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笔记本(通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读书笔记本篇一

我读过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武松，他是受鲁智深和林冲的邀约上的梁山，也正是他教会
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故事里写了武松为民除害，赤手空拳斗老虎的故事，他的果
敢刚毅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武松杀死西门
庆、潘金莲及王婆为哥哥报仇的故事。潘金莲倚在窗边赏景，
窗边的栏杆松动，刚好砸中了西门庆，因此两人就相遇了，
而后，潘金莲便背叛了武大郎。因为王婆的贪婪，为了拿到
西门庆的赏银，她怂恿潘金莲去把武大郎毒死。但后来武松
还是调查到了武大郎的真正死因，便杀死罪魁祸首西门庆和
潘金莲。

这个故事让我感受到了武松的勇敢与机智、舍己为人、无私
奉献的精神。他宁可被贬官，都仍然为大哥报仇，是重情重
义；他冒着生命危险与虎搏斗，是舍己为人；他杀死仇人为
兄报仇是机智勇敢。

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也可以说是无处不
在。而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永远坚持守护和平正义的家园，
为国家做贡献！他们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照亮整个星际，
照亮每一个人。我们也要把这正义善良的品质一代一代地继
承下去!



精彩点评：小作者向我们重点介绍了《水浒传》中的行者武
松，一详一略，点面结合展现武松多种美好品质，并能联系
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但作者喜用长句，语病过多，望日
后多加注意。

读书笔记本篇二

暑假里我又一次读了《水浒传》这本书，读后我有了很多的
感受，也对《水浒传》有了很多的了解，下面是我的一点感
受。

《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文学家，他博古
通今、才气横溢。《水浒传》主要写了北宋末年，朝廷腐败，
官逼、民不得不反。上至朝廷命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鸡鸣
狗盗之徒，随着对官府幻想的一点点破灭，生存都难以维系，
最终都被逼上梁山。然而，当农民起义的壮举使好汉们士气
高的时候，宋江的接受招安改变了一切……英雄就这样消失
在尘世间，原本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就这样归于平静了。

在《水浒传》里，我很喜欢武松，因为他在景阳冈上勇打猛
虎，为哥哥武大报仇怒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我感到武松
很勇敢，他的行为让人感到很痛快。

在《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中，我还很喜欢林冲。他是八十
万禁军的枪棒教头，武艺高强，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六，让
人敬佩。

我感觉《水浒传》很好看，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

读书笔记本篇三

暑假里我读了《水浒传》这本书。《水浒传》是我国的四大



名著之一，我对它很感兴趣。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妈妈把
《水浒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我，我真是爱不释手。

这本书讲述的是宋代梁山上108位绿林好汉劫富济贫、替天行
道的故事，故事中及时雨的宋江，足智多谋的吴用，为民除
害的武松……个个形象鲜明，让人过目不忘。其中我最喜欢
的还是李逵。李逵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想把她带到梁山尽
孝，谁知路途中遇到老虎，母亲被老虎吃掉了。李逵悲痛万
分，不顾自身安危，将老虎打死来报丧母之仇。李逵虽然长
得三大五粗，但他有颗孝顺善良的心，我被他的孝心深深地
感动了。

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有些人却把它遗忘了，就
比如我们这一代吧，全是家里的小王子、小公主，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而且还挑三拣四，时不时乱发脾气。我现在也12
岁了，可是我为爸爸妈妈做了什么呢？现在想想非常惭愧。

读完李逵的故事，我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努力在改变。每天
当父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我会主动跑上前去，接过
他们手中的东西，将拖鞋递过去，再送上自己灿烂的笑容；
吃到可口的食物，我会将最美味的先给爸爸妈妈，也不再挑
食，因为这是爸爸妈妈精心准备的；看到妈妈打扫卫生，我
会赶忙走过去说：“妈妈，您累了吧，我也来帮你吧。”妈
妈欣慰地接受了，细致地教我扫地、擦地……我也很认真地
学习，边劳动边请教，干家务使我满头大汗，腰酸背痛。这
时我才体会到了妈妈的辛苦，她每天都在重复着这些家务，
而我却视而不见。

孝敬父母就是从这样的点点滴滴做起的，搬一把椅子给父母
歇歇，倒一杯水给父母解渴，说一句真诚温暖的话语给父母
听听……让中华的传统美德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继续传扬。



读书笔记本篇四

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
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
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
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
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
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
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
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
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面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
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
分别是：

1，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3，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
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
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
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
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
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
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
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
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
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



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
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
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这里的小字比喻的是
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
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
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
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
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
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
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
地位，履行自己的责任;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
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
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
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
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同的人加入
了不同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
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
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
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
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
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
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
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
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
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看苏格拉
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
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同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
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才能生存。神当然是



