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优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篇一

《森林里的小火车》是我今年寒假读的第一本书，它里面的
的主人公都有：疯子、罗恩、加加、加加的爸爸五毛和加加
的妈妈。这一本书主要是讲了：“罗恩去了乡下的舅舅家过
暑假，在荒野之中，罗恩和加加不小心和一条在荒野之中已
经废弃多年的铁轨相遇了，进而还发现了一辆藏在一个他们
从来也不知道的一个山洞里已经多年的蒸汽机小火车。

这辆蒸汽机小火车就是当年压死加加的姐姐的那辆小火车，
并且这辆小火车也是所有火车的祖先。最后，通过大家的努
力，小火车也被罗恩他们修好了，小火车又可以带着人们去
全球各地了。不但如此，这样也化解了人们心里的愧疚感了。
”那条窄轨铁路就在赣南山区。作者见到它的时候，它寂静
而孤独地躺在荒野之中。作者采访了当年的小火车司机和其
他人，了解了与这条铁路相关的点点滴滴。作品中，彭学军
让一个下乡过暑假的城里孩子与它不期而遇，进而发现了藏
匿在洞屋里的蒸汽机小火车。渐渐的，父辈和祖辈与这条铁
路相关的故事浮出水面。三代人的期冀与守望，一个村庄的
繁荣与沉寂，个人的梦想、情感、命运与大时代的变迁息息
相关。

这部《森林里的小火车》，也驶向了社会与人生的深处。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的《森林里的小火车》，为“中
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在评论界广受赞誉。之前
已入选20xx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华读书



报》20xx十佳童书、《中国教育报》20xx年教师推荐的10大童
书、20xx年度“腾讯・商报华文好书”等多个重要榜单。

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我们应该像罗恩和加加学习他们身
上的那些好品质，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大家一起加油吧!

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篇二

当阅读了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这时最关
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哦。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

《森林里的小火车》是近两年来我读过的中国原创儿童小说
中最令人心动的一部。它给我内心带来真切回响，这种回响
绵长幽深，至今仍存续在我心里，久未消散。这让我尤为欢
喜——仿佛期盼读它已经很久，终于在不经意的转角欣然相
逢。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虽然漂亮，却
有些落寞”的村子——园村，森林、溪水、山风，仿佛皆是
我们熟悉的、清新美好的中国乡土，铁轨、蒸汽机车、隧道，
却又总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溢出了传统乡土的审美框架，形
成了融合乡土田园自然美感和机械工业时代传奇感的独特美
学空间。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儿童文学里司空见惯的探险故事——
两个男孩罗恩和加加顺着废弃的铁轨发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
秘密，并最终使秘密重见天日。探险的基本架构保证了故事
的可读性，层层深入、抽丝剥茧的叙事方式则轻松抓住读者
的注意力——但这并不是《森林里的小火车》最令人着迷的
地方。随着故事的推进，它不仅从空间上逐步走向森林的深
处，还从时间上渐渐逼近一个被遗忘的时代——上世纪60年



代——一个热气腾腾的工业大发展时代。故事的褶皱被渐次
撑开，罗恩和加加这两个叙事主体与逝去时代的孩子——五
毛和徐志翔的身影交错重叠，历史与当下二维时序的双重叙
事开始互相拉扯、消长、推进、回旋，故事因此变得复杂而
丰厚，真正迷人的气息由此诞生了，而且一经生发，便直指
人心。

“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个读起来简单、想起来独特的短语，
在故事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独一无二的意象
和隐喻。它是一台被遗忘在森林里的小火车，也是舅舅心中
一道被掩埋的伤痕，它还指认着一个被忘却的时代和一段被
淹没的童年，可它又是一个传奇，曾经有狂欢岁月最后却落
寞收场，它见证过誓言，最终却成为一个谎言般的存在，躲
藏于不为人知的山洞里，变成一段历史回忆的锈涩注脚。

而作品更出色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陷入单纯怀旧的情思中，
而是通过“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个意象，举重若轻地将逝去
时代与当下生活交织在一起，使阅读者体会到一种比怀旧更
为炽烈和单纯的情怀：它在每个人心里的秘密角落，它在每
个童年消弭的轻巧瞬间，它在每个时代转身的静默背影里。

