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石头的读后感(优秀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
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石头的读后感篇一

三个和尚去寻找什么是幸福，到了一个村庄里，村民们不相
信陌生人，也不相信自己的邻居。他们去敲村民们的门，可
是没有人理他们，于是就开始煮石头汤了，这时有一个小女
孩看到了，就和他们一起找石头，还把她们家的大锅拿来煮
石头汤，村民们都感到特别奇怪，走出家门去看看石头汤到
底怎么煮。阿福说放点调料才会更香，村民们陆陆续续的把
家里的好吃的拿出来煮石头汤，汤煮好了，大家坐在一起吃，
村民们都很高兴。

他们找到了幸福，幸福就像煮石头汤，村民们也明白了分享
使人更加富足。

光用石头是不能煮出好喝的汤来的，好东西一个人吃是吃不
出香甜的，只有大家一起分享才会快乐。

这个故事是我在寓言故事书上看到的。

故事讲的是，一个穷人到富人家门前要饭，那家的仆人很讨
厌要饭的，就冷冷的拒绝了他。穷人故意装出一副可怜得样
子，恳求仆人让他把小锅借给他煮一些石头汤喝。听说石头
还能煮汤，仆人觉得很惊奇，他想看看穷人怎样煮石头汤，
就把锅借给了他。穷人马上找了一块石头，放在锅里煮了起
来。刚煮了一会他又向仆人要了一些盐，仆人又给了穷人一



些盐。

接下来，穷人又从仆人手里要来了香菜，薄荷，还有一些碎
肉末。穷人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在锅里煮了起来。汤煮好后，
穷人把石头从锅里捞出来扔掉，美滋滋的喝起了实际上是肉
汤的石头汤。

我感受到，面对困难，只有开动脑筋，才能想出好的办法，
解决问题。

今天，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绘本故事：《石头汤》。

在这个故事中，有三个士兵刚打完仗，三天三夜没吃东西，
肚子饿极了。他们走到了一个亮着灯的小村庄，希望能找到
吃的东西和住的地方。可是，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并不欢迎陌
生人，他们各自把自己家里好吃的食物分别藏了起来，有胡
萝卜、土豆、卷心菜、肉和牛奶等等。

士兵们猜到了村民们的想法，商量出一个稀奇古怪的好办法
煮石头汤。村民们好奇极了，为了尝到从没吃过的'石头汤，
村民们为士兵们搬来了大锅，还拿出了藏起来的美食做调料。
这样，一锅美味无比的石头汤就做好了，村民们美美地吃了
一顿。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位士兵住下，感谢他们让自己
尝到这辈子从没品尝过的美味石头汤。

这真是太有意思啦！从这个故事中，我体会到了做人不能太
自私，如果好东西不和别人分享，就品尝不到快乐的滋味。
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爱分享的快乐的孩子！

什么使人幸福，我们去找找！读了《石头汤》中的这句话后，
爷爷带着我去找幸福。

我们找到了华盖山中的大广场，这里挤满了老人，他们谈论
国内外的新闻，街头巷尾的趣事，他们的声音像蜜蜂一样地



飞来飞去，看着他们那样投入，那样专注，那样快乐！老人
们能欢聚在一堂，谈天论地，他们很幸福！

我们找到了松台广场，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可是一对对
的中年男女还在那里跳舞！看着他们优雅的舞步，看着他们
欢乐的表情，忘记了吃饭，他们很幸福！

我们找到了图书馆的亲子室，看到明亮的房间，看到那一排
排的书架，看到妈妈一字一句给儿子讲解书中的故事，看到
爸爸牵着女儿的手找好书看，看到奶奶和爷爷教孙儿女读书，
他们很幸福！

但这些幸福怎能和三个和尚比呢？他们用石头汤，唤醒了一
个饱经磨难，互不信任的村庄！小女孩送来了三块石头和一
个大锅，秀才送来了盐和胡椒粉，左邻右舍送来了胡萝卜、
洋葱、带来了新鲜的蘑菇、面条、豌豆荚、卷心菜大家一起
欢宴。

《石头汤》使我明白了，创造幸福的人最难能可贵！世界太
需要阿寿、阿福、阿禄这样的人了！当一个人为幸福付出时，
下一个人就会付出更多，幸福是有非常的感染力的！幸福越
大！人群越多。让我们长大后当一个创造幸福的人吧！让我
们把幸福像种子一样播向全世界吧！让所有的人都幸福吧！

