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通用18篇)
征文是一个展示自己个性和才华的舞台，可以展示出我们独
特的思考和观点。完美的征文何以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肯定？
以下是一些技巧和经验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小编为
大家挑选了一些思想深刻、触动人心的征文范文，希望能够
给大家带来些许启发。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一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充满友爱与温情的国际大奖小说《时代广
场的蟋蟀》，我很喜欢这本书。

这是一本富有丰富幻想的书，讲的是：蟋蟀柴斯特从没想过
离开康涅狄格州的乡下草场，可它却因贪吃跳进了一个装满
美味佳肴的野餐篮，因而被带到了纽约最繁华的地方——时
代广场地铁站。在地铁站里，幸运的柴斯特遇到了聪明、伶
俐，又略带市侩的塔克老鼠和忠诚憨厚的亨利猫，还遇到了
十分爱它的小主人——男孩玛利欧。柴斯特用美妙的音乐报
答了它的朋友们，自己也成为了一位顶尖级的音乐家!但是，
成名后的它，却怀念起了自己的家乡，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它最后又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故乡。

这张钞票就不能用了。这时的柴斯特虽然十分害怕，因为它
如果面对了自己的错误，就也许会被处死，但是，它并没有
退缩，而是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玛利欧一家知道了后，
玛利欧的妈妈要求玛利欧自己去偿还，而柴斯特也被囚禁在
了笼子里。在这种处境下，却又一次地应验了柴斯特的诚
实——晚上，善良的亨利猫和塔克老鼠跑过来问它要不要逃
跑，它们可以把锁给弄开。但是柴斯特坚定地摇了摇头
说：“我得为自己犯下的过错付出代价，我现在是囚犯，我
必须服满自己的刑期!”最后，还是好心的塔克老鼠帮助了柴
斯特。它把自己毕生的积蓄拿来给柴斯特还了钱(这只小老鼠



平时很爱收集人们掉下来的零钱)。我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
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就肯定会有人去选择逃避，就像我们课
文中说的那句话一样“可怕的不是错误，可怕的是错误地对
待错误!”。我敬佩柴斯特直面错误的勇气和诚实!

这本书里的人物柴斯特、塔克老鼠、亨利猫，都是那么善良
而友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柴斯特的诚
实，学习塔克老鼠和亨利猫的善良，让我们大家也拥有一个
充满友爱与温情、真诚与善良的美好世界!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二

乡下有一只蟋蟀名叫柴斯特，却因为贪吃，被带到了纽约最
繁华的时代广场地铁站。

在陌生的时代广场上，柴斯特幸运的是结交到了两位的同
伴——老鼠塔克和善良的亨利猫，还遇到了心爱它的主
人——报纸摊主玛利欧。但因为玛利欧的妈妈认为柴斯特直
是一只臭虫，要玛利欧扔了它。还好爸爸尽力挽留，妈妈才
答应柴斯特留在报纸摊。

之后玛利欧帮柴斯特买了一个蟋蟀笼子，可也就是那一晚，
发生了一件惊天的事！这件事这样的：柴斯特做梦的时候不
小心把一张两块钱的钞票咬掉了一半，而且被妈妈当场捉住，
拘禁了起来。玛利欧为了帮柴斯特赎出监狱利用看报摊以外
的时间在兼职送送杂货，赚够足够的钱。但因为友情的力量，
塔克捐出了他的一生积蓄，帮助柴斯特出狱。

后来柴斯特经过艰苦训练，再加上它绝妙、天籁的音乐天赋
帮玛利欧一家脱离了困境，并且成了纽约最著名演奏家！但
同时柴斯特察觉到了自己并不真感到快乐，至少它没有了自
由。

最后塔克和亨利帮助柴斯特离开纽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明星可不好当，有很多的压力，我们更
应该做好真正的自己。比起繁华都市，自己的家永远是最好
的。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三

读完《时代广场的蟋蟀》这本书，我感觉老鼠塔克黄很大气，
老鼠塔克把自己千辛万苦得到的钱给了柴斯特，我感觉这三
的朋友乐意助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人要互相帮助。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一个小孩名叫：“玛利欧”有一天玛
利欧捡了一只蟋蟀做他的宠物，他回家的时候，把蟋蟀放进
了一个小纸盒里，忽然有一天，老鼠塔克在玛利欧回家了以
后，来到了蟋蟀面前聊了聊天，最后塔克和蟋蟀成为了好朋
友，后来，有一只猫也跟蟋蟀还有老鼠塔克成为了好朋友。

我一开始以为这只蟋蟀只是会唱歌没什么特别，可是读完书
我就觉得我太小看他了。他居然听一，遍歌都会改着调再重
唱一遍同时这本书让我的感触很深：从一百三十四页我知道
了朋友的感情是多么深，多么的重要。同时朋友更重要。

我很喜欢这本书。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四

看着这本书的封面时，我脑海中一下出现了几个问题：“时
代广场”在哪里？“蟋蟀”是一种怎样的动物？两者之间有
什么交集？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带着问题，我迫不及待地翻
开了这本叫《时代广场的蟋蟀》的书。

