子!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八

本书讲述了桑桑即将离开他整个童年生活的油麻地，他回忆
着他以前一个个同学，回忆着他养的白鸽，回忆着他以前生
活的一点一滴，眼中闪起了泪花。

几乎是从一开始，我喜欢上了这本书。作者描写的草房子打
动了我这个毫不对农村生活感兴趣的人。“油麻地的草房子
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座座草房子，在乡
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而当太阳凌空而照时，
那草房子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想想都是那
样辉煌。

作者曹文轩把桑桑的生活描绘的淋漓尽致。有些情节甚至好
像以前发生在我身上似的。看到有趣的情节，我会一起笑；
看到感人的情节，我也会流下一滴滴泪。作者也花了大量的
笔墨描写了纸月这个小姑娘。纸月身子弱，在她原来的板仓
小学有人欺负她，所以大费周折的转到了油麻地小学。纸月
很受大家欢迎，她字写得好，学习好，也经常在学校的文艺
表演时看到她的身影。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纸月的家离
学校太远，有什么紧急情况在桑桑家住下，两人便成了好朋
友。后来纸月因病去了别的城市。

秃鹤因为秃头每天上学要带个帽子，同学们拿起他的帽子来
回乱丢，把秃鹤绕的来回乱跑。看到这儿，我笑了起来，可
我又担心秃鹤能不能找回自己的帽子。真是复杂的心理呀。

《草房子》给我带来了感动，带来了快乐，这真是一部优秀
的作品呀！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九

寒假里，老师推荐给我们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草房
子》。



故事描写了一名叫桑桑的男孩在六年小学生活中终身难忘的
事。故事一个个催人泪下，聪明的桑桑，秃顶的陆鹤，文静
的纸月，不幸的杜小康，以及善良的秦大奶奶。其中秦大奶
奶最令我感动。

她在油麻地生活了几十年，西北角上龟缩着她的小草房成了
学校的污点，学校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将她逐出校园，然而
没有成功。秦大奶奶总是在校园里搞破坏，她把她的“战
士”鸡鸭鹅赶到油麻地小学的“纵深地带”——办公室与教
室一带。她还经常扰乱课堂，闹的课也没法上。

人们认为这老太婆太可恶了！然而在一次春天，她冒险救了
落水的小女孩乔乔差点丧命，相亲们轮流照顾半个月以后，
她才能下床。从此，秦大奶奶发生了变化，帮学校看管校园
里的豆荚，半夜冒雨用拐杖关她够不着的学校窗户。

人们把她看成油麻地一员。最后她为了一只学校的南瓜沉入
水里，竟滑到了水中，与油麻地人们永远的分别了。

是什么让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闪耀人格光彩？是爱！让
她对生命深切而优美的领悟。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

《草房子》这本书是中国作家曹文轩的一部作品。大家都知
道，童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珍贵，最短暂的时光。这本书讲
的是有关童年的故事。字里行间都可以透露出作者对童年的
喜爱以及渴望。

这本书是作者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作品。离我们似乎
太遥远，但似乎又那么亲近。

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男孩骚骚在油麻地度过终身难忘的小学
生活。以及和秃鹤，纸月，杜小康，细马，油麻地小学的老



师蒋一轮，白雀之间的故事。我对桑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
天早上，桑桑去板仓找纸月的路上，恰好看见了刘一水等人
欺负纸月的情景。还有桑桑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
从这里可以看出，松松喜欢帮助别人摆脱困难，以及见义勇
为的优秀品质。

主人公桑桑对自己的六年小学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平凡的。
但对于桑桑本人来说，是很伟大的。因为这个桑桑对自己不
凡的六年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因此这六年的终身难忘
的小学生活使他感觉到不平凡。

