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孩子读后感 手斧男孩读后感(汇总8
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男孩子读后感篇一

同学们，你们见过手斧吗？你们知道手斧有哪些用处吗？假
如你被抛弃在了杳无人烟的原始大森林里面，没有食物，没
有火，狂风暴雨，野兽出没，仅凭一把手斧，你还能存活下
来吗？也许我们不行，但是，１３岁的布莱恩却可以做到。

今年暑假里，我读了由美国作家盖瑞伯森写的《手斧男孩》
一书，书中讲述的是美国男孩布莱恩·罗伯逊要到在加拿大
北方原始丛林从事油田的开采工作的爸爸那里去过暑假，有
一架飞机要飞回油田，布莱恩就成了这架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谁曾料到巨大的不幸在这时降临了，飞行员心脏病突发死了，
飞机掉落在渺无人烟的丛林深处，布莱恩幸免一死。但密林
深处危机重重，生存陷入困境。布莱恩努力生存，终于获救
的一个故事。

这本书写得既扣人心弦又发人深省，让我一拿起就不肯放下，
看完这本书，我的内心受到了深深地震撼。一个年仅十三岁
的孩子只凭一把手斧，居然在森林里存活了近半个月，布莱
恩那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冷静思考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的能
力，令我钦佩。他为自己的生存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成功
的在森林里生存下来并最终获救，让专业探险人士也叹为观
止。



假如有一天，像我们这样养尊处优的孩子不幸掉到大森林里，
该如何面对生存挑战呢？我们是否能活下来呢？答案恐怕是
不能。因为我们从小就衣食无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离开
了父母的庇护后的我们没有独立能力。同时课本上学到的知
识也没有做到学以致用，在艰难的环境中无法将知识化为生
存的动力，与手斧男孩布莱恩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和布莱恩的巨大差距让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想起了三年级
的暑假的那次夏令营，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独自在外
地生活一周。刚到那儿不久，我的袜子脏了需要更换，但由
于我不会洗袜子，只能把它给扔了，正当此时我却看到了和
我同住一个屋子的姐姐正在洗袜子，我顿时觉得自己的独立
能力很差，后悔平时在家不自己洗袜子而是随手丢进了洗衣
机。出于惭愧我怯生生地问了那个姐姐：“请问你在家是自
己洗袜子的吗？”“当然是我自己洗的，不光是洗袜子，我
在家还自己洗衣服和裤子呢！我妈妈就是想锻炼我的独立生
活能力，所以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就让我洗自己换下的衣
服。”

每次一想到这件事，我都会脸红。书中的布莱恩通过他的手
斧改善了他的生存条件，使他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那把手斧不仅仅是他存活的工具，更是他积极面对挑战的勇
气和智慧。而那位姐姐也有一把属于她自己的“手斧”——
她独立的生活能力。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手斧，
只要你找到它并去不断磨砺它，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锋利，最
终会给你带来勇气和希望。

男孩子读后感篇二

一个名叫罗伯逊的十三岁小男孩凭着自己的智慧在毫无人烟
的原始丛林中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他所在飞机上的驾驶员
心脏病突发，当场死亡，他们的飞机坠落在湖里，但他却活
了下来，他凭他的智慧，用双手造出了弓箭、鱼叉、
小“房”并利用这些工具来打猎，这样，他就解决了自己的



生活问题。飞机失事的第二天，救援队来找他了，但并没有
发现他的踪迹，这让他十分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两
个多月后，他在沉没的飞机中找到了救生包，他用救生包里
的发讯器发出了求救信号，却没有一点反应，但没想到，随
之到来的又是救援队，而且这次救援飞机找到了他，他们十
分惊奇：一个十三岁男孩在飞机失事两个月后竟能活下来！

罗伯逊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和超强的智慧独自一人度过了两个
月的丛林生活，他并没有依靠任何人，这两个月的时光，就
如同一次超常时间的魔鬼训练，把他所有自立生活潜能都挖
掘出来，罗伯逊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少年。

他勇于尝试，他也经常受伤，但每次都能很快的振作起来，
使我非常佩服他，他对待小动物也很好，他希望和动物们打
成一片，他也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求生存，他生火，
找房子，做床，捕鱼，捕兽，钓鱼，做衣服等都是自己做，
仅靠的是——一把手斧。太厉害了。布莱恩做得的确很不错，
但他作错了两件事，第一件错事是他不该盲目的求生，他应
该想尽各种方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不是在一个小湖边等待
救援，没人知道布莱恩在那里，因为驾驶死后飞机还继续飞
了一刻钟，在无人驾驶又不是自动驾驶的情况下，飞机肯定
偏离行道不知有多远，所以不会有人找到他，就算他能活
过54天，也不代表他能活一辈子。