读完后才知道，蟋蟀名叫柴斯特，它像三年级上册《在牛肚
子旅行》里的红头一样，因偶然的机会，开始了一段奇妙的
旅行，被带到了纽约最繁华的地方——时代广场的地铁站，
认识了机灵的塔克老鼠和老实忠诚的亨利猫。柴斯特的音乐



天分惊动了一位音乐教师——史麦德利先生，史麦德利先生
让柴斯特在纽约大出风头，它的音乐天赋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及敬佩，让玛利欧一家报纸大卖，成了整个纽约的大红人。
最后，向往自由的柴斯特在塔克老鼠和亨利猫的帮助下坐上
火车，回到了乡下，重新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让我最震惊的是《蟋蟀笼子》这章节里塔克老鼠说的一段话：
“以前我也考虑过要不要住在那里。不过那些中国人很会做
些稀奇古怪的菜肴，比如用鸟巢做汤，鲨鱼鳍煮羹。搞不好
他们也会拿老鼠来做道什么点心。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离
他们远一点的好。”

这几句话像刀子一样狠狠刺疼了我。

我想到如今正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繁花与共！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五

这个主人公蟋蟀柴斯特原本在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生活地很
完美，可是有一天因为他的贪吃无意间被带到了纽约时代广
场。在时代广场它交了很多朋友。分别是老鼠塔克，猫亨利，
还有他的小主人玛利欧。这本书写出了浓浓的友谊。

让我最感动的是玛利欧给柴斯特买房子的情景节，从这我懂
得了友谊是这样的，玛利欧想给柴斯特买个新家。玛利欧去
冯塞的店里去看蟋蟀笼子，冯塞给他看的是一个十分贵的笼
子。玛利欧用自我的零花钱买来了一个蟋蟀笼子。有一天，
柴斯特想回到它原先住的地方，他的小伙伴很舍不得她，所
以他们拿出了各自藏了很久的食物，为柴斯特办了一个晚会
为他送行，从这我感受到了友谊。一只蟋蟀，一只老鼠和一
只猫咪之间的真挚友情，这份友情足以温暖这个冰冷的世界。



我记得一次体育课回班之后，所有人都十分渴，好像班级要
闹旱灾一样。正好今日我没有带水，我到处借水，这样的状
况谁都很渴，怎样会有人借我水呢这时我的好朋友看见了，
就叫我过去。她一共就带了一杯水分给我半杯。我连忙对她
说：“多谢。”她说：“不用谢，只是我也期望我没有水的
时候你也能借我”。

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朋友才是最重要的，失去了朋友就等于什
么都没有了。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六

一只1961年间的蟋蟀，偶然搭错了车从康涅狄州乡下来到了
纽约时代广场。当许多人类都在为生存所迫、在广场卖艺卖
唱的时候，不知怎么，这只蟋蟀竟鸿运当头、福星高照，一
不小心，竟一夜之间成了地铁车站里的演奏明星！在每天早
八点和下午四点半地铁高峰时期里，演奏的是一曲曲《重归
苏莲托》、歌剧《阿依达》和莫扎特的《小夜曲》之类的高
雅曲目。匆匆赶路的人们不禁驻足倾听，演唱会每次都是掌
声如潮，蟋蟀主人家的报摊上卖报的`速度也飞速增长。

可就是在蟋蟀音乐事业达到巅峰时，它却突然作出决定，要
从此“挂弦”隐退，回归康涅狄州的乡下老家，要过从前那
种不知名却十分平静的生活。

实在是不可理喻，实在是想入非非。蟋蟀柴斯特想的是：快
乐与出名之间，何去何从？而我们旁观者则满怀羡慕地想：
难道出名不快乐吗？如果换成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
进城出名，好不容易人气盛旺，红得发紫，突然之间，让我
们返乡回家归隐，我们愿意吗？那当然断断不可能的。对于
柴斯特来说，自由是他的一种自由选择。而对于我们来说，
不出名，就会被那些明星们瞧不起，总也不得翻身。所
以“自由”早已变得像黄金一样贵。



从这本书中我还感受到柴斯特。亨利猫，塔克老鼠之间的友
谊可以温暖一个冰冷的世界，柴斯特为什么会成名？是因为
他得到了朋友的帮助，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我还要强
调“朋友”二字，你要知道，只有用自己的忠诚才能交到朋
友，朋友要赤诚相待，不能背叛对方，是朋友就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当柴斯特吃掉两元纸币时，是谁帮助他补满了钱？
是塔克老鼠，他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让柴斯特离开了笼
子，获得了自由。

重温一下柴斯特的故事，能让我们感受到朋友的力量。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七

“一只微不足道的蟋蟀能有怎样的故事呢？”我看到题目这
样想到。等我看完后才知道，蟋蟀柴斯特虽很小，但他的生
活，他的故事却非同一般。

读了这本书，我认识了热爱音乐、有感恩之心，同时还有想
念家乡的柴斯特；见多识广、聪明机智又经常帮柴斯特出谋
策划的塔克鼠和亨利猫；爱护动物的玛利欧；“财迷”老妈；
和蔼可亲的冯赛……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才有了《时代
广场的蟋蟀》。

