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所有读后感 笑猫日记读后感(优
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所有读后感篇一

《笑猫日记》是杨红樱阿姨为我们最新创作的温暖童年
的“心灵鸡汤”，值得同学们在空闲时间阅读。下面是本站
小编为大家带来笑猫日记读后感500字，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这周，我读了杨红樱的《笑猫日记之塔顶上的猫》。

虽然我不知道虎皮猫有着怎样的结局，但是，在我的心里，
虎皮猫永远是那么优雅，那么高贵。虎皮猫确实非常可怜，
她的妈妈已经离她而去了，她站在高高的塔顶上，是为了实
现妈妈未了的心愿，她和妈妈一样，多么向往美好的生活啊!
可是，为什么同伴们却这么残忍地对待她，这真让人觉得可
恨!这些高贵猫是那么的自私，没有一点同情心，在他们的心
里，只有深深的嫉妒。

我们不要像这些高贵猫，看到别人比自己优秀就背后中伤，
而应该付出努力，用成绩同别人竞争，这才是上策。因为嫉
妒是心灵空虚和无能的表现，只要我们拥有美好的心灵，真
实地表现自己，就一定能够超越自己，超越别人。

在这次寒假中我看了一本《笑猫日记》这本书。暑假，马天
笑先生把马小跳、唐飞、张达、笑猫和毛超送到了张达的外
婆家。他们看见了巨人阿空。马小跳他们四个欢天喜地，笑



猫也很高兴。他们一起摘桃子，一起玩高兴极了。

一天，巨人阿空看天气很阴，就让马小跳他们很早起来摘桃
子。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桃子摘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
来了。

过了几天马天笑先生把杜真子也送来了。还发明了一个游戏，
叫冰镇人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在一个浴池里放很多冰
凉的水，然后再进去，谁待的时间最长，谁就赢了。就这样
一个暑假过去了。

马小跳说：“这个暑假是最开心的一个暑假了!”

马小跳有快乐的假期，我的寒假假期也过了一半，也该晒晒
我的假期生活了。

我期末考试考得不理想，因为我考试阅题不认真，在寒假我
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我每天非常认真的写作业，尤其
是在阅读数学题目时更加小心翼翼，恐怕拉掉一个字，而且
还把关键的字画出来或圈住，以便更加引其我的注意和把握
重点，把题目读懂以后才下手写答案，写的作业非常漂亮。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学会了下方便面，爸爸妈妈不在家时我学
着下方便面。下方便面的步骤是先烧水，再把方便面打开放
作料，然后把烧好的水倒进去就ok了。我一步一步的很谨慎
地操作，学得非常认真最后终于学会了。

在这几年的假期中，这一次是我最有收获的假期了!

《笑猫日记》是杨红樱阿姨为我们最新创作的温暖童年
的“心灵鸡汤”，好喝的心灵鸡汤。

笑猫日记是我第二爱看的一套书，笑猫日记有六本，我的这
一本叫《能闻出孩子味儿的乌龟》。这本书是讲有一只背上



刻满了甲骨文的乌龟，他有一个神奇的本领--能闻出孩子味
儿，于是，他从很远的地方一路顺着孩子味儿找到了四大金
刚马小跳、唐飞、毛超、张达。他看到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
的妈妈逼马小跳、杜真子写她布置的作业。其实世界上的孩
子都是好孩子，比如说马小跳和杜真子。杜真子的妈妈逼他
们看数学语文习题书，而他们看的是另一本书，他们看的书
都是童话书、科学书。杜真子的妈妈给他们打监控电话，他
们撒谎说正在看杜真子妈妈的必读书。

马小跳和杜真子本来是一个大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撒谎的孩
子，也许以后他们就经常撒谎了。还有一个小孩，她叫安琪
儿。她很喜欢看童话书，但她妈妈叫她看必读书。也许以后
她就会讨厌看书了。有的父母就像杜真子和安琪儿的妈妈一
样，我的妈妈就不这样做的。妈妈给我买的书有一大部分都
是童话书，科学书。我妈妈也不会逼我看其它的书。

