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大全6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篇一

在看完这本绘本之后，感动的暖流在心里久久散不去。脑海
里反复出现绘本里的这句话：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一
边看我一边想到自己的爸爸，爸爸不是大官，也没有大权不
是富人，更别说什么家财万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爸
爸，足以让我骄傲很久，因为他真的很棒！

我在博客上更新话题，也想学着作者一样听听孩子们眼里的
爸爸是什么样的？我发起了话题“我爸爸”我让孩子们用一
种动物来形容爸爸，收到的回复真是丰富极了。卓卓说，爸
爸是只大狮子，是因为爸爸是男生，觉得狮子是勇敢的、有
力气的，爸爸也比较勇敢，爸爸是个大力士。嘟嘟说，爸爸
像狮子，说爸爸跑的快，经常跑来跑去的。康康说，自己是
小猪，爸爸是大猪。这就是孩子们的答案，从孩子们的角度
来看爸爸，勇敢，大力气，有安全感，更加欣赏作者对孩子
们世界的了解。

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对所有父亲的献礼，然而就安东尼·布
朗的生平看来，这本图画书也有着纪念自己父亲的意味。安
东尼·布朗曾说：“我的父亲是很特别的人，外表强壮、有
自信，不过却也有害羞、敏感的一面，有一点像我爱画的大
猩猩。除了教我画图外，他还鼓励我做各种运动，像是橄榄
球、足球和板球……”我想，正是因为对父爱深厚的了解，
作者才能用画图和简单的语言，借助孩子的角度来表述对父
亲的爱和崇敬。也许，在安东尼·布朗的眼里，父亲的身影



无所不在吧！

讲述父子亲情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像《我爸爸》这
样的角度和方式，真正撼动心灵地描绘了孩子对于父亲的热
爱和崇拜。在震撼的'同时，每个看过的人都忍不住去想拥抱
我们越来越年迈的爸爸，也许他已经白发苍苍，也许他已经
有些许的驼背，也许他的步伐越来越沉重，也许他再也离不
开拐杖……这些都是因为岁月让我们的爸爸将最深厚的爱给
予了我们，而留给他们的都是时光最无情的变迁。像爸爸一
样，我们应该给年迈的他们最大的依靠和臂膀。爱《我爸爸》
他的故事简单。他的画面温馨。爸爸也可以是这样做的！给
孩子们做个可爱的鬼脸吧，就像《我爸爸》做的一样。让可
爱的爸爸形象给孩子们的童年温暖的记忆……我想，在某个
阳光的午后，我们孩子们一跑一跳的来到爸爸身旁，微笑的
嘴角上扬，看着爸爸大声地说：“爸爸你真的很棒，我爱
你！”我们可爱的爸爸们一定会有些泪花的微笑，拥抱住自
己的宝贝们。

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篇二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本书一《爸爸不是我的零钱罐》，我
每天一字一句的认真读，令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讲述了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捣蛋鬼学生谢小龙，他一开
始由学习不认真努力，考试成绩倒数，还到处恶作剧；到后
来在大姨因为不识字而弄丢宠物狗的事，以及谢爸爸的努力
开导下，让谢小龙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无论你有什么梦想，都
需要经历坎坷，而坎坷就像一条无边无际的长河，需要知识
的船来渡过。一路走来，我们见证了谢小龙在挫折中成长。
是啊，我们有何尝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从中学会了应该
正视自己的问题，努力找到迎刃而解的方法，然后解决问题。
而父母也认识的了，当我们犯错时，可以责怪我们，但不要
一味地责怪，适当的给予爱的鼓励。也要允许孩子犯错。



同时我也希望各位家长，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
到表面而批判一个孩子的好坏。要知道，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也有自己的`原因。要懂得倾听孩子的内心，正确引导孩子，
就像文中的捣蛋鬼谢小龙一样，从一个人人讨厌的捣蛋鬼锐
变成一个老师喜欢、家长心安、努力学习的好孩子。

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篇三

文中的狄姆在车站等到了爸爸，爸爸一下子把狄姆举的`很高，
并带狄姆去玩了一天。

他们吃热狗，看电影，去图书馆借书……狄姆非常高兴。最
后爸爸要走了，还抱狄姆上车玩，让车上的人知道他有个可
爱的儿子。车要开了，狄姆和爸爸使劲的挥手，直到车子看
不见，他太舍不得爸爸走了。

读了这篇文章，觉得我太幸福了，想到哪里爸爸都会陪我去，
想要什么他也给我买，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听爸爸的话，让
爸爸和妈妈感到我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很希望狄姆能和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

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篇四

灯下，当我翻开日记时，感情的潮水又一次化作串串泪珠，
在那字里行间流淌。（要向爸爸倾诉自己的心里伊。）

爸爸，你还记得昨晚的情景吗？你知道你儿当时心里的滋味
吗？

昨晚，浙浙沥沥地下着小雨，门外黑洞洞的，四下里一片沉
寂。也不知爸爸你去了哪儿，都12点多了，还没有回来。我
和妈妈一面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儿，一面焦急地等你。



