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优质17篇)
拟定提纲可以有效地节省写作时间，让我们在动笔之前先进
行头脑风暴和思考。提纲是一种用于整理和概括信息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思考和阐述问题，我们是否需要一个
提纲呢？A. 引用已有研究和文献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一

第一段：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读书作为获取知识的一种重要途径，
对于个人的成长和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仅仅读
书是不够的，读后的心得体会以及笔记的记录同样重要。借
由读书心得的整理与反思，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书中的内容，
理清思路，丰富我们的各个方面，让读书的收获更加经久不
衰。

第二段：

读书心得的撰写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了解书中内容，提炼出
核心观点。当我们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会逐渐了解书中
的主题和内容，但是仅仅靠阅读是难以真正深入理解的。通
过撰写读书心得，我们需要对书中的关键点进行回味和厘清，
这便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分析，以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而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制定自己的方法来梳理思路，提
炼出核心观点，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书中的知识。

第三段：

读书心得的整理与反思使我们思维更加清晰。当我们写下读
书心得时，我们需要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回忆和串联，并以自
己的话语进行表达。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对心中的思路进行加



工和整理，以便选取适合表达的方式与跳跃点。这种整理和
反思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使我们的思考更加逻辑清晰，
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更加理智和条理清晰。

第四段：

读书心得的记录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储备。通过记录读书心得，
我们可以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财富。有时候，我们在读书的
时候会遗忘一些重要的观点或细节，而通过撰写读书心得，
我们可以将这些遗忘的内容再次整理出来，使之成为我们知
识储备的一部分。而且，读书心得的记录也是对我们自己思
考的一个总结和回顾，通过写作的过程，我们能够更好地记
忆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第五段：

读书心得也有助于我们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当
我们记录读书心得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对所读书
籍的内容进行概括和表达。这个过程是对我们自己表达能力
的一种锻炼，我们需要通过词句的选择和句子的组织来清晰
地展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通过不断地记录读书心得，我们
可以逐渐磨练自己的写作水平，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这对
于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都是极其重要的能力。

总结：

读书心得的整理与记录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让我
们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内容，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丰富
了我们的知识储备，同时也提升了我们的表达能力和写作水
平。因此，我们应该养成读书心得记录的习惯，不仅让读书
有收获，更让读书的收获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二

读书是学习知识、提高素养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在读书的过
程中，做好笔记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笔记，我们
可以将书籍中的关键信息、思想观点和个人体会记录下来，
方便后续回顾和思考。而笔记的质量和方法也直接关系到我
们阅读的效果。在我这几年的读书经历中，我积累了一些心
得体会，希望能与大家分享。

首先，站在读书者的角度，制定读书笔记的目的和内容是至
关重要的。在读书之前，我喜欢先浏览一些书籍的内容简介、
作者的背景等，明确自己读这本书的目的和期望。有了明确
的目标后，再读书时就能更有针对性地做笔记。

其次，读书笔记的内容要突出重点、精简明了。许多时候，
书籍中的内容非常庞杂，没有必要将每个细枝末节都记录下
来。我通常会在阅读过程中抓住一些重要的观点和与我相关
的内容进行标记和摘录，有效减少了笔记的冗长。此外，我
还会总结出每章的主题和思想，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和记忆。

再次，选择合适的方式和工具记录读书笔记。每个人的记录
方式和习惯不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
有些人喜欢用手写记录，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感受文字的力
量；有些人则习惯用电子设备进行记录，因为这样方便查找
和整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要保持笔记的条理性和可读
性，方便以后的回顾。

最后，不仅要做好读书笔记，还要进行定期的回顾和总结。
笔记不仅是用来记录的工具，更是用来帮助我们记忆和深化
理解的手段。做好笔记后，经常回顾和总结，加深对书籍内
容的记忆和理解，是非常必要的。我会定期翻阅自己的笔记，
进行回顾和思考，这样可以让书籍中的内容更深入地印在脑
海中。



读书是一种持续学习的过程，而读书笔记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笔记，我们可以将书籍中的精华提取出来，加深记忆和
理解。同时，笔记也是我们思考和表达的工具，可以帮助我
们更好地理清思路和传达观点。在读书笔记方面，我会不断
总结经验，改进方法，提高效率。相信通过合理的读书笔记，
我们可以使知识的积累更加有效，学习成果更加丰硕。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三

武汉大学历史系冯天瑜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
究，且学术偏好为明清文化史。冯教授对中国文化生态、中
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诸多论题进行过考究。2005年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文化史》就是由冯教授
领衔，并与何晓明教授、周积明教授在中国文化史领域共同
创作的研究成果。

冯天瑜教授在其著作《中华文化史》（以下简称“冯
著”）“导论”部分指出，“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
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至于文化史的研究
对象，冯教授认为，文化史是“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
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所谓文化史就是
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文化史是通过历史视角、
借助历史理论和方法来解读人类文化的一门学科。对于文化
史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文化史与学术
思想史或典籍文化史同义；也有人认为文化史应集中于精神
文化的历史，研究重点如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时尚、宗教
崇拜、方言、习俗、娱乐等。

从理论上讲，撰写通史性著作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专门史。而
撰写跨越数千年专门史的难度又大于撰写某一个朝代、某一
个阶段专门史的难度。因为人的学力、精力有限。具体
到“中华文化史”领域，时间跨越数千年，内容包罗万象，
如果不是在此领域潜心研究数十载，断然难以写出如此鸿篇
巨制。大概是出于确保著作质量考虑，冯天瑜教授并未独自



完成这一课题，而是选择与何天明、周积明等教授合作，以
期达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冯著洋洋百万言，从“人猿相揖别”的上古一直写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远古时期人类“质朴的精神之花”一直
写到毛泽东思想，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进
行了全面梳理。正如作者在全书“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本
书以《中国文化史》拟题，意在研讨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成机
制与发展历程。

一、“中华”的概念

作者在“题记”中首先对“中华”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
称，“中华”之得名，由来已久。并引用了成书于唐高宗永
徽年间的《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似应为《唐律疏议·名例
篇》释义——笔者注）中的文字：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
孝悌，居身礼义，故谓

之中华。”

根据笔者查找，“中华”一词，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出现。
《晋书卷六一·列传第三一》有如下一段文字：

“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
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

