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 草房子阅读心得体
会(大全9篇)

通过写学习心得，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吸收所学内容。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学习心得范文，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
示和参考。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一

利用双休日的时间，看完了《草房子》。心里头有种什么感
受，无法用什么词来形容。准确地说，应该是震撼，一种美
的震撼，美的心痛吧。

说实话，这本书我买了很久了，一直没有认认真真的去看它，
当初买的时候也是听了别人的话才买的，我把它搁在书架上，
写完作业后，就去书架前看看，翻翻。不经意间，注意到了
《草房子》，才想起，原来这书我还没有看完呢。所以就立
刻捧读起来，两天就读完了。

这是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编小说。

写了一个善良，天真的男孩桑桑刻骨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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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人心的故事。让人从中不为人知的感
叹，从中受到启发。

草房子，它本身就是那么原生态，纯自然的东西，根根乳白
色的闪闪发亮的茅草全部来自于海滩的自然中，“受着海风
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暴晒”柔软，韧性，密实，“冬
天是温暖的，夏天是凉爽的”，它是原始的，又透出一派古
朴来。现在到处都是水泥钢筋混凝土速成的框架楼房，别
说“冬暖夏凉”反而是“冬冷夏凉”，只能靠先进的空调来
急救酷暑严寒，而窗外排出的热量，汽车尾气的热量又充斥



在现时的天空，更加的燥热反常。

书中主要是萦绕于心中的是“草房子”的孩子在遭遇苦难时
的默默承受苦难的坚韧的毅力美。

纸月，一个很可怜的小女孩，和奶奶在一起孤苦伶仃的。但
很坚强，一路坚持走了过来。

细马，虽然以前不找邱二妈的喜欢，但在经历了一场水灾之
后，重新又回去了，扛起了一个家庭，自己则作了一个牧羊
少年。

还有杜小康……

我喜欢这本书，不仅因为那悠然的笔调，那流水般的叙述。
还有书中那一首首纯真的童谣。它们的出现，犹如在一幅画
卷上添加了缤纷色彩。

小姑娘，快快长，

长大了，跟连长，

有得吃有得穿，

还有花不完的现大洋。

“咿呀……呀，……，哟……哟哟，哟哟……咿呀咿呀
哟……”

这书中一切的一切，把我深深地打动了。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二

那栋草房子屋顶的金茅草，反射出来的金光，却让我联想起



了野蔷薇在夹缝中绽放的那一幕，不管环境如何艰苦，野蔷
薇始终坚信着：“成就梦想”，所以它在夹缝中迸发出来了
惊人般坚韧的，盛开了美丽灿烂的花儿，这也是它的梦想。

试问，如果野蔷薇没有那份，它怎能绽开那朵它梦想的花朵?

《草房子》中的人物也是这样。那曾经的“大红门”中，杜
小康一家人是何等的风光?曾经的他，有昂贵的自行车，有结
实的大房子，有着多套的衣服，有着优异的成绩，有着与旁
人不同的勇敢果断、乐于助人那时的他，虽然条件优越，但
同学们只有对他的钦佩，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亲近感。后来，
杜小康一家没落了，空空落落的“大红门”里，往日的喜庆
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那片片忧伤。他们家已经没有钱再让
小康上学，小康只好坐在高高的枝桠上，望着同学们在充满
书香气的教室里读书时，他心底只有那一整片天空般大的寂
寞，只有那一整片大地般广阔的学梦。

渴望知识的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埋下了一颗种子，生命力旺
盛的种子。这颗种子渐渐地生根发芽，为了获得知识，他被
迫去偷了的课本。为了让“大红门”永远的传承下去，他们
父子俩要去远方养鸭，这一去，也不知什时候能够归来。放
鸭的世界，是荒无人烟的。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
构造着那段凄惨的岁月。鸭子、孤独、寒冷、饥饿时时困扰
着父子俩。但就是因为那绝地逢生的，一直激励着他们。绝
不能退让!绝不能放弃!但命运不饶人，鸭子吃了当地村民的
鱼苗，村民们扣下了父子俩仅剩的那点财产。最终，杜小康
选择了在学校门口卖东西，他不怕嘲笑，不在乎嘲笑。那微
薄的收入不足以还债，那扇几代杜家人引以为傲的“大红
门”被债主卸走了，但那扇“大红门”，却永远在杜家人的
心中，永不褪色。

比起杜小康，我就生活在一个平定的家庭中，什活都不用我
来做，但是父母这样溺爱，产生的效果往往是不好的。苦难
对于我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往往因为一点点小事，一点点



挫折就让我失去了信心;一点点困难就打倒了我，让我知难而
退。没有经历一些大风大浪，心灵也是很不坚强的。之火很
容易就被着一点点困难就浇灭。但只要坚持，梦想就会成真!
比如说学骑自行车，刚开始的我没有找到感觉，自然而然是
一直连连受挫的，信心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但就是那一丁点，
促使着我坚持，最终学会了骑自行车。

杜小康这个人物并没有结局，但我坚信，风雨后总会见到彩
虹，杜小康经历的苦难也许我们有一天也会体验到，但正是
因为这些美到极处的残酷，才让我们成长，让我去品味到人
生的真谛，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就好像那一颗颗洁白无瑕的
珍珠，是蚌母在体内用血与肉磨练出来的;就像蝴蝶破茧而出
的那一刻，痛苦必然会是有的，但只要坚持下去，忘却那一
时的痛苦，换来的就是美丽自由的人生。梦想的大门总为有
的人洞开。

坚持，那一个个美妙宏伟的理想!