所有读后感篇二

《人人都有一支魔法笔》是了不起的小叶子系列丛书之一,是
庞捷蕾所著，记录了主人公轻松幽默的成长故事，展现了纯
真快乐的童心世界。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人人都有一支魔
法笔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这个暑假，作为暑假礼物，我得到了一本由庞婕蕾写的《人
人都有一支魔法笔》这本书,书中记录了主人公轻松幽默的成
长故事,展现了纯真快乐的童心世界。作者庞婕蕾是一位年轻
的女作家,曾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写了
“庞婕蕾·风信子悦读坊”系列等三十多本书,《人人都有一
支魔法笔》是了不起的小叶子系列丛书之一,深受小读者们的
喜爱，她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之一。

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小叶子，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感觉一定是



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其实她正是一个迷迷糊糊,大大咧咧的可
爱小女生。

虽然她的成绩不是很优秀,长得也不是很漂亮,可以说她真是
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有很多优点，她十分纯真善良,真诚
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她开朗乐观,对周围的一切都抱有好奇心,
所以,我认为她真的很了不起。幸运的是小叶子在爸妈心仪的
阅读与写作拓展课上意外遇到了“魔法”老师,在老师的启发
和引导下,兴趣和能力大增,于是好像拥有了一支魔法笔一般,
拿起铅笔就唰唰唰写下一首诗,后来被被放在全班黑板展示。

其实之所小叶子会发生如此惊人的变化，我觉得和她的阅读
与兴趣是分不开的，在学习和写作中，阅读是我们的基础，
有了坚实的基础，才有可能搭建成坚不可摧的上层建筑。所
以我们要多阅读，多拓展课外阅读，丰富自己的头脑，最后
才能写出妙笔生花的美文。

在现实生活中,我梦想成为小叶子,梦想同样的事情在我身上
也会发生,写到这里我突然发觉,原来阅读与写作并没有我想
象的那么枯燥,此时我也似乎拥有了一支神奇的魔法笔,来记
录我们纯真快乐的世界。——但我更深深地知道，魔法不会
不请自来，想要拥有魔法，就要刻苦学习，才能梦想成
真。(徐晟图 )

《人人都有一支魔法笔》这本书是由庞捷蕾写的，书中记录
了主人公轻松幽默的成长故事，展现了纯真快乐的童心世界。

作者庞捷蕾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曾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写了“庞捷蕾 凤信子悦读坊”系列等
三十多本书，《人人都有一支魔法笔》是了不起的小叶子系
列丛书之一，深受小读者们的喜爱。

《人人都有一支魔法笔》一书的主人公小叶子是个迷迷糊糊，
大大咧咧的可爱小女生，她成绩一般，长相一般，没什



么“了不起”的，但她纯真善良，真诚地对待朋友，她开朗
乐观，对周围的一切都报有好奇心。所以，有时候她挺了不
起的。

在正本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小故事是人人都有一支魔法笔，
小叶子在爸妈心仪的阅读与写作拓展课上意外遇到了“魔
法”老师，在老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兴趣和能力大增，浴室
好像拥有了一支魔法笔一般，我的灵感在心底冒泡，拿起铅
笔就唰唰唰写下一首让人最满意的诗《走投无路的小熊》，
后来被张越改版，被放在全班黑板展示。

想想现实生活中的自己，我似乎成了小叶子的翻版，同样的
事情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只不过我没有遇到调皮的同学，写
到这里我突然发觉，原来阅读与写作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枯燥，此时我也似乎拥有了一支神奇的魔法笔，来记录我们
纯真快乐的世界。(作者：李泽明)

从上学以来，我最头疼的就是写作文。暑假里，老师又留了
好几篇作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那天，拿着笔发呆的我，
无意中读起了书桌上的《了不起的小叶子》，里面有一个小
故事《人人有一支魔法笔》一下子让我眼前一亮，瞬间明白
了好多道理。

新学期，学校要求在网上报名拓展课，小叶子家的网速太慢
了，没报上自己喜欢的课程，爸爸妈妈就做主给小叶子报
了“阅读写作”课。小叶子当然很扫兴。要是我也会觉得没
意思的啊!我想象的出小叶子耷拉着脑袋走进“阅读写作”教
师时的样子，可是当看到老师的时候，小叶子立刻活跃起来。
老师的神奇的着装、生动特别的自我介绍就像从魔法王国走
出来的魔法师一样深深的吸引了小叶子，更有趣的是老师讲
课不用书，而是用树叶。哈哈!看到这儿，我想到我上写作课
时，老师给我们在黑板上画的各种图案，各种思路立刻在我
的脑海中涌现出来，我拿出笔，“唰唰唰”很快就写好了一
篇作文。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小叶子写出了最满意的一首诗



《走投无路的小熊》，我大笑起来，因为我和小叶子都有收
获啊!