又《晋书卷六六·列传第三六》有如下一段文字：

“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
以侃寒宦，召为舍人。” 但从上下文来判断，此二处的“中
华”仅仅指中原汉族政权控制的区域，而不包括边陲少数民
族政权控制的区域。



作者指出，“中华”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而并非体制人
类学概念。笔者认为，“中华”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的概念可能不包括少数民族政
权控制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区域，但到了隋唐，“中华”
的概念就要宽泛得多，甚至连甘肃、宁夏等地也可以被称
为“中华”。笔者据此认为，当中央政府强大时，“中华”
的范围就大，当中央政权式微时，“中华”的范围就小。

笔者认为，作为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显然不是历史上
历届中央政权统治范围内的民族之和，而是泛指现在中国国
境线内的各民族之和。这与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
华”中的“中华”意义仍不相同。现在我们常用的“中华”
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撰写学术
著作，就不能满足于使用政治意义下的概念，而必须由学者
自身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可惜冯著对“中华”概念的界定
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让人稍感遗憾。

二、“文化”的概念

和“中华”的概念相比，“文化”的概念更不好把握。文化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
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
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
定义。据作者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有近
二百种。

天“文化”的含义。今天的“文化”一词很难在中国古籍中
找到一个可以完全对等的词汇。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
古代有没有“文化”的提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古代
究竟有哪些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这些“文化”现象
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想。

冯著在“导论”部分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古典进化论者、传



播学派、历史地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派等对文化的定
义。这些内容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甚至提供新的研究
思路都不无裨益。但并不是每一种定义都能在我们的研究中
真正发挥作用。我们仍需自己从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进
行梳理。

作者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
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
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
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简言之，凡是超越
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
产品，都属于广义的文化。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也正是因为
广义的文化包罗万象，才给那些想要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学者
出了一个难题。

作者还借用了“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对文化分为物态
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等几个方面。
其中，物态文化层与自然关系更密切一些，而制度、行为、
心态文化层则与人自身的关系更密切一些。随着社会发展，
物态文化新陈代谢的节奏较快，而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
惯性较大，带有浓厚的保守性格。笔者于是联想到1840年国
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后，清朝统治者先想到的是学
习西方的物态文化，即坚船利炮。后来发现坚船利炮扭转不
了清朝的颓势，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文化，翻译出版
了大量西方著作。然而，仅仅学了一些皮毛，清朝就退出了
历史舞台。

三、文化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诚如作者所言，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文化史获得独立
地位的时间却并不久远。不但在中国史学界如此，在西方情
况也大致相同。把史学从政治史、军事史扩大到文化史、经
济史、工商业史、科技史，是启蒙时代史学的重大贡献之一。
从这时开始，文化史在西方史学界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



学科。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也因为其贡献被誉为“文化史之
父”。

伏尔泰以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五
四”前后，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介绍到西方
来。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仿效其体例，参酌其史
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这方面的开山者。
后来，顾伯康、柳诒征、陈登原在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了
几种《中国文化史》。解放后，我国的史学一度成为单纯的
政治史，“重政务，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
者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学术视野迅速拓宽，文化史重新获
得了其在史学界应有的地位。

“文化生态”界说

文化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在第一章中，作者先谈了人
类文化诞生的自然环境——地球，接着谈了人与地球的互动
关系：人类源于自然，人类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
时，人类又能超越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类
产生后，人类社会也就相应诞生。人类社会也是人类文化诞
生的社会环境。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作者
引用了《国语》、《孟子》、《逸周书》、《荀子》、《管
子》等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得出
“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的结论。
笔者认为，这些记载的背后反映出当时已出现了人破坏自然、
人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象，当时的哲人出于“持续索取”的
考虑才提出保护自然的思想。

“生态”一词（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
或者我们的环境。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
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由此可
见，“文化生态”是一种借喻手法，借用了生态学上的相关



概念。这种借喻手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生
态”、“社会生态”等。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
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

但是，作者似乎在有意延续这种“借用”手法，对此做法笔
者深不以为然。在前文本已表述清楚的“自然环境”、“社
会环境”，又被作者借用物理学上“场”的概念而改成“自
然场”、“社会场”，还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是“自然场”和
“社会场”。很快，在本书第9页，作者又将自己创造的“自
然场”、“社会场”等概念弃之不用，又从自然环境、经济
环境、社会组织环境三个角度剖析人类文化产生的环境。

应该说，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作者认为，
要把握一个民族文化的真髓及其发展历程，必须首先了解这
个民族得以繁衍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并对其进行综合的、
动态的考察，也即将文化生态三层次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进
行分析与综合的双向研究。

两组文化生态类型

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记载，这说明在当时的人们看
来，“裔夷”与“华厦”是作为两种相对立的文化形态出现。
《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记载也反映
了孔子对中原农业文明先进性的肯定。笔者认为，从生产力
的角度看，农业文明确实优于游牧文明。但如果从人类文化
的创造、传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没有优
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而且农业文
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常常通过和平或不和平的手段互相融合，
甚至出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统一全国性政权的情况。

而19世纪中叶以降，长期带有强烈优越感的东方农业文明，
在西方工业文明这个“不速之客”面前却接连吃败仗，不仅
割地、赔款，连京师都被人家占领了两次。中国人逐渐意识
到：中国人并非一线单传的天之骄子，而不过是多元世界的



普通一员。至此，中国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参照系——
西方工业文明。

笔者认为，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把中西文化的区别视
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观点不完全准确，更加准
确的表述应为“性质既异，程度也不同”。在欧洲的工业革
命未开始之前，欧洲大陆也普遍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为主。
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中，„„。由此可见，以定居、农耕为特征的农业文明在工业
革命之前曾出现在各个大陆，而当时各个大陆之间的交流非
常有限。

李大钊认为西方工业文明高于东方农业文明整整一个历史时
代的观点也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的。笔者始终认为，文明
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有高下之分，但文明本身绝不应有优劣
之分。而且，各个文明之间的界限随着文明之间的互相交流、
影响而变得日益模糊。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这些由
西方工业社会创造的产品早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按照西方走过的发展模式发展，因为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的模
式。

与杜亚泉不同，李大钊、陈独秀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的
视野不仅包括地理环境，还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层面。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四

每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将这些
心得体会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消化
和吸收所读内容，深化对书籍的理解，拓宽自己的思路。经
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总结，我发现笔记读书对个人的成长与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五段式的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
心得体会笔记读书方面的一些经验与感悟。



