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草房子读后感(通用8篇)
请示是一种在组织或团队中向上级或相关人员咨询或请求决
策的正式方式。在请示时，我们应该事先准备好相关信息和
问题，以便更有效地获取帮助和解决方案。请示范文中的问
题和需求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让我们更好地抓住要点。

草房子读后感篇一

那儿有广阔无垠的稻田，有如天鹅绒般的绿草坪，有清澈见
底的河水，金光闪闪的草房子，孩子们无尽的欢笑……这就
是作者曹文轩笔下美丽无比的《草房子》。书中蕴含着一种
乡村特有的淳朴美感，文字中透露着一丝丝悲悯的情怀。它
如一位历经岁月的白发长者，注定陪伴我度过一生。

男孩桑桑的父亲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桑桑勇敢、善良、机
灵。他在油麻地小学里度过了六年铭记心中、终生难忘的美
好校园时光，也演绎了一串又一串平凡而不寻常的震撼故事：
与秃头男孩陆鹤之间碰撞出的火花;陪伴少女纸月的学习生
活;做蒋老师与白雀间的捎信人中对纯洁情谊的领悟;体会垂
暮老人在生命旅途的最后散发出的耀眼光芒;在死亡体验中感
受生命的可贵……这一切，正朦朦胧胧的展现在在桑桑的脑
海中。

当我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忧虑、烦恼时，一人蜷缩在离奇安
静的书房里，静静地打开那本似乎充满了魔力的《草房子》，
我融入在油麻地的世界中，享受着，感受着，在这无忧无虑
的世界中，我慢慢读着：“大河，早已融化成一河欢乐的流
水，在阳光下飘着淡淡的雾气。河水流淌的稍稍有点急，将
岸边的芦苇轻轻压到了，几只黄雀就像音符一样，在芦杆上
颤悠。”刹那间，我的心中似乎吹过一阵徐徐清风，那美妙
的感觉，在我心头久不散去,眼前浮现出一派春光的景色，再
品：“晚上，桑桑在花园里循声捉蟋蟀，就听见荷塘边的草



地上有笛声，隔水看，白雀正在笛子声里做动作。

今晚的月亮不耀眼，一副迷离恍惚的神气。微风翻卷着荷叶，
又把清风吹得四处飘散。几只尚未绽开的荷花立在月色下，
像几支硕大的毛笔，黑黑的竖着。桑桑能够感觉到;它们正在
一点一点的开放。”合上书、闭上眼，我已深深陶醉在这清
丽的文字间。

仿佛有人正步步打开我的心扉，有人正悄悄的洗涤我幼小的
心灵。眼中读着那本普通本书籍，心中却看让我细细品味着。

草房子读后感篇二

《草房子》本文分九个章节来讲述桑桑在油麻地所发生的一
些故事，从残疾人“秃鹤”对人格自尊坚守，最终赢得了同
学们的尊重;以及因身世谜而被受板仓小学同学欺负的纸月，
在桑桑的帮助下成功摆脱了他们欺负;蒋一轮老师与白雀一段
纯洁的爱情故事;秦大奶奶从一个处处与学校做对的老人，变
成一个保护学校而献身的老人，无处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杜
小康由于家庭巨变，从一个优越家庭轮为一无所有的失学儿
童，为家庭生计而在校门口摆小摊，不卑不亢的经营;细马是
邱二爷家过继的儿子，因为是江南来的，口音不一样，所以
上学时受到同学的嘲笑，所以不原学习去放羊，邱二妈的冷
言冷语让他想逃回家的念头，而邱家最后得靠细马这个顶梁
柱;桑桑得了鼠疮，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父亲带他千里迢迢
求医，结果几次都失败了，父亲想让桑桑在临死前见到最美
好的事物，实现他的愿望，最后还是达成心愿。

桑桑这个小男孩因为是校长的孩子，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
自始至终的生活在草房子里面。于是他就成了连接所有在草
房里活动着的人物和事件的一个见证者。这里面有和他一般
大年纪的同学，也有教书的老师。这些人物形象性格分明，
各有特色。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打开都是一段故事。