桑桑是个品德高尚的孩子。没有，因为大家称他为"小白褂"
而骂人。也就是说，初中许多人物的品格都可以领我们去学
习，去领悟。就拿书中的主人公来讲，他就有很多很多的优
点。但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宽容大度，助人为乐的优秀品
质。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要活好当下，做好当
下。不浪费一分一秒，一定要珍惜时间，不要让它白白流失。
过一个充实而又美好的童年，为自己以后奋斗打下基础。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一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玫瑰是美的，不过我们认为，使它更美
的是它包含的香味。看到这句名言，我不由得想起《草房子》
中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每读完一个故事，我会感受
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善良、关爱、顽强……这一切的一切
都彰显着人性的光辉，不断撞击我的心灵。

让我倍受震撼的是第九章药寮：不幸的事情降临在桑桑的身
上，他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他吃尽苦头，每天不但要服
用苦药，还要扎火针，一根长长的火针，烧得通红，向他脖
子上的肿块狠狠地扎去，可一点不见好转。桑桑的父亲得知
桑桑活不长了，他十分后悔当初没早点关注桑桑，当发现桑



桑把他珍藏着视为巨大荣誉的，盖着鲜红公章的笔记本给偷
偷撕毁时，在桑桑病情严重的情况下还毒打了桑桑，桑桑父
亲十分自责和愧疚。他父亲放下工作，整天都背着桑桑四处
求医，但是所有医生答案都是一样的：桑桑没救了，死期将
近。桑桑父亲还是不死心地背着桑桑四处寻找偏方，盼望着
奇迹的出现。老师、同学、邻居们也都在默默地关注着、关
心着桑桑，温幼菊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桑桑，纸月送
来了土鸡蛋、书包、她的问候……终于有一天，桑桑父亲意
外地遇到了一个高人，高人说桑桑得的只是普通的鼠疮，开
了一道秘方给桑桑。桑桑父亲把药拿回来后，温幼菊老师亲
手给桑桑熬药。最后，桑桑的肿块变柔软并消失了。当看到
桑桑活了下来，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读完这本书，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其实我身边的老师、
同学不正和桑桑身边的老师和同学一样，在我伤心的时候，
他们给予我无尽的关爱；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是他
们的鼓励，让我有坚持不懈地与困难做抗争的信心和勇气。

《草房子》有着神奇的魔力，闪耀着一种内在美，闪耀着一
种人性美，闪耀着一种极致的美。也让我明白了友情、亲情
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是弥足珍贵的，是任何东西不可替代
的。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二

今年的暑假和孩子一起拜读了，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纯
美小说系列《草房子》。

这本书通过写小主人公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
生活。六年中，他亲自目睹或直接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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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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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
少年桑桑的世界里，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草房子、油麻地让人不尽联想到优美的田园乡间景色。桑桑、
秃鹤、杜小康、细马、纸月、油麻地校长桑乔、老师蒋一轮
还有秦大奶奶作者把这些人物刻画的活灵活现，脑海中像过
电影一样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生死离别、游驻聚散、
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
脉温情，都认我很感动。

油麻地小学开始就建在秦大奶奶的艾地里，为此地方政府为
秦大奶奶安排了新住所，可是倔强的秦大奶奶偏不喜欢新住
所，不同意搬出油麻地小学，非要住在油麻地小学，并且时
常会给学校老师、同学添乱，时常会把鸡、鸭、鹅都赶进教
室、操场、办公室使老师和同学都讨厌她。直到有一次，秦
大奶奶想都没想舍命救了一个孩子，让全校、全村的人开始
佩服、敬重这位老人，老人闪耀着人格的光彩。

当我读到这里感触很深，人与人之间不就是在碰撞中产生的
感情，在相处中产生的微妙变化。虽然现如今大家都住在高
楼大厦中，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交流的很少，甚至有些冷
漠，但我相信在这个和谐社会里，真情永远存在。像书中的
秦大奶奶从抗拒、不理解到改变,到最后义无反顾的去救人,
这就是真情的体现。