石头的读后感篇二

一次饭后，我问妈妈，什么是幸福？我怎么不觉得幸福呢？
我看完《石头汤》后，我现在觉得幸福很简单，就像煮石头
那样简单，也让我明白了，分享使人更加富足。

我读了石头汤这个故事后，我要向故事里的三个和尚学习，
因为这三个和尚让这个村庄知道了幸福是什么，于是这个村
庄的所有人的才料找出的答案。



读了石头汤这个故事，三个和尚给他们带来了永远也想用不
仅的幸福让他们知道分享使人更加富足，幸福就像煮石头那
样简单。

通过读这篇故事，我知道了三个和尚用煮石头汤的方法，让
村民们知道了有好东西大家要互相分享。当每一个人敞开胸
怀付出时，下一个人就会付出更多。因为分享使人更加富足！

今天我读了绘本故事叫《石头汤》，故事告诉我，人要学会
分享，不能很自私，分享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幸福。

读了绘本故事叫《石头汤》这篇故事，故事告诉我做人不能
那么自私，要懂得分享、要学会助人为乐。做一个快乐的人。

看完石头汤，使我知道了并不是石头煮出来的味道，而是村
民们带来的各类实物煮出来的味道！让人们拉近了人和人的
巨离，让我明白了大家分享就是幸福与快乐！生活要像煮石
头汤那样简单。

石头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了《石头汤》这本书，这个故事主要写了三个和尚
去化缘的路上，最年轻的阿福问年纪最长的阿寿，什么使人
幸福阿寿回答道：分享使人富足。他们就到山下的小村庄里
去了。那里曾经发生战争，灾难，疾病等一些事，所以他们
对方都不相信自己。他们通过煮石头汤这件事来使大家在一
起的事。

通过这件事，阿禄明白了幸福就像煮石头汤那样简单。我也
明白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就像石头汤一样，看我们加些什么？
我们加进什么，就会获得什么。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要自己好好把握我们在汤里加些快乐，我们一定会回报幸福。
我们付出的越多，回报的幸福也就越多。如果人人都能为社
会和他人不断的奉献和付出，就会不断的.得到社会和他人的



更多回报。我有的可以和你一起分享，我没有的，别人也会
与我一起分享。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幸福会陪伴着我们每一个人。

石头的读后感篇四

假日里，我看了《蓝石头》，觉得这是一本有趣、有意义的
书，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这是一个图文并茂的绘本故事，
文字的作者是王早早，绘图是刘乔云，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

《蓝石头》的大概内容是：金瓜儿和银豆儿想要修复妈妈的
蓝石头项链作为妈妈的生日惊喜，所以他们决定去小溪里找
蓝石头。他们没有找到蓝石头，就去找石爷爷帮忙把捡到的
石头涂成蓝色，可是没有一块石头涂上去是好看的。他们一
边继续找蓝石头，一边跟着石爷爷用石头铺路、砌墙、作
画……收获了很多很多的石头作品。他们最喜欢其中的两
个“石头娃娃”。好多小伙伴想要拿东西换“石头娃娃”，
都被拒绝了。最后，当一个叫土豆的小朋友拿出蓝石头的时
候，金瓜儿和银豆儿毫不犹豫地用两个“石头娃娃”换了蓝
石头。蓝石头找到了，项链修复了，他俩非常开心，他们觉
得妈妈收到这份礼物时也一定非常开心。

这本书绘图精美，图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故事里的小朋友们
天真、可爱、活泼，他们爱玩、爱闹，心里充满爱。金瓜儿
和银豆儿为了给妈妈惊喜，舍得用自己爱不释手的“石头娃
娃”去换蓝石头，可见他们有多么爱妈妈！他们的妈妈收到
这份惊喜时一定感觉心里暖暖的吧。

在找蓝石头的过程中，金瓜儿和银豆儿向石爷爷“求救”，
石爷爷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还教他们制作各式各样的石头作
品。石爷爷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石爷爷不仅人好，
他的石头作品也很美呢，不信你可以亲自翻开书仔细瞧瞧。
得到了石爷爷的帮助、收获了许许多多的石头作品、完成了