陆鹤因为不长头发经常被别人戏弄。在他的自尊心意识萌发
之后，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这点与众不同之处。他想过不去
上学，为了长出头发忍受用生姜擦头的刺痛。后来又戴上了
帽子。越在意什么越对什么敏感。在一次会操比赛时，为报
复老师对他光头的歧视，他报复性的在比赛时恶意展示了一
下。表面上看他胜利了，会操的秩序因此被打乱;但他却输的
很惨。因为学校的荣誉因此受到损伤，换来的是大家对他更
加的冷淡。一个人是不能没有集体的。一旦被脱离，个人的
心理上也必将受到打击。后来，在一次节目表演中，陆鹤挺
身而上，这一次为了学校的荣誉他积极的努力。这次他重新
赢回了大家的心。陆鹤最终又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大家庭里面
去。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群体里的人都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
集体的荣誉班级的荣誉也就是我们大家的荣誉。

这本书魔力般的吸引了我，通过作者的笔墨，我与文中的小
主人公桑桑同乐同悲。《草房子》我忽然觉得童年并非华丽
的城堡，而是一间充满阳光的草房子，看似平常，等我们但
细细回味，就会发现其实充满了温暖。

草房子读后感篇三

看到这个题目，或许很多人会觉得很好笑：到今天才看《西
游记》，会不会太幽默了。说起来很惭愧，虽然我在很小的
时候已经接触过少儿图书版的《西游记》，也看过不少于十
次的电视剧，动画片，对其中的各个角色的性格和曲折有趣
情节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真正品读整本书，却是近段时间
的事情。我曾经认为，看电视剧多好啊，既简单易懂，又有
充分的视觉和听觉享受，何必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去钻那些自
己不懂得文字。现在看来，我当时是大错特错了，一样的故
事，一样的人物，书中比电视剧更精彩更扣人心弦，让人恍
若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神话世界，全然忘记了
身外的世界。书中主要讲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
四师徒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



看完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感悟，我觉得学习唐僧的全心全意，
孙悟空的不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
写它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
他奋不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
样憨厚，作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
自从唐三藏把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
间经理九九八十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
师傅的，最后才圆满的取回真经。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读多了总是有好处的，
在当今的社会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会被社会淘汰，从我们
呱呱落地，父母就教我门说话，识字，等大一点儿他们又教
我们怎样做人，我们在学校里不仅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
做人，只有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学会更多的知识，才能广
交益友，可见书何其的重要。

从书中我们会悟出许多真理，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读好书。

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
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
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
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
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
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
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痴读
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
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
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
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
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
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



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
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
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
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
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
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
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
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
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

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
不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
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
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
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
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
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
酸泪“的感叹！

还有要说的就是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了。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终，
依然那么难过。可待到读完，听甄世隐说着什么”兰桂齐芳"。

草房子读后感篇四

当合上《草房子》这本书的时候，我被这本书的主人公桑桑
的朋友杜小康的故事感动了。

桑桑童年中遇到的许多人物，发生的许多故事，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红门”这个故事中的杜小康的经历
最令我感动，他虽然从一个整天穿着干干净净的孩子，一夜
间，因为父亲生意的失败，从此穿的简简单单，破破烂烂的，
可他从不把悲伤写在脸上，每天还是照常过他的日子，如果
换做其他孩子，肯定又懊恼又伤心，可他会勇敢面对，不退



缩。还想尽办法读书。我被杜小康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地
感动了。

杜小康的经历使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学走路的画面。
那时，在妈妈的帮助下，我艰难地跨出第一步，却在脚还未
落地的时候，不小心一个踉跄，整个人都摔在了地上，那时
候的我只要有一点的疼痛，就会嚎啕大哭，更别说摔跤了，
我当时就“哇哇”地大声哭了起来，本以为妈妈会上前抱起
我，安慰我，哪想到妈妈只在一边静静的看着我。我哭得快
没力气了，只能抹抹眼泪，抽泣着笨拙地站了起来，我又踏
出一步，在快要摔倒的时候，我调整了身体，脚竟稳稳地落
地了，连我都大吃一惊，妈妈连忙上前继续鼓励我走路。从
此我学会了走路，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读了《草房子》使我明白了，做人要学会自立自强，这样将
来才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

草房子读后感篇五

假期里，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草房子》是曹文轩纯
美小说系列之一。作者用诗般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百
看不厌的江南水墨画。金色的草房子，苦苦的艾叶，静静的
大河，和一望无际的芦苇，这就是油麻地。在这里生活着一
群活泼可爱的桑桑，秃顶的陆鹤，不辛的杜康，还有温弱、
美丽的纸月。他们是那么纯真、善良。每个人的身上都散发
出人性之美的光辉。不断地冲出了我的心灵。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那个温弱、美丽、无私奉献的纸月。因
为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以后要向他学习这种
无私奉献的精神，做一个这样的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许多这样无私奉献的人，如送水
员、清洁工等等。