正因为寄托了如此厚重的分量，当小火车在罗恩的梦中飞起
来的时候，才能那样惬意;在当年的徐志翔、五毛和现在的罗
恩、加加一起投入到重新发动小火车的“壮举”中时，才能
这样激昂。

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呼唤：“开出来吧!开出来吧!”从被遗忘
的记忆里开出来，从痛苦的阴影里开出来，重新点燃童年的
热望，重新激活向光的心灵。

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力量、一种坚强、一种不能遗忘的勇气。

故事结尾，作者留下悬念：小火车明天能开动起来吗?她没有
回答。因为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答案。



过去了的不等于不存在，被遗忘了的不等于不存在。它们一
直都在，在森林里，在洞屋里，在时间里，在心里，等待着
有一天，重新回来，再次出发。

《森林里的小火车》并非一部完美的小说，但有独特的温度，
简朴中见丰厚，平和中有激情，最重要的是那种扎实的力量
感——这是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力量感，不是日本式的恬淡
悠扬，不是欧美式的热烈澎湃，是一种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由疼痛而生的、坚韧的、迎向前去的力量。

毛姆曾说，一本好书，若回头看时，能让读者庆幸读过，并
从中得到了一些若是不读便无法体会的东西，便足够了。我
想，《森林里的小火车》做到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交
付给它的时间，都会值得。

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篇三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奶奶送给我了几本书作为礼物，因为它
们都获得了中国好书大奖，奶奶说让我放暑假时好好的读一
读，《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一本是我最喜欢的，暑假里反复
看了好几遍。

这本书中有一个叫罗恩的小朋友，考上初中的那年暑假因为
没有作业，就去了妈妈的老家-园村。在这个村子里，罗恩和
加加在铁轨边发现了一条废弃的铁路，然后发现了藏在洞里
的蒸汽小火车，他们很好奇，在村子里村访，知道了很多这
条铁路的故事。他们知道了这个蒸汽小火车离现在有200多年
了，它是烧煤的，煤把水烧热后产生的蒸汽的力量是很大很
大的，它能推动火车跑起来，后来又有了内燃机车是烧油的，
电力机车是用电的-没有蒸汽机车，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和了
不起的，是现代所有火车的祖宗。

看了这本书我知道了火车的历史，看了他们这样的童年，我



也想有这样的一程。

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篇四

《森林里的小火车》是近两年来我读过的中国原创儿童小说
中最令人心动的一部。它给我内心带来真切回响，这种回响
绵长幽深，至今仍存续在我心里，久未消散。这让我尤为欢
喜——仿佛期盼读它已经很久，终于在不经意的转角欣然相
逢。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虽然漂亮，却
有些落寞”的村子——园村，森林、溪水、山风，仿佛皆是
我们熟悉的、清新美好的中国乡 土，铁轨、蒸汽机车、隧道，
却又总好像多了一点什么，溢出了传统乡土的审美框架，形
成了融合乡土田园自然美感和机械工业时代传奇感的独特美
学空间。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儿童文学里司空见惯的探险故事——
两个男孩罗恩和加加顺着废弃的铁轨发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
秘密，并最终使秘密重见天日。探 险的基本架构保证了故事
的可读性，层层深入、抽丝剥茧的叙事方式则轻松抓住读者
的注意力——但这并不是《森林里的小火车》最令人着迷的
地方。随着故事的推 进，它不仅从空间上逐步走向森林的深
处，还从时间上渐渐逼近一个被遗忘的时代——上世纪60年
代——一个热气腾腾的工业大发展时代。故事的褶皱被渐次
撑 开，罗恩和加加这两个叙事主体与逝去时代的孩子——五
毛和徐志翔的身影交错重叠，历史与当下二维时序的双重叙
事开始互相拉扯、消长、推进、回旋，故事因此 变得复杂而
丰厚，真正迷人的气息由此诞生了，而且一经生发，便直指
人心。

“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个读起来简单、想起来独特的短语，
在故事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独一无二的意象
和隐喻。它是一台被遗忘在森林 里的小火车，也是舅舅心中