妈妈似乎等得不耐烦了，揉了揉困倦的双眼，温和地
说：“军旗，我再等你爸一会儿，你先睡吧，别耽误了明儿
个起早上学；去晚了，老师会批评你的。”（作者演染了浓
厚的家庭气氛，夜深下雨、母亲勤劳、母于盼归，更突现了
父亲贪杯不归的关中不足，起到打动人心的力女。）

我答应着，打着哈欠，拖着疲倦的身子，准备休息。

这时，门打响了口

门开后，只见你踉踉跄跄地撞进来，扑鼻而来的是一股难闻
的酒臭。灯下，你满身泥垢，污秽不堪。眼前的情景已清楚
地告诉我：你又醉了！顿时惆怅与失落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妈妈一见你这副醉态，赶忙扔下手里的活计，上前搀扶着你，
一边为你换衣服，一边嘴里不住声地埋怨、叹息。

“我没，没醉。军旗，我渴了，给我倒，倒碗茶，喝！”

我木然地答应着，去提茶壶，不料茶壶里空空如也。

于是，你叫我去烧茶，妈妈不同意，走过来说：“明儿个他
还要起早上学，我去！”

不料，你竟攀跳如雷，瞪着血红的眼睛——那眼光好吓人，
固执而无情地吼道：“你烧？不，不行！我非，非叫他烧，
烧不行！”

看着这阵势，我不想违抗，也不敢违抗，就一面劝慰生气的
妈妈，一面去打水烧茶。

爸爸，我真不明白，几杯水酒竟会使一向对我很慈爱的你变
得如此麻木，如此固执，如此暴决！

我坐在灶前，怔怔地望着熊熊的火苗舔噬着锅底，心里十分



难受。我想哭，想喊，甚至（爸爸酒后失态的一系列表现，
令人如此的痛苦、失落。）

爸爸，你知道吗？每次醉酒，你都会在我们身上排演一个辛
酸的故李；每次醉酒，你都会留给我们一段苦涩的回忆。
（爸爸如能听到儿子的心声定会感到强烈的震动。）

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篇五

本周同样借阅了两本绘本，故事都比较有深意，我和孩子都
很喜欢！并且在一起阅读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快乐！

第一本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第一遍阅读由孩子自己
完成。她可以看懂猫在国王身边，在主人身边，骑在坏蛋身
上，还可以看出这只猫遇到了一只白猫――善良的白猫！并
主动向白猫示好！并且说他们两个生了好多小猫，小猫去玩
了，猫爸爸跟猫妈妈呆在家，多幸福啊！孩子理解的程度超
越了我的预料！经过多次反复阅读，她了解到了猫爸爸失去
猫妈妈的痛苦！让孩子理解：没有乐趣、没有意义的生存100
万次，也不如真正意义的为自己以及自己的所爱好好活一世
来的快乐、满足！

第二本绘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孩子可以看出大灰
狼去找好朋友玩，他们一起吃东西，吃完又找另一个朋友，
又吃东西，吃完走啦，吃完又走啦！还带了东西回家自己吃！
吃的好开心！至于小猪那一段，似乎没有看明白！我讲给她，
引导她，让她明白一个道理：人可以做很多喜欢的、感兴趣
的事情让自己得到快乐与满足，大灰狼开始的目标是吃掉美
味的小猪！可是最后并没有吃小猪，而它同样快乐满足地过
了一天！这样不是很好！其实得到快乐的方式有很多，如果
得到自己的快乐而代价是伤害别人，那么得到的不会是真正



的快乐！这样多好，大家都很满足地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孩
子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理解感悟能力在一天天提高！效果
很不错！

我的爸爸绘本读后感篇六

也有说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

楚昭王复国归途中泛舟长江，见江面上漂着个浮物，色白微
黄，船工捞起来献给楚昭王。昭王食之，内中有红如胭脂的
瓤，味道鲜美。昭王于是令人以山楂为馅仿制供臣民食用，
以庆祝家国团圆。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后世相沿成习。

2、东方朔

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天冬
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
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
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因。

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
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
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
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
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
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
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非常大恐慌。人们
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

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
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
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



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
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
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
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
让元宵做好汤圆。

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
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像
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
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听后，十
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
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
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
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
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
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
这天叫做元宵节。

3、袁世凯

据文字记载，宋代以前没有元宵，那时人们过元宵节吃的是
浇上肉汁的米粥或豆粥，到了唐代有了“正月十五日作膏粥，
以祠门户”的说法，这种糕粥就是元宵的前身，经过多年的
演变，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浮
圆子”，也就是汤圆，寓意天上月圆、碗里汤圆、家人团圆。
及至明朝，“元宵”的称呼就比较多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他忌讳谐音“袁



消”的“元宵”，于1913年元宵节前下令将元宵改为“汤
圆”。

如今人们一说起元宵，大家就认为是团团圆圆之意，认为这
一天吃元宵象征着对亲人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