记得有一次，我骑着我的小自行车去上兴趣班，一边骑着车，
嘴里一边唱着欢快的歌谣，忽然车子好像碰到了一块大石头，
车把一歪，脚下像踩了云朵一般，只听见“扑通”一声，我
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嘴里还嘟囔着“真倒霉，真倒霉。”
当我忍着疼痛，艰难地爬起身时，才知道更倒霉的事情还在
后面：可怜的小单车链子掉了。正当我一筹莫展时，一位骑
自行车的叔叔正好从这儿经过，看他约三十出头，身材魁梧，
长得浓眉大眼，一副很和善的样子。看到我一脸愁眉苦脸的
样子，他停下了车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遇到什么麻烦
了吗?需要帮忙吗?”我一脸无奈的说：“掉链子了。”“别
着急，我来帮你。”叔叔动作娴熟，三下五除二就安好了。
我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叔叔说：“不用谢”。我看着
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心底涌出一股股暖流。

《草房子》中的纸月让我明白了：奉献是一种美德。我要把
这种美德传承下去，当同学们用笔时，却发现自己的笔坏了，
我会把自己的笔借他用。看到别人向自己道歉时，我们可以
发现，这种爱的奉献也会让人心情愉快。

草房子读后感篇六

我终于含泪读完了《草房子》。这本书写了男孩子桑桑刻骨
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让我感受最深的人物是杜
小康，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因为他经历了与他年龄不
相符的折磨——一次水上事故，使他家的情况一落千丈。为
此，他放弃了学业，但是他对学习的渴望丝毫没有减退。想
想，一个热爱学习的孩子被迫停学，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
但这都没有阻挡住杜小康前进的脚步，他的坚强令我佩服。
面对困难，他没有一丝胆怯，总想着要东山再起。这些经历
都让杜小康变得成熟、稳重，让杜小康学会了自力更生，明
白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呀!

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一天，我放学回家，经过一座铁道桥，
在铁道桥旁的一根限高杆上，有些许泥土。几场雨过后，有



一株小苗从那些泥土中冒出来。多么坚强的小苗啊，它能从
那一点点泥土中冒出来，尽管它仅仅只活几天，但是那种坚
强的意志令我铭记在心。

我用心回味着《草房子》，与它融为一体。《草房子》如歌、
如诗、如画，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和美丽的遐想。当我们回
眸，你觉得它还仅仅是一座座普普通通的草房子吗!

草房子读后感篇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草房子》是一个童年的梦,这梦有欢喜也有悲伤,这个梦发
生在油麻地,发生在一个美丽的乡村,发生在一幢幢草房子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草房子学生个人读后感600字，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喔!

曹文轩先生写的《草房子》，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里面
的角色各有特色，而故事更是情感浓厚、生动风趣，就好似
一位活泼而不失优雅的少女站在那里，吸引着每一位读者的
心。

书中第一章——秃鹤，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陆鹤为此既苦恼、又愤怒。他用了种种办法，想要改变周围
人对他的看法，但他得来的，仍然是同学们的戏弄、嘲笑。
最后，他选择了在比赛活动中出学校的丑、迫使学校丢失荣
誉来达成他的报复，报复的目的.达到了，而他却成了学校里
所有人的敌人。

《秃鹤》这篇文章看完了，我想说的是：作为文章中的老师
和同学们，他们不应该以貌取人，更不应该去嘲笑、戏弄别
人的缺陷，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最
终也不会被别人尊重的。



而作为秃头的陆鹤，没有自怜自哀、自暴自弃，反而敢于用
自己的缺陷——秃头来挽回自己的尊严，也是震撼了旁人，
感动了自己，并为自己的人生谱写出了闪亮的篇章。

前些天，老师推荐大家阅读曹文轩的纯美小说《草房子》，
读后，我颇有感触。

金黄色的草房子，朴实中有一丝优雅。虽说它只是草房子，
但它不是用一般的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用从三百里外的
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就在这所用茅草盖成的学校里，
故事的主人公桑桑，目睹和参与了一串串令人刻骨铭心的故
事。直至十四岁那年，他才乘着一只小木船，走向了新的生
活天地。