“这下它给转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身体一晃就这么歪歪斜
斜地摔进了一只火柴盒里。盒子一下子给震翻了过来，里面
的火柴撒满架子，这些则落到了水泥地板上，引起了类似划
火柴时的那种摩擦，进出了一些黄色的火花。”这是塔克鼠
失火的片段，我也被粗心缠身了。做数学题目时，不是加看
成减就是减看成加，顺序也经常弄错……这些问题平常很少，
但考试时就更多了，老师千叮万嘱说没有平均就不是分数。
过了一天考试，那明明没平均、我却打钩……看来，我要认
真再认真的做任何一件事。

读完了《时代广场的蟋蟀》我建议再读一读《塔克的郊外》，



那是时代广场蟋蟀的后续。

《时代广场的蟋蟀》让我受益无穷。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八

友情，能给人力量；友情，能使人忘去烦恼。友情，在日常
生活中，不断地影响着我们。

在《时代广场的蟋蟀》这本书中，更是让人体会到了一只蟋
蟀、一只猫、一只老鼠之间浓浓的友情。

书中讲述了一只因贪嘴跳进野餐篮而来到它从未来过的大都
市纽约，拥有着绝妙的音乐天赋、会拉“小提琴”的乡村蟋
蟀柴斯特，在时代广场的地铁站遇见了男孩玛利欧、老鼠塔
克以及猫咪亨利。在这里，玛利欧帮助柴斯特买笼子、买食
物，照顾柴斯特，在柴斯特吃掉钞票、和塔克、亨利一起失
手放火时，他挺身而出，为柴斯特求情；老鼠塔克则和亨利
猫一起，给柴斯特快乐，让柴斯特充分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
通过收音机学会一首首著名乐曲，塔克还成了柴斯特的“经
纪人”。

在同伴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柴斯特也以最出色的表现回报
了玛利欧一家和塔克、亨利。没过多久，听柴斯特的演奏会
的人越来越多，柴斯特竟成了全纽约最出名的演奏家！功成
名就之后，柴斯特却又思念起乡村的生活来。经过亨利和塔
克的努力，柴斯特踏上了返回家乡康涅狄格州的火车。

读完书后，我在想：究竟是什么使柴斯特成名？

是自己的天赋？还是同伴们的帮助、友情？我想，两者皆有
吧，因为，学校里的同伴，不是给予了我们友情，同时也给
予了我们快乐吗？同时，在成功背后，除了亲情的支撑，不
是还有朋友给你出主意吗？要是没有友情，一个再富有天赋、



再聪明能干的人，没有人支持他，能成功吗？所以，联系生
活中的事件，我想：柴斯特的成功，和亨利、塔克以及玛利
欧一家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之间
的友谊也给了我一些启示。40年里，他们在领导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伟大斗争中，团结作战，患难与共，建立了真挚的
友谊。有一次，恩格斯生病，马克思时时挂在心上，他在给
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关切你的身体健康，如同自己患病一
样，也许还要厉害些。” 在学校中，我们也时时能看到体现
同学友谊的事。有一次，我们下楼梯时，顾仲元摔倒了，门
牙也磕掉了一点。

此刻，在他旁边的来毅等同学迅速地扶起他，往医务室去，
并及时通知了家长。当时，要不是几位同学的帮助，还不知
会怎样呢！ 帮柴斯特适应大都市环境的，是它的朋友亨利、
塔克、玛利欧；在柴斯特吃掉钞票、即将被赶出家门之际，
为柴斯特求情、心甘情愿地去做苦工的，是玛利欧。在没有
亲人的帮助的时候，是朋友为你付出，是朋友勇敢地承担了
照顾的责任，此刻，友情尽显无遗，友情温暖世界！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九

翰翰原文：

妈妈补记：

《时代广场的蟋蟀》是美国作家：乔治·塞尔登的一本儿童
小说。这本描写一只蟋蟀、一只老鼠和一只猫咪不寻常友谊
的故事书，出版后即好评如潮，一直到今天仍广泛受到广大
的儿童以及成人读者的欢迎。

这本书本来是要和翰翰一起读的，可是，他总嫌和我一起读
的太慢，要求自己读，结果，以惊人的速度读完了（全书接
近十万字，翰翰也就用了两三个晚上而已）。我对他这种一
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很不以为然，总想着这么好的



书以后一定找时间一起再读几遍，就这么着，先放下了，一
放好久。今天说起写读后感，他提出要写这个故事，我虽没
有表示反对，但是内心很怀疑这么长的故事他怎样能抓住中
心内容。

等我下班回家，翰翰的读后感，确切地说应该叫“故事复
述”已经写好了这么一页，我敲好的是他原封未动的文字。

基本讲出了故事的概要，抓住了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我很
惊讶。

不过，我很快发现他参照了图书内封的内容提要，是不是有
抄袭嫌疑?不过经过仔细比照，我发现，确实不是抄袭，有参
照，也有修改，还有发挥。

文章总是开头难。翰翰的开头显然就是照搬了内容提要的开
头：

“蟋蟀柴斯特……”

，但是句子内容做了小小的修改：

“……从没想过离开康涅狄州的草场。”

改为

“……从没离开过自己的老家——康涅狄州。”

小学生在这里还巧妙地改换了句式，添加了一个破折号。

提要中

“在人情冷漠的纽约，幸运的柴斯特遇到了聪明又略带市侩
的塔克老鼠和忠诚、憨厚的亨利猫，还遇到了爱它的主人—
玛利欧。”