现如今，我们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多替对方考虑
着想，这样不就少很多矛盾，人与人之间相处变得融洽和谐
起来，既快乐了别人，同时也让自己心情愉悦。多一份理解
少一些抱怨，让我们社会越来越和谐。

而文章最后写了小主人公桑桑，突然得了怪病，在脖子上长
了肿块，爸爸带他到好多医院看病，得到的答复是桑桑可能
不久人世了，这让桑桑全家很失落悲伤。一次偶然的机会一
个老中医帮桑桑看病，竟然奇迹般地把桑桑治好了，桑桑病



好后，大哭起来，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感慨万千。对生
活。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懂得珍惜现在所有一切，
珍惜我们的健康，珍惜我们的友情，珍惜我们身边的亲人，
珍惜我们美好生活，当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

《草房子》这篇文章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感。叙述风
格谐趣而又庄重，让我们回忆起童年时的美好场景。那金黄
的麦穗，绿油油的油麻地，一排排低矮的草房子，让人有一
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感，让人有一种对人与人之间真挚感情的
向往。

《草房子》这本书真是那种既让孩子喜欢，又让大人喜欢的
文学作品，希望大家都能拜读，体会这本书的优美。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三

暑假里，我走进了曹文轩的《草房子》。轻轻地翻开这本书，
进入书的内心世界，像海绵一样吸收着里面的知识，读之如
饮甘醇。

《草房子》写了一个善良，天真的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
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
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故事。让人从中不
为人知的感叹，从中受到启发。让他们一家变成了一个向往
成功的一家人，让故乡每一个人都记住他们一家人。

《草房子》是一个美好的所在，当我走近曹文轩精心搭建的
《草房子》时，那优美而又质朴的文笔，在我面前勾画出了
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画面。再瞧瞧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我只
能有叹息一声。那种让我无法想象的、已远去的小学生活，
这种看似平常实则并不简单的生活，是一个时代留给我们的
难忘记忆，她让我想起浪漫的童话，让我有一种想走进油麻
地小学读书生活的冲动。



桑乔，这位猎人出生、曾经说话口吃的年轻人，居然凭借不
屈不饶的毅力，成为一位出色的小学校长。当我看到他仅仅
为了那盖满印章的纸上的荣誉，他可以将桑桑不当儿子看时，
对他的敬佩就日渐减弱。但，当桑桑生病到无药可医时，我
又为他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父亲高大地形象。桑乔，他是
一个人，一个父亲。面对桑桑无助的眼神，小小年纪的柳柳，
在大人的忧愁里懂得了体贴人；生命的力量和责任使得虚弱
的桑桑可以将妹妹背上城墙头看落日，看月亮，看星星。等
等这些，让我一下子觉得我似乎也长大了许多。

我在想，人性是善良的。桑桑的不幸也曾让我黯然神伤，但
我确信曹文轩不是残冷的杀手，会随意抹掉生命中最美好的
东西——感动，果不其然，我看到了曹文轩的善良，一
个“鼠疮”，就让俨然无生气的桑桑挣脱了命运的枷锁！那
一刻，我屏住了呼吸，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为桑桑年
轻的生命，也为曹文轩人性的善良，更是他让我想到了我的
妈妈。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差点被它夺走生命，舅爹无意
的叹息，救得了妈妈。当我读到《药寮》，温幼菊老师那咿
呀小调透射出的“别怕”慰藉，让我真的感动了，那首“咿
呀”的小调让我痴迷，也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阳光。是啊，桑
桑在生命的转折处，遇到了让他一辈子难忘的人，记住了生
命里珍贵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会傻傻的想，如果我是桑桑，
多好！“怎样去感动今天，乃至将来的孩子？”从曹文轩的
笔底，我感受了感动，看到了人性的美丽与善良，儿童的天
真，会感染所有的人，有了感动，美，就会无处不在！