桑桑与秃鹤从一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他经常想出一些坏
点子来欺负秃鹤。所以，在众人眼里，他不仅仅是校长桑乔
的儿子，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怪人”。他总爱奇思妙想地
搞出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花样。如，将自家的碗柜进行改
造——目的是为了给自我的鸽子做一个高级的鸽笼;拆了爸爸
妈妈卧室里的蚊帐做鱼网去捕鱼;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裹上厚
厚的棉袄……这似乎就是桑桑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但
自从纸月来到油麻地，做了桑桑的同学后，桑桑变得温和起
来，也学会了关心别人。

桑桑对纸月有一种个性的关心。最近，纸月接二连三的迟到，
使桑桑百思不得其解，好奇心驱使他必须要弄个究竟。他只
身来到板仓，躲到大河边，静静地等待纸月的出现。但接下
来发生的事情，使桑桑感到无比震惊——纸月之所以迟到，
是因为她在上学时，碰到一些坏孩子，这些孩子的头儿叫刘
一水。他们不欺负别人，单单盯上了纸月。桑桑很恼火，这
一天，等到他们出现，就拾起两块砖头，砸向刘一水他们。
正当桑桑转身向纸月跑去时，那几个孩子追上来，抓信桑桑
痛打一气。只见他满鼻子都是鲜血，仰面朝天躺在船上，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欺负纸月，自我却无能为力。他很不甘



心，吃力地爬起来，向刘一水他们撞了过去。虽说把他们撞
到了水里，但自我又瘫倒在地上。蹲在一旁的纸月一边哭泣，
一边拿起船桨，吃力地划船过了河。桑桑救纸月的义举，让
我感受了他才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做为纸月的同学，他已
经进到了一个朋友应尽的职责，这已经让读者为之动容了。

在学校组织的读书节活动中，我读到了曹文轩的小说——
《草房子》。

这本书讲了桑桑的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一些平平凡凡的，而又
感人肺腑的故事。其中，最令我难忘的，就是《红门》。

《红门》这个故事分为两张。主要写了杜小康一家又富有贫
穷，贫穷到红门内变成了“空壳”，但杜小康却始终乐观，
自信，热爱学习。当父亲为了财富，带着杜小康离开油麻地，
来到芦苇荡养鸭，而鸭子应误吃了其他人家家里的小鱼苗，
连小船和鸭子一起被扣留。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孤独，
荒无人烟，生病，狂风……但杜小康没有叫过一生苦。在这
些磨难中，杜小康长大了，成熟了，比油麻地任何一个孩子
都懂事了。虽然回来时，父亲已瘦成骨架，但杜小康在桑桑
眼里，好像长高了很多。最后，杜小康做了一个令桑桑乃至
全校师生惊人的决定：在学校门口摆摊子!看着杜小康在校门
口瘦瘦高高的身影，连桑校长都感叹：日后，油麻地最有出
息的孩子，就是杜小康!

我合上书，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乐观向上的杜小康，他面对生
活的困境：父亲生生病和家中的一无所有，依然用双肩撑起
了家，他的懂事和坚强乐观，令所有人感动。

但我又不由自主的想起我在作文书上看到的一篇作文：在一
家饭馆里，一个打扮的很可爱的小男孩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
上。一位母亲给男孩买了牛奶，没想到男孩却“啪”地把牛
奶打翻，并大叫着“不甜!我不吃!”那位母亲又给男孩买了
糖包，男孩手一打，两个包子“骨碌骨碌”滚到地上：“不



吃!不吃!”母亲很生气：“小祖宗!你到底要吃什么!”男孩
先是一愣，随即一歪嘴，“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母亲慌了
神：“别哭别哭，我再给你买……”

唉，怎么能这样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想必在家，父母
也为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操碎了心啊!