坚持，那一片片难能可贵的!

坚持，不被一个个困难所打倒!

坚持，那迎难而上的精神!

草房子阅读心得1300字2

最近，我读了《草房子》这本书，它里面的内容深深地感动
了我。

一个叫作油麻地的乡村小学校给男孩桑桑留下了快乐又难忘
的童年记忆--天生秃顶的秃鹤出于对尊严的执著坚守，而演
出的令人发笑又令人心酸的悲喜剧;在孩子眼中显得扑朔迷离
的少女纸月的身世之谜;令桑桑自疚不已而实际上注定难成正
果的蒋老师与白雀姐的短暂爱情;从精神与物质的顶峰，猝然



跌落到最底层的不幸少年杜小康与厄运抗争的艰难历程;当校
长的严父终于流露出来的舐犊之情和初涉人生的桑桑对生与
死的最初体验…本剧把主人公桑桑童年亲历的几个平常又动
人的小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真诚又富于诗意地歌颂了至真、
至善、至美的人间情感，展示了富有独特风情的人生画卷。

桑桑是一个小男孩，他喜欢做出一些夸张的事。而六年的小
学生活却让他没齿难忘。在这六年中，他经历了无数感人的
故事:这些男女无瑕的真情，同学间天真的友情…他从这些故
事中，明白了: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的心田
里埋下了“爱”的种子。

陆鹤是个长着光光脑袋的孩子，因此，大家都叫他“秃鹤”，
他充满无助与孤单。被叫“秃鹤”的他常常小镇水码头最低
的石阶上，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发呆流泪。但是，他却凭着
自信让所有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丑，他的'自信是建立
在对尊严的执著坚守上的。可见，孤单尊严的伤害并不是不
成功的理由，只有自己相信自己是最好的“解药”纸月是个
内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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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内向是一个缺点，有
时，默默无闻却是最可爱的。

白雀是一个十分漂良的姑娘，她有一副好嗓子，不洪亮，不
宽阔，但银铃般清脆。她不仅外表美，而且心灵美。这就是
真正的美。

初次看到细马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是只马的名字，但后来才知
道他是岳二爷与岳二妈从岳大爷家带来的岳大爷最小的儿子。
他长的很精神，喜欢笑，十分爱说话。在油麻地小学，他变
了，变的孤单，无助，没有人听的懂他满口的江南口音，他



感到一个哑巴才有的压抑。他是那样的可怜。这使他不想再
上学，他去放羊，以此来填空他最脆弱的地方。几次交谈，
使桑桑和他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他那顽强的品质十分另人敬
佩。

草房子阅读心得1300字3

《草房子》比我之前读《小王子》成熟得多，我感觉每个人
物都很像我自己的写照。

在讲“秃鹤”那一章节的时候，我知道了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
“缺陷”，这是每个人改变不了的。我也有一个“缺陷”，
就是不爱看读书，但我也会看书，至少我现在看得下去，我
相信我会从看书变成爱看书。

纸月是一个文静的女孩，桑桑是个有些野气的男孩子，我不
知道为什么他会跟桑桑有一段那样的感情。桑桑帮助纸月时，
她简简单单就说了两个字“桑桑”，这两个字说明了很多，
里面带着一些担心，但有无助，这大概就是友情大大方方，
爱情小心翼翼，虽然他们两个谈不上爱情，但也是一种说不
出的感情，他不好也不坏，只是他出现的刚刚好。

在讲杜小康的时候我也觉得跟我很像，他高傲，家境也好，
就在那一夜之间没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一定很难过，再
加上不能上学一定更难过。一个自己曾经拥有到现在不能拥
有一定非常难受。

我之前也将属于自己的东西弄丢了，但失去之后我发现那东
西回不来了。杜小康在经历芦苇荡的那一晚，一定很无助吧，
那种无助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就像那一句话温幼菊的
奶奶告诉她的：活着所必要的“平静”和“坚韧”，这条路
可能每个人都会走，但只是方式和出现年龄不同。

白雀和蒋一轮的爱情是成人的，但我觉得他们都有了更好的



人选，何必不放手。

细马是一个很担当的人，他没有在邱家最困难的时候走，而
是回头帮忙，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品质，它会在其它的时
候帮到你。

这本书给我感触也很大，它告诉我：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
种方式归来;它告诉我纸月和桑桑的感情是多么纯洁，这种感
情不参杂任何的利益，只是纯粹的懵懵懂懂的喜欢，就好像
纸月什么时候需要，桑桑什么时候就在。杜小康一直就那么
高傲，不管他是否有钱，他一直都很高傲，反而是在家门衰
败一无所有的时候，更加高贵，我其实挺喜欢他的，因为我
曾经历过他那样子的日子，芦苇荡的日子很悲惨，但却让杜
小康懂得了很多很多，我也很喜欢。