第二件错误的事是，飞机里肯定有一些生活必须品，在加上
飞机是坠毁在湖里的，首先，飞机坠毁在湖里，冲击力不足
以毁坏飞机上的生活必须品。再来水很浅，机尾还露在水面
上呢，要潜进去并不难。再来飞机没有爆炸，生活必须品一
定安然无恙。更何况里面可能有可以发求救信号的。还有你
可能说，飞机的“皮”那么厚，机舱门还埋在淤泥内，可是，
机皮在水里泡了那么久，已经不那么硬了，而且布莱恩还有
手斧呢，要敲开机皮简直就是举手之劳，生活必须品泡水了
咋办，没关系，生活必须品全都有一件坚韧无比的防水套。



假如是我遇到这么倒霉事，我恐怕最多活个两三天，而布莱
恩一个13岁的小男孩用一把手斧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靠
一把手斧在凶险的大自然里，存活54天，他造了一堆弓箭，
箭头，长矛，鱼叉，但是一切始于一把生锈的老手斧。

男孩子读后感篇三

布莱恩是一个勇敢，坚强，聪明的男孩，他就依靠这把手斧
在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中生存了54天，直到获救。他经历了
孤独、饥饿、恐惧、危险……他用自己的智慧在恶劣的环境
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学会了取火，做出了鱼叉、弓箭，学
会了捕鱼和打猎。

取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布莱恩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然
而他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最终取得了成功。从这
件事上，我知道了做任何事都要坚持不懈。

布莱恩的勇气、智慧、遇到困难不退缩的精神感染了我。我
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要向他学习。

《手斧男孩》真是一本好书。希望大家都读一读。

男孩子读后感篇四

“小人!”我对高老师的儿子孙一城说。那是今天我搭高老师
的汽车上学前在和孙一城一起买早点。看着他停了下来，一
辆车擦边而过，我这才放下心来了。接着，他一边走，一边
牵着我的手。看着他一副喜悦，激动还掺杂着恐惧的表情，
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过马路的情景。

那是在四年级时候的一次放学。我们都放学了，大家鱼贯而
出，整齐而笔直的队伍，一下子四分五裂了。家长来的同学
都走了。家长不来接的同学也都看不见人影了。



我向四周望了望，竟然发现同学们大部分都在“晨光文具”
店中，我惊讶地想：他们怎么都在那儿！我也去看看。于是，
我便开始过第一次马路了。

一开始，我心里紧张极了，手中也出了一丝丝冷汗。我又激
动又害怕地想：啊！我终于可以自己过马路了！不用再让妈
妈牵着我过马路了！不过，过马路很危险，一不小心可能就
会被车碰到。

我一步步地开始向前走，突然，一辆开得极快的汽车从我眼
前闪过，让我不得不退了回来。在马路中间的我好似一条弱
小的鱼儿，四处都是危险，到处都是威胁。使我举步艰难，
不知如何是好。

终于马路上的车开走了不少，于是我又开始过马路了。我大
步的走着，想早点到马路对面，并且脑袋左左右右地摇摆，
看着来往的车辆。突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并不是特别快。
不过，我见了，惊慌地跑向马路对面。就这样，我第一次自
己过了马路。我兴奋极了，高兴地想：看来我也可以独立过
马路了。不过和《手斧男孩》中的那个只用一柄手斧，在充
满危险的丛林中活下来的男孩比，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要有会自我保护能力和生存能力。不然，连过马路这一
件小事都不能完成！

男孩子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手斧男孩》，这本书里有许多
科学只是，情节也十分有条理。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没有任何工具，只有一把手斧的情况下，
你真的能生存下来吗？对，假如是我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
我恐怕最多活个两三天，因为在城里长大的小孩，大部分都
没有野外求生能力，可是布莱恩的此类知识却比较多，所以



他才能顽强的在原始森林里生存下来。于是在绝望中他找到
了希望，用勤劳的双手造出了弓箭、鱼叉、小屋子并利用这
些工具来打猎，布莱恩面对饥饿，恐惧，不知道要怎么作，
在与世隔绝的大自然里，没有人帮得了布莱恩，但他并没有
放弃，依然勇于尝试，坚定不动摇的信念指引着布莱恩，走
向获救，他经常受伤，但每次都能很快的振作起来，使我非
常佩服他，他对待小动物也很好，他希望和动物们打成一片，
他也能非常巧妙的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求生存，他生火，
找房子，做床，捕鱼，捕兽，钓鱼，作衣服等都是自己作，
仅靠的是———一把手斧。