过后想想，书中的小叶子跟我有几分相像呢?活泼可爱、坦荡
直白，最后也都写出了满意的作品。

现在我明白了，只要用心体会，展开自己的想象，手里就会
有一只魔法笔，写作文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了。(毕乃心 )

所有读后感篇三

《活法》是稻盛和夫的一本著作，每一章节都来自于他的切
身经验，都是稻盛和夫先生心血的结晶，充满着人生哲理，
每阅读一节都感触颇深。

书中首先提到的人如何才能成功，成功的方程式为：能力×
努力×思维方式。不难发现其中每个要素之间使用乘号相连，
意味着三个要素每一项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每一项都是在
通往成功之路上占很大比重的。我认为人的能力和努力决定
着成功的程度，思维方式决定着是否成功以及通往成功道路
的方向。

仔细阅读书中的内容，人的能力更多的是强调人与生俱来的
适应性：适应生存环境、适应工作环境等。每个人与生俱来
的能力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当然也有木
桶的短板，由此引出了第二个成功的关键特性：努力。努力
是后天的，是可以通过人的意志达到的。同时，人通过努力
弥补短板的不足，拓展擅长领域的广度。努力在个人品质上
更多的表现为认清自己不足的前提下，勤奋不止，敢于挑战
自我，坚忍不拔。在工作中表现为清楚地知道工作的意义：
工作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实现人生价
值的乐趣，我想这就是人为什么工作吧。我们要热爱工作，
而不是把它当做一种生活负担，要把工作当做一份热爱的事



业来做，这样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我们
更加要以开阔的思路去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用纯粹的心灵
去迸发工作的热情，自我燃烧从而点燃周围人群，成为漩涡
的中心，一起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书中还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其实是
一种成功之道。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以下情况，有
人提出了某种改善方案，还未真正尝试就已经被以往经验否
定了。不可否认，经验作为以往经历中碰到问题解决问题而
得出的一种知识，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同时也是对创
新的一种束缚。很多情况下人是有惯性和惰性的，宁愿保持
原有的基本思维安逸的运行着，因为这种模式大概率不会出
现问题，也不愿意做新的尝试，这样只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
越来越脱节。作为管理者的我们，应该及时转变工作的思维
方式，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削尖头皮迎难而上，
发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害怕出现问题，并且不采取必
要措施去解决问题。

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人生的高度，思维方式有多广，眼界
就有多高，分析事物本质的能力就有多强，平常生活工作中
我们应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虚心向前辈学习，虚心向一线
员工学习，不断加强自己的辨别能力，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
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同时阅读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看一
本好书胜似交一个好友。

以上就是我的读书心得，愿与大家一起分享。

所有读后感篇四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这是一本西方教育名著，这本书的作
者是美国著名的学习问题专家托马斯阿姆斯特朗先生，他进
行了15年深入的调查研究写成的经典教育专著，他的研究成
果表明，实际上根本没有天生的所谓学习上不行的孩子。绝
大部分也是世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的结果。



本书中谈到一个叫比利的孩子，总是喜欢发明令人匪夷所思
的玩意儿，例如让水沿着水槽流下，带着乒乓球滚入洞槽，
轮番撞击数只铃铛鸣叫，使一头玩具小猪旋转起来，最后进
入玩具鳄鱼嘴里。这样，一个鳄鱼似的小切削器便被启动了，
你可以在里面削铅笔。他发明的一些其他机械，也是既富创
造性又有实用性。然而，比利还是被勒令退学了，他似乎不
会按学校的规定的方式办事，他甚至不会计算房间的面积。