最后一章中桑乔很讨厌打猎，但他之前却是一个打猎人，喜
好读书的他，绝不家人提起、靠近那把猎枪，他觉得“猎
枪”代表着他心中粗鄙血腥的日子，可当桑桑快要死的时候，
他却亲自取下猎枪带着桑桑去打猎，看到桑桑笑脸，桑乔却
哭了。那种深沉的父爱也打动了我。

书中油麻地小学的六年，虽然时代不同，但也是我们正在经
历的小学时光。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
而小学的时间是最长的、感情最单纯的，六年经过的风风雨
雨都是我们一起走的路。

如果用四个字的词语总结童年，那就是“若明若暗”吧!童年
时光若明若暗，有过欢乐和痛苦，但真的很值得人怀念和珍
惜。桑桑这几年的童年时光也一定很快乐，我知道喜欢能让
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桑桑为了纸月变得干净，
变得细腻，我想这是一种好的喜欢。

当桑桑得病之后，纸月常来送东西，而送来书包的时候，她
说：“能用很多很多年”。她的意思是让桑桑活下去，而且



要开心的活下去。桑乔得知桑桑要死亡时，让桑桑出去玩儿，
不要让他受累，如果换做我，我也会让他去干他喜欢的事情，
因为爱一个人是希望他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而不是做我希望
他做的事情。

草房子这本书给我感触很深，我听过一句话，“别在吃苦的
年龄选择安逸”，我相信桑桑走过的路都没有白走，而我自
己的人生也不会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作数。

草房子阅读心得1300字4

这个暑假，我读了曹文轩叔叔写的《草房子》。

这本书主要写了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经历的刻骨铭心、终
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桑桑是一个聪明、调皮且有正义感
的男孩子。而桑桑在面对疾病时的坚强最让我感动。六年中，
桑桑认识了好多人，有光头陆鹤对尊严的执着，有拥有身世
之迷的纸月，有和白雀秘密交往的蒋一轮老师，有善良伟大
的秦大奶奶，有“江南小蛮子”细马，还有从富裕到贫穷但
依然不放弃生活的希望的杜小康。但其中的秦大奶奶让我记
忆犹新。

秦大奶奶和现已去世的丈夫在1948年买下来一块地，这块地
饱含了她和丈夫一生的心血和美好回忆。可是不久，国家实
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就不再属于个人了。人们要用这块地盖
学校，可秦大奶奶固执的坚持这块地是她的，甚至不惜用自
己的生命来反抗。这事最后闹到了政府那里，政府在别的地
方给她安了个新家，让她搬进去住，她不肯，政府让人把她
抬过去好几次，可每次她都又跑回来了。在把她关起来以后，
人们抓紧时间盖好了学校，房顶上面铺着金色的茅草。可她
仍然不肯放弃，最后只好给她在学校的一个角上安排了一小
块地给她，并且盖了一间小草房，秦大奶奶在那块地上种满
了艾，她就这样在油麻地小学一角安了家。秦大奶奶为了表
示她对学校占用她的地的不满，就经常赶着她的鸡、鸭、鹅



到校园里捣乱。这一过程竟然长达十几年!

搬来的桑桑第一次走到艾地，闻着那艾草的香味，遇到秦大
奶奶时，亲切的喊了一声“奶奶”，这是秦大奶奶从来没有
过的经历，从此开始了他和秦大奶奶之间的祖孙情。桑桑听
了秦大奶奶关于这块地的讲述，认为秦大奶奶没有错。后来，
秦大奶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乔乔，
但她自己差一点儿为此失去生命。她是在孩子们排山倒海般
的呼唤“奶奶”的声音中醒过来的。就这样，她得到了所有
人对她的尊重。而秦大奶奶也变了，她卖掉了以前主要用来
捣乱的鸡、鸭、鹅，把油麻地小学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主
动关心那些学生们，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而人们也把她当
成了油麻地小学不可或缺的一员。后来，她认为自己不应该
再住在学校里面了，主动从学校搬了出来。但秦大奶奶越来
越老了，因为有一次她生病了，人们不方便照顾她，于是又
重新盖了房子把她搬回了油麻地小学。但好景不长，她看到
油麻地小学里，有一只南瓜半沉在水中，她想去把它捞出来，
好让它继续长大，但不幸因此溺水去世了。桑桑用孙子的礼
仪送别了秦大奶奶，油麻地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了秦大奶奶葬
礼。人们在她的坟边种满了艾。

秦大奶奶真是一个善良、伟大、有爱心的人。她不顾自己的
生命安全去救人，真的是很伟大!她对土地执着的热爱也感动
着我。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有人像秦大奶奶这样热爱自己
的土地了。我们也能看到有人任土地荒着。如果这被秦大奶
奶看到不知道多心疼呢。

《草房子》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着几个小学生写的，让我读
起来感觉特别亲切。而且，这本书反映了人性中最美的一面，
我喜欢这本书。