翰翰把这一段改成了自己的语言：

“在那里，柴斯特遇到了塔克老鼠和它的 ‘老伴’—‘巨
大’的亨利猫，还遇到了爱它的主人—小男孩玛利欧，他们
家是卖报纸的。”

对于

“人情冷漠”、“幸运、聪明又略带市侩”、“忠诚、憨
厚”

这些词语确实不是他读一遍就能够了解和理解的，而添加在
新增加的两个破折号之后内容：

“巨大”和“他们家是卖报纸的”

才是他真正感到有兴趣以及印象深刻的内容。

后面翰翰继续修改：

“绝妙的音乐天赋”

改为“美妙的声音”，

“震惊整个纽约的演奏家！”

改为

“纽约市家喻户晓的音乐家！”

这一句话结构未动，词语改动比较合理。

最后一段提要中是这样写的

“功成名就后的柴斯特却满心失落，思念起乡下自由自在的



安静生活来。在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下，他终于回到了自己
的故乡。”

只粗粗读过一遍的翰翰同学显然对柴斯特的

“满心失落”

以及朋友们的

“理解帮助”

我认为结尾这一段属于发挥，而且发挥得还不错，延续了小
家伙一直以来较强概括能力。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

经典名著《时代广场的蟋蟀》的主人公是一只叫柴斯特的蟋
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腊肠的香味吸引，跳进了一个
野餐篮里，被带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又因为一次偶
然，因为柴斯特的歌声，他被男孩玛利带回了家。随后，他
认识了塔克老鼠和亨利猫。三个小伙伴经常在玛利家的报摊
里聚会。在一次聚会时，他们不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玛利
妈妈认为柴斯特是个不祥之物，柴斯特用自己惊人的音乐天
赋得到了玛利妈妈的谅解。音乐老师史麦德利先生的一封信
让全纽约的人都知道了柴斯特。有更多的人为了一睹柴斯特
的歌声，来到了玛利家的报摊。可是，出名后的生活让柴斯
特越来越不开心。最后，他放弃了纽约的生活，回到乡下生
活。

柴斯特是一只快乐的蟋蟀，因为他有塔克老鼠。我在读了第
八章时，深有感触。柴斯特因为梦游吃掉了半张两块钱的纸
币，这可是玛利家差不多一天的收入。他后悔极了，让塔克
帮他出主意。塔克老鼠给他出了好几个主意：1。逃到加利福
尼亚州去；2。贴上胶带当一块钱用；3。吃掉其余部分；4。



把剩下的钱放到清洁工的洗手间里去，嫁祸给清洁工；5。谎
称被小偷连夜偷走了；6。去餐台摸两块钱过来代替。不过，
这一个个主意都被善良的柴斯特否决了。他觉得玛利一家对
他很好，不能逃之夭夭；他不想让玛利一家互相责怪；他更
不想嫁祸给别人。

虽然塔克老鼠出的尽是馊主意，但是我却读出了这是一个仗
义的老鼠，他会给朋友两肋插刀，绞尽脑汁出主意。虽然最
后被玛利的妈妈抓个现形，连累柴斯特被玛利的妈妈认为是
个不祥之物。同时，柴斯特的善良和敢担当，也让我敬佩。
正是因为他的善良才赢得了一个个好朋友，赢得了一份份真
挚的友情，让他每天生活得很快乐。

《时代广场的蟋蟀》是一本讲友情的书，贫穷男孩玛利用自
己的零用钱给柴斯特买了一个漂亮的蟋蟀笼子；柴斯特帮助
白利尼家的报摊的人气更旺了，摆脱了贫穷；塔克老鼠更是
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帮助柴斯特重获了自由，在柴斯特出名之
后，给他当经纪人；柴斯特回乡下的时候，亨利猫送他到地
铁站和他告别；柴斯特的到来更是给塔克老鼠和亨利猫带来
了欢乐。

做一只快乐的蟋蟀，可真好啊！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一

我这个名副其实的小书迷，最喜欢在广阔的书海里遨游了。
在这个烈日炎炎的暑假里，妈妈为我推荐了一本书，叫《时
代广场的蟋蟀》。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治·赛尔登，这本生动有趣的书中，作者
笔下如同妙趣横生，让我在踏上这段精彩而神奇的路途中，
认识了歌声优美动听的柴斯特、助人为乐的亨利猫、关爱他
人的玛丽欧，这让文章点缀着星光。



还有塔克，一只是全城最有钱的小老鼠，是它帮助了迫不得
己的柴斯特，让他获得自由，虽然这只小老鼠当了歌星柴斯
特的经纪人，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他还将柴斯特送回他思
念已久的家乡。

《时代广场的蟋蟀》这本书中的人物描述得栩栩如生，让我
领悟到了真实的友谊，还让我想起了亲爱的表姐，以后我一
定要珍惜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二

在寒假期间，我看了一本令我很喜欢的书，它使我爱不释手，
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本书就叫做《时代广场的蟋蟀》，这本
书是我受益匪浅。