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
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每
个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
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各自
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己的产品，人和人就在
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
及神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
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
要的需求。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
不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要有住处，还要有
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
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
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多余的需要，就
要有多余的土地、资源和多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
同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
去，就必须使得自己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
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
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
它们都是“好”(good)，只不过城邦利益是公共的
好(common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good)。苏
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
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统治，什么样的人
应该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
照禀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
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
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
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是最有
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
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
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城
邦还需要自己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
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
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应该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
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
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应该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
够通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
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
够主动靠近美好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
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
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
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
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
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
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
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
德的诗歌。总之，通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
对于“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然后挑
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
安全。

读书笔记本篇五

“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一个教师，更应该以书为友，促
进自己的专业成长。这学期开学，学校安排我们读一本书：
《做卓越的教师》。

翻开书目，我就被吸引了，从目录上看，似乎是一部做卓越
教师的“兵法全书”：“教师专业发展的六项修炼”、“做
幸福的教师”、“做会育人的教师”、“做会上课的教师”、
“做会写作的教师”、“做会当家长的教师”……每一个题
目都让我想尽快了解里面的内容，于是静下心来，慢慢翻阅、



品味。

要培养卓越的学生就要做卓越的教师。如何做卓越的教师?作
者引用了一个个短小精悍、富有哲理的故事，告诉我们要进
行专业发展的六项修炼，如开发潜能，爱岗敬业，勇于实践、
善于反思、博览群书、加强研究等。其中对我思想触及最大
的是第二项修炼“爱我所选终不悔”。 回想自己从教20年的
经历，虽然有过跳槽的念头，也曾多次抱怨工作的辛苦，但
我始终没有离开教育岗位，而且一直奋战在教学一线，凭的
是什么?还不就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是啊!既然不能“选我所
爱”，那就干脆“爱我所驯，因为“教师是一种使人类和自
己都变得更美好的职业;是一种不仅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
值，而且具有内在的尊严与欢乐的职业。”今后，我将一如
既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直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结束。

本书最吸引我的还是第二辑“做幸福的教师”。作者用轻松
活泼的笔调，生动流畅的语言，巧妙地将教育学、心理学、
社会学等理论融入其中，告诉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健康的调适，
如何学做幸福的教师。如作者说：“不是你面对的东西决定
你的幸福，而是你面对的方式决定你的幸福”。作者教给我
们的方法有：学会阳光思考，学会人际交往，学会开心工作，
学会开心生活，尤其是如何学会开心地工作对我们的指导意
义重大。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每天重复着许多相同的工作，
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考试，难免有些枯燥乏味。但是，
如果我们将本职工作当做一门艺术去研究，去追求，我们就
会觉得生活是那么的美好，工作是那么的快乐!在工作中我们
要学会承受冷落，学会历经磨难，学会创新工作，我们就能
体会“工作着是快乐的!”的内涵。

“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福”

有同行说：“读《做卓越的教师》，如同听一位富有思想又
极其有演讲水平的朋友的演讲，一会儿激-情澎湃，一会儿娓
娓细语，一会儿谆谆教诲，一会儿促膝谈心。”希望我们每



个人都要珍惜这次“全校同读一本书”的机会，好好研读，
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不断促进自己
的健康成长。

读书笔记本篇六

《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学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仅仅因为他
塑造了生动的，有特定时代好处的狂人形象，还在于他的文
学形式。

看到一伙小孩也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

小说是日记体形式，序言为文言文，正文为白话文。序言中
的叙述主体为“余”，是讲述“余”听说其友昆仲的弟弟生
病的故事。叙述者为“余”，故事主人翁则为昆仲之弟。而
正文中，故事主人公为作者虚构的“我”，由“我”来为读
者讲述一个“吃人”的社会的故事。故事主人公为“狂人”，
叙述者为作者。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余”的故事，不
是鲁迅的故事，也不是狂人的故事，而是三者的交错。这种
选取三个角度来叙述的方式，能够使作者自由灵活出此刻文
本中。“余”作为叙述主体时，使故事更具真实性也将故事
框定在某个特定的背景里。在序言中，有具体的名字，身份，
(“某君昆仲”)而正文中只以“我”狂人这个形象为代号，
有了名字，身份，就说明了这个故事的必须的社会真实性。
这使得小说具有必须的真实可靠性。另一方面以第一人
称“我”作为叙述主体，“我”既是狂人，主人公“狂人”
以叙事者“我”的身份在文本中出现，用狂人的内心独白表
现叙事资料，应对读者，向内了解自己，向外了解周围人，
在狂人眼中自己是正常的，受迫害的，而周围人都“想要吃
我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
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所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就是真实发生
在狂人身上的事，便于生动的，形象的，有条理的叙述故事，
但是狂人这一形象是具有迫害狂病症的人，是虚构的，因此