草房子阅读心得1300字5

金色的草房子，苦苦的艾叶，静静的大河，一望无际的芦苇



荡。这就是油麻地。那里生活着一群可爱的孩子：顽皮、聪
明的桑桑，秃顶的陆鹤，坚强的杜小康以及柔弱、文静的纸
月这些都出自于曹伯伯的纯美小说《草房子》。

《草房子》记录了一个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六年小学生活。
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每读完一个故事，我都
会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善良，尊严，顽强这一切的一
切都散发着人性之美的光辉，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心灵。

故事中最撼动人心的莫过于秦大奶奶。她是书中最顽固的一
个人，在油麻地生活了几十年，房子龟缩在小学的西北角，
是学校的一个污点，学校花费了十几年也没能将她赶出校园。
在当地人的眼中，她是个可恶的老婆子，总在学校里搞破坏。
然而在一个春季，她冒险救了落水的乔乔。在油麻地人悉心
照顾下，半个多月后才勉强下地。从此，她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自动离开校园、用拐杖赶走闯进校园的鸭子，用拐杖关
她够不着的窗户最后，她竟为了学校的一个南瓜，不慎落水
而永远地离开了。感动之余，我不禁想;是什么使她发生了如
此巨大的变化?是什么使她为了一个区区南瓜不顾眼前白花花
的河水吧?是什么使她在垂暮之年发出人性光彩?是爱!是油麻
地人的淳朴，是油麻地人对她纯真的爱。也是她那颗感恩的
心。关爱、纯朴、感恩书写了秦奶奶完美的最后一笔。

书中最让我佩服的是书中的杜小康。他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
人家。生长在高大阔气的红门里。一夜之间，他家里变得一
贫如洗，学习名列前茅的他不得不辍学在家，和父亲放鸭子，
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但一直生活在蜜罐里的他，在苦难面
前表现得分外勇敢和坚强，他没有放弃生活，毅然挑起了家
庭的重担，在学校门口摆起了小摊，让每个人都看到了他坚
韧之后的美丽与优雅。杜小康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告
诉我们：苦难来临时，我们不能逃避，而要满怀希望，微笑
面对。

《草房子》魔力般吸引着我，荡漾与整部作品的悲悯情怀，



闪耀在每个主人公身上的人性美，使我不禁赞叹这极致的美。

《草房子》是一本永远值得我珍藏的书!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三

《草房子》这本书描写的是一个叫桑桑的男孩刻骨铭心、终
生难忘的小学生活。小说通过陆鹤、纸月、细马、杜小康四
个同学性格特征、家庭背景和学习生活的描写，让我们感受
到了孩子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以及同学间互帮互助的感人
场景。即使学生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他们的心底
还是纯真的。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叫桑桑的小男孩，他喜欢做出一些夸
张的事.而六年的小学生活却让他没齿难忘.在这六年中，他
经历了无数感人的故事：父子师生间脉脉的真爱，同学间天
真的友情……他从这些故事中明白了：善良，尊严，顽
强……这一切的一切在他的心田里埋下了“爱”的种子。

其中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
在油麻地小学一角的艾地里的“秦大奶奶”

“秦大奶奶出现于阳光下时，给桑桑留下了即使他长大之后
都可能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身材高高的，十分匀称，只是背
已驼了。浑身上下，穿得干干净净，只有粽子大的小脚上穿
着一双绣了淡金色小花的黑布鞋，裤脚用蓝布条十分仔细地
包裹着，拄着拐棍，一头银发，在风里微微飘动。”

在油麻地小学建在这以前秦大奶奶就住在这了，她曾经在这
片土地生活了几十个年头，在这几十年里，她与秦大没有白
天与黑夜，没有阴天与晴天，没有炎热与寒冷，甚至没有穿
衣、吃饭消解疲倦……的欲望。她与丈夫在这辛辛苦苦了大
半辈子才换来这一片小小的土地。



然而，在油麻地小学建成后，秦大奶奶成了这里的一烦，她
养的鸡鸭整天吵得师生们不得安宁，学校曾多次劝她搬家都
失败了，最后不得不强行将她抬到新间的小屋里，但每次她
都会跑回那片艾地，躺在那，不发火也不生气，只是静静的
躺在那里。

直到有一天早上，当秦大奶奶抱着她的鸭在艾地里忙碌时，
她听到了一声绝望的呼喊——“奶奶”，她转身看向河里，
原本平静的河面上荡起了层层涟漪，在波浪的最中间有一只
小手在绝望地挣扎着，她二话没说便跳入了河中，孩子被救
了，而秦大奶奶却没了踪影。在她被捞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

经过了几个月的疗养后，秦大奶奶终于能下床了，她被桑乔
校长搀扶着一步一步的走出了小窝棚，在早春的阳光下，她
发出了一阵深深地叹息。

最后她不是老死的，也不是病死的，而是为了油麻地小学的
一只南瓜掉进水里淹死的。

人的叙述了《草房子》里的成长，那离我们已远去的小学生
活，看似平常却并不简单的生活，虽然我们的时代没有经历
过，但无疑我们都能体悟得到成长，有时候我们会蓦然的觉
得自己长大了。《草房子》里的成长美给人以心魄之动。

