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 六年级青
铜葵花读后感(优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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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篇一

这是两个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亲人般的感情的兄妹。
哥哥为妹妹出生入死，妹妹也处处关心着哥哥。当妹妹葵花
步入青铜一家家门时，就已经成了这个家的一分子，她和哥
哥立刻变成了形影不离的一对，她有了新的家人，新的人生。

哥哥青铜是个哑巴，妹妹是孤儿，他俩一起挖野菜，一起玩
耍。但他对妹妹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正当要盘算着谁才能
去上学时，哥哥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公无私地让给了妹妹。
当大水冲走自家的房屋时，青铜为了他最亲最爱的妹妹，离
开了大麦地，去寻找该房屋的金茅草。当妹妹要参加文艺表
演，需要一条项链作为配饰时，青铜不惜被划破脸颊，不惜
劳累辛苦，为妹妹亲手制作一条汇聚着自己对妹妹的关爱的
项链。当妹妹坐上大船已经启程准备到达遥远的城市时，哥
哥用心的声音叫出了包含着浓浓的爱的二字“葵花——”

看看这对兄妹，人们不禁要惭愧，两个并无半点血缘关系的
孩子，却比许多身体里流淌着同样血液的大人用有着更深的
情意。他们只会为地位钱财勾心斗角，心生怨恨，犹如陌生
人。在法庭里打官司的，又有几个不是亲人。



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篇二

《简·爱》是19世纪英国最出色的小说之一。它描述了人一
生中最渴望得到的几样东西，那就是勇气、爱与尊严。那时
女主人公简·爱从小失去父母，寄养在舅母里德太太家里，
那时小小的简·爱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百般努力去做个好孩子，
仍难以讨舅妈的喜爱。她为此迷茫，痛苦，后来，她得知有
个进学校的机会，便努力为自己争取，尽管这意味着10岁的
她将孤身上路，独自奔赴渺茫的前途，但对学校和对新环境
的渴望让她不再畏惧，是勇气为简·爱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次
转机。

简·爱所上的罗沃德慈善学校实行所谓惩罚肉体，拯救灵魂
的残酷教育，生活及其艰苦，但简爱忍耐了下来，努力学习
知识，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段生活给了简爱丰富的才学，
也奠定了她坚持一生的简朴生活方式和纯真的思想境界。

毕业后的简再次鼓起勇气迎接新生活的挑战。她应聘到桑菲
尓德庄园当家庭教师，在那里，她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不同
于平等、温暖的友情。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情曾经因为两人地
位的悬殊，让简·爱既兴奋又焦虑，但她相信在真爱面前，
地位和虚名都不值得一提。然而命运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就
在简·爱答应了罗切斯特先生的求婚时，一桩隐瞒了十五年
的秘密使婚礼成为泡影，感到被欺骗、被剥夺尊严的简痛苦
万分，毅然出走异乡。

在故事的结尾，简·爱重新返回爱人身旁，并获得了梦寐以
求的幸福。是什么令她忘却了痛苦?难道她最终放弃了坚持?
不，缺乏关爱和尊重的生活从来不是简·爱想要的。无论是
孤苦的童年，还是在富贵生活的诱惑面前，简·爱从未放弃
过自尊自爱，但不同的是，童年的她只会倔强地守卫着自己，
而成年以后，经历了人生不恸的她，已经学会了宽容与施与，
这是比自尊自爱更广阔的爱，是除了能带给自己尊严，也能
温暖他人的博大的爱。



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篇三

《青铜葵花》这部小说，描述的就是这一户农家两个少年经
受苦难的历程和各自显现的风度。他们遭遇火灾、水灾、蝗
灾的摧残，他们在风雪、严寒、饥饿的折磨中挺立。

这两个少年就是青铜和葵花。当紧急关头，全村人都“挺成
一棵树”，这一场景显示，正是曹文轩这本书所呼唤的，不
仅是个人，而且是整个民族对待苦难应有的强劲风度。就在
这天，奶奶卖掉了她的金戒指，她操劳终生，力竭而逝。只
留下亲手摘下的棉花——留下了生命的温暖;戴了一辈子的手
镯给了葵花——留下了未来的希望。而葵花为了给奶奶治病，
去拾银杏卖钱。她只得到些面值很小的票子，却以为“挣了
很多钱。”!她还不懂金钱的价值，她只懂了爱的分量与责任。