《草房子》这一本书我一定要把他收藏起来，让我把这本书
一代代传下去，让我的子子孙孙们看到这本曾是古老作家曹
文轩的好书。更让他们学多一些好的东西，将来取得好的成
功。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四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中讲述
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这六年，
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下面是小编为你准备的关于
《草房子》的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你喜欢。

《草房子》这本书虽然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但每次读完都
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本书主要写了桑桑在油麻地度过的六年
小学生涯中所有难忘的事。而这六年，又成为桑桑一生中最
难忘的童年记忆。

在这六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同学、老师，包括发生在他自己
身上的一切：秃鹤以他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
和侮辱，执着与坚守着尊严;破落的红门里是渴望上学的好学
生杜小康，历经磨炼才学会真正的坚强，为了补贴家用和还
债决心自己在小学门口摆小摊子卖东西;蒋一轮老师与白雀还
有桑桑三人之间秘密的来往等点滴。

在这些片段中，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章：药寮。桑桑拖着重
病的身体却没有忘记带妹妹柳柳去看城的愿望，于是给家里
留了张字条，带着柳柳离开了家。他怕如果再不带她去看城，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桑桑给柳柳买了些食品，还有一个布娃
娃。当他背柳柳爬上城墙后终于没了力气再从地上起来了。
通过这个片段，我被他们那血浓于水的兄妹情所感动。其实
桑桑并不是个“乖孩子”，还有过把碗柜改成鸽笼的“壮
举”，但那也是他作为一个小孩在他自己的理解里帮鸽子们
改造住处的好办法，这也是爱心的一种体现吧。经历了重病，
他突然沉默了许多， 也改变了许多：他开始变得多愁善感，
为同学捡起一块橡皮都为自己而感动，愿意为小动物们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桑桑想用他剩下来宝贵的时间去帮助那些
更需要他帮助的生命。他也开始懂得干净卫生，不再是邋遢
的那个桑桑了。

作者曹文轩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像旁观者一样平静地将一个个
故事娓娓道来，优美而自然。《草房子》是一本值得细细琢



磨的好书。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读《草房子》，这本书是曹文轩纯美小
说系列之一，我挺喜欢这本书的，它写了孩子纯真、美好的
友情。

这本书有几个主要人物——桑桑、陆鹤、纸月、杜小康、桑
乔、蒋一轮等。它写的是乡下孩子的生活，无忧无虑，但却
坎坷不断。

我最同情的是纸月。看到书中的描述，，就知道纸月瘦瘦的，
文文弱弱的，弱不禁风。但她坚强，你或许看不出来。她是
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才艺好，学习好，算是蒋一轮班上
的“文将”!

令我开心的数桑桑了。桑桑和我一样，有创意，但他很调皮。
虽然是校长的儿子，但他不以为然：我是一个平凡的小孩，
我就爱玩!他用蚊帐做渔网、他用橱柜做鸟窝……有趣的事摆
在眼前，这个皮蛋。

仿佛有人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了，想想看，他是
谁——陆鹤(绰号叫秃鹤，因为他是个光头)!圆溜溜的脑袋闪
着白光，就像天上的星星，可他是个善良的孩子啊!没有孩子
理解他，他的心无法绽放!可怜可怜的!

桑乔这个“穷校长”真有本事!从一个可怜的猎人到一个文质
彬彬的校长，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进化”的呀!同时，可能是
从小练来的野性，每次比赛他都想拿第一，那可是学校荣誉，
我们能行!

这个多才多艺的班主任蒋一轮，可是桑桑心目中的太阳。他
像一个优雅的西方绅士，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他时而温柔，
时而冲动，这种“天气变化”也让人很措手不及啊!



我最最佩服的就是曹文轩大师了!他年纪不小，心却不大!孩
子们的天真都给他写出来了，喜怒哀乐，吃喝拉撒，非常生
动，以后多多阅读，要学就学大师!

