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之神阅读感想 含笑花之树读后感(模
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花之神阅读感想篇一

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是真知灼见。在读万卷书与
行万里路的彼此映照中，书中的知识愈益清晰，路途所得拓
宽视野。正所谓，书中自有路，路上应有书。

华裔日籍作家陈舜臣的随笔集，正是对以上话语最好的诠释。
无论他从日常琐碎之事出发，还是记录旅途中发生过的逸闻
趣事，与他细腻真挚的感情融合交汇，经他细致地诉诸笔端
后，自有一种动人之处。而且，让人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
又不知不觉地陷入思考。

拿这本由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含笑花之树》来说，在延
续陈舜臣先生一贯的文风儒雅，博学严谨的特点外，我们还
能透过陈先生与中国作协、作家的交往，以及他对中国作品
在日本的推广中的不遗余力中，能深切感受到，陈先生不仅
仅是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者，更是架起中日文化交流、
合作桥梁的和平使者。让人心生敬佩之意之际，也对八、九
十年代，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有更多了解。

冒雨登泰山的陈先生，邂逅了中国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在
这个历史上皇帝曾举行封禅仪式的齐鲁之地，他见识了中国
民间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身上呈现出的生机
勃勃的精神面貌，让陈先生印象深刻。



在那个青山绿水犹在，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时代，人们普遍收
入不高，但学习蔚然成风，对精神追求普遍大过物质享受的
年代，文艺作品如一汪甘甜的清泉，滋润着久旱逢甘雨的人
们。打开国门欢迎四方宾客的中国，也有了向国际舞台展示
几千年文明古国优秀文化的必要。而陈舜臣先生，对传播中
国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小在日本长大，精通六国语言的陈舜臣先生，自小在父辈
的要求下，严格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受父辈的影响，他对
中国这片土地充满感情。无论是“人间天堂”苏杭旖旎的风
光，还是充满人文气息的黄山，都是陈先生流连往返之地。
尤其是在西域丝绸之路追寻历史的遗迹中，缅怀曾穿行此地
的张骞、班超、甘英、玄奘等几千年的历史人物，让陈先生
对西域这片土地，有更深刻的感受。

作为日本知名的中国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先生创作的作品多
次获奖，受到日本读者的热烈欢迎。他在中国，也受到了中
国作协的热情接待。他和中国老一辈作家如刘白羽、季羡林、
巴金、丁玲、冰心、贺敬之等成为好朋友。

陈舜臣先生也在中国作协的帮助下，遍访中国雄伟大川和名
胜古迹。回国后，他根据实地考察，结合中国的史书和自己
的推断，用日文创作出许多以中国历史为素材的历史小说。
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国，走近中国，激发起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喜爱和到中国旅游观光的兴趣。

不仅如此，陈舜臣先生对日本出版社引进中国的书籍和纪录
片，更给予无私的帮助和宣传。他利用自己在日本文化界的
影响力，通过为中国作家写序言等方式，来加深日本读者对
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了解。为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陈先生
可谓不遗余力，贡献颇多！

《含笑花之树》的书名取自陈先生随笔集中的一篇怀念母亲
的文章。他在这篇篇幅虽短，却感情深沛的文章中写



道：“花一开，周围一圈便充溢着甘甜而又柔和的香气。母
亲去世后我才突然发现，我之所以喜欢含笑花的香气，或许
是因为这是妈妈身上的味道吧。每到花开的季节，母亲总会
把含笑花插在头发上，或是包在手帕里放在身旁，也许从我
还没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一直这样做吧。

对自己所在城市也喜爱无比。2015年，90岁的陈舜臣先生与
世长辞。这位“如蚕不分昼夜吐丝作茧般”创作的著名作家，
在70多岁身体有恙后，仍抱病坚持写作。他表现出来的敬业和
“心气之豪迈、志向之高远”的品格，让他的友人佩服不已。

