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书为手抄报板块(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为手抄报板块篇一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
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
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
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
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
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
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
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车胤囊萤

我国晋代有个清贫好学的车胤，从小爱读书，但他家里很穷，
点不起灯，于是，他就用很薄的纱布，做了个小口袋，把萤
火虫捉来放在里面，晚上便利用闪闪荧光来勤奋读书。

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觉得对自
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
共20多页，他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因为经常的反复翻摸，
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他的妻子对他开玩笑
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古代名人故事厉归真学画虎。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
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



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
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
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
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
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
画大师。

沈括上山看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
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
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
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
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
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
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
笔谈》。

曹操不但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还是一个成功
的父亲。他的几个儿子，文功武略，各有卓越之处，而他最
喜爱的，首推曹冲。古代所谓神童，以语言天赋突出的居多，
曹冲却表现出解决问题的高超思维能力。曹冲七岁时以等量
置换的办法称大象体重，不但震惊了当时之众，也流传千古，
成为最经典的儿童智力启蒙故事之一。

还有一个典故：孙权曾送来一只漂亮的雉鸡。曹操想观赏雉
鸡舞蹈，但使尽办法，这珍禽就是不鸣不舞，让人徒叹奈何。
曹冲想出一个办法，让人制作一面大镜，摆在雉鸡面前。那
雉鸡于镜中看到同类，起了争胜之心，当即舞将起来，这一
下对镜成双，煞是好看。有的故事，不但体现了曹冲的智慧，
还表现了他宽厚仁慈的一面。一次，曹操坐骑的马鞍放在仓
库中，不慎被老鼠咬坏。库吏大惊失色，自认必死。曹冲知
道后，心生一计：他先用利刃将自己的单衣穿戳成鼠齿状，
然后装成一脸愁色的样子去见父亲。曹操问他何事忧虑?曹冲



说：“世俗以为鼠齿衣者，其主不利。今单衣见齿，是以忧
戚。”曹操赶紧安慰爱子，说：“此妄言耳，无所苦也。”
过了一会儿，库吏前来报道曹操那桩马鞍被鼠咬坏一事，曹
操听后，笑着说：“连我儿子的单衣都被咬坏，何况马鞍
乎?”根本没有追究的意思。据说，每当曹冲见到当刑者，总
要上去寻问是否冤枉，是否处理过重?如是，他就要想方设法
为之救命或减刑;每当见到那些勤奋而能干的官吏因小过或失
误而触犯法律，他都要亲自到曹操那里说情，请求父王宽大。
史书称曹冲“辨察仁爱，与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于众，
故特见宠异”。——这种悲悯宽厚的气质在一个十几岁的孩
子身上体现出来，简直催人泪下。

可恨天道难测。上苍把智慧慷慨地赋予曹冲，却又残酷地掠
走他的生命。建安十三年，年仅十三岁的曹冲突患大病而亡，
据后人推断，可能是“绞肠痧”。曹冲的夭折，留给历史一
道残缺的美丽，留给后人一份遗憾的叹息。

也许上天的深远用意，非我等凡胎肉眼所能看穿。

曹冲死后，曹操悲痛万分，曹丕来宽慰他，曹操说道：“曹
冲之死，是我的不幸，又是你们的大幸。”曹丕即位后，也
经常对臣下说：“若使仓舒(曹冲之字)在，我亦无天下。”
可见，曹冲之死，客观上为曹丕争夺王位扫除了最大障碍。

高尔基救书

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
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
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
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居家里
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
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



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
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
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
定要把书读好。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
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
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匡衡
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
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
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
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
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
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毛主席爱读书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
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
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
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为了读书，
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
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
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 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
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
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
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
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
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
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
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
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
集》及其他许多书刊。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
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
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



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
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
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
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
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
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
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他由于少年时
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郭沫若的读书方法

郭沫若曾写过一副读书联：“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
十寒。”意思是说，读书要靠平时下功夫，不能一心血来潮
就加班加点搞突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
恒，决不能时而勤奋时而懈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读书为手抄报板块篇二

提示：
1.图片经过缩放处理，请点击图片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原图，
或将图片存盘至电脑中查看。
2.本黑板报图片为网友推荐而来，版权归属原作者所有。在
本站展示仅为网友借鉴、欣赏他人作品时提供方便。如有任
何疑问，请与本站联系。
3.欢迎您向本站提供推荐优秀的黑板报作品。

读书为手抄报板块篇三

鲁迅的脑子，就是万有文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除了
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之外，就是他的勇于学习，好学不倦，以



及十分注意读书方法。

鲁迅的工作态度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他亲手校对书稿
时，每行的高低，每字的大小、偏正，全页的位置，他都一
眼看出，严加改正，不惜再三变更，直到满意为止。至于字
句的正误，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校稿时，也许使人觉得
厌烦，但等到书一出版，是没有不满意的，没有不博得良好
信誉的。

鲁迅研究学问有“坚持不懈”的精神。鲁迅认为需要学的某
一种学问，便埋头专门钻研，坚持不懈。比如社会科学，原
先他并不十分注意。但1927年是革命转折时期，严酷的阶级
斗争观实，使鲁迅深深感到进化论思想的偏颇，由于革命的
需要，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读的书真是惊人。从1929
年起，本站三、四年间几乎每天手不释卷。这样刻苦学习的
结果，他后来以杂文的形式多次发表对教育的评论和意见，
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学生思想、镇压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
反动教育政策，深刻剖析了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的实质。
能一文刊露，群丑敛声。鲁迅先生终于用阶级观点看待问题，
分析问题，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伟大的共产主
义战士。

鲁迅认为读书，不应无重点地乱读一气，什么书都去涉猎;就
是同一本书，也不必每章每节“一视同仁”。有一次，他在
指导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读《抱林子》
时就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
的，可以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有不少正
确的言论，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这样的指导名之曰“重点进攻”读书法。平均使用力量，
会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采取“重点进攻”的方法，
比平均使用力量收效会好得多。



读书为手抄报板块篇四

提示：
1.图片经过缩放处理，请点击图片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原图，
或将图片存盘至电脑中查看。
2.本黑板报图片为网友推荐而来，版权归属原作者所有。在
本站展示仅为网友借鉴、欣赏他人作品时提供方便。如有任
何疑问，请与本站联系。
3.欢迎您向本站提供推荐优秀的黑板报作品。

读书为手抄报板块篇五

读书，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变成自己的嗜好，鲁迅对读书有
一生动形象的比喻，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想，嗜好的读
书，该如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去打，有时
被警察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这样读书成瘾，就
不可一日或缺，缺则心中惚惚若有所失，这样才能把闲谈的
时间化为读书，把游戏的时间化为读书，这样才会见缝插针，
长久与书相拥，与书为伴，让书似流水一样，常在身边流淌，
让流淌着的书的激情，滋润自己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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