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房子秃鹤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草房子秃鹤读后感篇一

读完《草房子》这本书，我深受感动。

我非常喜欢那群可爱的孩子：纸月，谦虚、内向、好学，我
喜欢她的善良；陆鹤，光头，别人都叫他“秃鹤”，但他不
在乎，我喜欢他的自信；故事的主人公桑桑，勇敢，当他知
道自己得了病后不会向别人那样害怕、无助，他会淡定的面
对，我喜欢他的不畏惧……他们是多么的单纯、善良。

我最敬佩的还是杜小康。以前，杜小康是油麻地家底最厚实、
最富裕的一户人家。杜小康有一年四季的衣服，其他孩子只
勉强有两季的衣服：一件单衣，一件棉衣。可是，因为爸爸
的一次投资的失败，爸爸瘫痪了，外面还欠了很多债，他不
得不退学，他是多么的渴望上学，他哭了，我也哭了。让我
想起我的爸爸虽然生病了，但我还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
心的读书，而他只能孤独地在红门里陪伴爸爸。

直到有一天，父亲可以走路了，他才有了可以走出红门的机
会。可是，却是被迫和他父亲去放鸭，他是多么的不愿意，
因为他还有一个希望：“我要读书！”一直对独生子宠爱无
边的杜雍和，因为这场灾难，变得不像从前了。他脾气变得
十分暴烈。他冲着杜小康骂了一句，然后说：“你只能放
鸭！”看完后面的段落，我又哭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更应该
读书，因为没钱，他只能放鸭，他是多么的喜欢读书呀。



他们在芦苇荡是多么的.无依无靠，只为取得一些鸭蛋卖，来
维持生活。在这几天里，他忧伤、饥饿、寒冷。但是没有人
能帮助他，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自己。读着，读着，
杜小康的形象在我眼前晃动起来，渐渐的模糊。我想起了我
们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举行盛大的生日里的情景，我想起了
我们跟着老师去野外郊游的故事，我想起了大课间时我们在
操场欢乐游戏活动的画面……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我的眼
睛又模糊了。比起他，我感觉是多么的幸福啊！

桑桑令我也颇为感动。桑桑不知为什么脖子上长了一个肿块，
等去看病的时候，桑桑也知道了严重性。桑乔带着儿子到处
求医，可都没有任何进展。桑桑却不会哭闹，反而沉着、冷
静地面对。父子俩又回到了油麻地。或许是因为桑桑的坚强，
或许是因为朋友的帮助，他们遇上了一个专治这种病的高手，
桑桑忍着喝完这种奇苦的药，在中考之前，居然好了！

他能好，不仅是因为药的功能，还是友谊的力量！

《草房子》这本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哭了一遍又一遍，
我忘不了这里面使我感动的地方，忘不了他们之间纯真的友
谊！

草房子秃鹤读后感篇二

有人说，这是一部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天底下竟会有
这么完美的故事!没错，现实中我们童年经历的人和事没有绝
对，也不可能如故事那样自带上帝视角，但这并不妨碍人们
心中都对“完美”的向往。这种向往不是期待能出现格林童
话式的标准结局，而是欣赏着现实背景下绽放光芒美好心灵。
故事可以戛然而止，我们却能在落下帷幕后由衷的感
叹：“其实这样才是最好的。”作者在自序中提到过如何使
今天的孩子感动的问题，他相信感动今世，未必就是给予简
单的同情，并对自以为是知音，很随意地对今天的孩子的处
境作是非判断、滥施同情而博一泡无谓的眼泪的做法不以为



然。为此，曹文轩先生坚信以道义、情感、智慧和美的力量
为源泉创作了此书，也如他所愿的，纯净淳朴的故事触及了
许许多多读者心中最柔软的一处，唤醒了人们沉睡在岁月里
最鲜活的情感。

《草房子》的读者不仅仅局限于孩子，被其打动的更多是已
经和孩提时代挥手告别的“大人”。这本书早在我小学时老
师就推荐了，当时草草看过，只觉得写得美。现如今我才开
始认真看情节，且愿意为此沉思，为此回忆。桑桑、杜小康、
纸月还有秃鹤……这些个性鲜明的小家伙是故事中可爱的精
灵，油麻地间的种种都围绕着他们展开，他们的成长没有一
帆风顺的，也为此冲动过，叛逆过，挣扎过。庆幸的是，孩
子们最后都真正成长了，可以独当一面，可以扛起生活的重
担。这种现实背景下的美好童话，没有堕落，没有沉沦，却
不入俗套，不显虚假。