陈寿臣先生，无论是他的人品，还是他的众多作品，都如他
屋檐下的含笑花一样，历经岁月洗礼，仍旧散发着幽远的清
香！

花之神阅读感想篇二

《青铜葵花》是曹文轩的一部纯美小说，给我寂寞的寒假带
去了许多温暖。以下是为大家的青铜葵花读后感_读后感，以
供大家参考借鉴!这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我都有
不同的理解。

《青铜葵花》这本书凝聚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
公用它们的双手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即使生活贫苦，也泯
灭不了他们对彼此的爱。

可到头来在想我自己，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地做着家中的
“小霸主”。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如果要不到，就朝吵着叫
爸爸妈妈帮我买。衣食住行对我来说没问题。我不会像青铜
那样贫苦，也不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赤脚走在雪地里。
我既不知足也不珍惜眼前的时光。

自从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似乎在慢慢的改善我的坏毛病，逐
渐在珍惜眼前的一切。



书中有两个主人公，分别是男孩青铜和女孩葵花。青铜因为
小时候在经历了一场大火之后，便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变成了哑巴;葵花从小就没有妈妈，可老天爷还觉得他不够苦，
在她7岁那年，因为一场事故，她失去了与她相依为命的父亲。

他们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城市，一个是哑巴，一个没有父母，
他们的经历虽然不一样，但命运同样的坎坷是无法改变的事
实，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走在了一起，变成了兄妹。尽
管他们不是亲兄妹，但感情却胜过了亲兄妹。

曹文轩曾在书中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
有每一个时代的人的痛苦，痛苦绝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
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有可能是一个强
者。”另一句是：“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快
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我认为这两句话
是有联系的，其中都着重告诉了我们，曹文轩叔叔对痛苦的
理解与看法，让我体会到了它过去经历了多少痛苦的磨难事。
从这两句话中让我感受到了旧时代的人们面对痛苦与困难越
挫越勇的性格，而我们新时代的人遇到挫折只会自爆自弃，
放弃生命。最近新闻里抱出一位初一的女孩，因为与同学关
系不和、与父母亲发生争执之后，便放弃了生命，跳楼自杀。
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人们替她与她的父母难过与惋惜。

刚读这本书时，我就喜欢上了青铜和葵花，我希望我也能成
为一个像他们一样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的人。

在书柜时，偶然发现一本书，掸掉上面的灰尘，是一本好书，
是《青铜葵花》。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着名的作家—曹文轩。讲述一个7岁女孩
葵花和哑巴青铜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葵花是个孤儿，2岁时母亲因病而死，和父亲相依为命。可在
一次：葵花爸爸开着小船在河上游玩，不小心落水，失去了



性命，葵花悲痛不已。从此以后，葵花被好心的大麦地人收
养。终于有一天，村长决定让村民们收养葵花，葵花美丽又
老实，人见人爱。大家都想收养葵花，可大麦人都不缺孩子，
最后，葵花去了青铜家，青铜一家把葵花看做自己的孩子一
样，青铜也不再独自一人，连牛儿都替大家高兴。

上学的时候，只有一人上学，青铜把上学的位儿让给葵花，
由葵花上学。上学、放学总是青铜接接送送，葵花又有些自
豪。葵花也更加孝顺了。

我心想：“我们也应该孝顺父母，学习青铜谦让的品格。”

青铜一家心灵手巧，大家都教葵花做芦花鞋，在冬天，大家
都穿芦花鞋。下大雪时，青铜顶着寒风，在雪中卖鞋，还把
自己的芦花鞋卖给别人，自己赤脚在雪中。为了不让葵花在
大麦地受苦，村长决定让葵花住在城里，葵花走了。第二年，
葵花又回来了，青铜开心极了，大喊了一声，哑巴青铜会说
话了，大家惊叹不已!我想：“青铜真坚强啊!还会说话了，
葵花该多么激动啊!”我情不自禁鼓起了掌!《青铜葵花》激
励我要像青铜一样坚强、谦让;像葵花一样孝顺、文静。该读
好书，让家人开心。