他的一些言语又不利于读者理解。如：“我是吃人的人的兄
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就文本而
言，是讲狂人发现他哥哥也是会吃人的，而且还是想吃自己
的人。但是，狂人的迫害狂病症决定了他的言语是混乱的，
不可信的。然而，“余”“我”这些对象又都是作者鲁迅创
造出来的，这就弥补了作为叙述主体的“余“我”的缺陷。
使得故事既有必须的真实感又不受文本环境限制。

就叙事资料而言，《狂人日记》透过叙述狂人的所见所感，
淋漓的刻画了一个既清醒又疯癫的狂人形象。就叙述话语来
讲，作者运用内聚焦的视角生动再现了狂人的心理活动。又
灵活运用多个叙述者，使整篇小说形式上新颖个性，资料思
想上深切。

读书笔记本篇七

读书笔记该怎么写呢?我们的小学生十分苦恼的就是读书笔记
了。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小学生读书笔记模板，欢迎阅读。
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目!

童年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是美妙的，童年是快乐的，童年
是幸福的，童年是值得回忆的……而高尔基的童年却那么的
恐怖，悲惨，令人不敢去回想。

可怜的高尔基3岁丧父，失去了亲切的父爱，跟着母亲和外祖
母，来到了外祖父的一个小染坊。从此，黑暗的生活降临到
高尔基的头上。外祖父的脾气十分的暴躁，经常打外祖母和
高尔基，使高尔基幼小的心灵出现了阴影。

后来高尔基又结识了知心朋友小茨冈，两人无话不谈，结下
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好景不常，可怜的小茨冈就被两个凶
狠的舅舅给害死了。高尔基就这样失去了好友。雅可夫和米



哈依尔是魔鬼，欧打自己的老婆，还天天闹着要分家产，兄
弟之间一点也不团结，两个儿子萨沙也被教坏，处处捉弄高
尔基。此后，高尔基又认识了木匠“好事情”，成了好友。
结果被外祖父赶走，高尔基得了个继父，十分凶常打人，几
年后，最疼爱他的外婆死了，母亲也死了，就被外祖父赶出
门靠捡垃圾为生。

这“一家子蠢货”外祖父卡什林性情暴躁、乖戾、贪婪、自
私;俩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科夫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连小
孩也与他们一起热烈地参加了一份。只有善良、和蔼，富有
感情的外祖母让他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丝丝的安慰。

我喜欢文中的外祖母，她似乎有种特殊的亲和力，她有讲不
完的故事。而且她是那么爱她的子女。即使是米哈伊尔和雅
科夫这两个大坏蛋，她也并没有请求外祖父怎样严厉得处罚
他们。一个善良的人，又怎会喜欢在家里发生战争呢?面对外
祖父毫无人情的打骂，她也是一忍再忍。

高尔基的童年除了一些教育和友谊，没有什么再值得回忆!在
欢乐中，在悲伤中，在爱与恨的交织中，他的童年就这样匆
匆而过。在阅读中，我发现他的爱，寻思他的恨，品味着冥
冥之中黑暗的光明。

我们现在丰衣足食 ，要什么有什么，又是父母的“掌上明
珠”、“心肝宝贝” 哪能和高尔基那悲惨的童年相提并论，
年代的不同就是这差别，一个是天堂， 一个是地狱 ;一个充
满阳光，一个到处黑暗。我们现在的童年来之不易啊!

童年充满着欢乐，童年到处是温暖，童年是值得回忆的相机，
童年爱满心窝,老师热心地传授知识,同学们互相探讨,我们像
一棵棵小树苗,在接受春风雨露的滋润--吸取更多更好的知识,
茁壮成长.在这知识的海洋中,我们结束了快乐的童年,开始走
向成熟。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里没有抽
人的鞭子,没有殴打的拳脚,没有仇恨,没有贪婪,没有乖戾,更
没有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这里的人是善良,纯洁,乐观的,
因而我们的童年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高尔基在那样艰苦
的环境下都能成为一代名家，我们也一定要好好学习，实现
自己的人生理想。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
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膝的
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
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做
“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
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我
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
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
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
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
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让
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还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开始
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
为了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生于俄国中部的尼日尼•诺夫戈
罗德城，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母亲因无法养
活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他只上过三年学，
十一岁就走向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
搬运工、守夜人、面包工等。十六岁时，他只身来到喀山，
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争斗中它深入俄国社会得
罪底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它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1905至192019年，高尔基积极投身誉为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192019年写成了长篇小说《母亲》。《母亲》真实地反
映了20世纪初俄国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表现了俄国工人阶
级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斗争过程，被列宁称赞为一本“非常及
时的书”。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写出了他最著名的自传体三
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最初发表192019年，它既是作者童年
至青年时期生平的自述，也是举世公认的艺术珍品，是作者
根据自己亲身的生活经历，对俄罗斯19世纪末期社会政治生
活所描绘的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作品中主人公阿廖沙的原
型就是高尔基本人，这一形象即是作者早年生活的写照，也
是俄国人民，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经过磨练后走
向新生活的典型。