第一段：笔记读书的目的

笔记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与复习，更重要的是可以
帮助我们整理思绪，提炼主要观点，加深对书籍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无论是学习类书籍，还是文学小说，笔记读书都可
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消化书中的知识和思想。在读书过程中，
我喜欢使用不同颜色的笔来标记重点内容，这样可以让我的
笔记更加有条理和易于阅读。

第二段：记录方法与技巧

在进行心得体会笔记读书时，记录方法与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喜欢使用云笔记软件来进行记录，这样可以方便我
随时随地进行笔记，不会受到纸张和笔的限制。其次，我会
在每章节或每个重要思想的开头写上标题，以便后续快速回
顾和复习。同时，我还会使用关键词、图表、思维导图等方
式来记录和呈现书中的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整理和理解复
杂的思想。

第三段：反思与总结

在进行心得体会笔记读书的过程中，反思和总结是非常重要
的环节。读完一本书后，我会花一些时间来回顾自己的笔记，
将散乱的思绪整理成完整的思维链，并结合自身经验和实际
情况进行反思和总结。通过这个过程，我不仅可以发现自身
的不足和问题，还可以将书中的知识与经验与自己的生活和
工作实践相结合，获得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第四段：分享与交流

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分享出来，可以增加与他人的交流和互动。
我常常将自己的笔记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并与
同样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通过与他人
的互动和讨论，我可以获得不同的观点和思考方式，拓宽自



己的思路，并且可以从别人的反馈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问题，
并进行改进和提升。

第五段：持续学习与进步

心得体会笔记读书只是学习的起点，持续学习与进步才是最
重要的。我相信，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才能不断地积累
和提升自己，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见识和能力。因此，我会保
持良好的读书习惯，坚持进行心得体会笔记读书，并且持续
地总结和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我相信，通过这个过程，我
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并且在工作和生
活中取得更好的成就。

总之，心得体会笔记读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方式，通过
记录、反思、分享和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吸
收所读书籍的内容。在持续学习和进步的道路上，心得体会
笔记读书将一直是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相信，通过不断
地进行心得体会笔记读书，我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
养，并且找到更多的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五

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徐
复观先生写了《中国艺术精神》一书，系统地指出中国传统
的艺术精神及其对现代人生的启示。他在此书中对儒道两家
思想在传统艺术人生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深入研究。
这本书一共十章,前两章分别论述了儒家孔子与道家庄子各自
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其余八章均为论述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
中国艺术精神。整部著作以第二章为总纲领,重在探讨庄子为
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精神”,其结论是中国绘画艺术是由庄
子哲学一路开导而出。

所谓艺术精神，就是指一种艺术独自具有的、内在的品质或
气质，更或说是蕴涵一种文化的根本理念。谈及中国的艺术



精神，徐复观先生就其中国艺术精神是庄子精神的论述具体
在本书中有所阐述：

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
是结实在绘画上面；

庄子所追求的道，与、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
本质上是完全相同； 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
术精神。

徐复观先生提出的这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为我理解中国
艺术精神提出了一条比较重要的路线。

徐先生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将艺术作为与道德、科学
相并立的三大文化支柱之一。他认为艺术最能体现出一个全
整个体所具有的修养和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同时也是修身养
性的手段。中国传统艺术成就蔚为大观，而其中体现的艺术
精神来讲，就是由道德而艺术，在世界中安顿内在自我进而
达到与外在社会秩序和谐的一种力量和超越精神。他进而认
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最高体现就在其艺术精神，而中国的
艺术精神实际上则由老庄思想系统所导出，尤其体现在中国
传统山水绘画上。他说“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
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
统所导出”（p28），并且，“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
正统”（p82）。与儒家的入世精神相比，道家更表现出一种人
性解放的“纯艺术精神”。

徐先生的这一论点从从整个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大处着眼，观
点鲜明，论述详备，但此论一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争论。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艺术精神，能否以道家为精髓和根
本？因为，在徐先生看来，无论在精英传统，还是在民间社
会，占主流文化地位的儒家礼乐文明只承担了道德领域的伦
理、政治教化的重任，而在艺术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则逊色于
道家。换言之，在儒家内部，作为尽善的仪式化、规范化的



儒家礼教只是伦理道德的，而“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即
能尽美的乐教文化，不幸“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p23）。
其衰落的原因，徐先生认为是儒家乐教自身内部和社会外部
的双重原因所导致的。从内部来看，“乐”的到达不是唯一
的工夫，也不是一般人能轻易用的上的工夫。一个儒者可以
通过“克己复礼”、“慎独”、“正心”等更容易做到的工
夫完成人格修养，因而也就“无需乎必取途于乐”。（p22）从
外部看，孔子所要求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雅乐并不能被一
般大众所接受，“孔子所追溯达到的美善合一的音乐精神与
其形式„„之合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人生修养之用”。（p22）而易
于被人民接受的俗乐又“始终不能得到被儒家思想所影响的
人们的正面的承认”而难于发展。因而儒家乐教在先秦以后
开始衰落。徐先生认为这就导致了儒家艺术人生的欠缺，进
而也就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了。

在徐先生看来，儒家思想不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而道家能
够做到这一点。他继而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老庄一系自由、放
达的自然心灵与“以虚静为内容的道家人性论”在绘画艺术
中所体现的和谐身心、解放人性的美学思想。但是我认为这
里面也存在着问题。

首先，仅仅是绘画艺术能否充分表达道家思想及中国艺术精
神？中国的山水画并不是对客观的真实再现，而是一种主观
的取舍和布置，其背后透出一种主体的精神关注和价值取向。
它是技艺与精神的共同创造，它是超脱了自然实存的人文化
了的理想世界和精神田园。他的价值不在于山水的壮丽，而
是画面所透露出的画家的思想和精神，因而它的表现手法无
疑是自然含蓄内向的，这与道家精神实有相通之处。但是，
即使虚静、自然、安宁是中国山水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却并
不能就此认为其代表了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由于艺术形式
多元化的事实，用艺术精神来理解老庄思想可以，但以道家
的艺术精神来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就有了以偏概全之嫌。而
且即使绘画突出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中道家取向，也并不能