《时代广场上的蟋蟀》这本书是著名美国作家乔治·赛尔登
所作。它讲述了一只蟋蟀柴斯特因为贪吃而跳进了别人的野
餐篮，从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康涅狄格州被带到了纽约最繁
华的地方——时代广场的地铁站，在人情冷漠的纽约，幸运
的柴斯特遇到了聪明又市侩的塔克老鼠和忠诚、憨厚的亨利
猫，还遇到了爱他的主人——男孩玛丽欧。蟋蟀柴斯特用它
绝妙的音乐回报了朋友们的真挚友情，自己也成为了震撼全
纽约的演奏家，最后，它虽然成名了，但它因为想家的原因，
就告别了朋友们，回到了自己深爱的家乡。

这本书让我见证了纯真的友谊、成长的担当和自由的向往。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第十五章，也就是最后一个章
节——中央车站。因为这是最令我感动的一章。蟋蟀柴斯特
想家了，于是它不能再见到它的临时主人玛丽欧和在纽约结
交的好朋友塔克和亨利。在柴斯特将要离开的那个晚上，它
在玛丽欧睡着的时候，无声无息地走了，因为它怕玛丽欧伤
心。接下来它去参加了塔克和亨利举行的送别会，大家都是
依依不舍，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在中央火车站，它们分别了，



塔克和亨利不停地挥手，读到这里，我已经热泪盈眶，接着，
不听话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这时，
我从一个个字眼中感悟到它们之间深厚的友谊，那么纯真，
那么伟大！

想要的生活，它选择了自由，回到了家乡。还表达了友谊的
伟大，如果我们在人生中没有知心的朋友，那也就只能孤独。

希望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三

有一只名叫柴斯特的蟋蟀，因为贪吃跳入了野餐盒，就这样，
它被野餐盒外的人们从老家康涅狄格州乡下带到了纽约最繁
华的地方——时代广场的地铁站。以这种方式光顾时代广场
实在是太特别了。

初来乍到的它对于城市的一切都感到目瞪口呆。一幢幢高楼
大厦，一盏盏亮丽的霓虹灯，一声声汽车的鸣笛，都足以把
这个，用柳树来度量高度，用溪水来评价声音的蟋蟀吓住。
在这个城市当中，它是那么的渺小，那么无知。生活在这里，
它实在不习惯。幸好它交了一些好朋友，聪明又略带市侩的
塔克老鼠和忠诚憨厚的亨利猫，还遇到了爱它的主人玛利
欧·白利尼。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们，它还不知道怎么在这里
生存下来呢。尽管如此，它还是闯了很多祸。夜晚做梦时，
把主人家的两元钞票吃了一半，要知道，白利尼一家比较贫
穷，就算两天也赚不回这两块钱呀！开宴会时，又一不小心
引起了火灾，烧掉了主人家的报摊。

这一首首小插曲，使柴斯特和白利尼妈妈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了。然而就在这时，柴斯特演奏的《重归苏联托》勾起了白
利尼妈妈的思乡之情。白利尼妈妈实在太爱这首歌了，这让
她想起了许多往事，触动了她那颗在外漂泊的心。



当白利尼妈妈跟着吟唱时，柴斯特也用它前所未有的最佳技
巧给她伴奏。就这样，白利尼一家发现了柴斯特与众不同的
音乐天赋，柴斯特从此也踏上了它的成名之路。

成名后的柴斯特受许多人的喜爱，先是白利尼一家知道，然
后又是史麦德利先生，最后就轰动了整个纽约。要知道它可
是非常幸运的，有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贫穷了一辈子，挣
扎了一辈子，委屈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无疑柴斯
特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它的才华一下就轰动了整个纽约，每
个人都想听这只蟋蟀演奏的歌曲。每天两场演唱会，报摊上
人山人海，它的演唱会的门票已经一票难求了。人多了，白
利尼家报摊的生意也就好了。看到主人家的收入渐渐增多，
柴斯特心里非常高兴。

柴斯特出名了，他出人头地了，对于一个从乡下来的乡巴佬，
能有现在的成就，它是多么的幸运，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按照时下的话来说，它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可是对他而言
它并不开心。每天两场的演唱会已经很累了，而且它并不喜
欢被别人盯着看，成名后的一切它都不喜欢。这时的它开始
回忆起以前的时光。以前的他只要有心情，就会在枝头高歌，
可现在，不管它有没有心情，都必须在演唱会上唱歌。它就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唱着。

时间飞逝，转眼九月到了(蟋蟀俗称百日虫，过了秋天就步入
晚年了），步入晚年的它已非常疲倦，它很累了，想回家了。
是的，人老了，在他乡就会特别地想念自己的家乡。记得多
年以前，我那病重的爷爷，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人
也都不认识了，可他嘴里却一直念叨着一句话：“我要回
家！”这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在外漂泊之人的心声啊！
诗人李白曾写到：“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就连一代枭雄曹操也有“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之情
呀。虽然出名，走到哪儿都受人关注，但柴斯特不想再受约
束了。在这儿不停演唱的它渐渐丢失了自我，丢失了自由。
现在，它要找回这些，回到老家享受快乐与自由。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四

《时代广场上的蟋蟀》是一则描述一只猫，一只老鼠和一只
蟋蟀之间的友谊的故事。故事讲述了一只名叫柴斯特的蟋蟀，
意外从自己的故乡——加涅福尼亚州的郊外坐地铁来到了纽
约的时代广场。

