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笔记初一(实用8篇)
梦想是人生的航标，它给予我们前进的勇气和方向。如何保
持对梦想的热情和坚持，不放弃追逐？以下是一些激励人心
的梦想实现的名人名言，让我们从他们的智慧中得到启发。

读书笔记初一篇一

为了提高阅读的效率增进独立治学的能力还应该采用辅助手
段。这就是做读书笔记。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这是是古今中
外许多学问家的阅读习惯是行之有效的传统的读书经验。善
读书者总是书学离笔。

一．读书笔记的作用

做读书笔记有如下好处：

1．记可加深印象经常做读书笔增强记忆。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作笔记就是将读、想、
写结合起来。脑、手并用自然比只读不写印象要深刻得多。
比如作摘要就比单纯的读书多了一遍挑选和抄录；写读书心
得更是将阅读的收获和体会进行了一番加工和整理加强了记
忆的牢固程度。通过做读书笔记还可以将零散的资料进行分
类做到有条有理地记忆提高了对知识的记忆能力。

2．做读书笔记能加深对读物内容的理解。

做读书笔记并非简单的“摘、抄、辑、录”之类的纯技能性
工作首先就有一个择取、筛选的问题。这“择取”和“筛
选”要经过思考和判断必须在认真阅读之后以对书的内容有
清楚的理解为前提。而通过做笔记又能促进对书的内容的更
深刻的理解。



3．做读书笔记有助于情报摄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个英国作家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
小册子把希特勒的军队部署包括168名军官姓名全部披露了。
希特勒大怒命令他的特务头子亲自审理此案。该作家被骗到
柏林纳粹问他怎样得到情报时出人意料竟“都是来自德国的
报纸??”。德国的报纸在长期的新闻报道中不断地零零星星
地透露了一些军队情况该作家用小本子今天记一条明天摘一
点最后凑出了整个结构。可见做笔记有助于我们获取情报更
好地为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所用。

4．读书笔记是积累资料的有效方法。

积累资料是学习、工作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功。人的
头脑要记的东西太多即使是记忆力很强的人也会有一定的限
度到时候遗忘的。所以做学问的人几乎都要利用笔记来积累
资料、帮助记忆。笔记能弥补记忆的不足。做读书笔记就好
像是建立资料的“储存库”。一量需要有关资料就可以很方
便地到“储存库”中去寻找。当然记笔记、做卡片还要强调
有的放矢不能盲目地见什么就记什么。作为中学生积累资料
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任务来做笔记以促
进自己的学习；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某些方面的学
习专长来搜集资料积累知识。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发展自己
的兴趣爱好和学习专长同时也为今后的进一步深造或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

5．做读书笔记能激发创造性阅读。

做笔记时边读边想边想边记会锻炼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会使思维更加活跃在阅
读过程中触发灵感冒出思想的火花产生一些新见解、新构思、
新发明。读书笔记成了创造的激发器。

二．做读书笔记的方法



1．符号笔记

就是用不同形状或不同颜色的线条、图形在书刊上作出标记。
有时还可以配合符号写上简要的几个字使符号的意义更具体
明确。

这种笔记一般在初次阅读时使用目的是引起注意。因为在阅
读过程感到有些问题须作进一步思考或者要设法记住它便随
手标示出来准备回过头来再仔细研究。

必须强调的是书刊要是属于自己的才能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
如果书刊是图书馆或朋友的藏书切忌使用这种形式。常见有
人在借来的书上面乱写乱画这种举动的用意可能借此炫耀学
识但在别人看来这些圈圈点点刻画出一个丑陋的灵魂令人恶
心。一个自尊自重的人是不该去做这种蠢事的。

符号笔记的各种符号各代表什么意思由自己掌握。但要注意：
各符号使用前要加以设计线条和图形的含义要固定阅读自始
至终都要前后一致不能一天一变否则反而把自己弄糊涂了。
使用的符号不可过多这样才能保证一打开圈点过的书就能看
明白。还要注意圈点和勾划的地方也不宜过多通篇都加了五
花八门的记号反而起不到突出重点的作用。

2．批注笔记

批注笔记就是在书眉上写上校文、订误、提示、心得、评语
等眉批或在原文后面加尾批在行与行之间加行批在正文两边
加旁批在佳妙处加旁点在最精警处加旁圈。这类笔记的好处
是随读随写不受约束往往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写得好的批注
笔记小而精见解独到一语破的能启发顿悟即所谓“思理入妙
要言不繁。”这样的批注是哲学思辩性与文学精炼性的统一
不但于笔记者本人有回味的价值其他读者亦以一睹为快。