表明儒家思想就没有自由超越的艺术精神。

其实在中国的山水绘画的传统之外，还有其它诸多艺术形式，
诗歌就是一例。中国对于绘画与诗歌的文论是有不同标准的，
一个偏重于“虚”，而另一个则是“实”。因此，中国诗的
高品与正宗同中国画的高品与正宗明显差异。而这二者的差
异反映了儒道两家在人生追求和艺术旨趣方面的不同。所以
说，在评及传统艺术时，只注重一方而将其定义为中国艺术
精神是不恰当的。

其次，对艺术精神获取的途径问题。对艺术的真正把握要求
观者要有强烈的移情和丰富的想象，并达到艺术欣赏所应有
的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但是个体对艺术的感悟并不是凭空
捏造的，对艺术移情的对象和联想的素材来自个体的经历。
个人审美经验的获得是审美主体在欣赏过程中的自我展现和
人格造就的过程。因而艺术作品及其浸润的精神来源于实践，
艺术欣赏活动也要依赖于实践。把艺术追求的美等同于无限
制、任意的自由或“游”，把对美的追求等同于对道家之虚
静、自然之“道”的追求是偏颇的。

第三，绘画的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入世
的熏陶教化和技艺练习。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的自我经验，这个过程是走向身心和谐的必经阶段，
绘画也不例外。儒家并没有拒绝这一意图达到永恒美感的心
灵追求，而是把这本具有深刻出世意蕴的绘画技艺，当做一
个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老庄所谓的“道”是抽象的，但是
却具象于日常的生活中。艺术的使“道”更加形象；“道”
使艺术更具有深度。而“道”在艺术里要通过“技”来表现。
要入世才能真正地学到“技”。只注重于对“道”的追求而
忽视“技”的训练，并不能使艺术精神得以形成。

可以看出，徐先生对道家思想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述还有
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实徐先生仅仅从儒家乐教的衰落推导出
儒家艺术精神的“日归湮灭”不免有些武断，因为儒家讲求



的修身治世、立己达人的内在性超越精神对中国艺术精神的
产生也是有影响的。我更觉得中国艺术精神在内容上应该是
儒道互补的。

但是，当我看完此书后，我也有一些迷惑不解的地方，比如
说庄子的艺术精神,原本不在于艺术创作,而是落实于人生态
度上，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钱穆先生在《老庄通辩》
中就曾说:“循庄子之修养论,而循至于极,可以使人达至于一
无上之艺术境界。庄生之所谓无用之用,此惟当于艺术境界中
求之,乃有以见其真实之义也。”后来经过自己不断的翻阅资
料，对其也有一些自己的感言。

庄子虽说不言艺术,但却对中国艺术发展特别是最为中国绘画
主流的山水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地大物博名山名川数不
胜数，其优美的山川景色，适合安顿人的心灵，因此古代的
许多名人隐士寄居于这美景中。对于绘画，他们在忘我、丧
我的状态下,以“虚静之心”观照天地之间的“素朴之美”的
影像来表现心中对山川那种空灵玄远的境界的追求，这又恰
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纯艺术精神不谋而合。也
就是在这种追求之下，中国绘画艺术摆脱笔墨技巧的束缚，
达到人与自然谐和统一的境界，由此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无
限自由。

我想这就是艺术精神!

徐复观先生虽说不擅长绘画,但其著作却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探
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真谛。然其慧眼独具,匠心独运,以哲学家
的敏锐眼光,透视中国艺术精神的内核,发前人所未发,启后人
之所启。虽说是无意于言“美”,却是提升了审美意趣,丰富
了中国美学理论。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六

读书是我们不断学习的过程，而读书笔记则是这个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阅读并记录自己对于书籍的理解，可
以提高阅读效率和学习能力。在我读书的过程中，我也有了
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记录方法

记录读书笔记的方法有很多种，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需求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我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标注和摘抄。当
我认为一段文字十分重要或者能够为自己带来启示时，我会
在文中划上线并在旁边做出注解，这有助于我快速回忆起这
段文字。而当我需要完整地记录一些内容时，则会摘抄到笔
记本上。这样不仅能够整理自己的思路，还可以避免将读书
的内容遗忘。

第三段：读书笔记的好处

读书笔记可以帮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更加全面地理解内容，
更深刻地领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准确传递书中的信息。
此外，阅读总结业已成为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的重要部分。
有时回顾读书笔记可以让我们在时间上更加高效，同时我们
也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到以前读过的书籍，及其对应的知识
点。读书笔记甚至可以让我们对以前的阅读经验有所升级，
从而提高自己的阅读品质。

第四段：读书笔记的应用价值

读书笔记记录的内容不仅仅只是片段的文字或者概念定义，
还有一些实用的用途。对于写作人士来说，读书笔记可以作
为提高自己写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渠道。某些人有写作天分，
但大部分人学习写作需要不断的积累过程，沉淀并进步。读
书笔记记录的内容可以帮助写作者有更多的素材和思路，使
得自己的文笔渐渐得到提高。相比较而言，读一本厚厚的书
津津有味，花了几个月的时光，把所学都转化成读书笔记就
是更好的方式。



第五段：结束语

因为读书笔记有很多好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阅读水平，拓
展思想，因此我们应该养成读书记录的好习惯。当然，过于
依赖读书笔记，甚至完全用读书笔记来替代阅读，都是不可
以的。我们需要坚持阅读书籍，相信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
有许多值得我们记录的内容。只有平衡和依照书中的真正内
容，我们方能从读书笔记当中探寻出更多的魅力，同时我们
的阅读亦会越来越不同于从前。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七

作为一名学生，在大学生活中读书是难以避免的任务。读书
笔记作为读书过程中的参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记忆所学知识，还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和创造力。在我繁
忙的学习生活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读书笔记的重要性和技
巧，下文将就我的体会与大家分享。

第一段：读书笔记的重要性

读书笔记是我们记录所学知识、理解程度和自己思考的一种
方式。通过记录自己的感悟和思考，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更好
地理解和记忆所学内容。并且，读书笔记也是我们复习考试
的有效方法。在考试前复习读书笔记，可以快速地恢复所学
知识，增强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力。读书笔记还可以帮助我
们加深对生活、历史、政治、文学等领域的了解，提高自己
的素养和综合能力。

第二段：如何写好读书笔记

写好读书笔记需要一定的技巧。首先，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抓
住书本的主流程。在读书过程中，可以将主要内容、人物、
事件、地点在笔记中进行归纳概括，以方便自己更好的理解
整书的大致框架。然后，要注意书籍的问题和作者的观点。