以后我也要向杜小康学习，多体贴父母的辛苦，毕竟我们已
经13岁了，该为大人做点事了。

在一个叫油麻地的乡村，那里有金色的草房子，苦苦的艾叶，
静静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芦苇荡，一群可爱的孩子就生活在
那里：聪明顽皮的桑桑、柔弱文静的纸月、坚强刻苦的杜小
康这些都出自曹文轩伯伯的纯美小说《草房子》。

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桑桑，他是一个有着奇思妙想、做事不
计后果的孩子：他把家里的蚊帐改成了渔网;他把家里的碗柜
改成了鸽舍;他还把奖励给爸爸的笔记本改成自己的笔记
本……在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阳光与欢乐。

直到有一天他得了重病——鼠疮，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死去，
妈妈整日泪流满面，爸爸为他四处寻医问药。面对病魔，得
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恐惧过，悲伤过，但最终他依然
用微笑来面对，来度过最后的时光。他不想看见那些同情的
目光，不想靠着他人的同情来过日子，更不想让父母伤心、
难过。然而希望的希冀依然存在——在最后关头，桑桑和他
的父亲寻找到了治疗此病的高手，在病魔手中夺回了生命。
他顽强的意志力，乐观的精神是他“重生”的重要原因。

桑桑的乐观、坚持让我感到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
我们都在接受磨练。就拿我学舞蹈来说吧，拉筋、弯腰、开
叉等等每一样都要周而复始的练习，其中的痛和苦只有自己
知道。也曾经想放弃过，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得到了老
师的认可。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都有着不同的感人之处，让我不禁潸然
泪下。

读完了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伙伴之间的友情和家人之间的亲
情是弥足珍贵的，书中人物对生活的热爱，积极快乐的人生
态度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草房子》是一处美好的所在地，它总让我想起浪漫、温馨、
遥远的童话：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
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还有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金泽闪闪
的草房子。读完这本小说，我用手轻轻拨开封锁在脑海已久
的童年，那里有过家家，老鹰抓小鸡，秋千，还有一张张天
真烂漫的笑脸。

上课时总害怕老师抽自己起来回答问题，听到放学的铃声心
情就无比爽快;总是埋怨下课休息时间太少;也总期待着能每
天拿到几毛钱去买零食。于是就这样每天天塌下来也不怕地
生活着，和草房子里的这些孩子们一起成长，成熟着。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童年的我总盼望着自
己快点长大，觉得长大后就可以做许多小孩子无法完成的事，
可以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等长大了，才发现自己想要
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得到;自己想完成的事也不是那么
容易就可以做到。于是世界上就多了一种叫烦恼的东西;就在
某个突然间，很想回到那个远去已久的纯真年代;找回那些曾
经无邪的笑脸，再过一次无忧无虑的生活;与桑桑、陆鹤、纸
月他们在那片土地上重新成长一次。

满眼夜星，满手白泥，满嘴蟠桃味。一道道白光，在天边隐
约闪亮。

今夜无梦，童年在眉间缓缓流淌。风生，水起;花开，花落。

;



草房子读后感篇八

翻开《草房子》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就深深打动了我。在这
本书中的油麻地小学里，存在着许许多多感人生动的故事：
有受到嘲笑的秃头，如何证明不是没头发就是丑的故事;有带
着江南口音无法与人交流的细马与桑桑交友的故事......每
一个，都让人领会到一个个道理，一个个信念，一个个人物
特点。

在众多故事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秦大奶奶的故事了。一开
始，秦大奶奶和她的丈夫秦大奔波了几十年，终于换来了一
块地。可政府为了建小学，看上了这块地，在百般劝说之下，
看到奶奶依然没有答应，政府便开始强行施工。从此以后，
秦大奶奶便故意让鸡鸭鹅飞进校园作恶。但有一天，一个小
女孩落入河水里，秦大奶奶还是依靠自己微小的力量救了他，
自己险些身亡。从此以后，老师们纷纷来照顾她，同学们也
很喜欢她，秦大奶奶便开始在校园里帮忙。有一天，一个长
成熟的南瓜掉进了水里，秦大奶奶又跳进河里去救这只南瓜，
但是这一次，秦大奶奶她再也没有醒来，离开了人世。

书中的秦大奶奶深深地打动了我，她竟是一个如此倔强的人!
她不顾年老体弱，始终守卫自己的田地;她冰释前嫌，去救一
个溺水的小孩;她奋不顾身，却只是为了校园里的一个南
瓜......秦大奶奶死后，也成了全村最大的一次送葬，油麻
地的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守在棺边，低声抽泣，队伍竟然在田
里拖了一里多的地。

秦大奶奶，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救那个南瓜?我看了秦大奶奶的
故事，也不禁潸然泪下。我想，她是为了自己奋斗的结果;为
了嬉皮可爱的孩子;为了和蔼可亲的老师，而日日夜夜守着这
片油麻地。

《草房子》，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只是那份童真，那份感
动，那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