《草房子》是美的。她的美朴实而厚重，正像铺在房顶的茅
草一样，是经久不朽的。

《草房子》读后感范文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四

纯真的同学友情，也勾起了我童年的好多回忆，

记得那个时候家里兄妹五个，爸妈为了供我们读书起早贪黑，



只要能挣钱的农活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

我的童年时光玩的时间很少，每天放学先做完家务活再写作
业，

暑假别人在玩，我们要去采茶叶，掰玉米，

爸爸说这是在挣下一个学期的学费，

寒假的时候上山砍柴，个子小小的我挑的不比男孩子少，

为了储备冬天的柴火，那个时候家里烧的都是大锅灶，柴火
饭。

特别看到杜小康的故事让我感慨很多，幸福的是我们在爸妈
勤劳的双手下没有吃过苦，反而继承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杜小康的大红门一直是伙伴们羡慕的，后来生意失败家庭遭
遇变故，

终于彻底清楚自己与学校无缘，父亲带着他站在放鸭的小船
上，

望着两岸的人群，穿着薄薄的衣服，迎着河边吹来的凉风，
他们要将鸭子一路放到三百里外的大芦苇荡去。

秋天等到鸭子生蛋，卖了钱，再买五百只鸭，隔个一年两年，
家里就会重新有钱了。

前行是纯粹的，熟悉的树木，村庄，桥梁，都在不停地后退，
成为杜小康眼中的遥远之物。

在无依无靠的船上吃饭，且又是千古不变的月光下，杜小康
端着饭碗，心里总是觉得寂寞。



这也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地感到害怕，芦苇如万重大山
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了的感觉。

这里的气味倒是好闻，万顷芦苇，且又是在夏季青森森一片
时，空气里满是清香，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
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嗅着。

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就是孤独。

鸭子在这里长的飞快，很快就有了成年的鸭子的样子，

当它们全部浮在水面上时，居然已经是一大片了，杜小康注
定要在这里接受磨难,

而磨难他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惊喜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
鸭子。

主人公桑桑得了很严重的病，父亲为了陪他治病放下校长工
作四处求医，

在于病魔抵抗的时候每天要喝很苦很苦的药，在坚持不下去
要放弃的时候，

文弱的温幼菊老师一直鼓励他（别怕）一首无词歌给了他神
秘的力量，一直默默的支撑着他。

从内心深处无限感激，依然美好地去看一切，去想明天。

今天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现在”，其生存环境确实有了很
大的改变，

他们面临的世界已不再是我们从前的世界，

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
散，悲悯情怀，



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

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

感谢作者把这么好的书写给现在的孩子，也很欣慰儿子认真
阅读并推荐给我。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五

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将书本重新拿起，但不管是哪一次，
总会让我觉得记忆犹新。人们常说，把一本书反复看一百遍，
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版本。我觉得，每一个版本的《草房子》
中都不会变的，就是油麻地的孩子们那出诊的心灵和纯洁的
感情。

故事讲述了主人公桑桑跟随父亲来到油麻地接管油麻地小学
期间，令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小学六年生活。在这里，
他经历了许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明白了许多发人深
省的哲理。亲眼目睹甚至是亲生经历了一连串感人肺腑、撼
动人心的故事：他和纸月之间毫无瑕疵、干净透明的感情;不
幸少年杜小康与厄运作斗争的悲凉与勇敢;残疾男孩细马的善
良内心和他对尊严的执着坚持;秦大奶奶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
所闪耀的人性光辉。在死亡的体验中，桑桑对生命深切而唯
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担忧充满诗情画意的
情感纠葛……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桑桑幼小而简单纯真的心
灵里印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本书留给我印象最深德尔，并非是某一个人物，也不是某
一件事情，而是每一个油麻地孩子的纯洁心灵和正直性格。
他们可以开怀的笑，同样也可以纵情的哭，他们可以了无牵
挂的疯玩，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在他们的心中永远都装满了
甜蜜美好的事物。他们就像是纯洁的天使，在油麻地这片宁
静的天空尽情飞翔。



坦白说，我很向往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生活的那么轻松，
那么无忧无虑。但在现在这充满竞争、充满压力的社会，我
们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靠双手争取来的，又怎会轻易放弃呢?
我们整天都活在压力中，整天为生计苦恼，为事业烦心，根
本没有时间放松，更别说抛弃一切了。

也许震中方法不适合我们，也不明智，但我想，大家至少可
以在心里保留一座草房子，一座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并且
只属于自己的草房子。累的时候就在里面小憩，让他成为你
温暖的港湾，让你紧张的心得到释缓。

如果有这样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像油麻地的那些孩子一样，
不管将来改变什么，心中的纯真透明都不会变，永远都在心
里保留着那一座最简单的草房子。

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是曹文轩，他写过很多作品，有《根
鸟》、《红瓦》、《细米》等，《草房子》这本书写了许多
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事，如：将一轮与白雀之间毫无瑕疵
的事，不幸的桑桑与厄运相拼时的悲伤与优雅。这本书主要
写了主人公桑桑与父亲来到油麻地，桑桑认识了许多朋友，
因没有头发而被人称“秃鹤”的陆鹤，、心地善良的纸月、
美丽多姿的白雀，细条高个的细马，家境富裕的杜小康。主
人公桑桑是一个调皮、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为了引起别人
对他的注意，他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在烈日炎炎的
夏天，穿着爸爸的大棉袄，弄得满头大汗;把自己家里的蚊帐
拿下来剪成鱼网;把家里的碗柜改成鸽子的高级别墅……虽然
在前面他很调皮，但在最后一章，他面对困难的坚强让我敬
佩不已。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六