阅读时要发现和分析問題，意味着对书中所提的问题进行思
考和分析，并对不理解的地方进行点拨、总结；记录书中作
者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书籍的核心思想。最后，
还要注意良好的笔记格式。易于阅读、记录、分类对于笔记
的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具体的书写格式，可以根据自己的
习惯进行摸索。

第三段：读书笔记的方式与形式 阅读的方式是影响笔记的成
效的一个因素。读书笔记可以通过手写、电子记录、语音记
录等方式进行，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和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如
果手写记录，需要准备好便签、笔和笔记本等；如果是电子
记录，则需要准备好相应的软件和设备；如果是语音记录，
则需要有录音设备。同时，在阅读时，可以通过勾画、高亮、
标注等方式对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进行区分。这样可以提高阅
读的效率，也便于整理。

第四段：读书笔记的总结和检查

在写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点是，在阅读完毕后及时检查
和总结。总结就是针对笔记和书籍的核心思想进行概述和总
结，便于快速了解读物的主要意思。同时，需要检查笔记的
详细程度和写作形式的更正，便于随时查看。在总结时不要
遗漏重要的观点和事实，并确保自己能够凭借笔记掌握书籍
的内容和核心思想。

第五段：读书笔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读书笔记不仅在学习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
多的应用。首先，它可以快速的了解某个领域的知识，便于
增长自己的见识和知识面；其次，可以快速的查找书籍中的
信息，方便自己使用；最后，阅读笔记可以成为自己的思想
储备库，作为以后工作和研究的参考。读书笔记是一项令人
的逐渐体验，其成效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有耐心和毅力去
坚持完成它，才能获取到更多的利益。



总之，读书笔记是我们学习生活中不可少的，通过它，我们
可以更好地掌握书籍的内容和核心思想，增强自己的知识面
和综合能力。同时，笔记的撰写技巧和形式也需要我们不断
总结和摸索。希望自己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能更好的应用
读书笔记，更好的了解书籍的内容和道理。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八

诚然，至者，信哉!人世间，若无精神，人之立、军之威、国
之强、民之富，则无从谈起，无由成就!所以人是要有一点精
神的。

细细读完这本《中华精神》，我心情无比激动，受益匪浅。
原来古人早就拥有了那么多高尚而美好的精神：雷锋的螺丝
钉精神等等，都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是中国瑰丽灿
烂的历史上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是五星红旗上一片红色。想到
人们的高尚精神，再想自己，我无言以对，暗自羞愧。记得
有一次是学校的课间休息时间，正玩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听到
“哎呀”一声，原来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跌倒了。本想上
去搀他起来，却禁不住同学叫我玩耍的诱惑，只能装作视而
不见，匆匆地绕道走了。但就在忍不住回头时，我看到了一
位同年级的学生正跑去搀扶他，不禁脸红了。

说到感恩，我想起了妈妈。有次听爸爸说，在妈妈怀着我的
时候，真的是受尽了“磨难”，脚浮肿得厉害，早上睡的香，
晚上又不睡，连着几个月，爸爸妈妈都没有一夜睡过完整的
觉。刚出生时我才五十厘米，如今，我都一百四十多厘米了，
想想这其中得有父母多少的心血啊!原来心里一直有点恨妈妈，
因为她对我很严厉，有时我还真有点怕她。听过爸爸的话，
我的眼里不禁泛出了泪花，感觉心里的恨消失了，对妈妈只
有感激。

今年母亲节，我就亲手给妈妈做了个小礼物，用卡纸做一朵
鲜艳的大红花，并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对妈妈的祝福和我想



说的悄悄话，以此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还记得妈妈
收到礼物时，一向严肃的脸上也笑开了花。亲情很珍贵，但
友情我也同样非常重视的。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陈一晔，
和我同级，每次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好开心。每当我去她
家作客时，她总是会热情地招呼我，有好吃的东西也总会分
我一半。每当遇到不懂的题目里，我们就会在一起讨论、交
流，虽然有时我们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马上又和好如初了。
我们俩还经常在一起做手工，比如纸花、小纸船等等，看着
我们开心的样子，妈妈常说我们要好的就像两姐妹。我们的
生活中离不开朋友，我真心地希望和我的每个朋友的友谊之
树都常青。

人们的高尚精神教育了我，我也同样会以古人为榜样，不断
学习，不断进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快快行动起来吧!中华
精神永远在我们心中!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九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夏洛的网》读书笔记一

《夏洛的网》读书笔记二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也明白了真正
的友谊至死不变。我想，我们应该向夏洛学习。她虽然只是
一只又渺小又卑微的蜘蛛，却能做出让我们知道无论谁都有
友谊，只要你会为自己的朋友着想。那我们，就开始建立真
正的友谊的桥梁吧！

《夏落的网》第一眼看见这一个题目，我就会有很多问题，
谁是夏落？网长什么样？夏落在干什么？现在就让我们带着
问题读一读吧！文章大概是这样写的，在一个大农场里，生
活着一大群快乐的小动物，其中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落建立



起了深厚的友谊，夏落听说小猪威尔伯的命运竟是烤猪，夏
落在它的网上默默无闻的写了“王牌猪”等表示威尔伯很厉
害和不可一世。后来大家把威尔伯带到了市场参加评选，夏
落也跟着车幸运的来到了市场，并且帮助威尔伯获得第一名，
第二天，大家回家了，夏洛托付威尔伯帮它保护孩子们，说
完就去世了，威尔伯很伤心，但是威尔伯还是帮助夏落保护
他的孩子们…… 我最喜欢的是其中一段内容讲的是：威尔伯
胜利的回家了，他从嘴里把夏落的宝宝小蜘蛛们放在最靠边
角的干草堆里，每天像战士一样地坐在地上看护小蜘蛛出生
并遵守和小老鼠的诺言，先让小老鼠吃自己的饭。没过几天，
小蜘蛛们就生出来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刚出生的小蜘蛛
竟然要离开，它们一个接一个的用网编的气球飞上了天空，
但是，有三只蜘蛛还是留在了这，这三只蜘蛛没有一只比得
上夏落，夏落是威尔伯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把这本书推荐给
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篇文章。