书中花了大量笔墨重点勾勒出了几位成人的形象同样深入人
心。大人，本就是从童年一路走来的“过来人”。他们承受
的、面对的、思考的都远超乎一个孩子的认知，大人们学会了
“认清事实”之后，“年少轻狂”的勇气也被逐渐消磨，隐
忍妥协便远比反抗更容易了。在我看来，蒋一轮与白雀的爱
情是本书情感上最大的遗憾，且完全区别于桑桑对纸月的喜
欢——前者是真正的爱慕，后者则是孩子间青涩朦胧的互相
吸引罢了。蒋与白之间的爱情看似浪漫温馨，但注定只能是
悲剧，简单的爱情并不能为他们今后的生活买单。

我在记忆中搜寻着与书中人物相像的影子，发现我们其实一
样。即使现实遭遇中没有油麻地小学，更没有什么家庭变故，
生死一线，但孩子的心灵终归相同。他们是直接的，喜怒哀
乐自然流露，喜欢与否都写在脸上。同时他们又是矛盾的，
想要被关注又不肯放下倔强，想要被帮助又舍不下自尊。时
间停止不下，孩子终将成长为大人，但希望我们无论何时都
不会被世界左右，做出无愧于心的选择。



我越被回不去的曾经打动，就越应该步履坚定地朝前方踏进。

草房子秃鹤读后感篇三

陆鹤是个十足的小秃子，所以大家都叫他“秃鹤”。

在上三年级以前，陆鹤还不在意他的秃头，可他发现有许多
人摸他的头，于是秃鹤告诉别人要摸他的头必须付给他一样
东西做交换。最后秃鹤不再让别人摸他的头了，同学们叫他
秃鹤他也不答应；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嘲笑和羞辱。这天
学校比赛，轮到油麻地小学的时候，正在做操的秃鹤突然把
帽子摘了，这让整个油麻地小学的动作变得凌乱不堪。秃鹤
用他的方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经过这件事后，没人再
理秃鹤，秃鹤很寂寞便开始讨好他们，可没人理他。这几天
学校排练，角色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秃鹤便想试试，这让
演出很成功，同学们又和秃鹤说话了。

我知道了不能嘲笑别人，应该和平、友好相处。

草房子秃鹤读后感篇四

《草房子》是一本儿童读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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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秃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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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孩
子的心底还是纯真的。

“秃鹤”是一个秃顶的孩子。随着日子的流逝，六年级
的“秃鹤”感觉到了自己的秃顶使学生“戏弄”的对象。自
尊心受到了伤害，秃鹤为此做出了反常之举。他用不上学了
逃避同学异样的眼光，用生姜擦头希望在七七四十九天后长
出头发来，用戴帽子企图遮掩自己的秃头。当这些都使自己
陷入更“糟糕的境地”时，他索性在“广播操”比赛这样的



重大日子里，把自己头上的帽子甩向了天空，导致全校的广
播操失控，而错失了“第一”的荣誉，“就这样，秃鹤用他
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与侮辱。”即使秃鹤用
这样严重的错误来报复别人对他的侮辱，但是，孩子还是纯
真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来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
的尊重。可喜的是，他还是有着强烈地集体荣誉感，当他们
学校的文艺演出缺少一个秃头的演员时，他毅然站出来，承
担起了这个重要的角色，而且把这个角色演得一丝不苟，活
灵活现。秃鹤在演出中感悟到了，只有为集体做好事才能得
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尊重。

每一个孩子的心都是纯真的，他们的“忍不住的笑”“厌恶
的眼神”也并不含真正的“恶意”，从孩子的世界中体验到
了什么是真，什么是纯。

一个是身有残疾的“秃鹤”，另一个是美得让人忍不住有保
护欲望的“纸月”，纸月正如她的名字，是一个易碎品，纸
月的一手好字，纸月的掉眼泪，纸月的笑声，纸月的温柔，
纸月的沉默，纸月的倔强……都给桑桑带来了莫名的感觉，
不由间有了自卑的情绪和对抗的情绪。这一切在作者的笔下
描写的是如此的真实，又如此的唯美。虽然纸月是个私生子，
但是在孩子们的眼中，并不影响纸月的善与美。

孩子的世界是纯真的，从孩子的眼中体验到了什么是美，什
么是善。

草房子秃鹤读后感篇五

当读到这篇文章的最后一点时，随着文章的起伏，我也流下
了泪水，是的，我被秃鹤感动了，但是我却连自己也不明白，
这份感动?从何而来!

泪水呵，流到了我心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少年秃鹤战胜
自己，嬴得了别人对他的认可，埋怨是不会战胜任何人，跟



自己比，战胜自己，以德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