金黄的草房子，红色的枫树，好看的蔷薇花……这就是曹文
轩的小说《草房子》里的油麻地。油麻地里生活着调皮善良
的桑桑，优秀内向的纸月，坚守尊严的陆鹤，性格倔强的细
马，还有漂亮的白雀等等。在这么多的人物中，我最喜欢的
还是纸月。

纸月是一个善良，内向，优秀，清纯而文弱的小姑娘。纸月
的身世非常可怜，她从小就没有爸爸和妈妈，和又当爸又当
妈的姥姥相依为命。

纸月原本是板仓小学的小学生，可是刘一水整天欺负纸月，
她只好转到油麻地小学读书。纸月本以为转了学就不会被刘
一水欺负了，可是，没想到他们竟还是依然欺负她!看到这儿，
我不由地生气起来，真想冲上去保护纸月，给刘一水重重的
一拳!不过，幸好后来桑桑赶跑了刘一水他们，我终于放下心
来。

纸月是个才女。她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字如其人啊。她
还会背一些古诗词，还很会朗诵。她的作文写得也很棒，很
有灵气。这么优秀的她却没有一点骄傲，她觉得她和别的孩
子没什么两样，一样平常，一样普通。

我希望我也能像纸月一样谦虚。记得有一次，我英语考了100
分，是全班第一。我乐呵呵地望着试卷，瞄了一眼同桌地试
卷，嘻!才89分?我更得意了，大吹特吹起来：“哎呦去，瞧
这位“高人”，太强啦!89!89!哪有我好?100!100!哈哈，全
班都out啦!都没我强!没我强!哈!”见我这幅讨人厌地模样，
同桌皱了皱眉头：“啧，你谦虚点哎，这么样下去，下次你
哪考得好?”我也高声说：“哼哼，你这叫嫉妒!哈哈，嫉妒
我比你考得好!”同桌只好无奈地摇摇头。



下一次考试，我考砸了，只考了92，我难过地望望同桌地试
卷……虾米?!她竟考了99.5分?我难过地趴了下去。“别灰心
啊，”突然，同桌开口了。“谦虚点，总想着没有别人好，
只要继续努力就行了。”我坐了起来。是啊，我太骄傲了，
我应该谦虚一点才是啊。

让我们学习纸月地优点，改正自己地缺点吧!

这几天,我读完了《草房子》一书,这本书里有桑桑和他的同
学、老师,还有他们家长的故事.

秃鹤是一个秃子,在三年级前,他对自己的光头并不在意,而在
有一天,屠夫丁四要摸他的光头,并给他一块肉做交换,秃鹤并
没让他摸,而把那块肉丢到了大道上,从此,如果谁想摸他的头,
他就跟谁急.有一次,他的同桌将他头顶上的帽子摘了下来,不
停的传给别人,最后传到了阿恕的手里,阿恕将它挂在了旗杆
上,而秃鹤再也没有带帽子.

桑桑的父亲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是这一带的名人,他的儿子
桑桑,是油麻地小学的一名学生.桑桑非常调皮,有一次,他将
家里的蚊帐拆了下来,改装成了一张网,在河里捞了许多鱼虾,
结果他受到了母亲的惩罚,就是将他的蚊帐拆了下来,让蚊子
把他叮了个满身红包.但桑桑也很勇敢,有一天早上,他要到板
仓那去找纸月,突然看见有几个小男孩正在欺负纸月,他奋不
顾身,和那几个小男孩打了起来,最后,那几个欺负纸月的小男
孩再也不敢欺负纸月了.

纸月是从板仓小学转学来到油麻地小学的,她写一手漂亮的毛
笔字,还会背诵许多诗歌,人也长的很秀丽.

杜小康家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一家,在油麻地小学,除了老师温
幼菊以外,就只有他自己带口罩了,而且油麻地小学只有他自
己有一辆自行车,学生中也只有他自己有一条皮带.然而,有一
次,杜小康的父亲开船出去卖货,结果不小心撞在了大拖驳上,



他被救上来时,双目发直,站也站不起来了.杜小康也只好将自
行车卖掉,停止了学业,带着父亲到处治病.