暑假里读了《草房子》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书中，桑桑是一个聪明、调皮、爱捣蛋的孩子，整天满脑子



胡思乱想，做出奇怪的事情来。比如用自家的碗柜做鸽子的
家、把蚊帐做成鱼网、夏天穿着大人的棉袄做莫名其妙的动
作、瞎唱一些乱七八糟的自编歌、把爸爸年轻时得到的笔记
本当什么来用……然而，每次被妈妈训责以后，过一段时间
老毛病却又犯了，母亲的责骂简直对他来说没有一点效果。
桑桑他们班的班长杜小康，家里的条件本是油麻地小学还算
富裕的，可是因为家里的突变，使他不能上学，而要离开油
麻地，去400公里以外的地方养鸭…..在杜小康走之前，他撕
心裂肺的喊声：“我要上学。”我被深深的感动了。当时，
他哭了，我也哭了。而且，杜小康还是一个很诚实敢作敢当
的孩子。有一次，他和桑桑在稻草堆那边玩火，结果起火了。
当桑校长问是谁干的的时候，杜小康和桑桑都在犹豫不决，
最终还是杜小康承认了错误。就因为这桑桑回家后被他的爸
爸—桑校长打骂了一顿呢…..陆鹤因为没有长头发，被大家
称为“秃鹤”，经常被大家笑话。但是，他凭着自信让所有
人刮目相看，谁说没头发就丑，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尊严的
执著上的。

读了这本书，我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使我认识了许多天真
可爱的孩子;我看到了令人落泪的真情;我明白了同学之情应
该互相帮助;我知道了师生之间，应该友好相处….

想想他们我们是多么幸福啊。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学习杜小
康爱读书的好精神，发奋读书;一定学习“秃鹤”有一颗自信
的心，相信自己就会成功。我一定会学习纸月尊敬长辈…..
总之，这本书中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闪光点，
我一定会努力的向它们靠近的，争做一个优秀的四好少年。

窗外依然下着蒙蒙细雨，房间里静悄悄的，我正在专心致志
地看书，此时，《草房子》俨然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带
领我漂过了宽广的大海，穿过了一座座高山，飞向浩瀚的宇
宙。这种感觉像蜜蜂飞过花丛，像泉水流经山谷，像沙漠中
干渴的人发现了绿洲。



读书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让我的思绪跳跃
飞翔。读《草房子》让我结识了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每个
人的个性都是一方胜景，他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油麻地这
个舞台上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于是油麻地出现了一幕幕有声
有色、耐人寻味的悲喜剧。

我第一次被《草房子》这部小说感动得要流泪，是读第四章
《红门》，那时的杜小康由于父亲经营的百货店倒闭而家境
贫困，不得不舍弃了学业。他和母亲一起去田里干活，父亲
又生了病。杜小康知道是他孝敬父亲的时候了。他整日对父
亲嘘寒问暖，无微不至。读到一个个这样的场景，我不禁潸
然泪下。虽然这样温馨的画面十分美好，但却折射出了人生
的苦涩，如那些在野风中摇晃着叶子而散发香气的苦艾，令
人惊奇的是那饱受风霜的无瑕心灵。

回归现实岁月的长河，再想想我自己，不仅不能照顾父母，
还总是惹他们生气。有一次，由于顽皮捣蛋，我把自己的手
指夹伤了。妈妈手忙脚乱地把我送进了医院。在一阵昏迷后
我终于醒来，看见妈妈趴在我的床边，疲惫地睡着了。晨光
中，妈妈朦胧湿润的眼睛和那纤弱的双手，让我看了不由得
心酸。想到妈妈一夜没睡静静地守护着我，而自己以前却经
常惹妈妈生气，我哭了，我为自己以前做过的让妈妈伤心的
事而惭愧。我轻轻地下了床，抚摸一下妈妈的手，爸爸在这
时也匆匆赶来了，我和爸爸一起把妈妈扶到了一旁的床上躺
好。此时正好有一缕阳光射了进来，是那么温和。

人人都要懂得感恩，学会感恩，有时只是一句安慰的话语，
有时只要一份善意的鼓励，都可以让感恩之花在人们的心中
绽放，让人类沐浴在感恩的芬芳中。

有一首歌，永远在我们耳畔回响;有一种情，永远在我们心头
荡漾，这就是爱。爱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我细细地品读着
曹文轩叔叔写的《草房子》，被那浓浓的爱包围着，感动着。



一幕幕动人的情景在我脑海里不时地浮现：秦大奶奶热爱土
地，但为了油麻地小学有一批的课桌，能更好地发展，她最
终放弃了那片土地。渐渐地，秦大奶奶爱上了那群可爱、活
泼的孩子。有一次，乔乔不幸落水了，她不顾自己虚弱的身
体，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救人，结果自己病倒了，一躺就是
半个多月。最后，秦大奶奶为了油麻地小学的一只南瓜，永
远地离开了大家。是什么让她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是什么让她
两次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这难道不是因为秦大奶奶爱着孩子
吗?桑桑不幸得了重病，他的父亲不辞辛劳地带他去远方看病。
为了孩子，他急白了头发;为了孩子，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踏
破了鞋子。父亲的爱创造了奇迹，桑桑又能健康地去上学了。

