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顾城的诗读书笔记(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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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顾城的诗读书笔记篇一

《祖父的园子》是萧红写的，我非常喜欢，令人轻松！

正是有了祖父暧融融的深爱，才有了作者自由自在的童年。
在作者眼里一切都是无拘无束的，充满梦幻色彩的。是啊！
童年一幅美丽的油画；童年是一条彩色的河；童年是一首歌，
歌里跳动着幸福与快乐的音符；童年是一首诗，诗里有我们
的想象与憧憬。让我们珍惜童年，快乐的过好每一秒、每一
分、每一时、每一天吧！

也许，有些同学觉得上辅导班上学、写作业是一种压抑心情
遥东西，其实，不是的。你总会从中找到快乐，解开难题，
交到新的朋友，得到老师的表扬，考试拿高分……都是一种
快乐。

快乐，并不只是妈妈给了许多零用钱，快乐，也不只是爸爸
给买了好玩玩具……富有不一定快乐，但快乐就是最富有的。

同学们，快乐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会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寻找你们的快乐心情吧！

顾城的诗读书笔记篇二

有一次，我到乡下去挖笋，当时我偷懒而且没有锄头，就直
接用脚用力的踢，“咔”的一声，春笋掉在了地上——终于



被我踢断了。我看着外面的一层层粗糙的皮难看极了，就把
最外面的一层皮给拉掉。结果拉掉一层，还有一层；又把它
拉掉，又冒出来一层。我火极了，就不停的拉，还想：“你
这个可恶的笋，我就不信我不能把你的皮给扒光！”结果我
扒的更起劲了……就这样拉呀拉，到后来这棵大笋就只剩下
一点点的小笋根了，我哭笑不得，只好把手里的笋根给扔了。

又有一次，我拿着一根狗尾巴草，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始终
觉得这是一根谷穗，妈妈看我盯着一根狗尾巴草，很好奇就
问：“你看狗尾巴草干吗呀？”“我在想麦穗干嘛要种在马
路边呢，难道农村的田地不够用了吗？”妈妈笑看着
我：“这不是麦穗。”“这1000%是麦穗！”我一脸坚信的说
道。妈妈依然笑看着我说：“那你就尝一下吧！”我
想：“反正大米都是从这麦穗里面磨出来的，那尝一下应该
也没关系的吧？”我低着头，生怕别人看到我，将信将疑地
把一小点肥嘟嘟的“狗尾巴”给吃了下去。“呸呸呸……真
苦，难吃极了！”我一脸囧样的抬起头，嚷道，“老妈，你
忽悠我，这个不好吃！哪里逃，看我降龙十‘巴掌’!!”当
我抬起头，大叫着时，谁知妈妈已经跑远了，还说：“你肯
定追不上我！”最后我和妈妈在笑声中累地坐在地上。

童年的生活真有趣啊！难忘的童年！美妙的童年！

顾城的诗读书笔记篇三

看了动物、植物们的自由成长和“我”无拘无束的美好生活
后，那么你的心中应该产生羡慕之情了吧！是啊，同他们相
比，我们现在的童年时代虽然有豪华的房子住，吃得饱，穿
得好，有良好的学习条件，但却是一只“笼中之鸟”，没有
自己自由的空间，哪里有文中小女孩那样快乐自由呢？再看
看我们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吧：我们从早上7点开始上学，一
直到晚上9点多作业完成后才可能有自由的时间。好容易盼到
周末，完成大量的家庭作业后已没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了，
还要参加父母安排好的补习班、兴趣班、培训班。假期两天



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唉！你看教室里近视的占到一大半，
并且总是弱不禁风。而农村的孩子们则不同，他们学习压力
小，虽然功课可能不如我们，但却尽情地享受了快乐和自由。
每当清晨我睁开朦胧的双眼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窗外那一
群群自由自在地翱翔的小鸟，听到的是它们那快乐、清脆的
欢叫。每当这时，我多么想从“笼”中飞出，成为它们中间
的一员啊！我想飞，想飞得更快乐、更自由！想飞得更高、
更远！在天空中自由快乐地翱翔！

