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模板7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一

《草房子》是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

主要讲了男孩桑桑刻苦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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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桑是一位淘气、聪明、勇敢、正义的男孩子。有一次，桑
桑把他爸爸妈妈的蚊帐改成渔网拿去打渔，结果被妈妈数落
了一顿，他很聪明。板仓小学的刘一水和他的小跟班们欺负
纸月，桑桑毫不犹豫的帮助纸月，他有正义感。当他得了一
种怪病时，脖子上肿了一个很大的包，要用一根烧的通红的
针，从包上扎进去，他却不喊也不叫，他很勇敢。

陆鹤是桑桑的同班同学。因为他头上光秃秃的，所以大家叫
他秃鹤。在被别人嘲笑声中，他显得很顽强、很勇敢、很内
向。虽然同学们看不起陆鹤，但他并不记仇，在一次表演中
为学校争得了荣誉。在平常，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俗话说：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别人身上有缺陷，他也是“迫
不得已”。



我喜欢看《草房子》，他给予了我知识和人生的道理。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二

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草房子》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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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三

《草房子》这本书讲的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桑乔，校长的儿
子桑桑和他的一群同学的故事。

桑桑的爸爸桑乔在油麻地小学当校长，他非常看重荣誉，每
次检查都能给油麻地小学得到一个小红旗。直到桑桑生病，
桑乔才不再看重荣誉。

桑桑的班里有一个叫陆鹤的小男孩，由于是秃子便有一个外号
“秃鹤”。“秃鹤”和桑桑是非常好的一对朋友。

纸月是一个女陔，她的毛笔字是全班最好的。桑桑是一个胡
琴拉的特别好的小男孩。他的胡琴是温幼菊老师教的。当桑
桑见到纸月后，他从一个邋里邋遢、不爱干净的小孩，变成
了一个讲究卫生、爱干净的小孩。他和纸月经常用心灵说话。

桑桑还有一个朋友杜小康，杜小康家原本是油麻地最富有的
人家，但因为他爸爸经商失败，杜小康从原来的衣食无忧变
成了一贫如洗，要不是桑桑给了他用十只鸽子换来的钱，杜
小康就不能在学校门口做生意，当没人买他的东西时，桑桑
又是第一个去买他的东西，从此生意越来越好。这些杜小康
都没有忘记，桑桑生病的时候，杜小康将他家鸭子下的双黄
蛋送给了他。



桑桑的老师蒋一轮是桑桑最羡慕的一个人。桑桑经常在蒋一
轮老师和一个名叫白雀的姐姐之间传信，直到有一天白雀姐
姐的爸爸不再让他和蒋一轮老师来往。

《草房子》带给我的是永远的感动，让我懂得了人生的重要
性，所以我喜欢它!

如今的桑桑早已长大成人，他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富豪。当他
在那舒适豪华的办公室里品着茶时，他永远也忘不了童年时
的一个好朋友用自己的行为对他的激励，让他拥有了今天。
那个朋友就是杜小康。

当年在油麻地小学的男孩子里，突出一点的就只有油麻地首
富杜雍和的儿子杜小康和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俗话
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个突出的孩子免不了争强好胜。
油麻地只有杜小康一家开商店，还有油麻地财富的象征——
红门，其他孩子们都要去他家店铺打酱油，所以都不敢惹杜
小康。而且杜小康成绩又好，还拥有许多其他孩子不曾拥有
的东西。所以即便是校长的儿子桑桑，跟杜小康比，也无法
占到上风，这让杜小康傲气冲天。因为一辆自行车，杜小康
和桑桑成了朋友，因为一场大火，两人又成为死敌。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蒸蒸日上的杜家竟在一个早
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杜小康的父亲
杜雍和用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买了一艘运货的大木船，又贷
了一大笔款买下了一大船既便宜又好的货打算运回去。不料，
在回油麻地的路上，一艘更大的铁船撞翻了杜家的船，杂货
和杜雍和一起掉进了河水中。等人们把杂货捞上来，救上杜
雍和时，杂货早已废了，而杜雍和双腿发软，一下瘫在地上，
杜雍和瘫痪了。为了给杜雍和治病，杜家欠了一身债，杜小
康也不得不辍学。

在离开学校最初的日子里，杜小康除了带父亲治病，其余的
时间差不多都在家呆着。而杜小康和桑桑这对曾经的`死敌，



这时也相逢一笑抿恩仇，都把对方视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为
了重新拥有曾经的富贵，杜小康彻底打消了读书的念头，很
快就变换了角色，和父亲一起去放鸭子了。远离家乡的杜小
康不会没有孤单，但他又不得不和父亲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到茂密无边的芦苇丛中住下。经过了一年的艰辛，他换来的
是淘气的鸭子吃了别人家的鱼苗，鸭子被人家扣留了，而从
芦苇丛里带的唯一财富——五个双黄蛋也被讲诚信的杜小康
送给桑桑了。