一道被掩埋的伤痕，它还指认着一个被忘却的时代和一段被
淹没的童年，可它又是一个传奇，曾经有狂欢岁月最后却落
寞收场，它见证过 誓言，最终却成为一个谎言般的存在，躲
藏于不为人知的山洞里，变成一段历史回忆的锈涩注脚。

而作品更出色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陷入单纯怀旧的情思中，
而是通过“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个意象，举重若轻地将逝去
时代与当下生活交织在一起，使 阅读者体会到一种比怀旧更
为炽烈和单纯的情怀：它在每个人心里的秘密角落，它在每
个童年消弭的轻巧瞬间，它在每个时代转身的静默背影里。

正因为寄托了如此厚重的分量，当小火车在罗恩的梦中飞起
来的时候，才能那样惬意;在当年的徐志翔、五毛和现在的罗
恩、加加一起投入到重新发动小火车的“壮举”中时，才能
这样激昂。

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呼唤：“开出来吧!开出来吧!”从被遗忘
的记忆里开出来，从痛苦的阴影里开出来，重新点燃童年的
热望，重新激活向光的心灵。

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力量、一种坚强、一种不能遗忘的勇气。

故事结尾，作者留下悬念：小火车明天能开动起来吗?她没有
回答。因为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答案。

过去了的不等于不存在，被遗忘了的不等于不存在。它们一
直都在，在森林里，在洞屋里，在时间里，在心里，等待着
有一天，重新回来，再次出发。

《森林里的小火车》并非一部完美的小说，但有独特的温度，
简朴中见丰厚，平和中有激情，最重要的是那种扎实的力量
感——这是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力量感，不是日本式的恬淡
悠扬，不是欧美式的热烈澎湃，是一种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由疼痛而生的、坚韧的、迎向前去的力量。



毛姆曾说，一本好书，若回头看时，能让读者庆幸读过，并
从中得到了一些若是不读便无法体会的东西，便足够了。我
想，《森林里的小火车》做到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交
付给它的时间，都会值得。

森林里的小火车读后感篇五

《森林里的小火车》这本书读起来简单、想起来独特的短语，
在故事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独一无二的意象
和隐喻。jing它是一台被遗忘在森林 里的小火车，rui也是舅舅
心中一道被掩埋的伤痕，它还指认着一个被忘却的时代和一
段被淹没的童年，可它又是一个传奇，曾经有狂欢岁月最后
却落寞收场，它见证过 誓言，最终却成为一个谎言般的存在，
躲藏于不为人知的山洞里，变成一段历史回忆的锈涩注脚。

而作品更出色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陷入单纯怀旧的情思中，
而是通过“森林里的小火车”这个意象，举重若轻地将逝去
时代与当下生活交织在一起，使 阅读者体会到一种比怀旧更
为炽烈和单纯的情怀：它在每个人心里的秘密角落，它在每
个童年消弭的轻巧瞬间，它在每个时代转身的静默背影里。

正因为寄托了如此厚重的分量，当小火车在罗恩的梦中飞起
来的时候，才能那样惬意;在当年的徐志翔、五毛和现在的罗
恩、加加一起投入到重新发动小火车的“壮举”中时，才能
这样激昂。

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呼唤：“开出来吧!开出来吧!”从被遗忘
的记忆里开出来，从痛苦的阴影里开出来，重新点燃童年的
热望，重新激活向光的心灵。

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力量、一种坚强、一种不能遗忘的勇气。

故事结尾，作者留下悬念：小火车明天能开动起来吗?她没有
回答。因为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答案。



过去了的不等于不存在，被遗忘了的不等于不存在。它们一
直都在，在森林里，在洞屋里，在时间里，在心里，等待着
有一天，重新回来，再次出发。

《森林里的小火车》并非一部完美的小说，但有独特的温度，
简朴中见丰厚，平和中有激情，最重要的是那种扎实的力量
感——这是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力量感，不是日本式的恬淡
悠扬，不是欧美式的热烈澎湃，是一种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由疼痛而生的、坚韧的、迎向前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