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笔记标准格式(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笔记标准格式篇一

鲁迅的文章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二十四孝图》。这
样一篇文章，虽然叫《二十四孝图》但其实并没有写出如何
孝顺父母，没有起到教孝的目的。

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
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但其中的“老莱娱亲”
和“郭巨埋儿”“尝粪忧心”令人发指。

其中郭巨埋儿是说晋代有个叫郭巨的，原本家道殷实，父亲
死后，他把家产分为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养母亲，
对母极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
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
再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好供养
母亲。”夫妻遂把儿子抱出，挖坑要埋。兴好挖出一坛金子
来，才免了儿子一死。

郭巨虽有孝心，但杀儿之举，欲有违人道。所以后来有人把
这种孝举，称为“愚孝。

今天，我从书架里拿出来从未看过几眼的鲁迅先生晚年时期
之作——《朝花夕拾》，而仔细去看内容，却发现这部散文
集中写的，有全是鲁迅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幼年之事到了
晚年再去回想，犹如清晨开放的鲜花去到晚上摘取，虽然失
去了盛开时的芬芳，但夕阳的映照却使它平添了一种风韵，
而那若有若无的清香则更令人浮想连篇，回味无穷。



这本书主要技记述了作者对封建社会批判的感受，揭示了封
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二十四孝图》对荒谬愚昧的封建孝
道和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给予了尖锐的抨击，给了
我很大的心灵震撼！

《二十四孝图》图文并茂，非常感人。我发现，百事孝为先，
小时候那些孝顺的人，长大都有了很大的成就。

二十四孝有：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痛心、百里负米、
芦衣顺母、鹿乳奉亲、戏彩娱亲、卖身葬父、刻木事亲、行
佣供母、怀橘遗亲、为母埋儿、扇枕温衾、拾萧异器、涌泉
跃鲤、闻雷泣墓、乳姑不怠、卧冰求鲤、恣蚊饱血、扼虎救
父、哭竹生笋、尝粪忧心、弃官寻母、涤亲溺器。其中，我
最喜欢刻木事亲，意思是：丁兰，相传为东汉时期河南(今河
南黄北)人。幼年父母双亡，他经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
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
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
后一定见面，从不懈怠。久之，其妻子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
竟好奇地用针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居然有血流出。丁
兰回家见木像眼中垂泪，问知实情，遂将妻子休弃。

虽然这篇文章里木头人的手指会流血不现实但古代人真的是
孝顺。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代人一天到晚都是在想自
己该怎么样，自己吃的好不好，玩得好不好，向父母要这要
那，达不到要求就发脾气，有时对父母和长辈说话、行为很
不礼貌。和前人相比我真的对“孝顺”二字没有做好。读了
这本书，我以后一定要孝顺父母，尊敬老人，继承和发扬中
华民族的美德。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吧！

读书笔记标准格式篇二

鲁迅的文章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二十四孝图》。这
样一篇文章，虽然叫《二十四孝图》但其实并没有写出如何
孝顺父母，没有起到教孝的目的。



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
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但其中的老莱娱亲和郭巨
埋儿尝粪忧心令人发指。

其中郭巨埋儿是说晋代有个叫郭巨的，原本家道殷实，父亲
死后，他把家产分为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养母亲，
对母极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
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
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好供养母
亲。夫妻遂把儿子抱出，挖坑要埋。兴好挖出一坛金子来，
才免了儿子一死。

郭巨虽有孝心，但杀儿之举，欲有违人道。所以后来有人把
这种孝举，称为愚孝。

读书笔记标准格式篇三

读书笔记的格式读书笔记的种类很多，一般说来，可分为三
大类：一是摘录式，二是评注式，三是心得式。三大类又分
若干种，每一种在写法上有所不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
的读书笔记的格式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摘录式读书笔记

摘录式读书笔记，是在读书时把与自己学习、工作、研究的
问题有关的语句、段落等按原文准确无误地抄录下来。摘录
原文后要注明出处，包括题目、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日期，
页码等，便于引用和核实。摘录要有选择，以是否有用作为
摘录的标准。摘录式笔记可分为：