我合上书，回忆那些动人的故事。

想想现在，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有些人还“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我们要学会独立、孝顺，做个好孩子，让老师、家
长高兴。

花之神阅读感想篇三

毕淑敏的文章，一直我都很欣赏。她善于用词语。她写的文
章，多是从风平浪静的叙述中闪现出深深的道理。这篇《葵
花之最》自然也不例外。



文章开头先设置了悬念：究竟这些葵花可不可以开发？慢慢
地读下去，直到最后才明白：哦，是这样的一篇故事。毕淑
敏的文章果真功力深厚！就像漫步在昆仑山旁，但怀里不知
什么时候被塞上了一束野菊。特别是最后一句--“但我知道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葵花。”这其实不是以一个句号结尾，而
是以省略号结尾的。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这葵花在国境线
上怒放了，不只是映着解放军阿姨们的笑，还有湛江的孩子
们的纯真的期待。虽然它最后还是败落了――与其说是败落，
还不如说是换一种方式开放。

我小小的葵花/你将生命压缩成了一种艺术/你用最清澈的颜
色/染遍了昆仑山/你用结成冰凌的梦/倾说着光和热/你终还
是消失于凡世/但却在大家心里活着/在那儿，你会傲然挺立/
在红色和金色的国境线上挺立。

你是最高的葵花，不仅是海拔最高，更是梦想最高，期冀最
高的葵花。

山东济宁市中区运河实验中学六年级四班六年级:王艺璇

感悟人间真情_读《青铜葵花》有感_600字孟德斯鸠曾
说：“喜爱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时光换成巨大
享受的时刻。”我有许多喜爱的书。有的像一束郁金香，沁
人心鼻；有的像一轮红日，拨开我心中的云雾；还有的像一
支画笔，为我的生活锦上添花。而我最喜爱的书是曹文轩的
一部长篇小说――曾获《中国时报》“十大好书奖”的《青
铜葵花》。全文讲述了这样一个催人泪下故事：青铜，一个
脾性古怪的乡村野子。他五岁时，在一场大火后，他因发烧
而成为了大麦地人口中的“哑巴青铜”。葵花，一个来自城
市的女孩。她的妈妈在她五岁时得病死了，她的爸爸妈妈又
都是孤儿，她，这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只剩下了爸爸。爸爸
要去芦苇荡劳作，她只能跟着爸爸来到了在大麦地对面的那
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荡。葵花爸爸的死，使这个无依无靠的小
女孩成为了青铜家的一员。他们以兄妹相称，一起生活了五



年――从葵花七岁到葵花十二岁。在这五年中，兄妹互相帮
助，互相爱护，成功地度过了众多历经坎坷的岁月。也就是
在葵花十二岁那年命运将葵花召回了那个开满青铜葵花的'城
市。得知葵花的离去，哑巴青铜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坐在
河边的大草垛上眺望，这种毫无结果的眺望，在青铜吐字不
清地大喊“葵花――”时停止，喊声盘旋在大麦地的上空，
最后，变成了难以终了的思念。全文描写了众多“美丽的苦
难”，而曹文轩本人也说“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
代的人的苦难。苦难决不是今天的少年才有的，少年时就有
一种对苦难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他是想告
诉我们一个道理：凡能体味苦难和欢乐这两姐妹的，方能懂
得人生的价值和甜蜜。也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个深刻的道理。而葵花在文中之所以能屡次得到他惹不得
帮助，也和大麦地人的热心肠和爱心是紧密相连的。这是让
众多人为之感动的原因。这本写苦难――大苦难，见苦难写
到深刻之处；写美――大美，将美写到极致；写爱――至爱，
将爱写的充满生机与情谊的作品便是我最喜爱的一本书――
《青铜葵花》，它反映了人间珍贵的真情，听完我对它的介
绍，你也一定会喜欢它的。