忽如其来、飘忽、兴趣盎然、熠熠生辉

伏尔加河蓝色的水面上，桔红色的轮船在逆流而上，而一张
张金色的叶片则缓缓顺流漂下。

我非常害怕外祖父，总觉得他的绿眼珠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我
看。

那曲子激昂中含着忧伤，仿佛是从高山奔流而下的河水，激
荡在房间中。

经常有人听见了他们的歌声从窗户底下停下来看着他们，那
一张张仰起的面孔让我想起没洗的脏盘子。

“唉，你们这些人啊……!”他常常这样忽如其来地叹气，也
不知在感叹什么。“人啊……”的尾音总是被他拉得长长的。

茨冈脸色红红地走到厨房中间，像一团火焰般地跳动起来：
两手高高扬起，脚步快得让人难以分辨，衬衫抖动着，像燃
烧一般发出灿烂地光辉。他放纵地舞着，仿佛打开门让他出
去他就能跳遍全城!大家都被他感染，跟着他颤动起来。

歌唱中，外祖母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飞旋，青春瞬间
回到了她的身上，令她呈现出一种鲜花绽放般的美丽。每个
人都被她吸引住了。

作者将主人公当时所处的肮脏的环境写得很到位，在语言描
写上很有功夫。使文章生动，令人身临其境，对美与丑及人
复杂的感情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
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膝的
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
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做
“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
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我
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
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
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开始
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
为了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读书笔记本篇八

今天我读了拇指姑娘，说的是一个小姑娘只有拇指的大小，
她睡觉用的是树叶，盖的是花瓣做的被子，拇指姑娘非常善
良可爱。有一天她在森林了走丢了，田鼠收留了她，田鼠的



邻居鼹鼠想娶她，拇指姑娘不愿意，一只曾经被她救过的燕
子带她逃出了鼹鼠家，燕子带她到花园王国，拇指姑娘找到
了花国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很喜欢拇指姑娘，也要向拇指姑娘一样善良勇敢。

读书笔记本篇九

读了《水浒传》这本书后，我十分深刻的体会到了武艺不如
智慧这一点。

就拿第四十二回《卢俊义上当》来讲吧，李逵一路上很听吴
用的话，果然卢俊义顺利上当，使得梁山伯又多了一位英雄
好汉。可第四十七回《元夜闹东京》中更是能体现智慧的用
处——因为宋江没听吴用的话，不顾危险就去了京城，且带
了李逵这么个惹事的人物，幸亏吴用神机妙算，两人总是活
着回去了。

不仅小说里武艺不如智慧，历史上也是如此。

明朝明武帝朱厚照时期，宁王朱宸濠叛乱时，王守仁任汀赣
巡抚，王守仁发觉宁王有叛乱之意后，因朝中宁王同党颇多，
所以他没有上书朝廷，而是给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王琼
写了一封信，信中索要了一样东西————棋牌。棋牌持有
者可调兵。，明朝对兵权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你得有名义上
可以调兵的职位，还得有兵部尚书给的旗牌才可以调兵。此
时，王阳明正是向王琼要了这么一样东西。结果王琼还真给
了。但又有一个问题出现在王阳明眼前———没兵。可咱们
王大人手里有棋牌呀，没兵，自己招呗！于是南京方向来的
流民乞丐就成了王阳明手里的兵。王阳明又伪造文书，离间
了宁王与其谋士之间的关系，又用兵如神，一夜之间带兵攻
克了南昌。宁王听到南昌失守后，不听谏言，执意回救南昌。
七月二十四日与王守仁军在鄱阳湖相遇。这时双方阵容大约
如下：兵士：相同，将领：流氓草寇vs书生文官。话虽如此，



但王阳明依旧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战胜并活捉了朱世豪。这就
是智慧的力量。

武艺不如智慧，若无智慧独有武艺，如何有朋友，只会给自
己四处树敌！

武艺不如智慧，这是我在阅读过《水浒传》后的一个清楚的
认识，我们或许可以拥有侠肝义胆，但更要拥有智慧。因为，
若无智慧，无论你的武艺多么高强，拥有多少个侠肝义胆，
都是不管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