但杜小康毕竟还是杜小康。他不能怜悯自己，更不能让其他
人来怜悯他。他决定到学校门口摆小摊子赚钱，桑桑为了帮
助杜小康，卖了自己的十只心爱的鸽子，把20元全给了杜小
康。桑桑还带领同学们去杜小康那儿买东西，这让杜小康又
用无限感激的眼神投向桑桑。

然而这毕竟是杯水车薪，不久，油麻地财富的象征——红门
被债主搬走了……

今天我把一本老师推荐的好书读完了，这本书的题目叫《草
房子》作者是著名的曹文轩，这本书有一句话使我很难忘，
这句话是: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
就将载着桑桑和他的家，远远的离开这里--它将永远的告别
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这句话得含义是那么深刻，
这不愧是大作家曹文轩。我们再看看这封面有一个草房子，
草房子房顶上坐着许多的人物，我最熟悉的是陆鹤，因为他
是光头，他一只手扶着草房子，一只手摸着自己的光头，仿
佛在想要是能长出头发该多好啊。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位秃头陆鹤他的秃头曾经让许许多多的
人发笑，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爸爸给他想了一个
办法让他戴着帽子，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的秃头，因为陆鹤
是秃头，别人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秃鹤，真搞笑。别的同
学看见秃鹤戴着帽子，有两个顽皮的人就抢过他的帽子拿着
到处乱跑，陆鹤就到处追，一个人假装拿着帽子就把秃鹤引



开了，另一个拿着帽子的就爬上了旗杆把帽子挂在了旗杆上。
秃鹤追上了那个同学的时候，就傻了，赶快跑回学校想把帽
子拿下来，这时老师过来了，秃鹤对老师说出了刚才的事，
老师就让那位同学再爬上旗杆把帽子拿下来!这个秃鹤可真惨，
第二件事就是油麻地小学要演戏，有一个演员演伪军的连长，
这个人是个秃子，没有人适合演，可是秃鹤却很勇敢，他没
有演戏的经验可是他却给蒋一轮老师寄了一封信说:蒋老师，
我可以试试吗。这让蒋老师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秃鹤他没
有一点经验，不过只能这样了，等演完戏秃鹤把这个角色演
得非常好，全校老师都有点目瞪口呆不相信呢!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原来玩的这么有意思，
而且还那么的贫穷，整个油麻地只有杜小康才有自行车，连
老师都没有。要是我能和我的同伴在那时候玩一些那种游戏
那肯定比电脑好玩多了!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四

这是曹伯伯七八十年代完成的作品，时代离我们很遥远，但
读起《草房子》这本书，却感到那么亲切。

故事由9个小故事组成，似乎可以独立成章但它们内在又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里的一切都油麻地这个地方有关，都和桑桑这个小主人公
有关。

故事的一切都围绕着他们展开。

桑桑是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好动的小男骇。

在他六年的小学生涯中，做的好事多不胜数，但是闯的祸也



不少。

比如，他把蚊帐改成渔网来捕鱼，砸锅卖铁买鸽子，把碗柜
改造成鸽子的“高级别墅”……这一切，不得不使我边看书
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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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常常在家里的院子里挖上一个
两半米来深的洞，然后铺上稻草，完成我心目中“陷阱”，
或者是在别人进门时，实施我的恶作剧。

而且在班级里总是欺负同学，今天不是把这个打出鼻血了，
就是明天那个头上起了个包。

但是，在爸爸妈妈的教育下，我渐渐知道我的做法是错误的
了，我这样损人不利己的做法不但伤害了别人，而且在别人
心目中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影响，还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

故事中的桑桑在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我
不是也有同感吗?



读了《草房子》这本书，让我流连忘返，一会儿让我喜出望
外，一会儿让我泪落如珠好像我正在亲身经历着这件事。

纸月我很喜欢。

她是个内向又善良的小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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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一直默默无闻。

桑桑是一个小男孩，他喜欢做出一些夸张的事。

但从纸月来了之后，桑桑变的文静了。

当桑桑要拿起没洗的萝卜吃时，纸月那双会说话的眼睛看了
看桑桑，好像在说：桑桑，很脏，别吃。

桑桑就不吃了。

还有一次，桑桑在踢足球时被人咬了，但还是抱着足球不放，
直到进了球门。

纸月见了，看着桑桑纸月的脸上露出紧张与开心。

纸月帮桑桑改变了性格。

这时，我想到了我的一个邻居男孩。

是一位调皮大王，很会撒娇。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园玩，一到小池塘那里他就下去捉鱼，
但我一不注意，他就成了落汤鸡了。