在这里，他结识了为人善良的财迷——塔克老鼠。并与其当
上了好朋友。但就在塔克与柴斯特一起享受着一大块火腿时，
一只猫从后面向塔克靠近。柴特斯看见自己刚认识的朋友即
将死于非命时，却见塔克正用一只手逗着猫玩。非常奇怪，
只见塔克向他介绍着这位不是猫的猫。因为这是他认识多年
的老朋友——猫亨利。由于亨利一直没有吃过一只老鼠，所
以他与塔克早已"冰释前嫌"了。在人迹稀少的午夜，三个好
朋友在时代广场上观赏着来往的人群。

收养的柴特斯的是一位名叫马利欧的男孩儿。他父亲经营着
一座小报庭，以卖报维生，他母亲是一位公司职员，以一些
微不足道的工资维持着家庭的运转，读后感《《时代广场上
的蟋蟀》读后感》。在马利欧的软磨硬泡之下白利尼母亲终
于同意马利欧养蟋蟀了。

由于一天晚上，塔克异想天开拿纸钞当床垫用，害得柴斯特
吃了半张是美元导致白利尼老妈以此为由把柴特斯给赶出家
门。害得塔克不得不把自己多年攒的积蓄都"捐"来了才刚好
填满损失。

之后，马利欧为了更好的养殖蟋蟀，便去找中国老者冯赛。
在那里，马利欧第一次尝到了正宗的中国料理，让他回味无
穷。

一个平凡的早晨，大音乐家史麦德利先生发现了柴特斯的音
乐才能。而白利尼家的报亭则一举成名了。



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蟋蟀与老鼠和猫的友
情。更加告诉了我们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我比较喜欢的
是塔克老鼠，因为这个聪明，善良，略带一点财迷的小老鼠
让这本书增添了一份可爱的感情。并且塔克在书中，也是一
个有着一些小聪明的角色。因为他见其他老鼠不懂得收集人
类货币，而最终凄惨的结局。而他却不甘于这种命运，所以
不断收集，可惜最后付诸东流，真是个倒霉的小老鼠！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五

暑假我读了一本有趣的童话故事书，它的名字叫《时代广场
的蟋蟀》，在喧闹人来人往的时代广场的地铁站，书的作者
乔治赛尔登偶然听到了一只蟋蟀的鸣叫，于是这个美丽的童
话故事就这样产生了，以此来慰籍对故乡的思念。

这本书讲述了一只蟋蟀和它的主人，好朋友的趣事。

书中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柴斯特说的一句话：由我来承担！

一天晚上，柴斯特在梦游时吃了一张2元纸币，无奈的它向塔
克求助。塔克出主意：“你把另一半也吃了”、“逃到加利
福尼亚州去”、“把所有的东西弄乱，别人以为小偷来过”、
“嫁祸给打扫车站的清洁工”。但柴斯特毅然决然地
说：“不，做错事了，由我来承担！”最后塔克鼠和亨利猫
都决心帮助它，塔克甚至贡献一生积蓄换取柴斯特的自由。

柴斯特做错事后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主动认错，敢于
承担做错事情的后果。后来它有了很多好朋友，因为它那美
妙的演凑，它也成为了有名的演奏家。

诚实的柴斯特教会了我做人要有担当，我为曾经拒绝认错的
自己万分羞愧。去年，我把妈妈的苹果x屏幕不小心摔破了。
由于害怕大人的惩罚，坐立不安的我一口咬定“不是我弄的。
”找各种借口狡辩，就不承认错误。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



但是想起内心十分惭愧。看到故事中柴斯特勇于承认自己的
错误，我幡然醒悟——做错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承
认自己的错误。我也要像柴斯特一样勇敢、诚实，于是我鼓
起勇气，深怀愧疚之心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是我打
破手机屏幕的。”承认错误之后我发现堵在心里的石头被搬
开了，做事情也越来越自信了。

《时代广场的蟋蟀》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在以后的成长道
路上，我立志做一个犯错不逃避、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孩子。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六

在放暑假的这段时间里，我读了由美国作家乔治·塞尔登写的
《时代广场的蟋蟀》。

书中写了一只名叫柴斯特的蟋蟀，因为贪吃跳进了一个野餐
篮里，被带到了纽约最繁华低端黑---时代广场的地铁站，被
一名叫玛利欧的男孩捡了回去，并把它安顿在一个废弃的火
柴盒里。在这个新家里，幸运的柴斯特又遇到了聪明的塔克
老鼠和忠诚的亨利猫。小蟋蟀柴斯特在它们的帮助下，一跃
成名，成为了纽约著名的演奏家，它那富有激情的演唱常常
得到雷鸣般的掌声它。正当获得成功之际，却思念起乡下那
自由自在的安静生活。在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下，它终于回
到了自己深爱的故乡。

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让我铭记于心、难以忘记，那就是：“我
的错误就由我来承担吧!”