我们在爱心中孕育生长，再把爱的芬芳撒播到四方;我门在爱
心中纵情歌唱，再把爱的幸福带进每个人的心里，让爱的芬
芳永远伴着我们。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七

金色的草房子，清香扑鼻的艾草，静静流淌的大河还有那一
望无际的芦苇荡。这，就是曹文轩的著作《草房子》中的油
麻村。在油麻村，有许许多多有趣的孩子和心地善良的居民，
大家十分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孩子们在优秀老师桑乔，蒋一轮，温幼菊与善良的村民白雀，
秦大奶奶的呵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而村民的生活也十分宁
静，有人种田、有人打猎、还有人开小卖部……每一个人都
拥有属于自己的赚钱方式。

在众多孩子中，我最喜欢的是本文主人公之一：麻油村小学
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桑桑是一个淘气的男孩，他总是
有很多疯狂且不切实际的念头，比如：把家里的碗橱拆了，
给自己的鸽子做一个精致的双层小屋;把家里的蚊帐拆了去做
渔网网鱼，结果半夜里被蚊子咬了个半死……这个快乐的小
男孩可以很乐意地做蒋一轮和白雀的传信小哨兵，也可以为
了帮助失学的杜小康而卖掉自己辛辛苦苦养的肥肥壮壮的十



只鸽子。但在最后一章《药》中，一向无忧无虑没脑子的桑
桑却患上了一个很严重的病——脖子正下方长了一颗很大的
瘤子。看遍了所有的名医，也尝试过了所有土招儿，却还是
毫无起色。就当准备让桑桑平安离去之时，却突遇名医，神
奇般的治好了桑桑的病。

个巨大的玩笑——杜雍和的船沉了，家产没了，自行车没了，
杂货铺没了，就连学也不能上了。杜小康跟着父亲去放鸭，
却因为鸭子偷吃了鱼苗而被警察带走。杜小康是勇敢的，他
用桑桑捐助的钱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铺，面对之前的
同学和老师，不卑不亢，最终小小的赚了一笔。记得在之前
的故事中，杜小康与桑桑玩火烧着了大片的草垛。老师追查
时，杜小康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玩的火，而桑桑则胆小怕
事，是在老师的逼问下才松的口。杜小康敢做敢当，虽犯了
错，但却得到了老师同学的赞扬。桑桑却在杜小康面前更像
一个懦夫了。

谈起敢做敢当的杜小康，我却想起了一件小事。记得有一次
上体育课，班上异常的吵闹，体育老师为了找出真凶，让我
们自己承认。而站起来的只有寥寥几个人。后来做无记名举
报，却远远不止这区区几人。我觉得，那些勇于出卖自己的
人应该得到鼓励，而那些被事后供出来的人才应该得到处罚
敢做敢当的是真君子，敢做不敢当的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
君子，一个不折不扣的懦夫。这本《草房子》教会了我很多。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八

几天前，我捧起曹文轩的《草房子》，开始第一次阅读。这
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是儿童小说，而我已经是高
一的学生了。

果然，一位同学笑道：“小学里就看过了，你还看，真是个
小孩!”。我没有回答。



童年时代，我很喜欢看儿童文学。像祁智的《芝麻开门》，
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这些文本几乎是我儿时文
学类阅读的全部。

我在书店购买《草房子》时，看到一位白发老者正捧着《安
徒生童话》，津津有味地读着。没有人笑话老人，旁边也围
满了正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人们，这当中有大人，也有小
孩。这使我大为震撼，我想，也唯有儿童文学作品才有如此
大的魅力，能同时让不同年龄的人获得些感悟。我想起以前
台湾一些报社联合举办的“好书大家读”评比中，有很多儿
童文学作品入围。

《草房子》真是一本好书。用肖复兴先生的话来说，《草房
子》是一首诗。(文章阅读网：)

真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读到这样让我心动的儿童小说了。
放下书，抬头望见的不是窗外密集的楼房，而是油麻地的那
一群草房子，和房顶上飞翔着的白色花环似的鸽群，心里充
满了感动。

曹文轩《草房子》故事的发生地——油麻地，我以为是他儿
时生活过的地方。我在闲翻地理课本时，发现香港有个油麻
地(yaumatei)。之后又查了一些资料，知道曹文轩曾在那里小
居。他很喜欢，就纳入其小说之中。

这个精细而喜欢唯美的人，总不放过任何会使他思维碰撞出
火花的细节。于是，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形象边生活在油麻地
里。

首先是秃鹤，一个生理上有缺陷的孩子。我感觉到这个形象
是很真实的，或者就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印象中，
总有那么一个人，或爱流鼻涕，或长得有什么毛病。他们的
处境通常会很糟，因为会有许多人取笑他们。