在这本书里,我看见了一个个孝顺、坚强、勇敢的同学们,我
要学习他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精神,也要珍惜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同学们友好相处,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老师要求读的书，它是一本曹文轩纯美
小说系列的一本，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草房子》。

这本书里有很多可爱的孩子：调皮可爱，是麻油地学校校长
桑乔的儿子——桑桑。还有聪明、文静的姑娘白雀。还有秃
顶的秃鹤……这么多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性格，我来具体说
一说主人公桑桑吧!

这本书主要写了桑桑一年级至六年级令他受益终生、刻苦铭
心、终生难忘的小学生活。桑桑在这本书中做了很多的事情，
如：他与秦大奶奶一起在艾地里打滚，帮蒋一轮和白雀送信，
帮细马放羊……最令我感动的是，他把自己心爱的鸽子卖掉
了，把得来的钱给了杜小康，让杜小康把钱作为他做生意的
本钱(杜小康的爸爸生病了，杜小康只能代替爸爸做生意)。
他是多么善良的一个孩子啊!还有杜小康，他也是个好孩子，
在家庭困难时，主动为家庭分忧，辍学在家照顾爸爸，并在
学校门口摆小摊维持家庭生活，让每个人都看到了他坚强的
意志，令人赞叹!我就很佩服他，因为他会在家庭困难时出一
份力。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每个人在遇到困难时，不要选择放
弃而是要选择面对，怎么面对呢?微笑着去面对，选择合适的
方法面对。就像杜小康，他遇到的困难是家庭的顶梁柱他的
爸爸生病了，他是选择了自己去面对，在学校门口摆摊，维
持一下家庭生活。我们也要学习杜小康，在困难来临时，微
笑着去面对，想办法去改变困难的现状，你就能克服困难了。
还有，我们要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帮助他，出自己的一份力，



就像桑桑，在杜小康遇到困难时，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鸽子，
把得来的钱给了杜小康，让杜小康把钱作为他做生意的本钱
在学校门口摆摊，我们也要学习桑桑哦!

我读了这本书，收获可很多，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希望大家
也去读一读这本书，相信它也会给你带来不少知识的!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五

小学毕业了，带着几许忧愁，我又该带着自己的行李整装待
发，进入中学的校园。蓦然回首，我的童年却要跟我说一
声“byebye”了。

也许读《草房子》这一本书那么认真，那么勾起我的怀念是
因为这是我们六（1）班大家一起读的最后一本书吧。每当想
起这一本书，书中纸月单薄瘦弱的形象，桑桑调皮可爱的形
象，还有那个秦大奶奶有些倔强的形象从脑海中蹦了出来，
而随之一起蹦出来的，便是我们班大家在一起的回忆。

当期待已久的期末考试结束，休业式也结束了，我们几个女
生却也哭了。这种离别的场面谁能不落泪呢？袁子怡的那一句
“王老师，你别哭了，不然我们大家都要哭了”充满了她的
特色，却或多或少装载着一点忧伤，同学们都笑了，可是眼
泪却出来了。别了，601！别了，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休业式结束那一天，当我们背着书包或者是拿着塑料袋向王
老师挥手和拥抱时，时光就注定不会再回去了，我们已经背
好了行装，就要向自己仍迷茫的未来进发。“王老师再
见！”当我们仍然不舍和留恋时，却只能说那么一句“王老
师再见”了。我那本身已经很轻的书包，却忽然让我感到了
沉重，也许是因为这个离别的时刻吧，心情是沉重的，所以
整个人也感觉是沉重的了。我抹干了眼角快要溢出的眼泪，
笑了笑，对着王老师说了一句：“王老师再见！”