五年级:查丽心

花之神阅读感想篇四

青铜葵花读后感()“这次读后感应该写什么好呢？”我站在
书架前，默默想着，这时，一本书闯入了我的视线，我把它
从书柜里拿了出来，细细端详。《青铜葵花》，这本书对于
我来说非常特别，这是一本让我读到哭的书，也是唯一一本。

读完了这本书，我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甜、酸、苦、辣一
起涌上心头，体会不出是哪种味道。这本书中的真挚情感深
深地打动了我，它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感人肺腑、震撼人心
的人间真情，兄妹情，父子情，祖孙情，母女情让我陷入了
沉思，甚至让我忍不住问：“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他们？



为什么不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现在，我明白
了。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学习是灾难，是痛苦。可是这
些困难不仅没有让他们气馁，没有让他们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倒成了他们前进的动力。

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磨练了他们正直善良、坚韧刚强、坦坦
荡荡的品质和个性，使青铜一家的毅力更加坚定，让他们更
加团结！只有像这样能在欢乐中体会生命，而在痛苦中也体
验人生的人，才是真正懂得生活，幸福的人！

在小学六年中，我读过许多课外，也有许多自己喜欢的书，
不过一直以来我只买过一本书——《青铜葵花》。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学习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课外
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曹文轩，他的《红瓦》、《草房子》、《根
鸟》以及一些短篇小说被译成几种文字。他的作品还获得过
国内外许多奖项。我注意了一下，我们的《第二语文》就是
由他主编的。这本书是作者在的最新力作。

读了这本书，我真是感慨万千，心理好象有许多话要说，却
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其实女孩葵花是不幸的，在她三岁时，
妈妈因病去逝了，而两年后，她的爸爸也因为一场意外去逝，
但她又是幸运的，正因为这场意外，才使她来到了青铜家中。
她虽然没有了亲生父母，但她又有了哥哥、奶奶、妈妈、爸
爸以及许多好心人。读完了这本书我也在祈祷：幸福早点来
到葵花身边吧!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这本书无疑另一种声
音，但也只有这种声音才能给人带来震撼。

最后，我用罗曼·罗兰的一段话作为我对《青铜葵花》这本
书的理解——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学习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
痛苦。凡能体会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
甜蜜。

青铜葵花读后感500字青铜葵花读后感（3）| 青铜，一个普
普通通的农村小男孩，他生活在一个清贫，但完整幸福的家
庭，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火灾。一场大火夺
去了他们的房子，更不幸的是它夺取了青铜清脆的声音，从
此他变成了一个哑巴，整个家在几分钟内化为灰烬，只留下
老老小小四个人和一头牛。

葵花，一个清秀俊俏的城市小女孩，他生活在一个富裕但残
缺不齐的家庭——只有一个爸爸，不久后葵花与爸爸来到了
青铜生活的农村，再一次意外中葵花的爸爸溺水身亡，从此
葵花变成了孤儿。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青铜与葵花相识了，这两个看似没有任何
关系的孩子，却有着比天还高，比海更远的深厚情谊，苦难
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文章中讲述了两个主人公的共同特点就
是怎样面对苦难，他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生活的仍然很快乐。

苦难对于人来说，一生中是不可避免的，苦难的种类包括很
多，有自然灾害，疾病……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如
果你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去面对，那么再大困难也犹如云烟一
样瞬即而过，你会在苦难中学会拼搏，学会坚强，最终你会
感谢苦难。如果你持一种悲观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它，苦难就
像一个紧箍咒，你就会被它永远困扰着。《青铜葵花》让我
们读懂怎样去面对苦难，他告诉我们，在苦难的背后永不言
放弃，成功的彩霞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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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学习有关初中生暑假读后感：读
《青铜葵花》有感青铜葵花读后感（4）| 暑假里读一本好书，