读书笔记——《夏洛的网》

书名：《夏洛的网》

作者：e·b·怀特（1899－1985，美国当代的著名散文家、评论
家）

主要内容：

感想：

读了这本书，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可贵、纯真而感人至深的友
谊，也明白了真正的友谊至死不变。我想，我们应该向夏洛
学习。她虽然是一只又小又卑微的蜘蛛，却能做出如此多令
我们人类为之感叹的事，那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上，要做到人
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凡事多为朋友着想。

好词：



生死攸关摇摇晃晃自得其乐吃苦耐劳自由自在蹦蹦跳跳

芬香扑鼻杂七杂八勃勃生机小心翼翼探头探脑地地道道

喋喋不休大名鼎鼎

好句：

1、青草湿湿的，泥土散发着一股春天的气息。

2、微风给它送来红花草的香气——它的围栏外面芬芳天地的
香气。

3、所有这些声音让它感到舒适和快活，因为它爱生活，爱成
为夏夜世界的一份子。

4、第二天有雾，农场里什么东西都湿溚溚的，草地看上去像
一张魔毯，那片芦笋地像一片银光闪闪的森林。

5、时间流逝着，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来了又去了。

好段：

在雾天的早晨，夏洛的网真是一件美丽的东西：每一根细丝
都点缀着几十颗清晨闪亮的小露珠，在东方晨光的照耀下，
网在阳光中闪闪烁烁，组成一个神秘可爱的图案，像一块纤
细的面纱—这是一幅设计精巧的完美的织品。

《夏洛的网》读书笔记

《夏洛的网》是美国作家e·b·怀特／着任溶溶／译，讲的是一
只蜘蛛和一头小猪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可贵、纯真而感人至深的友
谊，也明白了真正的友谊至死不变。我想，我们应该向夏洛



学习。她虽然是一只又小又卑微的蜘蛛，却能做出如此多令
我们人类为之感叹的事，那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上，要做到人
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凡事多为朋友着想。

广场路小学四年级：林子宁

夏洛的网读书笔记

夏洛的网讲的是一个关于诚信的故事，蜘蛛夏洛和小猪威尔
伯是好朋友，威尔伯天真可爱，一天老羊告诉他，人们把你
喂的肥肥的，胖胖的，目的是到冬天时，把你杀了做成熏猪
肉，威尔伯非常害怕，也很担心，这时夏洛安慰威尔伯说，
我一定把你救出来，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他织出了“王牌
猪”的网，还有“了不起”的网，正是这些网救了威尔伯，
还让威尔伯成了名猪，诺言实现后，夏洛就平静的死去，虽
然夏洛有了子孙后代，但是夏洛在威尔伯的心中的地位无人
取代。

读完这本书后，我闭上眼睛认真思考，我对别人的一些承诺，
我是不是实现过我的承诺，如果没有实现会给别人带来什么
样的伤害，以前我是不是也失言过，我是否想过失言后的后
果，从现在开始，我也应该，“以诚信为荣，以失言为耻”
信守诺言，诚信之花就会为你绽放。

要让生命更有价值，让人生的轨迹更精彩，就要像夏洛一样
学习，实现自己的诺言吧！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

鲁滨逊漂流记(英文原名：robinsoncrusoe，，直译作鲁宾逊克
鲁索)是一本由丹尼尔笛福59岁时所著的第一部小说，首次出
版于1719年4月25日，10篇读书笔记400字。这本小说被认为
是第一本用英文以日记形式写成的小说，享有英国第一部现



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头衔。下面是一篇鲁滨逊漂流记读书笔记：

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我会像他那样不向
命运低头而继续远航吗?不，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才不会去
接受那充满困难和挫折的生活，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坚强。

如果我是鲁滨逊，当独自一人置身于荒岛之上，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时，我会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努力求生吗?不，
我不可能像他那样随机应变，积极自救，因为我没有那种能
力，我更没那份自信。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与鲁滨逊相比，自己是软弱与无能的。
从呱呱坠地到背上书包，父母、学校为我们铺设了成长的道
路。我心安理得地在这条平坦的大道上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没有挫折，没有风浪，而我还整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
实我根本没有品尝过生活中的苦涩，我是幸福的。然而处在
幸福中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能吃饱穿暖，背上书包去上学，
每天接受家人们的关爱和社会的关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一本好书能拯救一个人。”现在我百分之二百相信这句话。
这本书向我展示了鲁滨逊自信、自立、自强、永不满足、不
甘平庸、勇于创业的精神;告诉我鲁滨逊靠自己的善良、智慧
和坚毅，去创建、去开拓。我想我应该拿出所有的精力努力
地向他学习，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为了父母，更是为了我自
己的将来。他的那种敢于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的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跟鲁滨逊比起来，我们现
在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因此，我们更应该要珍爱
自己的生命，崇尚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未来画上绚丽的一
笔!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一

作为一位学生，读书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但是，在读书
的过程中，如何快速有效地吸收书中知识成了一个难题。而
读书笔记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好方法。在读书笔记的实践
中，我慢慢从中发现了一些心得感悟，今天，就来谈一谈我
的体会吧。

一、系统化

读书笔记是一种学习方法，是读书过程个体化的记录和反思。
而个体化不等于随意化，为了方便以后的复查和梳理，读书
笔记的系统性非常重要，包括书名、作者、版次、出版社、
页码等必要信息，也要包括目录、章节、段落的划分和注释，
还必须注重归纳、总结、梳理和反思，才能使读书笔记真正
成为自己的财富，也能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未来的成就创造
条件。

二、归纳总结

读书笔记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思维深度的记录。在整
理读书笔记时，要善于归纳总结，即通过对书中的内容进行
分类，找到其中的相通之处，把笔记中的每句话都联系起来，
进而形成体系，使笔记不仅仅是信息的堆砌，也能在日后充
当个人的知识库。我的一个老师建议我们在完成每个章节后，
先归纳总结再进入下一个章节的学习，这样子既提高了自己
对本章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大大减少了文本阅读的时间。

三、善用技巧

在读书笔记的实践中，我慢慢总结了一些读书笔记技巧。一
是避免过于依赖书本，手写纸质笔记可以在书中高效的记录
下来；二是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把自己所声明白的东西
简明扼要的写在纸上；三是集中精力摘要，而非全文记录，



有助于提取信息，加强记忆，让自己更好地了解书中内容。

四、反思思考

在读书笔记的记录过程中，除了记录到书本中的信息，也要
注重着重反思，并加以思考。通过只字不差的记录和深入的
思考，往往会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发某些思考，使笔记不枯
燥无味，而成为自己的精神养料。反思思考过程中也建议在
阅读时，适时记录与自己相关联的文本信息，甚至有自己的
感受、想法和疑问，以此来更细致更深刻的理解书中信息，
形成一份更完整的读书笔记。