顾城的诗读书笔记篇四

一听说要到与我校联谊的边远小学去搞联片教研帮扶活动，
我很兴奋。因为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为了能在这
次教研活动中很好的展示自己，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心中
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我和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脑海中
思索着：这篇课文是写“我”幼时和祖父在园子里的情景，
具体而又生动地表现了“我”的好奇、贪玩和幼稚。字字句
句童心四溢，贴近小孩子的生活，容易引起小读者的共鸣。
所写的内容都是一些小事，虽然内容看似零散，但都围绕
着“趣”字展开。我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才能激起学生的兴
趣，并发挥其主动性呢？“还课堂给学生”，通过学生多元
化解读，自读自悟，选取自己觉得最有趣的段落进行朗读、
体会，不以教师的讲代替学生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瞬间的灵感激活了我的思维，笔尖在教案本上沙沙地写着。
片刻，一篇引导学生自主、合作、交流、探究学习的教
案“出炉”了。我捧在手上，反复朗读、修枝剪叶。看着它，
我仿佛看到了一张张求知的面孔，一双双智慧的童眸。

伴着清脆的铃声，带着我的设想方案，我精神抖擞地走上讲
台，开始献课前的试讲。“孩子们，上节课老师带领大家走
进祖父的园子，去领略了那里美丽的景色。这节课，老师将
再一次带领你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去分享‘我’和祖父的快乐。
”只见学生们的脸上流露着期待的神情。我接着问：“祖父
的园子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个菜园子吗？如果不是，那它



还是什么？”学生们带着疑问饶有兴趣地进入文本默读找寻
答案。接下来，学生选取自己觉得最有趣的自然段反复朗读，
谈论自己的感受或体会。“把课堂还给学生”，对，学生表
现出来的是浓厚的兴趣。看，课堂中一只只小手高高举起，
举手的人比平时多一倍多，就连平时上课老走神的张三山也
能准确地谈出自己的感受。我即时给予肯定，并用赞许的目
光看着他，看到他双眼流露的喜悦，心中暗自高兴：“兴趣
真是最好的老师。”这堂课十分顺利，取得了成功。我欣喜
不已：我们班都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更何况农村的孩子对文
章中的事情再熟悉不过了，会更感兴趣，献课时，就这么上，
肯定没问题！

由于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献课那天，我信心十足。经过
长途跋涉，我们终于赶到了与我校联谊的帮扶学校。朱校长
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很诚恳地向我介绍了我即将授课班级
的学生情况，“这个班的学生成绩不是很好，上期末语文统
考只有三人上八十分，其中还转学走了一人。大部分学生的
成绩没有及格。语文平均分不及格。你要作好思想准
备……”一席话说得我脑子嗡地一声懵了，但转念一
想：“我所教课文内容浅显易懂，而且也贴近农村孩子的生
活，是他们感兴趣的事。课堂上，只要我多采用激励的手段，
相信应该没问题。”我仍然信心十足。

上课铃一响，我满面春风地走上讲台。天哪，目光所及之处
是一双双清澈透明、渴求知识的眼神，我心中顿时激起千层
浪。

开课了，和我预设的一样，进展得还算顺利。可到了起来谈
谈自己觉得写得最有趣的自然段时，情况发生了：没有人举
手，似乎对我的问题无动于衷。“谁愿意起来说说？没关系
的。”“来吧，勇敢的孩子，起来谈谈你的想法。”……几
乎是满脸堆笑，“讨好”似的“乞求”，可是，所有的孩子
都不为我的热忱所动。在我的苦口婆心下，终于有孩子举手
了，我总算舒了一口气。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与引领
者。”这个引领者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
深厚的人文修养，必须始终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细微变化，理解并尊重学生独特体验。要反复学习、揣摩
新课程理念，不断在教学实践中渗透、提升。