岁月维艰，爱弥珍贵。正是至爱成为支撑人们战胜苦难的力
量。爱的主人公，便是青铜。火灾使他不再说话，在无言的
成长中，他对人、对事、对生活、对自然，心领神会，聪明
绝顶。不聋却哑的残疾，更是磨炼了他正直善良、坚韧刚强、
天真坦荡的个性。这个奇特形象，是曹文轩以爱心和精心塑
造的体现爱的典型。《青铜葵花》是爱的故事。他并不是专
门赚人的悲情小说。相反，他是温暖的、纯净的，像一个纯
美至极的童话。整本书都是满满的爱，大大小小的、深深浅
浅的，连成串的，结成片的爱。爱得人心头一阵阵地发热，
这热一直蔓延到心底深处，触动了那根深藏的心弦。于是眼
窝也跟着热了，于是被那些小小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冲开了
情感的阀门而泪水涟涟。

“少年时就有一种对苦难的风度，长大时才能成一个强者!”
文章写苦难——大苦难，将苦难写到深刻之处;文章写美——
至美，将美写到极致;文章写爱——将爱写得充满生机与情感。
《青铜葵花》中的所有人物，他们都如同圣人一般，因为他
们锻炼了人们开展伟大的心魂。他们是力、是生、是神。欢
乐固能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但凡能体味他们的人，



方能懂得人生的价值与离开生人生的甜蜜!

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篇四

说起《瓦尔登湖》，其实早在高中的时候就有阅读过。在高
中繁忙的，三点一线的生活之下，书中美好风光和淳朴的田
园生活实在是令我向往。现在大学重新翻阅这本书，仍给我
心灵的滋润。它仍然具有哲学的成分，但并不像《苏菲的世
界》一样晦涩难懂，他给我们启示的，是生活的哲学。

许多人错误的认为，梭罗他隐居了。不，他并没有，他只不
过是体验了一番农村的淳朴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城市
文明的发展;已经是有了相当规模的了。他“逃离”到了距离
城市16公里外的郊区，亲手搭建起了自己的小木屋。这真的
是足够的乡村化了，因为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现在的新老
住宅都是村民们携手或者自己亲手搭建的。我也曾经参与其
中，所以我非常能感受到梭罗笔下的小木屋是多么的具有平
民化气息的。

令人向往的，无非是他笔下的生活了。湖泊，树木，还有淳
朴的村民们。湖畔的风景作者是用了一定的笔墨的，我的老
家门前也有一口大湖，每每读到作者描写湖的段句时，总能
够让我想起我的老家。梭罗的屋子设施极其不完善，区块功
能的分类也很不健全，不明显，现在国内的农村大多也是如
此呀!

他的木屋从不会上锁，也没有门栓，甚至向大众开放。有
人“到访”他的家时，屋内的设施及食物可是随意的使用和
摄取。设想民风不淳朴他会有如此尝试?当然与梭罗“逃离”
的哲学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并没有刻意的去保护他的财产，
别的动物进来乱捣一通，他也只是感慨一下。高三，与现在
大学的感慨也一样，那里的生活太美好了。

这样的生活，让我们的心灵保持洁净呀。这样说貌似我上升



的有点快了。但是对于农村出身的我，我的体会就是这样。
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真的是太大了。不幸的是，农村人民内心
的纯洁正在被一点点的蚕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
农村本是我们融入自然的'最好窗口，但……哎……“瓦尔
登”越来越少了。我还是留念我小时候的农村。

那里的生活可谓是笔下的一大特点，它是我最留意的，淳朴
的生活让人们不虚标，懂得知足。最主要还是品味生活的过
程，感受上天的馈赠。反观现在有时间就聚会泡吧来宣泄工
作上早出晚归的压力，一瞬狂欢，便跌落低谷，之后又再觅
高潮的生活，湖畔生活真的来的健康，自然，舒服，淳朴的
多。

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篇五

翻开金曾豪所著散文集《蓝调江南》，首先吸引我的便是出
自严效洲先生画笔下的那一幅幅极富江南生活气息的插图。
画面是那样生动逼真，那样亲切自然。细密的瓦片、多变的
窗格、狭长的小巷、纷飞的雨丝、窈窕的女子……似乎都烙
印上了人情味，在带着点点水波突纹的纸面上若隐若现，给
我带来一丝携着水雾气息的江南的风。看着那些插图，我似
乎嗅着了空气里混合着不同气息的味道，似乎听到了来自大
自然的各种美妙的声响。走在逼仄的青石板上，河水悠然流
淌，那种悠闲、自足的乡土气息就浸润在一片幽静和平淡当
中，让人无限向往!