给妈妈的生日惊喜，金瓜儿和银豆儿一定感觉心里暖暖的吧。

这可真是一本让人读后感觉心里暖暖的书！我也想给妈妈一
个惊喜，我也想有一位这样的“石爷爷”。

石头的读后感篇五

三个和尚，阿福、阿禄和阿寿，走在一条路上。他们一路聊
着胡须、太阳的颜色，还有哈哈。“什么使人幸福，阿
寿？”最年轻的阿福问。阿寿年纪最大，也最有智慧。他说：
“我们去找找看。”一阵钟声把他们的目光引向山下，那里
有一个村庄。他们站得太高，还看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这个
村庄曾饱经苦难，饥荒、洪水和战争让村民们身心疲惫。村
民们不相信陌生人，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邻居。村民们辛勤劳
作，但从来只顾自己。村里有一个农夫、一个茶商、一个秀
才。一个女裁缝、一个郎中、一个木匠??还有其他很多人。
可他们间相互很少来往。当和尚们走到山脚下时，村民们早
已躲进家中。没有人到门前来迎接。一看到和尚们走进村庄，
村民们又紧紧地关上了窗。和尚们去敲第一家的门。没有人
回答。接着，房里的灯灭了。他们又去敲第二家的门，结果
还是一样。就这样，一家挨一家，一户又一户。“这些人不
知道什么是幸福。”和尚们说。“可是今天，”阿寿说道，
他的脸庞像月亮一样皎洁，“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怎么煮
石头汤。”他们捡来些树枝，点起一堆火。他们拿出一口小
铁锅，盛满井水，架到火上。一个小女孩一直在看着他们，
她勇敢地走上前，问道：“那么在干什么？”“我们在捡柴
火。”阿禄说。

“我们在生火。”阿福说。“我们在煮石头汤。我们需要三
块又圆又滑的石头。”阿寿说。小女孩帮和尚们在院子里找
石头。他们找到三个正好合适的'石头，然后把它们放进水里
去煮。这些石头可以煮出极其美味的汤，”阿寿说，“可是
这么小的锅，恐怕煮不出很多。”“我妈妈有一口更大的锅。
”小女孩说。小女孩跑回家。当她要拿锅的时候，妈妈问她



要做什么。“那三个陌生人要用石头煮汤，”她说，“他们
需要我们家的大锅。”“嗯，”小女孩的妈妈说，“石头满
地都是，我倒想学学怎么用石头来煮汤。”和尚们拨了拨柴
火，一时炊烟袅袅。左邻右舍纷纷探出头来。那堆火，那口
大锅，支在村里的正当中，真是稀奇古怪！村里人一个接一
个走出家门，想看看石头汤到底怎么煮。“当然啦，煮传统
风味的石头汤，加点儿盐和胡椒粉，味道会更香。”阿福说。
“不错，”阿禄一边在巨大的锅里搅着水和石头，一边
说，“可是我们没带??”“我家有盐和胡椒粉！”秀才说，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好奇。一转眼他就不见了，回
来时拿着盐和胡椒粉，还有一点别的调料。阿寿尝了
尝。“上次我们煮这么大、这种颜色的石头时，还放了些胡
萝卜，那汤可真甜。”“胡萝卜？”站在后排的一个妇人说，
“我家可能有！不过只有几根。”她转身就跑，回来时捧着
许多胡萝卜，多得都快抱不住了。她把胡萝卜倒进大
锅。“再放几个洋葱，你们觉得味道会不会更香？”阿福问
道。“哦，对啊！放个洋葱进去味道也许不错。”农夫说着，
快步离开。过了一会儿，他拿来五个大洋葱，把它们放进沸
腾的汤中“呵！真是一锅好汤！”他说。村民们都点头称是，
因为那汤闻起来真的很香。“不过，要是我们有蘑菇的
话??”阿寿说着，摸了摸下巴。 几个村民舔了舔嘴唇。还有
几个一溜烟地跑开，回来时拿着新鲜的蘑菇、面条、豌豆荚
和卷心菜。村民中间，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每个
一人敞开胸怀付出时，下一个就会付出更多。就这样，汤里
的料越来越丰富，汤闻起来也越来越香。“我想要是皇帝在
这儿，他会建议我们再放些饺子！”一个村民说。“还有豆
腐！”另一个说。“再配些云耳、绿豆和山药，怎么样？”
又有几个喊道。“还有芋头、冬瓜和玉米尖！”另一些村民
说。“大蒜！”“生姜！”“酱油！”“百合！”“我家有！
我家有！”人们大声喊着，然后飞奔而去，不一会又都满载
而归。他们能拿什么就拿什么，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和尚们
搅啊搅啊，汤咕噜咕噜冒着泡。闻起来可真香！喝起来一定
更香！村民们一个个都变得那么慷慨好施！



汤终于煮好了。村民们聚在一起。他们拿着米饭和馒头，拿
来桂圆和甜饼；他们端来了香茶，点亮了灯笼。大家坐下来
一起吃。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欢宴了，甚至没人记得，
以前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欢宴。宴会结束后，他们又说故事、
又唱歌，一直闹到深夜。

然后，他们敞开家门，争着把和尚请到自己家，给他们住非
常舒适的房间。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和风送暖，杨柳依依，
村民们聚到河边给和尚们送行。

“谢谢你们的款待，”和尚们说，“你们真的是太慷慨
了！”