批注时应该做到既言之有物又简明扼要。批语要有分析不管



是褒是贬都应该说出点根据来。但批语也不应过长啰哩啰唆
地说不到点子上也不好。

和符号笔记一样这种形式也是当书刊是属于自己时才适用。

3．摘抄式笔记

就是把原文重要的语句、数据、公式、定理、精彩段落、精
辟的论述、佳句、警句或重要的史实、资料等摘录下来甚至
全抄原文以便日后查检。关于词句、个别论点、个别事物的
摘录则宜用卡片或活页纸的`形式以便于分类保存查检；长篇
文章的详细抄写宜用笔记本的形式可多备几个笔记本按需要
分门类分别抄写。更为省事的就是将这些文字（或图画）剪
下来帖在笔记本或不用的杂志上。如果书刊不是自己的则可
以先复印后剪贴。采用摘抄式笔记须注意：

（1）摘抄那些精彩、有价值、有必要的内容。

（2）录后要经过核对注意与原文相符甚至标点符号也要与原
文一样否则就有可能把作者的原意弄错。

（3）摘抄前后或中间有所省略要用省略号表示。如果遇上原
文已有的省略号要加括号注明“（省略号为原文已有）”以
便于区别。

（4）一定要在抄录（或剪贴）后注明资料的来源如书名或刊
名、编著者、出版社、出版年月等需要时可查考原文。

（5）使用卡片摘抄资料时一张卡片只能记一条材料否则不便
于分类也不便于检索。

（6）如果能在抄录后随时写一点体会、感想可以加深自己对
原文的理解。



例一：（抄录名言）

类：名人名言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首陡峭山路攀登的
人才有希望达

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见《马克
杨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习惯

例二：（摘抄优美的语句）

类：作文·写景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星罗棋布玉立婷婷的荷花。红荷垂露盈盈
欲滴；白荷带雨皎皎无瑕；怒放的嫩蕊摇黄；含苞的娇羞欲
语。再加上绿盖叠翠青盘滚珠好一幅迷人的景色。

（描写夏日荷塘景色。摘自《荷叶咏》

4．索引式笔记

即将所读书、文中的重要资料按问题性质将出处、作者、页
数等在卡片上记明。索引是检索资料的一种工具。在什么情
况下要做索引笔记呢？第一种情况是为了研究某个问题急于
从很多书中找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读过以后来不及摘抄；第
二种情况是整本书中有关某个问题的论述材料很多简单抄摘
不解决问题详细抄下来又太耽误时间；第三种情况是自己有
这本书只需要按问题编出索引随时查阅就很方便不需要再专
门抄摘；第四种情况是有时写的专题笔记很多使用时查阅起
来仍有困难也还需要做一个笔记材料索引。

索引的特点就是只记一个意思（或文题）和出处非常简明。



除了方便查阅外有时单把有关某个问题的所有索引浏览一下
也非常有益它能够帮助你概要地掌握全部观点和材料。

读书笔记初一篇二

这个假期，我读完了施耐庵所著的中国堂吉诃德之一《水浒
传》。这本书首要讲了一帮好汉聚义梁山泊，之后又受朝廷
的招安，大破辽兵，可是却落得下场被奸人暗算的悲惨下场。
读完之后，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忠，义。

“忠”其实并不难，就是服从命令自己的国家，好好蔑视对
待自己身边家人和朋友。梁山泊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的兄弟，
绝对不会有背叛之事发生。

而“义”呢？它虽然只要3笔就可以写出，但是绝对不
是“忠”那样轻易做到的'。义，可以说是正义。做一个真个
正义的人几乎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是如果将义字
理解为兄弟之间的圣心呢？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不论是坐第一
把交椅的宋江，还是排名最后的一枝花，亦或是一名普通的
士兵，他们都能讲究上乘兄弟之间的信义，能够团结一心，
拧成一股绳，这也正是卢俊义虽然只是农民起义军，却在于
官军的战斗中无往不利，最后又大破辽兵的原因。

一个人，在信义上所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正义事业上，
甘愿奉献，为了正义舍生取义，不怕牺牲，那么他就可以真
正地做到“义”。

而这份“义”，中华历屡见不鲜。为了不暴露战友而被熊熊
烈火烧死；黄继光为了战斗的胜利舍生堵枪口……成千上万
的英雄好汉为“义”献身，他们都是我们学的榜样。

这份中华民族的大义之道是神圣的。我们可以不相信天神，
却绝不能相信这神圣的“义”。现在，我们青少年所要做的，
就是用我们的科学知识去捍卫和延续我们民族神圣的“义”。