送教下乡的课上完了，教学环节也完成了。同样的课文，同
样的教案预设，只是学生不同，城乡不同，为什么取得的效
果却大相霆径？我反复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我豁然开朗：
原来，我预设的教案是根据我班学生的具体情况来设想的。
这样的预设对于我班学生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对于另外的班
级，另外的学生就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教师的
备课，不光是备教材，更是备学生。所以，我们提倡“一切从
‘零’开始”，把每一次教学看成是新的开始。教师的智慧
不应是通过单纯的传授和学习可以获得的，它是在教师的教
学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是一种教学实践的智慧，这节课我
缺少的就是这种智慧。

课堂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师生应该享受课堂，在课
堂中得以发展。如何使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如何使学生
能在四十分钟的课堂中获得知识？这一方面要靠教师发挥自
己的创造才能，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要让学生发
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在教学中还
要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能根据学生的突发事件努力调控自
己的教学。教学中，对学生的训练要有目的性和实效性。在
我的教学中，学生在谈到“想怎样，就怎样。自由，谁不向
往，可以无拘无束……”时，我又跑入了下一个话题。其实，
我放弃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契机。应该激励学生说：“孩
子们，小萧红幸福的童年流露于语言文字之中。她喜欢这篇
园子，感受到植物的自由自在。老师的课堂也一样，你们不
必这样拘谨，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各抒己见。”如果那样，
学生也许不会那么拘谨，就会畅所欲言，用自己独特的视角
去发现，去想象，去体会萧红在祖父园子的童趣。还有在我
示范朗读，学生评价后，我应该引导学生像我一样把感受读



出来，直到读好为止。而不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每一教学
点都是“蜻蜓点水”。

如果我是拥有教学实践智慧的教师，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愿
意与学生进行心灵的对话，能够将生活与教学的紧密的联系
起来；具有高屋建瓴俯视整个教材和细致入微分析具体内容
的能力，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重构教学内容，创造独具个性
的课堂教学；具有敏锐地获取教学信息的能力，能在与学生
的对话中和动态的教学实践中捕捉信息，并准确判断生成的
信息的价值，临场利用和开发“原汁原味”的生成性资源，
实施发展性的评价；具有较强的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能恰
到好处地把握教育时机，能机智灵活地应对教育危机，能根
据教育实际态势及时调整教学行为，那就可以自己的智慧开
启学生的悟性，发展学生的智慧。我的确该加油了！

顾城的诗读书笔记篇五

我读过许多书，如《我要做好孩子》《朱自清散文集》《城
南旧事》……他们有的是大作家写的，有的感情真挚，有的
很真实，可我最喜欢的还是萧红写的《呼兰河传》里《祖父
的园子》这篇文章。

文章讲述的是小时候的萧红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下长大。有一
次，她把谷穗当狗尾草割掉啦，祖父知道了，却没有骂她，
而是陪着她一起疯闹，最后才告诉她，谷穗长什么样，狗尾
草长什么样。

萧红是一个自由自在、活泼顽皮的小女孩，她有一个慈祥的
祖父，这本书里，字里行间都可以体现出她和祖父快乐的时
光，体现出祖父的慈祥。

萧红的祖父一起玩，一起种地，一起栽花……就算她犯了错
也没关系，只要是合情合理的祖父从来不管她，纵容着她，
这也培养了她天真烂漫的。性格。



萧红和祖父那么开心，我也想起了我和爷爷玩闹的情景了。

那时是夏天，是暑假回老家去了鱼塘边，看见一种小草一样
的东西，还有小芽呢，我认真的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连根拔起，
我拿着小苗跑到爷爷面前说：“爷爷，快看！”爷爷看到，
问：“怎么啦？”我说：“小草！”爷爷定睛一看，就大笑
不止，笑得直不起腰来。过一会儿，奶奶也知道了，她二话
不说也开始笑。我不明白，挠了挠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哪
是什么小草儿，是豌豆苗，这时我才知道，也有多么宽容和
耐心，我真思念远方的爷爷奶奶啊！

萧红小时候很快乐，小时候的我也很快乐；萧红小时候和祖
父一起玩，我小时候也和爷爷奶奶一起闹；萧红小时候拔错
过稻子，我小时候还拔错过豌豆苗呢！那时候的我们太快乐
了！

真想再回到那时候玩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