对于我们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哦~有关初中生暑假读后感带给
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有关初中生暑假读后感：读《青铜葵花》有感

《青铜葵花》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最好看的一本。这
本书我以前就看过了，但这个暑假我又重温了一遍。

文章来源网络整理，仅供参考学习聪明，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读书学习的珍贵，在城市的我们，不但
不为能上学开心，而且平时不爱学习，贪玩，认为学习就是受
“酷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学校的日子葵花将学到
的知识教给哥哥青铜，而有责任心的青铜则每天护送葵花上
学，不让“坏小子”嘎鱼欺负葵花。

12岁那年，命运又将葵花召回城市，失去妹妹是青铜很痛苦，
他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从心底高喊出一个名
字——“葵——花!”喊声震动了所有人的心灵。

有关初中生暑假读后感：读《青铜葵花》有感青铜葵花读后感
（5）| 暑假里读一本好书，对于我们的成长会有很大帮助
哦~有关初中生暑假读后感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有关初中生暑假读后感：读《青铜葵花》有感

《青铜葵花》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最好看的一本。这
本书我以前就看过了，但这个暑假我又重温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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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贫穷，青铜与葵花只能有一个人去上学，虽然他们互相
推让，可心中都希望能背上书包上学校。后来，青铜为了妹
妹葵花，耍了小聪明，放弃了上学的机会。在他们身上我看
到了读书学习的珍贵，在城市的我们，不但不为能上学开心，



而且平时不爱学习，贪玩，认为学习就是受“酷刑”，真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学校的日子葵花将学到的知识教给哥哥
青铜，而有责任心的青铜则每天护送葵花上学，不让“坏小
子”嘎鱼欺负葵花。

12岁那年，命运又将葵花召回城市，失去妹妹是青铜很痛苦，
他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从心底高喊出一个名
字——“葵——花!”喊声震动了所有人的心灵。

曹文轩写苦难，将苦难写的深刻，动人，我的泪水顺着脸颊
玩下 7 / 8

花之神阅读感想篇五

良杖子小学李淑萍

今天执教了《葵花之最》这篇课文，教后我反思一下自己的
教学过程，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足。

这是一篇以物喻人的文章，学生很容易忽视深层次的东西，
只了解文本表面的内容，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一、抓住本文线索。

我以课题《葵花之最》的“最”字为线索展开教学。通过引
导学生在文中寻找葵花的“最小”与“最高”的句子来感悟
所赋予葵花的品格。通过找，读，悟，体会葵花的品格。在
教学实践中，我认为这一主线的设计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

二、抓住葵花与边防战士的联系。

在通过葵花体会战士的高尚情操时，我采用了在文中找两者



的联系的方法，让学生意识到文章一明一暗的两种歌颂对象。
可以设计一个问题：葵花和战士有哪些相似之处？让学生体
会出，1、葵花和战士同样身处在恶劣的环境下。

2、葵花和战士都有着战胜艰难的毅力与品格。

通过这样的比较，学生能体会出边防战士的崇高精神。

本节课上下来也有不足的地方：

一、比较的时间较少。

在比较两者的联系时，分析的太过于范范，没有切实的剖析
透彻。

二、忽略了学生的情感。

有句话说的好：“感人心者，莫乎于情”，课堂上激动学生
的是情，打动学生的是情，震撼学生的仍然是情。可以这么
说，没有情感的教学是不吸引人的教学。正如苏霍姆林斯基
所说：“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
有学生全面的能力发展。” 令我非常遗憾的是：这节课的情
感体验被忽略了。体会战士的心情与感受时与情感朗读相脱
节，显得“悟深情浅”。这也是我在教学语文时的一个顽症，
即为了能完成既定的每个教学环节，经常挤占朗读时间。今
后应极力弥补这一缺憾，还给孩子一片体验情感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