蟋蟀柴斯特刚从乡下来的时候，时不时地闯祸。因为半夜梦
游，坐到了钱箱上，把一张两元的钞票当作柳树叶子，吃掉
了一半。塔克老鼠给它出了很多主意，叫它逃跑，或者把剩
下一半也吃了，或者陷害扫车站的清道夫，又或者把报摊的
东西打破，嫁祸给小偷，柴斯特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正在
这时，玛利欧妈妈来到报摊，柴斯特“人赃俱获”!结果，它



被关进了笼子。又有一次，柴斯特邀请小伙伴开生日聚会，
不小心把报摊点燃了。伙伴们叫它快点逃，可是柴斯特又摇
摇头，跳回笼子里，准备好接受一切惩罚。

多可爱的蟋蟀!它舍不得离开小主人，舍不得离开朋友们，但
是当它犯了错误时，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虽
然它明明知道，小主人的妈妈不喜欢它，随时都有可能把它
赶走。它还是说：“我的错误就由我来承担吧!”

从柴斯特身上，我想到了自己。曾经，我把奶奶放在桌上的
酱油瓶打碎了，那黑色的汁液流的满地都是，可我为了逃避
责任却对奶奶说：“刚刚有只小猫从桌上跳过。”曾经，我
把爷爷桌上的眼镜碰落在地，眼镜摔坏了，我还是选择了逃
避责任，对爷爷说说：“不是我弄的。”现在，我想想自己，
觉得真是惭愧。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会对奶奶和爷爷说：
“爷爷、奶奶，对不起，那些东西都是我打碎的。”可是，
时光不会倒流，岁月也不会将曾经的错误抹灭，那么，今天，
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把埋藏在心里的这一切都说出来，告诉
爷爷奶奶，请求你们的原谅。

每个人都难免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不悔
改。以后，我要像时代广场上的蟋蟀柴斯特那样，做了错事
不逃避，勇于承担责任，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七

故事讲述了一只生活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乡间的蟋蟀柴斯特，
因腊肠香味的诱惑，跳进了一只野餐篮子，被迫来到纽约时
代广场的地铁站，饥饿疲累至极时被报摊小男孩玛利欧收留，
并认识了两个新朋友——塔克老鼠和亨利猫。在一次派对上，
蟋蟀、老鼠和猫三个好朋友快乐得忘乎所以，使玛利欧一家
借以维生的报摊意外发生火灾，损失巨大，盛怒之下的玛利
欧妈妈要柴斯特马上滚蛋。



极具音乐天赋的蟋蟀柴斯特在愧疚难过之余，以鸣唱发泄它
的悲伤，它选择了一首在收音机里听过的意大利民谣《重归
苏莲托》，这是玛利欧妈妈最喜欢的一首歌，悲凄甜美的旋
律打动了玛利欧妈妈，她原谅了柴斯特。柴斯特的音乐天赋
由此得以展示，它用自己无与伦比的鸣奏帮助玛利欧一家不
景气的报摊带来更旺的人气。柴斯特成了“名人”，整个纽
约都在倾听一只小小的蟋蟀天籁般的鸣奏，歌剧、交响乐、
流行音乐，柴斯特清亮的乐音让行人停下匆忙的脚步，陶醉
其中。但是，成名后的柴斯特很不快乐，它想念自由自在的
乡村生活，于是，在塔克老鼠和亨利猫的帮助下，蟋蟀柴斯
特踏上了归乡的旅程。

“大道至简”，儿童文学的珍贵就在于以清浅的语言说深奥
繁复的人生。《时代广场的蟋蟀》说了友谊的真挚、说了责
任与担当，最重要的是说了“做最好的自己”。很多时候，
我们在经历人生的种种历练后，才会折身返回寻找初心和本
真。

前苏联科学家卡皮察84岁高龄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有记者
问：“您在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里学到了您认为是最重要
的东西？”白发苍苍的老人答道：“是在幼儿园。”记者追
问：“您在幼儿园学到了些什么呢？”他说：“把自己的东
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
齐，吃饭前要洗手，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
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
全部东西就是这些。”你看，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一生都会
用到的知识——做人准则，早在幼儿园就学习了。

在中国古诗词中，“蟋蟀”多意象乡愁。背井离乡在繁华都
市打拼的人，每日步履匆匆，生活在重压之下，无暇顾及坚
硬铠甲下的脆弱灵魂，“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
那一声蟋蟀的鸣唱，猛然就唤起了对故乡的怀念与向往，清
澈的溪流、夏夜的晚风、季节更替中树叶的变化……生命之
悲、怀乡之思，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所有难以言



说的情绪，都在这蟋蟀的鸣唱里了。

在书中，作者借由蟋蟀的鸣奏将“音乐无国界”表达得淋漓
尽致。唯有音乐，能消弭隔阂。因为音乐，玛利欧妈妈变得
温柔，原谅了给她造成巨大损失的柴斯特；因为音乐，“在
这个繁忙的城市里，从来还没有发生过像这样的情况。大家
都心甘情愿的停在那里，就好像连呼吸都停止了。在乐音持
续的这几分钟里，时代广场静得就像傍晚的草原一样。只见
偏西的太阳照在那些人的身上，微风吹拂着他们，仿佛他们
只是长得高高的野草！”唯有音乐，没有国界，跨越时空，
能直击每一个欣赏者的内心，诉说出语言难以表达的感情，
让匆匆奔忙的现代人安静下来，回归本心，告别浮躁。