我生气的盯了他一下，他好像知道了我的意思，但还是不上
来，我突然想起了老师教我们的话，我也跟他说了一些道理，
他上来了。

我们又去了娱乐场所，但他知错不改，偏偏从滑梯板上爬上
去，真不乖。

我又说了一些道理。

他这次听懂了，乖了很多。

《草房子》这本书，他给我了深深的教益，他将永远闪耀着
光芒!孩子的世界是纯真的，从孩子的`行动中，体验到了什
么是责任，什么是力量。

《草房子》这本书是曹伯伯七八十年代创作的一本书，这个
时代离我们很遥远，但读起来却很温馨很亲切。

这本书有九个章节组成，分别讲述了秃鹤、纸月、白雀、细
马、杜小康、桑桑这些孩子身上所发生的一些热爱生命、伤
心、高兴、痛苦的事情。

这本书的小主人公桑桑是一个富有爱心、热爱生命的一个孩
子。

因为桑桑的脖子上起了一个大脓包，使他的爸爸带他跑了几
家医院，经过最后他们的不放弃的努力和信念使桑桑战胜了
病魔。

我读到这篇章节时，想起了现实中的人们。

现实中的人类经不起一些困难和挫折，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这
辈子完了。

其实，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可以白白地糟蹋它，也可以好好的使用它。

就像书中的桑桑一样，即使医生说治不好，但仍和爸爸一起
跑了好几家医院。

而当他垂头丧气时，又有人来鼓励他，使他奋发向上。

在这本书里最使我感动的还是杜小康。

杜小康家住在油麦地的一间“红门”里，他们家几代都在油
麦地经商，是油麦地的首富，所以他爸爸杜雍和对他一直是
有求必应。

可就在他爸爸拿了自家所有钱又去购买一批货准备继续经商
时，船翻了，他们家破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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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有时不要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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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五

我国有许多的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中秋节、清明
节……但我最喜欢端午节。

说起端午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古代爱国诗人屈原。屈原
忠心爱国，但却受到了奸毒臣子的陷害，被逐出宫内，最后



抱石跳江。这件事被当地老百姓知道后，很多人划着小舟去
打捞屈原的尸体，还有些人提着放满小米的竹桶，把竹桶往
江里倒，给鱼虾吃，不让它们伤害屈原的尸体。后来，人们
把小舟变成了赛龙舟，把倒小米变成包粽子，来纪念他。

每年的端午节奶奶都会包粽子，我也跟着学。先把泡好的粽
叶卷成三棱锥，再用手抓一把糯米放在里面，然后封紧粽叶，
用绳子系紧，弄成一串一串的。到了晚上，奶奶把煮好的粽
子端了出来，一股粽叶和糯米的香味扑鼻而来，闻着就让人
食欲大开！解开粽子，沾上一点白糖，咬一口，又软又香，
吃完后唇齿留香。

端午节的习俗特别有趣，我们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代
一代的传承下去。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六

刚刚放下手中的一本书：《草房子》，一幕又一幕的情景在
脑海里永久的徘徊，这本书，有太多太多的触感。

天真烂漫的桑桑；聪明绝顶的陆鹤；温文尔雅的.纸月；惺惺
相惜的白雀······

但让我最念念不忘的还是那执着的、坚守的秦大奶奶。原本
就是属于她的一片地，变成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油麻地小
学。秦大奶奶一遍又一遍的诉说，但都将她视为一片空气。
秦大奶奶把鸡、鸭、鹅全部放进学校：在艾地里使劲打滚，
又让桑桑保密等等。当他们又一次想将奶奶撵走时，但是他
们终究还是败了，被秦大奶奶的顽强打败了，而这一次，输
的体无完肤。那一天，她看见一个小女孩乔乔落水了，奋不
顾身的跳了下去，将奶奶救上来的时候，她已经昏迷不醒。
这半个月里，油麻地的妇女，轮流照顾着她。但是，在桑桑
读完五年级的暑假时，这天，跟往常一样。黄昏时分，桑桑
号啕大哭起来，秦大奶奶去世了，仅仅只为了油麻地小学的



一个南瓜。

墓前，是一大片艾，都是从原先的艾地里移来的，由于孩子
们天天来浇水，竟然没有一棵死去。它们笔直的挺着，在从
田野上吹来的风中摇想着叶子，终日散发着它们特有的香气。

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载着桑桑
和他的家，远远的离开这里——他将永远的告别与他朝夕相
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这个故事结束了，一种爱的诠释也
结束了。

人间无处不生情，《草房子》伴随我成长，让我看到了令人
落泪的真情。阅读着，品味着，只希望真爱能开满人间。

房子一样大的南瓜读后感篇七

书，是我们的朋友，从小到大陪伴我们成长；书，是老人的
回忆，回想起当年青春的他们；书，是盲人的眼睛，带他们
从自闭走向乐观与开朗。

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只有靠着这
阶梯一步一步攀爬而上，才能登上知识的巅峰。

《草房子》在我眼前，只是一个小小的茅房。《草房子》在
我想象，只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草房子》在我心里，“只
是”记录着回忆的旧所……这一个个故事暗藏关联，扣人心
弦，同时，这些故事，也同样与草房子一起深藏在桑桑内心
深处。

书，教给我们知识，是宝；书，告诉我们道理，是金；书，
教会我们包容、谦让、诚实……所以，无价！来吧，让我们
读书，读好书。造就我们未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