(1)索引读书笔记

(2)抄录原文读书笔记



抄录原文读书笔记就是照抄书刊文献中与自己学习、研究有
关的精彩语句、段落等作为日后应用的原始材料。摘抄原文
要写上分类题目，在引文后面注明出处。

2、评注式读书笔记

评注式读书笔记不单是摘录，而且要把自己对读物内容的主
要观点、材料的看法写出来，其中自然也包括表达出笔记作
者的感情。评注式笔记有时对摘录的要点做概括的说明。评
注式笔记有下列几种：

(1)书头批注

书头批注，是一种最简易的读书笔记作法。就是在读书的时
候，把书中重要的地方和自己体会最深的地方，用笔在字句
旁边的空白处打上个符号，或者在空白处加批注，或者是折
页、夹纸条作记号等等。这种笔记方法不但对书中的内容可
以加深理解，也为日后查找提供了方便。

(2)提纲

提纲是用纲要的形式把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论点、论据提纲
挚领地叙述出来。提纲可按原文的章节、段落层次，把主要
的内容扼要地写出来。提纲读书笔记可以采用原文的语句和
自己的语言相结合的方式来写。

(3)提要

提要和提纲不同。提纲是逐段写出来的要点，提要是综合全
文写出要点。提要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扼要地写出读物的
内容。提要除客观叙述读物内容外，带有一些评述的性质。
另一种提要，是对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内容梗概作简要的说
明。



(4)评注读书笔记

评注读书笔记，是读完读物后对它的得失加以评论，或对疑
难之点加以注释，这样的读书笔记叫作评注笔记。例如鲁迅读
《蕙櫋杂志》中的一段：清严无照《蕙櫋杂志》：西湖有严
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词即慷慨，书亦瘦劲
可观，末题华盖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夏言。虽属可
笔，然亦足以惩奸矣。

补充原文的读书笔记，是在读完原书或文章之后，感到有不
满足的地方进行补充。需要注意的是补充原文不是随意地加
以补充，而是要围绕中心思想加以引申或发挥。

3、心得式读书笔记

心得式读书笔记，是在读书之后写出自己的认识、感想、体
会和得到的启发与收获的一种笔记。它有如下几种：

(1)札记

札记也叫札记，是读书时把摘记的要点和心得结合起来写成
的。这种札记的形式是灵活多样的。可长可短。

(2)心得

心得笔记也叫读后感。读书后把自己的体会、感想、收获写
出来。这些读书笔记，可以写读书时的心得体会，也可以写
对原文的某些论点的发挥或提出批评、商榷的意见。写这种
笔记，一般是以自己的语言为主，也可适当地引用原文。

(3)综合读书笔记

综合读书笔记是读了几本或几篇论述同一问题的书文后，抓
住中心评论它们的观点、见解，提出自己看法的笔记。



上述三种类型的读书笔记，不论采用哪一种类型，目是都是
为学习、工作、科学研究和写作服务。作笔记时开始可采用
摘要式，以后读书多了，有了比较，产生了看法，就可以写
译注式，至于心得式是更进一步了，它是属于科学研究的范
畴。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小时候的海伦·凯勒(就是作者)是一
个聪明又活泼的女孩，6个月就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话语，刚满
周岁就会走路了。总之，她比一般的孩子要乖的多，也好学
的多。然而好景不长，幸福的时光总是结束得太早，在一个
充满知更鸟和百灵鸟的悦耳歌声，而且繁花盛开的春天，在
一场高烧之后，海伦失去了听力与视力，随之而然的又不能
说话了。这三样东西，是人生中必要且不能缺少的。如果失
去了这三样，对一个常人来说，等于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如
果你是海伦，给你三天时间，你会去干什么呢?如果我是她，
一定活不下去了。再大的动力与再大的鼓力，也照不亮我心
中那颗又阴又暗，又冷又湿的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
活着，生不如死，还是早一点儿结束算了。

然而，海伦的做法与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她一生度过了88个
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的孤独岁月。而且，正是这
位又盲、又聋的女子，竟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这是一个
多么惊人的成就啊。但是，毕竟，这惊人的成就是离不开她
自身的努力的。与她相比之下，天壤之别啊，我真是自愧不
如啊!海伦可以创造这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迹，全靠她有着一
颗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心。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生命的挑
战，用自己那颗炽热的心，用自己那伟大的爱，去拥抱美好、
充满生机的世界，以惊人的毅力与困难作战，终于，她战胜
了生命的挑战，张开了心灵的眼睛，有了信心与希望，走出
了寂静与黑暗。最后，她又把那双慈爱的手——伸向了全世
界!