这样，他就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飞机失事的第二天，救
援队来找他了，但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这让他十分失望，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两个多月后，他在沉没的飞机中找到
了救生包，他用救生包里的发讯器发求救信号，却没有一点
反应，这使他彻底绝望了，但没想到，随之到来的又是救援
队，而且这次救援飞机找到了他，他们十分惊奇：一个十三
岁男孩在飞机失事两个月后竟能活下来！布莱恩竟然凭着自
己的智慧在毫无人烟的原始丛林中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

假如是我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我恐怕最多活个两三天，我
想大部分的，在城里长大的小孩，大部分都没有野外求生能
力，可是布莱恩的此类知识却比较多，所以他才能顽强的在
原始森林里生存下来。

一个13岁的小男孩用一把手斧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靠一
把手斧在凶险的大自然里，存活54天，他造了一堆弓箭，箭
头，长矛，鱼叉，但是一切始于一把生锈的老手斧，他的名
字叫——布莱恩·罗伯逊。

男孩子读后感篇六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名叫《阳刚男孩》——男孩不孤
单。里面中的一篇文章，名叫“蓝色的舌头”，但这篇文章



却使我终身难忘。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苏迎的很有礼貌的好学生，因为觉
得好玩，收下了那个一说话就满嘴脏话的可恶的“蓝舌头”，
苏迎一安上它，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说话的“哑巴”，因为他
一说话就出口伤人，无法管住自己的言行。

于是，我一想到“蓝舌头”，就会非常的害怕。

其实在现实中也有许多“蓝舌头”，比如你对别人的一声骂，
你对别人的冷嘲热讽，还有你对别人的形形色色的出口伤
人……每当这时候，“蓝舌头”就会突然从你嘴里“蹦”出
来，出口伤人。

所以，要想管住“蓝舌头”，必须要用自制力和宽容心才能
制伏它，这样，人与人之间说话才会更加文明。

男孩子读后感篇七

早上读完了《手斧男孩》，竟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好佩服布
莱恩哦。他竟然一个人在森林里生活了54天，工具只有一把
手斧。也许你不信，可确实只有一把手斧，他之所以在大森
林里，是因为那次坠机。

他的父母离婚并分居了，今年的暑假里，他要去爸爸工作的
地方——加拿大北方的原始森林里。刚好有一架飞机要飞回
油田，布莱恩便成了飞机上的.唯一乘客。可是祸从天降，飞
行员心脏病突发，飞机最后因燃油用尽，坠落在了大森林，
布莱恩却幸免于难。

在手斧的帮助下，他成功地生了火，还用鞋带、羽毛和树枝
为材料制成了弓箭，得到了鸟、鱼和兔，那一天就被布莱恩
称为“首肉日”，就是第一次吃肉的日子。



他从课本上学到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知识转化成了野外生
存的技巧。他用自己的手斧、勇气、常识、希望和信心这5个
制胜法宝战胜了4条拦路虎——恐惧、孤独、饥饿和危险。

在龙卷风的威胁下，他拼尽全力活了下来，开始重建家园，
让我很感动。

建议大家也都看看这套书，很好看呢，让我学到了好多知识。

男孩子读后感篇八

《养育男孩》是一月份的阅读计划，但一直拖到三月才来看，
上周才看完。

晚上加了他数学老师微信，第二天早上他数学老师通过后，
我问了一下儿子在学校的表现。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就真的
有状况，老师说他这学期上课不积极，作业错得多不说，还
丢三落四没做完，并把他的作业拍了发给我看。

当时我就懵了，这才几天没过问，就退步到这种程度了。结
合之前他跟我聊的话题，说班里有个女同学，长得漂亮学习
又好，几乎全班男生都喜欢她。我意识到，孩子的教育不能
再忽视了，决定去书上寻找答案。

这本书比较通俗易懂，并没有艰深晦涩的术语，容易理解与
领悟。全书一共十章，第一章总论男孩的特点——脆弱；第
二章，论述男孩成长的三个阶段——从出生到6岁，6~13
岁，14岁了；第三章，讲睾丸激素对男孩的作用与影响；第
四章，论述男孩与女孩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别；第五章，讲养
育男孩时父亲该做什么；第六章，讲母亲与儿子的亲子关系；
第七章，论述培养健康的性；第八章，讲到针对男孩的特征，
学校应进行的教育改革；第九章，论述男孩与运动之间的关
系；第十章，讲男孩面对的社会挑战。