五、践行有效

读书笔记只是一种方法，一份笔记之所以有价值，关键在于
如何把它变成实际成果。读书笔记需要留给自己足够空间进
行思考、应用和创新，需要足够的集中、持续时间，而且也
需要积极的应用。可以通过把笔记分享给同学，讨论产生更
多的交流，或者在未来的科研、论文写作中，将自己的笔记
加以运用。

总之，读书笔记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的理解书本中的知识，也有助于我们的思想深度的思考。
但是，要使读笔记的效果提高，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
注重记录的系统性、归纳概括、技巧运用和反思思考，最终
转化为实际成效。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二

第一次读阿城的作品，文字中没有矫情，没有焦躁，感觉就
这样平平实实的，才能更表现作者的内心。作为让我认识他
的第一部作品，《棋王》给了我很多的感悟，关于棋文化的，
关于命运的，关于哲学的，都从一种崭新的视角带给我们更
多的感悟。



其中之一就是对一件事物有心而发的热爱。

故事中的王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棋王，他真正的把棋当做一种
挚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有棋在，他的生活和思想
似乎就能够被点亮，这样一种纯粹的境界恐怕不是我们所可
以企及的吧。他可以在嘈杂的火车厢不厌其烦地寻找棋伴，
可以在荒芜的乡下以棋会友寻找生活的乐趣，可以让棋真正
成为一生的爱好不弃不离……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这样，不论
是学习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只要认真了，就理应必须全神
贯注。比如当你从事了文学这方面的工作，你就应该认真创
作，潜心研究，带给大众更多优秀的作品，但必须是欣喜的
主动的，若是坐在电脑前逼着自己去完成某身外的东西，那
种感觉必然是令人恶心的深恶痛绝的，所以当初选择的时候
就应该慎重，选择自己的所爱吧。

之二就是人格的魅力。

尽管如此热爱象棋，尽管极其渴望参加棋赛，但面对朋友用
自己最爱的祖传的棋换来的机会，他毅然拒绝，不能因为自
己的爱来让别人替我们承受一些本不该承受的，丢却了施舍
与同情，但获得的是尊严与内心的安宁，这是心灵上的财富。
就好比领导“青睐”你的“某种才能与特长”，要求只有当
你甘愿为他奉献的时候，才可以让你留下来，甚至是升到更
高的职位，这时你是否可以选择坚守自己的底线，像王一生
那样，热爱却不失信仰。也许你们觉得自己能够轻易做到，
但没有到那个时候，请都不要下结论，这只会表现你们的肤
浅和幼稚，如果真的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就不值得作为
王的魅力所在啦。

之三就是棋王的淡泊与平静。

之四就是，时代的限制和物质的贫乏并不能剥夺人们追求幸
福生活的信念和权利。



不论是王一生还是倪斌，还有那些决赛冠军们，都这么为棋
痴狂，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动摇信念，这就是精神的伟大。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三

读书笔记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无论是学校里还是
社会上，读书笔记都被视为完成知识储备最重要的方式。 但
是，读完书之后落笔成思的过程，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不如看
书自身来得重要，因此大多数人都快速阅读和快速荒废笔记
的行为屡屡出现。 事实上，准确无误地记录下书中的要点和
你的个人思考，对于学习和提高你的思维水平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段

读书笔记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强化记忆，它们还可以帮助
我们发现文本中的主要思想和主题。 此外，直观的笔记可以
帮助我们找出文本中的层次结构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好的笔
记不仅包括在读书期间在笔记本中记录的内容，还包括你的
个人反思和分析。 读过书的人们都知道，你学到的内容并不
仅仅是纯粹的知识点，而是书中的精华，也就是深度思考过
的核心内容。 因此，快速阅读或忘却笔记的行为将导致你无
法发现并掌握这一核心。

第三段

从长远来看，读书笔记对于我们的学习和创造力发展是至关
重要的。通过读书笔记的记录和经验积累，我们能够改善我
们的写作和表达能力。 此外，一本好的笔记本不仅能为我们
在学校中的学习带来好处，还可以在找工作或评估经历时提
供帮助。 每一篇笔记，每一个记录下来的思想都是你思维和
知识的成果，也是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具有无限的价值。

第四段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但它也是一个充满着缺
陷的工具，由于我们的记忆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和思想会在
时间的推移中消失。 读书笔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帮助我们
记录下每一次读书的体验和理解。 并通过不断的回顾和分享，
加深对书本中内容的理解，不断进步和提高。

第五段

总之，读书笔记是我们学习道路上的必备工具，是帮助我们
更深入地学习和思考的手段。 最好的笔记记录方式是个人化
的，既包括所读书中的重点内容，又体现了你个人的思考和
分析，这样能够帮助你从书本中找到真正意义上对自己有用
的知识。 记录的笔记越多，你的思维能力将越来越强大，你
的知识面将越来越广阔。 记录笔记的过程是熟练需要时间的，
不会一蹴而就。 始终保持记录笔记的习惯不仅有助于我们学
习和工作，还将帮助我们开启长期的自我进步之旅。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四

作为一位爱好读书的人，我认为读书笔记是一个十分必要的
工具。通过记录下自己对于书籍的理解和感受，不仅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也能让我们在日后回忆起这
些书籍时更加生动而深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我尝试将作
者的观点和思想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
新的思考方式。

第二段：读书笔记的正确使用方法

读书笔记，一般包括书籍的主题、内容梗概、作者的思想观
点以及自己的学习体会等。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读书笔记，
我们需要在阅读前和阅读后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我们应
该提前大致了解书籍的背景与主题，从而更好地掌握书中的
内容。读书笔记的主要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灵活调整，
比如可以将每章节的主要内容和思考总结写在笔记本的对应



页码位置上。值得注意的是，读书笔记并不是剪报或死板的
摘抄，而应该是自己的思考和解读的产物。

第三段：读书笔记对于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读书笔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我们的自我思考和理解能力。
通过记录对书籍内容的观点和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
考和审视自己的思想，从而更好地发掘自己的潜力。此外，
读书笔记也是这个时代独特的一种文化传承方式，将知识和
思想传递给下一代。