读书笔记初一篇三

我内心一直都有一个小梦想：自己攒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小
房子。虽然现在有房子住。

但是我还是很渴望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我自己设计自己安
排装修，等我累了的时候可以安静地一个人呆着，光脚踩在
地板上蹦蹦跳跳；乏了的时候可以自己窝在沙发上晒太阳；
老了的时候在院子里养花弄草。

可能是我内心还是很缺乏安全感吧。但是现在大城市的房价
都很高，买不起，而且老家县城的房子一套首付也得30万左
右了。只能先默默攒着了。

现在有了娃，又多了一个想法：在娃26岁之前给他攒一笔资
金。这个想法也是在目前学习理财过程中产生的，尤其是在
开始了解定投指数基金后。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实现梦想，看了2遍电子书做了笔记
后又买了纸质书。

读书笔记初一篇四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辉煌的成就。《史记》这一部伟大
的作品，是祖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
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
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
伏，我的心境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
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简便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
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
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
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一向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位史官：文直，事核。洋溢着油墨的



书香让我无法想象那些刻入竹简的坚韧，但那不虚美，不隐
恶的文字仍向我展开历史的长卷。那些封沉的记忆在摇曳的
光影下若隐若现，跨越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我看见了英雄项羽
的懦弱，瞧见了小人刘邦的伟业，了解了将军的小肚鸡肠，
倾听了易水的萧萧哀鸣。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记忆中那些闪耀的光芒，在此处早已
褪去了圣洁。那里没有十全十美，仅有一位位站在历史浪尖
上的伟人。“人”一个多么难得的称呼。向所有的人呈
现“君权神授”的可笑。在他的《史记》里，没有皇帝，没
有将军，有的只是刘邦，李广。或许刚才的话错了，这《史
记》本身就是十全十美，完美的无懈可击。因为它有司马迁
的秉笔直书，因为它有司马迁的坚持真理。他做到了“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看到了那位长信灯旁紧紧抱着孤
单用心写下文字的身影。

听说人死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那最亮的一颗会是司马迁的
眼睛吗？我抱着《史记》走进两千年后的历史。

读书笔记初一篇五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有方法才有成功的路径。老师今天
的学习主要不是记忆大量的知识，而是掌握学习的方法——
知道为何学习?从哪里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一个老师没有掌握
学习方法，即使他教的门门功课都很优异，他仍然是一个失
败的学习者。常听学生家长说“我家的孩子只听老师的，老
师的话简直比圣旨还灵，回到家里就谁的话都不听了。”由
此看来，我作为老师想到了学生的向师性，这是一种纯洁的
美好的心理品质，我们当老师的要好好地利用和开发。特别
是在学习了魏书生老师的教学理论后，我也曾刻意仿效，在
班上定下“规矩”：凡是老师或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出现
了错误，就要当场表演一个节目，没想到这一举措竟然让我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威信。在教学中，我有意或无意中出了这
个那个错，学生都会及时地为我指出，我也自觉“遵规守



章”，每次都认真的为学生唱一首歌。这样的“惩罚”却博
得了学生的欢心，不仅师生之间的关系逐渐融洽，班级气氛
也极为活跃。

也许，这正体现了教学的民主，在学生眼里，老师能够与他
们平起平坐，他们的心理也就获得了一种平衡，这样的老师
最能受到学生的敬重。学生乐意与我走近，常把心里话告诉
我，向我诉说烦恼，向我倾诉困难，每一次学生在向我表达
着他们对我的.感激和敬意时，我的心情都莫名的激动，我总
是深深的感受到了自身的一种最崇高的价值。毫不避讳地说，
这种崇高，正是我在读书工程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我
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具体表现。学习化社会中的个体学习，
犹如一个人走进了自助餐厅，你想吃什么，完全请便。个体
完全可以针对自身的切实需求，选择和决定学习什么、怎样
学习、学习的进度等等。