从书本的结构来说，从男孩自身的特征出发，兼顾了家庭、
学校和社会，涉及到了成年前的各个年龄段，可以说是比较
全面了，而且书中也列举了许多实例来阐述和分析。但有部
分章节，讲得不是那么逻辑清晰，比如第五章——父亲应该
做些什么——里面有一节“不必强迫孩子”，例子和观点总
觉得是在隔靴搔痒。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我也特别关注男孩6~13岁这一阶段的阐述，许多描述也跟我
遇到的问题相似，涉及到的理论与方法对我目前具有指导意
义。“如果孩子能够得到家庭成员的表扬和肯定，并且能与
家人进行良好的交流，那么虽然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也不
会感到特别有压力。”这一点，让我想到儿子一直对自己皮
肤黑而困扰的事。身边的人经常就他的皮肤黑取外号，我们
也不以为意。又一次，被别人称呼“小黑牛”时，他生气地
回复：“你才黑，你才是‘大黑牛’呢！”我把这件事当作
他性格外向的证明，在一次聚餐时讲时，在座的有位老师，
批评了我，说我不该在公众场合谈论这个问题，而且他反对
别人说他黑，也说明他是非常在意自己黑，在意别人说他黑
的。当时我还不觉得有什么，直到有次他不无感慨地
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白，而我这么黑呀！”这时，我才
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他的内心是自卑着的。所以就尝试
着告诉他：“皮肤黑并没有什么不好，恰恰是健康、活力的
表现，你看你多擅于运动。”也牢记在心，以后多正面引导
他，而不是把这个问题不断强化，让他不断得到负面的暗示。

在第三章，关于“男孩需要明确的指令”，不光对养育自己
的男孩，对我现在担任的男生班主任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全班56个同学，全是男生，刚接手，纪律混乱不堪。许多学
生跟我反映，自己今年变好多了，以前怎样怎样，老师也不
管。借鉴书中的经验，明确告诉他们：要么遵守纪律，要么
离开。并把相关违纪处分条例公布且让他们牢记，对于已经
触犯了的同学，及时给予处分。暂时不能说有显著的效果，
但如果不给他们明确的指令，让他们懂得三件事——谁负责，
规则是什么，规则能否得到公正执行——这群十五六岁的男



孩，真不知道要闹出怎样的混乱局面。

第六章，母亲与儿子部分，特别实用。书中指导母亲在男孩
的各个年龄段应该扮演的角色，上学时，辅导他学习，监督
他，为他制定规则；长大后，成为孩子的顾问和朋友。这对
母亲的要求并不低，所以作为母亲，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是
母亲的成长过程。“自然结果”和“公正意识”，也就是说，
孩子要汲取经验总结教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同时，只要
是有关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和他商量再决定，不然只会事倍
功半。“让男孩做家务”，也有利于男孩成长，摒弃传统观
念，认为男孩做家务成不了大事，而要他在做一些简单的事
情时获得成就感，同时也有利于他将来独立生活，还可以趁
做家务时，多一些交流的机会。比如上次他跟我说的，同学
间男孩喜欢女孩的小秘密，就是跟我一起整理房间时跟我聊
天说出来的。

对于儿子跟我谈的，男生喜欢某某女生，某某女生喜欢他的
问题，在第七章——培养健康的性——也找到了解决的方向。
对待这个问题，不能一味指责批评，应该保持开放和积极的
心态，肯定他的优点，鼓励他跟女同学也成为朋友。孩子在
生活中得到的亲情和温暖越多，他们长大成人后越会有安全
感，也会更加热爱生活。

这一点，身边同事也跟我上了一课。有一天晚上在办公室，
儿子在做作业，我在看手机，让儿子把作业给我检查，一些
简单的题目做错了，我就开始数落批评他。虽然书本的道理
看了许多，可到自己身上时，往往就忘了理论的存在了。同
事趁孩子去改作业时，悄悄叫住我说：“孩子要多鼓励他，
赞赏他，你越肯定他他就会越努力。母亲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陪伴和鼓励。别人尝尝问我是怎么培养我儿子考上清华的，
其实也只有两点：高效陪伴，鼓励赞赏。你这样做了，孩子
就有了安全感，什么事情都敢跟你交流了，他以后也不会被
网络之类诱惑。真的，多鼓励他，多表扬他。好孩子是夸出
来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发烫。真的很感激，能有人



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不足，让我有机会去改进。也很感激能
有众多优秀的育儿书，可供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参考。

这不能说是严格的读书笔记了，只能说是阅读过程中，一些
结合自己实际的零碎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