第四段：读书笔记在职场中的重要性

在职场中，读书笔记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读书笔记不仅可
以帮助我们提升自我价值，更可以作为我们的谈资和沟通的
话题，增进与同事之间的交流和共鸣。例如，在谈论行业趋
势和市场研究时，通过分享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不仅能更好
地展示自己的知识和见识，更能从细节上突出自己的综合素
质，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

第五段：结尾

读书笔记是我们记录知识和思想、提升自我和互相交流的重
要工具。通过逐渐完善自己的读书笔记，我们能够在个人成
长的同时，更好地为社会和职场做出贡献。因此，读书笔记
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习惯，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五

习惯了北方的粗犷豪迈，殷殷期待南国的柔婉清丽。无论
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娇媚，还是“小
桥流水人家”的澄澈淡雅，都久久萦绕心间，装扮成了一个
彩虹似的梦，让寻觅的目光变得焦灼急切。《野渡》又一次
让那些对南国满怀憧憬的人如愿以偿。



这是怎样的一幅灵动飘逸、野趣横生的画面啊！当“水晶石
的世界”跃入眼帘时，脑海中便朦胧出现浙东水村的晶莹剔
透。接着远大的“烟波”，涨满渔网的“广场”，岸边泊着的
“划船”，更为精妙的是“左右萦回，彩带似的打着花结”
的小河将一个个的水村顿时鲜活起来，明亮起来了。更具情
趣的是“荷叶地”之间架满的“活动的板桥”，给小村以生
命的灵动，踏桥而过的声音仿佛即刻在耳边响起，让人不禁
怦然心动！

读《野渡》不由得忆起了那两句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
无人舟自横。那是怎样的一种包孕了丝丝清雅、缕缕闲逸的`
超然与静谧！散文将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面呈现在眼前，将千
古流传的诗句阐释描绘得惟妙惟肖！岸边山脚或平畴野岸的
野渡，催眠似的低吟浅唱的淙淙流水，间或的鸡鸣虫声，山
脚忽传的清歌，树林里闪出的人影以及人影自在从容的摆渡，
所有这些细节描写有着淡淡的情味、浓浓的趣味，让我们如
闻其声，如见其形，如临其境！

在这份诗情画意般的自然风光的描绘之后，作者将大量的笔
墨献给了渡头的摆渡老人。这是一群令人震撼的老者！“白
须白发”、“为年月所刻成的皱纹”，脸上挂着的“眼霜似
的寒意”，“寂寞”地摇船，这众多刻画渗透了作者对宇宙
人的深深的思索，对逝去的光阴感叹和对命运的体味与怅然。
其中写道一个摆渡老人吸着旱烟“哲人似的许久望着远天和
款款的流水”，老人沉默着“仿佛不愿意听这些庸俗的世
事”，寥寥数语，把一个哲人般的老者勾勒出来。他们的沉
思、冷漠、少言寡语，是岁月的痕迹，是生命历程中历炼的
沉淀，是一种对世俗琐屑的超越！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升
华，为散文拓展出一个更为深广的审美空间！

《野渡》妙趣横生、巧妙绝伦。它是那牵动心头的淡淡情思
与抚慰魂灵的一切意趣的共存共生;是优美的山水画与饱含哲
思的诗篇的精妙结合；是画般秀美与诗般意境的融会贯通；
是情趣与理趣的和谐统一。



力无可估量，阅读，为你插上梦想的翅膀。

如此，美文是也！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六

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期末考试成绩揭晓的时刻：数
学98分，科学99分，英语99分，语文86分。

今年暑假，我读了记录我们同龄人六年小学生活的书籍——
《草房子》。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父子师生
间脉脉的真爱，同学间天真的友情……让我从这些故事中明
白了：坚强，拼搏，善良，独立。

故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杜小康。他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人家，
生长在高大阔气的红门里。但是他一家遭遇了不幸的变故，
让这富有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学习名列前茅的他不得不辍
学在家，和父亲放鸭子，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但他在苦难
面前表现得分外坚强。他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学校门
口摆起了小摊。过了几年，正是因为他那遇到苦难时，不逃
避，而是带满怀希望，微笑面对的精神，让他的家庭变得像
以前那样幸福。

杜小康的故事给予我深深的启迪，书籍给予我成长的养分。
虽然我遇到了学习上的困难，但与他的不幸比起来，我是幸
运多了。在学习上，要学习他坚强的品质，通过多读书、读
好书，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写作能力，争取考出理想的成
绩;在生活上，要学习他独立的品质，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里
的事帮着做，学会了烧饭烧菜，学会了洗衣服。

读书，让我解决了学习中的困惑;读书，让我学会了独立、学
会了坚强。



笑读书笔记艾青诗选篇十七

翻开书本，一缕淡淡书香弥漫，阅一段有趣的文字，一幅美
丽的画在脑海中荡漾。走近这些被阳光撒满光辉的金色草房
子，看油麻地的孩子们嬉笑玩耍，我不禁融入了这片充满趣
事儿的地方了。

我读着读着，仿佛已成为油麻地的一员，正参观这油麻地。

我首先参观了油麻地小学。草房子伫立在那儿，似一个强壮
勇敢的卫兵，看守着这所寄托着油麻地人希望的小学。但在
这所小学的西北角上，却有一间与之十分不相称的小屋子，
里头总有一个 着背的小老太婆，她的这个小屋前，种了一片
艾，它们散发着浓浓的苦味，正如它们的主人，那个老婆
婆——秦大奶奶一样，生活中充满苦涩，但却依然高昂着头，
用自己的方式与人们对抗着。当然，既然有人讨厌，那么一
定有人欣赏，比如说桑桑。我想我从桑桑身上能学到很多，
比如说胆大，勇于尝试，而在秦大奶奶与桑桑的友好关系中，
我明白，当你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正是少了这份尊
重，秦大奶奶才会与地方政府闹僵。

接着，我来到了红门，这是个象征着富裕的地方，而如今，
它却只剩一副空壳。杜家已破产了。但杜小康浑身还是一副
干干净净的模样。我想，他的心态恐怕是全村最好的了，家
里面对如此险境，他倒面不改色心不跳，更何况他还是个要
强的孩子。不过，他心里一定是苦的吧!当然，用平静的目光
去看待一切，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赞扬的。

我又回到了现实中，手中捧着那本书——《草房子》。淡淡
的书香钻入心田，把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永驻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