“谢谢你们，”村民们说，“你们带来的礼物，给我们永远
也享用不尽。你们让我们明白了，分享使人更加富足。”

“再想一想，”和尚们说，“幸福就像煮石头汤那么简
单。”

石头的读后感篇六

《石头汤》讲述的是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来了三个和尚，名
叫阿福，阿禄和阿寿，他们看到这个偏远的'村子，村子因为
常常着遭受饥荒，洪水，人与人之间变得十分疏离，三个和
尚架起一口锅，一个叫小美的孩子帮助他们抬来了一口特别
大的锅，说是要煮石头汤，并且往里面放了三块石头，街上
的很多人都探出头来观望，和尚说，放一些盐和胡椒粉会更
好。于是，就有人拿来了盐和胡椒粉。和尚说还可以放一点
葱花，有人就拿来了葱，就这样，村民们把自己家里囤积的
粮食全部都拿了过来，做了石头汤，晚上所有人都坐到一起，
共同来喝石头汤，大家都学会了分享，懂得了分享的力量。

分享使人快乐，付出越多，回报越多。所谓分享，就是把自
己喜爱的东西分给他人，与他人一起享受，分享对人与社会



的融合起着重要的决定，它影响着人是否能被社会接纳，能
否融入社会，能否在社会上生存，家长也要引导孩子，让他
们有学会共享的机会，让孩子与人分享。

石头的读后感篇七

一说石头汤，肯定有人没有听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来给你说说吧。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几个和尚去化斋饭吃，到了一个平穷
的村庄，村里人看见他们，都纷纷关门，谁也不给和尚饭吃，
几个和尚想了想，想出一个办法使全村人团结起来。他们架
起了一口锅，锅里放了些石头，谁要喝石头汤就要向锅里放：
一勺盐、一个土豆、一颗白菜，只要一点点不要太多。一个
小男孩开了头，后来大家争先恐后地从家里拿来五花八门、
味道鲜美的调料、胡萝卜、冬瓜、红薯一起煮。正是靠大家
的这些东西，使这锅不好喝的汤变得香气迷人。大伙一起品
尝石头汤，并围着锅开起了大party，快快乐乐地说着：瞧，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团结才有力量，只有团结才可以克服
困难，勇往直前，同时我们在别人遇到困难时应该多多帮助，
因为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石头的读后感篇八

《石头汤》这个故事是我在寓言故事书上看到的。

故事讲的是，一个穷人到富人家门前要饭，那家的仆人很讨
厌要饭的，就冷冷的拒绝了他。穷人故意装出一副可怜得样
子，恳求仆人让他把小锅借给他煮一些石头汤喝。听说石头
还能煮汤，仆人觉得很惊奇，他想看看穷人怎样煮石头汤，
就把锅借给了他。穷人马上找了一块石头，放在锅里煮了起
来。刚煮了一会他又向仆人要了一些盐，仆人又给了穷人一



些盐。接下来，穷人又从仆人手里要来了香菜，薄荷，还有
一些碎肉末。穷人把这些东西统统放在锅里煮了起来。汤煮
好后，穷人把石头从锅里捞出来扔掉，美滋滋的'喝起了实际
上是肉汤的石头汤。

从这本书我感受到，面对困难只有开动脑筋，才能想出好的
办法，解决问题。

石头的读后感篇九

不久前读了一本书，叫“石头汤”。刚看到书名的时候，觉
得很奇怪，难道是用石头来煮汤吗？可是石头怎么煮汤呢？
带着这份好奇，我捧起书读了起来。

这个故事讲的是，阿福等三个和尚，来到一个村庄，村民们
虽然都辛勤劳动，但都是为自己的，所以都不快乐。于是，
和尚们决定让村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尚们以要做
石头汤的名义，向村民们借来了饺子，豆腐，云耳，绿豆，
芋头，冬瓜，大蒜，百合，甚至还有一点儿酱油！和尚们搅
和着咕嘟咕嘟的`汤锅，心里感触地想着，多么香啊，多么美
味啊，村里的人多么懂得付出啊！过了一会儿，汤煮好了。
村子里的人聚集在一块儿。他们带来了白米饭、馒头；他们
提来了茶水和灯笼。在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聚
在一起享用过大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其实，是那
三个和尚教给了他们怎么分享，使村民们变得快乐起来。

三个和尚利用村民们心里仅存的一点点好奇心，教会了他们
怎么分享。只有会分享、会信任别人的人才会快乐。如果你
不会分享不会信任别人，那你就肯定不会快乐。如果你对别
人已经没有信任了，那你哪儿来的分享呢？其实，快乐就像
煮石头汤一样简单，只要你懂得分享和信任。

幸福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