功成名就，是每一个人梦寐以求达到的事业高峰，但是，成
名成家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圆满。柴斯特成了纽约市最出名的
音乐家，但他察觉到自己并不真的感到快乐，原来的它跟随
自己的心情放怀鸣唱，现在的它被安排一天两次音乐会；原
来的它想跟谁交流互动随自己所愿，现在的它不得不在众目
睽睽之下演奏，还要忍受不认识的人观察触摸，所有这些，
让它感到非常疲倦。小主人玛利欧和朋友亨利猫的理解，让
它坚定了离开的决心。玛利欧说：“如果说它在这里不能够
感到快乐的话，我倒希望它根本没有来到纽约。”亨利猫说：
“既然柴斯特的一生是它自己的，它就应该去做它想做的事。
如果成名只是让它觉得不快乐的话，那成名又有什么意义
呢？”

真正的朋友，在乎的是你是否开心快乐！成功的人生，是遵
从内心，做最好的自己！

时代广场的蟋蟀读后感篇十八

在美国纽约市时代广场地铁车站一个废弃的排水管出口上，
那是老鼠“塔克的家”。



在地铁车站的附近有一个报摊，玛利欧的家人在这里卖报纸
和杂志。

玛利欧的父母有时会让玛利欧在这里卖报纸。有一天，买报
纸的人很少，收入寥寥。班车上的列车长保罗和他们的关系
很不错，夜很深了，保罗给了玛利欧一枚五角钱的银币，他
要买一份星期天的时报，一份报纸的价格是2毛5分。保罗放
下钱，没有拿报纸便走了。

深夜，整个车站空荡荡的，但空气中却又隐约充满了无声的
喧闹。

玛利欧发现了一只蟋蟀，他很喜欢这只蟋蟀，希望作为自己
的小宠物来养，但是他的母亲不同意，后来父亲在一旁打圆
场，终于说服玛利欧的母亲留下了这只蟋蟀。但是蟋蟀只能
呆在报摊的小屋子里，即便如此玛利欧已经很开心了。

他们离开以后，老鼠塔克，猫亨利从报摊小屋的缝隙中钻进
去，和小蟋蟀聊起来。“柴斯特”是一只来自乡下的蟋蟀，
它因为进入了别人的野餐食物箱，最后坐着火车来到了这个
陌生的地方。

书中有一个有趣的人物“冯赛”，一个中国人，他有一个店
叫中国城，里面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他是一个很热情的
人。玛利欧在他的店里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蟋蟀笼，并且听到
了一个关于“西帅”的传说。冯赛热情的邀请玛利欧品尝幸
运饼干。

有快乐就会有悲伤，一天夜里老鼠不小心咬坏了报摊抽屉里
的`纸币，甚至曾经一不小心酿成了一次火灾。好在这些事情
终究过去了。

蟋蟀“柴斯特”是一个小小音乐家，它用翅膀拉小提琴，发出
“娑娑娑”的声音，很动听。后来它还学会了用人类的音乐



来歌唱，它成了报摊上的名人，人们争相聆听它的演奏。连
音乐老师史麦德利先生也感到惊讶不已。

小报摊的生意越来越好，可是随着九月的到来，蟋蟀柴斯特
开始变得有些忧郁。

后来柴斯特决定离开，柴斯特最后的告别曲演奏很成功：

在音乐持续的这几分钟里，时代广场静得就像傍晚的草原一
样。只见偏西的太阳照在那些人的身上，微风吹拂着他们，
仿佛他们只是长得高高的野草。

读完这本书感触很多：

1、有趣的老鼠“塔克”。它是一只很有头脑的老鼠，它和其
他的同类一样嬉戏玩耍，但是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储
蓄。储蓄纸、食物、衣物、存钱。它已经拥有2元又93分了。
可是这些钱它最终拿出来一大部分，为了救蟋蟀柴斯特，否
则的话那些被咬坏的纸币就要由玛利欧一点点的偿还。

2、“亨利”猫。谁也不会想到它和老鼠“塔克”居然能成为
好朋友，要知道在人的观念当中，猫和老鼠是天敌。但是它
们的的确确在一起了，并且和小蟋蟀成为了好朋友。甚至最
后与柴斯特告别的也是它们俩。不同的物种，不同的声音，
在这个故事中有了交集。我很佩服作者的想象力。

3、柴斯特：一只特别的蟋蟀。它的特殊源自它奇妙的经历和
美妙的演奏。其实它已经成为了“名人”，但是它最终却放
弃了这样的生活，想要回到属于自己的乡下。我们其实也会
面临这样的抉择，但是在成功时隐退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的。

柴斯特的音乐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因此它会不停的学习新的
演奏曲目，同时它也会按部就班的在每一个上午和下午为大



家演奏，这样报摊的生意会很好。但是，歌唱的乐趣渐渐没
有了。这种机械式的表演让它感到疲惫，它开始怀念乡下自
由歌唱的幸福，因此它选择了离开。

4、故事中的列车长保罗、音乐教师史麦德利先生、午餐供应
台的米奇、中国人冯赛，玛利欧一家，他们给我们展现了人
类最真实和美好的一面，故事中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倍
感亲切。

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却给每一个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故事中每个主人公的今后的生活又会怎样呢?让我们一起来想
象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