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向。在知识经济大潮中，作为一名人民
老师，应该认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找准自己的价值空间。古
代著名教学家孔子以“教学相长”、“诲人不倦”为乐，终
于让他的“仁政”思想得以传承;孟子以“师不必贤于弟子，
弟子不必不如师”为原则，因材施教，终于成大器;荀子推
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为理念，学以致用，锲而不舍;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更是内容丰富，高瞻远瞩;还有陶行
知、朱永新、李镇西、魏书生等等。这些教学家，他们在教
学工作中的研究与发现，让他们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与快乐，
而这正是他们走近学生所获得的硕果。读了这些理论著作以
后，我的心更加透彻了，因为对这些经验的汲取，使我更自
信的走近我的学生，让我更自觉地去研究我的学生，去发现
他们身上的优点，寻找与学生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从而把学
生的纯真的心灵开启，把学生智慧的火花点燃。特别是在课
堂中，我常与学生一起做同样的事，甚至是率先垂范，做学
生的榜样。比如我的倾情的示范朗读，我的感情丰富的下水
文，都赢得了学生热烈的掌声，也拉近了我和学生在课堂中
的距离。让学生在欢乐中生活，在愉快中学习，这就是我终



身从教的最大追求。

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态度，比态度更重要的是毅力。“任尔东
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天爱读书容易，一辈子爱
读书不易。任何人都可以使梦想成为现实，但首先你必须拥
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的信念。有信念自有毅力，有毅力才能
成功。有一位教学家说过，老师的定律，一言以蔽之，就是
你一旦今日停止成长，明日你就将停止教学。身为老师，必
须成为学习者。“做一辈子老师”必须“一辈子学做老师”。
老师只有再度成为学生，才能与时俱进，不断以全新的眼光
来观察和指导整个教学过程。使广大老师牢固树立终身学习
的理念，创造性地开展教书育人工作。

读书笔记初一篇六

前几天，我刚刚读完一本经典书籍《草房子》，这本书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的作者是曹文轩叔叔，主要讲了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
学度过了六年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校园生活，亲眼目睹或
直接演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震撼人心的故事：
少男少女之间之间纯洁无暇的情意；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
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着坚守，在死亡体验中
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垂暮老人在人生的最后瞬间闪
耀出的人格光辉；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
情感纠葛......这一切，清楚而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
世界里。

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的是：秦大奶奶为了一个南瓜，就从这
个世界消失了，永远不会再回来。可油麻地的老师和同学们
还记得她，为她守灵。还有桑桑，为了让蒋一轮老师和白雀
姐姐约会，他三更半夜摇船去白雀家，接走她，让她和蒋一
轮老师去芦苇荡约会。



这是一本励志的丰富的书。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现在的叔
叔阿姨们以前是怎么过来的。那时他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差，
在草房子里上课，用的还是小黑板，一课抄一课。再看看我
们现在的高科技，跟以前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我明白
了不管现在高科技有多发达，都应该认真听课，为班级和学
校争光。我们应该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向那些叔叔阿姨们学
习。

让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让我们的未来更加美好，加
油!

读书笔记初一篇七

生活中，稻草人是用稻草做的，它插在稻田的中央，用来驱
赶叼稻谷的麻雀等。寒假里，我读了叶圣陶爷爷写的《稻草
人》。叶圣陶爷爷笔下的稻草人不能走，不能说，不能动，
和现实生活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他
有思想，一心想帮助受伤害的人们。

突然，沉睡的稻草人被一位妇女的哭声惊醒了。原来她的丈
夫把家里的钱财全赌光了，最后想把她给卖了。她走投无路，
想到了投河自尽。稻草人想去阻止她轻生，可是看着她慢慢
地向河中心走去，看着渐渐消失的背影，稻草人却什么也做
不了。他又伤心地哭了……稻草人多想帮助身边的人们！为
了驱赶破坏稻谷的灰蛾，他使劲拍着自己的身子想告诉老太
太；为了挽救生病的小孩，他想变成被子给孩子温暖；为了
阻止妇女跳河，他流尽了眼泪。最后，稻草人倒了！不是因
为他怕辛苦，而是因为他的心碎了。

读书笔记初一篇八

小说描绘了普法战争期间，有一辆马车被普鲁军官扣留，要
车上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陪她，否则就不让马车通过。羊脂
球出于爱国之心拒绝了，但车上的乘客为了自己的.私利，逼



她为了大家牺牲自己，羊脂球为了大家作出了退步。可第二
天早上，马车出发时车上的乘客又换了一副嘴脸个个疏远她，
不屑再与他说话。当初他们牺牲她之后又把他当做一件十分
肮脏的废物，丢在一边，对她十分无情无义!

在《羊脂球》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章运用了大量的人物
对话。通过对话，把各个阶层不同品性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展
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而我在此小说中最喜欢的人物还是羊脂
球，她虽然是一名，但她有爱国之心，奉献精神，为了大家
甘愿牺牲自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些所谓的贵族资产
阶级们，平日里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自私，虚伪和无耻。
这些人在通篇的对话中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这一种写
作手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