海伦从又瞎又聋的女孩成了举世文明的作家，经历多少坎坷
啊，可她从没有退缩，而是勇往直前，毫不畏惧地面对困难，



去战胜它，跨过它。一个又瞎又聋的人能做到，更何况我们
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人，没有理由做不到啊!一些同学很自卑，
说自己笨，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天才，也没有笨蛋。天才
和笨蛋是取决于这个人有没有决心学习，有没有毅力坚持下
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的路途坎坷、崎岖，就看你有没
有信心和毅力去把它踩在脚下，一步一步登上成功之路。 我
们每一个人时刻都在有意或者无意识地描绘着自己的人生画
卷，只有奋斗，只有自强不息，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鲜亮光
耀的色彩，我们的生活画卷才会闪光。

读书笔记标准格式篇四

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细的《儿童世界》之类，
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
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
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
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
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
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
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
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
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
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
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
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
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
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
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
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其中《二十四孝



图》给我影响最深。文中主要是批判封建孝道观念，读来胜
让人惶恐，不仅觉得就是观念与当今所持态度不同的何止十
万八千里之远。开篇作者反对“妨害白话者”，态度尖锐，
亦使人想起鲁迅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写白话文的第一人，鲁迅
先生认为，勿徒的古书是束缚儿童想象力的。从“我的小同
学因为‘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
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
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可见，那时的儿童对诸如
此类的新的形式的书籍是多么喜爱，这就是白话。

接下来，作者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封
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选文分析了“郭巨埋儿”的孝道故事，
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
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二
十四孝图》对荒谬愚昧的封建孝道和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
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读书笔记标准格式篇五

这大约讲了这么个故事：一个叫郭巨的人，因家中贫困，导
致口粮供应不足，在母亲和儿子中只能保证一个人有饭吃。
郭巨为了做孝子，尽孝道，便准备将儿子埋入地下，可当他
掘地掘到二尺深时掘出了黄金一釜。这个故事的结尾可算是
皆大欢喜，因为郭巨掘出了黄金，所以郭家便有钱了，郭巨
也不必埋儿。不过，这个故事却使儿时的鲁迅产生了极大的
恐惧与担忧，总担心哪一日家中也没钱了，他的父亲也当一
回孝子将他也埋了，然而掘出黄金的概率是几乎为零的。这
种恐惧感直到鲁迅的祖母去世才消失。

我想，人们看了此文后定是会笑的，《二十四孝图》的作者
本是想要传播孝道的，可他们万万不曾料到这却在童年的鲁
迅身上产生了这种作用。记得我初读此文时，觉得这位鲁迅
先生也太霸气了。后来，鲁迅的文章看得多了，才悟出鲁迅
是在讽刺古代的封建礼教，表达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在古人



看来，孝是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道德，人若没了孝，便没
了道德。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人们，不要说对父
母不敬了，那些打骂父母者、动辄训斥父母者，不胜枚举。
更有甚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母亲为了让不务正业的儿
子用功读书，感化儿子，竟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向儿子下
跪，可那不知羞耻的混账儿子不但没有向母亲认错，反而当
街骂起了母亲！

读“二十四孝”不能盲目的去模仿，我们不能仿效老莱子摔
倒娱亲，也不能学郭巨为母而埋儿，我们读“二十四孝”是
学习做晚辈孝顺长辈的孝顺精神，学习“百行以孝为先”的
最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德，学习孝顺长辈尊重晚辈的思想。

说实话其实，孝的本意即为尊敬长辈。现在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我们固然做不到古人的“黄香扇枕”、“陆绩怀
橘”。但是我想，我们若能抽出点时间来关心一下父母，替
他们倒杯水或是剥个橘子，也可以算是尽一点孝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