再见，再见，却要何时才有可能再相见呢？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六

摸着《草房子》的封面，一种惬意的感觉涌上心头：一群神
态各异的孩子，坐在草房子的房顶上。虽然他们衣着简朴，
土气十足，但神情动作却无不透着欢快和喜悦，让人为之向
往。

我羡慕桑桑的纯真。桑桑是个天真又活泼的男孩子，总喜欢
做出些夸张的事情：在酷暑时节穿了棉衣棉裤来上学，用碗
做成鸟窝，让鸽子在里面栖息；用蚊帐做成渔网，去捕捉鱼
虾……这些杰作，无不投射出桑桑的奇思妙想和调皮可爱。
每每读到这里，我总会会心一笑。可爱的桑桑无论在哪里，
都会带给人无穷的快乐。

我羡慕陆壑的真性情。陆鹤是个长着光光脑袋的孩子，因此，
大家都嘲笑他为“秃鹤”。他常常小镇水码头最低的石阶上，
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发呆流泪。甚至自己的方式报复大家的
轻慢与侮辱。然而陆壑正是一个敢爱敢恨、性情直率而又认
真到极致的孩子，他的偏狭仅仅是为了渴望被平等的对待。
当学校需要一个人来扮演秃头连长时，陆壑抛开一切恩
怨，“挺身而出”，那样认真地背台词、排练，回家了还念
念不忘。当然，为油麻地小学争回了荣誉，也得到了大家的
肯定与承认。

我羡慕细马放羊的自由。每天早晨，当桑桑他们背着书包上
学时，细马却赶着那十只山羊，到田野上牧羊去了。细马很
喜欢自己的天地——那么大，那么宽广的大平原。到处是庄
稼和草木，到处是飞鸟与野兔什么的。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
的河，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船。他喜欢看鱼鹰捕鱼，喜欢听
远处的牛哞哞长叫，喜欢看几个猎人带了几只长腿细身的猎
狗，在麦地或棉花地里追捕兔子，喜欢听芦苇丛里一种水鸟
有一声无一声的很哀怨的鸣叫，喜欢看风车在野风里发狂似



地旋转……在这片田野上，一切都是有趣的，他乐意去做许
多事情。

这些油麻地的孩子，常常让我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我
的童年在哪里？

下午，我独自一人倚着阳台的墙壁边。楼下，幼儿园的孩子
们正在草坪上快乐地追逐着，奔跑着。阳光透过着他们粉嫩
的皮肤，显得更加通透光洁。满脸的笑容堆砌，空气也变得
如棒棒糖一般得甜蜜。“好好做作业，别看电视，别玩电脑，
也别下去玩，做完了看书。”临走前，妈妈千叮咛万嘱咐。
哎，尽管我拼命地拽住笔，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书写，作业，
就像《西游记》里太上老君的米山，没有尽头。看着楼下在
玩的小孩，我仿佛看到了一个自己失去了很久的东西——自
由。

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不起眼的小柜子。柜子里有
一个专门用来装旧玩具的箱子。在那个黑暗的角落，我童年
的玩伴们被一件一件地收起来：摔破胳膊的变形金刚，破烂
不堪的小熊，丢了轮胎的赛车……它们被挤在一起，被慢慢
地遗忘。

直到有一天，表弟来了。小柜子一下子成了他豪华的游乐场。
他在箱子里捣鼓来，捣鼓去，翻出打满补丁的小布熊当成他的
“伞兵”，翻出缺胳膊的变形金刚当成他的作战前锋，翻出
丢了轮胎的赛车当成他国王的座驾，还拿着各式各样的纸飞
机在空中飞来飞去，说是他第一次指挥的“星球大战”……
看着表弟跑来飞去，满头大汗却依然乐呵呵的样子，我找到
了尘封已久的快乐。

雨后，难得一见的彩虹露面了。当我冲进家门翻箱倒柜找相
机的时候，表妹忽的跳了出来：“哥哥，你说，彩虹这么漂
亮，是谁画出来的呢？”“当然不——”话到了嘴边，我又
把真相活活地收回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早已没有的东