他们的心理是很脆弱的，但他们又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弱势群
体。但他们又的的确确就是弱势群体。我曾经看到过“校园
软暴力”这个概念。我们会常常不经意地从言语上伤害别人。
尽管我们并不是故意的，更不可能以“软暴力”这个视角去
审视我们的行为。

曹文轩老师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心灵成长的过程”。
秃鹤从报复到最后挺身而出，是一个美丽的过程，是一种人
性之美。

桑桑，油麻地小学校长的儿子。六年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小学生活，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
人泪下的震撼人心的故事。这一切，清楚而有朦胧地展现在
少年桑桑的世界里。在这当中，他接受了人生的启蒙与洗礼。

桑桑认识纸月后，突然爱干净了，而且对纸月的养神充满幻
想。为救纸月，他与刘一水大斗。一位小网友告诉我，
这“朦朦胧胧地表现出羞涩少年释放出的淡淡荷尔蒙和对一
个文弱小女生的怜爱”。

我很喜欢桑桑这个“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古怪行为”的小
男孩。他很像我。我仿佛总能看见一股乱流的小溪律动般地
跳过。我们都很善良。

“桑桑虽然没有死，但桑桑觉得已死过一回了。”。这是小
说结尾中的一句话。我久久不能释怀。从永恒的意义上来讲，
苦难或者幸福，有如白天和黑夜一样，他和我们永远相伴，
谁也不例外。

我相信，《草房子》是永恒的，因为他代表着道义的力量、
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美的力量。它永远能感动我们心
灵最软弱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是永恒的。

另外。从功利的角度来说，《草房子》的阅读确实能提高我



们的写作水平。曹文轩的文字是美的，是干净的，就像诗一
样。

草房子的读书心得篇九

《草房子》是曹文轩的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作品
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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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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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坚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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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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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有太多说不清的伤痛，对大多忙忙碌碌的人们来说，最
大的伤痛或许就是忘了初心、忘了童年、忘了儿时在日记本
上写下的梦想誓言。如我这般，早已模糊了自己的童年，记
不清是不是写过长大后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的誓言，忘记了
很多的童年故事。到如今，累积了太多成人世界的繁杂，思
想也早与童话无关。可是，自从我站在了讲台上，活在了童
话里，便又重启了一扇童真之门。

“书香文化节”是一个契机，我校“经典诵读”、“书香校
园”“书香班级”如火如荼的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经不住书
的诱惑，我踏入书的王国。漫步在最喜欢的散文书架下，我
多么想把这些书都带回家呀，我多想一本一本的看完它们呀，
可是忙碌的工作和琐碎的小事，都让我却步，最后我于书海
茫茫中选走了一本儿童文学书《草房子》。

我不是第一次接触儿童文学的作品，在大学的时候导师就让
我们读了不少的绘本，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看的儿童书，
想想我的童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呢。我小时候书籍有限，就玩
具而言，老爸说我就靠着一只玩具熊就玩大了，在我的印象
里，小时好像没读多少故事书，所以现在作为小学语文老师



要给孩子们讲故事，这可真考验我呀。

儿童文学，这个词语仿佛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当我阅读着
那一首首虽词句简单却充满童真的小诗、阅读着一个个用心
编织的童话故事、阅读着一部部写给孩子看的小说，我的内
心震颤了，不禁感叹，孩子的世界真美呀!

活到现在，总感觉以前的日子混沌不堪，恍恍惚惚就那么混
过了20多年，如今自食后果，欠下了太多的书债，太多的好
书还没去读。班级的书橱有一些藏书，拿到曹文轩的《草房
子》，一下子就被油麻地村庄的故事和油麻地小学的孩子们
吸引了，于是如饥似渴的读起来，脑海中一下子就有了这些
活蹦乱跳的孩子。

命运，或许用在这些孩子身上不太合适，可我确实看到了每
个孩子的命运，那是与油麻地息息相关、与他们的家庭息息
相关的命运。桑桑、杜小康、细马、纸月……这些孩子的童
年快乐与忧伤并存，家庭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家道中落
的杜家淹没了杜小康爱干净爱读书的愿望，一场场灾难让他
觉得读书再也无望，但灾祸没有压垮这个少年却让他迅速的
成熟成长，最后在油麻地小学校外做起了货郎。细马也是一
个让人无奈和心疼的孩子，父亲的离去，让这个孩子也选择
了远离校园，成了十足的放羊娃，但唯一欣慰的是他是快乐
的。纸月是一个谜一样安静的女孩，从她来到油麻地小学到
她最后离开这里跟随智慧和尚回到江南小乡，让我看到了一
个从骨子里透着忧伤的女孩的形象。桑桑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他有一个好的家庭，他可以任性、可以调皮，但是在经历了
秦奶奶的去世、蒋一轮老师与白雀的分别、细马的蜕变、杜
小康的别离、以及自己最后的生死考验后终于成长为一个让
人安心的好孩子，可是他身边的一切都变了，或许此时他能
够明白成长是带着痛的。

读了《草房子》的故事，沉醉于曹文轩所描绘的油麻地纯美
的风土人情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了一种沉重感，孩子的世



界是需要大人尽心呵护的，小学是孩子快乐的天堂，作为教
师要有一颗宽爱的心，用自己的世界来包容孩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