还有一个活泼好学的六岁小姑娘，当她第一天入校时是何等
地激动。她已习惯于把时间花在小池边与朋友们画画、戏水、
堆砖和唱歌，在入校第一天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
她充满了期待，她期待能在四周走动走动，她期待能了解一
些事物，她期待学校能随处歌唱、玩耍，她还期待着能与其
他伙伴在一起自由自在地交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她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得不长时间坐在座位上的世界里，
在那儿，她必须去解析老师复杂的说辞，眼睛必须一眨不眨
地盯着味道怪异的书本上那些细小而又弯弯曲曲的数字与字
母。当她在老师面前表露出自己的失望与迷惑时，老师就建
议她去专家那儿做个检查。于是，她就接受了挑、串、刺等
一系列深入检查后，又被人认为是彻头彻尾的“痴呆生”。

实际上像《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一书中的描述的这些外国孩
子，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又何尝少呢？在报告文学《每
个父母都能成功――李圣珍老师的教育胜经》一书中介绍的
北京的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好几年来，她已经将来自全国
的50多个家长和老师认为在学业上无可救药的差生转变成了
人见人爱的好孩子，来李老师家之前，有的孩子在学校考试
几乎门门都不及格，有的孩子上到小学四年级，数数还超不
过20，有的孩子一见到书本就想撕……在李老师的教育下，
这些孩子在学业上全部脱胎换骨，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有
的一跃成为班上的前五名，有的当上了三好学生，还有的已
经考上国内重点大学，有的还赴世界一流大学留学深造。同
托马斯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李圣珍，这位被中国教育
界誉为“拯救差生的圣手”的本土教育家，在谈到她的教育



经验时，她语出惊人：世界上不愿意学习好的孩子根本不存
在，学业差只是教育不当的结果。

所有读后感篇五

早就听闻朱光潜先生的大名，今日终于有机会读他最闻名的
文章，期待之下，难免有些许遗憾。

这本精选集，主要是从朱光潜以往的多部著作中挑选出部分
综合而成。整体的语言风格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白话中还遗
留着文言文的简练，以及老先生信手拈来的古文、诗词，让
阅读过程变得有些艰难，如果要更好理解意思，非得慢慢读，
甚至有时还需要用到搜索工具…我自以为还过得去的高中古
文修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撇开这点，这本书里的文字的确是非常美而温和的，这也许
和朱光潜本人在书里提到的修养有关“了解一切就是宽容一
切”，他是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虽然该批评改警示的地方老
先生从不遮掩，但你却不会感到被冒犯轻贱，并且所有的议
论文都有理有据又不失文章趣味，让你找不到理直气壮回嘴
的理由。朱光潜的言论，不说百分百，至少就我看到的在文
字上的表现，他做到了自己所提倡的那种修养。

反观现在的舆论环境，不仅能把道理说的清楚的人少，能认
真倾听不同的声音之人更是稀有，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谈修
养》篇的一点点，也许对社会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进步了。

但我身为一个创作者，也是艺术领域的菜鸟爱好者，结合我
最近的亲身感受，非常有同感和启发，特别是在具体的创作
方法上，包括后文的《谈学问》《谈读书》《谈作文》也给
了我非常多的实用建议，值得我在具体运用是再拿出来学习。

除开以上提到的篇目之外，剩下的文章大多理论性强于实践
性，作为陶冶情操休闲读读可以，但若是真的要我如此做，



不说没有具体可执行的方法建议，光就对人性中关于懒、恶
的限制就很难令人真正做到。

理论太理想化而缺乏实践指导，这也许是所有议论文的特点，
有限的语言和篇幅无法让意义传达到每个人，但读后的领悟
却全在个人，因为无限的解读和随后的行动，也就有了千差
万别的际遇和人生。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本书还挺理想化的，明知难为也要说，
明知理解的结果不同也要说，但这种理想化又让人向往，向
往却做不到，这个矛盾也挺有意思。只是对于我而言，除了
专业的学习之外，真的不想再看议论文了，啃别人剔好的骨
头，虽然肉还是肉，但就是少了点自己亲自来的味道。就像
朱光潜在文章中说的，不记得原文了，希望意思没有理解错，
多读作者写的书，少读评论书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