西——童真。

自由、快乐、童真，原来我失去了这三样东西，才找不到自
己的童年。

呵，感谢《草房子》勾起我的思考，让我明白，引我回味。
属于我的童年，还留有一个尾巴，我一定会紧紧地抓住它，
让自己的童年，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七

一本好书，确实能让你受益匪浅,《草房子》就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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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生活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调皮英
俊的桑桑，漂亮可爱的纸月，秃顶的陆鹤，聪明伶俐的杜小
康以及独立懂事的细马……这些都出自于曹文轩的纯美小说
《草房子》。

《草房子》记录了一个小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六年小学生
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了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又一个催人泪
下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于厄运
相拼时的悲伤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垂暮老
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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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读完一个故事，我都会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善良，
尊严，顽强……这一切的一切都散发着人性之美的光辉，不
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读完最后一章“药寮”的时候，“别
怕”这个沉重有力的词语也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人生就
像一座迷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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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则是站起来继续。走第一条路，你的一生注定平凡；走第
二条路，你的一生即将辉煌。

走进“草房子”,我清晰地感受到人性的美，人与人之间的真
情；走进“草房子”，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桑桑
有爱心，杜小康能屈能伸……这一切的一切都散发着人性之
美的光辉，不断地冲击着我心灵。走进“草房子”，我还认
识到生活不可能永远都是一帆风顺，因此我们要珍惜快乐的
时光，同时，当我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
学习杜小康那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迈向成功。

草房子读后感和感受篇十八

金色的麦地，古朴的房子，苦味的艾叶，寂静的池塘……这
就是油麻地。那里生活着顽皮的桑桑、残疾的秃鹤、不幸的
杜小康、执着的秦大奶奶和文静的纸月……他们油麻地带来
了不一样的六年，也给桑桑的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小学
经历，让他载着那一连串不平凡的故事告别了这座他朝夕相
伴的草房子。

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想找桑桥的儿子，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男
孩，他的小学六年，虽然得过一种怪病，但他在那个充满甜
酸苦辣的集体中长大，懂得了除知识外好多好多的东西。这
一切，是他的启蒙，是他自己的小学时光。

“秃鹤”是一个秃顶的孩子。随着日子的流逝，六年级
的“秃鹤”感觉到了自己的秃顶是学生“戏弄”的对象。自
尊心受到了伤害，秃鹤为此做出了反常之举。他用不上学逃
避同学一样的眼光，用生姜擦头，希望能长出头发来，用戴
帽子企图遮掩自己的秃头。甚至后来还用严重的错误来报复
别人对他的侮辱。但是，即使这样，他还是纯真的。他希望



通过这样的举动来得到大家的认可。后来，秃鹤在一次演出
中感悟到了，只有为集体做好事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
大家的尊重。

一个是身有残疾的“秃鹤”，另一个是美得让人忍不住

有保护欲望的纸月。纸月，正如她的名字，是一个易碎品。
纸月的一手好字，纸月的掉眼泪，纸月的笑声，纸月的温柔，
纸月的沉默，纸月的倔强……都给桑桑带来了莫名的感觉，
不由地有了自卑和对抗的情绪。这一切在作者的笔下描写的
是如此的真实，又如此的唯美。虽然纸月是私生子，但是在
孩子们的眼中，并不影响纸月的善与美。

在这六年中，桑桑还经历了无数感人的故事，这些人与人间
无邪的真情，同学间天真的友情。他从这一切中，明白了善
良、尊严、顽强、勇敢……这一切的一切在他心田里埋下了
爱的种子。

最后桑桑得了一种怪病，父亲桑桥不仅辞去工作来照顾桑桑，
还带来他到处寻医，几经周折，他战胜了病魔。桑桑离开了
那片闪着金光的油麻地，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他
长大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