噢，真得感谢金曾豪!是他那优美的文字把我带回了童年。我
的童年日子虽苦，却充满了欢乐。养鸡、养鸭、养羊、养
猪……这些劳动曾给我带来了多少乐趣呀!傍晚放学后，我们
这些农村的.孩子无一例外地提着竹篮去田间、沟边“挑羊
草”。暮色中，孩子们三五成群，一边挑草，一边叽叽喳喳
地聊着各种开心的事儿。田野里不时传来孩子们此起彼伏、
肆无忌惮的欢笑声……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养了好几只羊，



每天放学后满满一大篮羊草成了十来岁的我和不满十岁的妹
妹雷打不动的“作业”。一年四季，父母亲是从来不用为羊
草操心的。如今回想起来，即便是大冬天到雪地里去刨仅有
的几棵草，小手冻得像红萝卜也没有觉得痛苦和委屈，相反，
却为自己完成了任务而欣喜与满足。

记忆中，父母每日里总是早出晚归，整日忙碌，无暇顾及我
们。他们似乎从没有给过我们一句温情的言语，一个温暖的
拥抱，更没有给过我们撒娇、发嗲的机会。然而，朴实勤劳
的他们却用自己的言行教会了我们吃苦耐劳，教会了我们笑
对人生。也许，那种已深深融入我们这代人血液里的勤俭、
质朴、乐观、向上的品质都来自于那苦难却不失快乐的童年
吧!

如今的孩子，并不缺少爱，几代人都围着他们转。他们吃得
好，穿得好，住得好，用得好，几乎要什么有什么，真可谓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然而，他们却少了许多由期待与满足
带来的快感。如今很多的父母把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当成对
孩子的爱，认为孩子的任务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要做到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应考’书”。于是乎，整天
把孩子关在如金丝笼般的屋子里，没完没了地做着习题和试
卷。双休日，又马不停蹄地送孩子进这个培训班、那个培训
班。孩子在家里，地脏了不用他们扫，油瓶倒了不用他们扶，
以至于有多少孩子到上大学了生活还不会自理。大学旁的小
餐馆、洗衣店生意特别兴隆，大概就源于此吧!

在我看来，贫困，是一种财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劳动，
是一种财富，能给人带来快乐、期待和满足;挫折和磨难，更
是一种财富，它教会人勇敢、乐观与坚强。然而，这些我们
这代人童年中的财富，正是现在的孩子们普遍所缺少的。掩
卷长思，我更加怀念我那贫穷却不失快乐的童年!



小学六年级读后感和示范篇六

周末，我读了一本书，名叫《青铜葵花》，这本书令人感动，
它讲述了青铜和葵花遇到困难，决不放弃的故事。

城里人葵花的爸爸妈妈都去世了，住在大麦地，青铜一家收
留了她，青铜在一场大火中，变成了哑巴，他用手势和别人
交流，他非常疼爱他的妹妹葵花，总把最好的东西给葵花，
所以泪水经常会模糊葵花的视线。有一次，暴风雨掀掉了青
铜家的房顶，大水淹没了他们的房子，一家人只好天天住在
草棚里，奶奶卖掉了一直戴在耳朵上的金耳环，为的是给青
铜葵花盖一座美丽茅草屋。冰项链这一章写了在冬天时，葵
花要表演节目，排练节目的刘老师希望葵花能戴上银项链，
可青铜家太穷，没有办法，青铜看见透明的冰凌，便给葵花
做了一条冰项链，当葵花戴着冰项链走上台时，台上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

从这本书中，我发现了两样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爱的力量，
还有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爱的力量能让人拥有克服困难的
勇气，而只有具备永不放弃的精神，不向任何困难低头，才
会获得成功。

和青铜葵花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我们遇到
的困难和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以后
要以青铜葵花为榜样，做一个具有爱心，遇到困难永不放弃
的好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