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通用8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查缺补漏，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写总结时，要注意逻辑严密、层次清晰。以下是一些优秀的
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彩虹鸽》是一个关于信鸽的传奇故事，也是一场战胜恐惧、
凝聚信心与勇气的心灵历险。

作者穆克奇是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市，当时加尔各答市被称
为世界闻名的鸽城。因此，作为一位在鸽城长大的文学家，
他十分了解鸽子的特性，并把鸽子视为自己最忠实的朋友。
不爱生气不爱怀恨于心，这是鸽子的本性。它们有着惊人的
辨别能力，对主人有忠诚的爱。就像书中的彩虹鸽一样，把
它故意卖了，结果自己舍不得主人，自己又飞了回来。这样
有灵性的动物注定会与人类发生动人的故事。在《彩虹鸽》
中，作者塑造了一只传奇的鸽子。它是整个鸽城中最美的鸽
子，不仅拥有彩虹般得羽毛，更俱备勇敢、善战、坚韧与爱
冒险的个性。

无论在神秘的喜马拉雅山上，彩虹鸽总能从次次游隼的突击
中，镇定自若靠着自己的本领逃出来。还是在残酷的战场上，
穿过无眼的枪林弹雨，与死神面对面，冒着生命危险为我方
通风报信。都是那么的惊险刺激，再加上作者跌宕起伏的叙
述，整个故事就更加精彩了，更加吊人胃口了。

作者除了写彩虹鸽的惊险故事外，还描写了喜马拉雅山的优
美景色。他将人们能察觉到的每一处风景都写尽了，遥远的
喜马拉雅山在他笔下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

其实，作者也想告诉我们，如何战胜恐惧与猜疑。书中经常
写到许多动物因为恐惧而失去理智，慌忙之下丢失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学会拥有一颗勇敢平和的心灵去对待一切，沉着
冷静才是最重要的。牵动着读者的心是彩虹鸽曾两次跌入低
谷，来源于自然和战争的残酷。在有爱心的主人与智者的教
诲下重返蓝天，其中发挥的是爱的力量。

彩虹鸽用智慧逃过天空中一只只游隼的魔爪，用敏捷的身手
躲过战场上的枪林弹雨。

记住，每个生命的每一次呼吸之中，都潜藏着无限勇气。飞
翔吧，彩虹鸽寻找更远的天空，去那里翱翔!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爱因斯坦说过：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
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勇气。

这个学期，我们学了《花的勇气》这篇课文，我深深的感悟
到了生命的意义。

最近这个月，我骨折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残疾人的痛苦。
在我骨折后的最初两天，我要用两只拐杖走路，走起来非常
的困难，走一步要停一停，这跟我平时健步如飞简直是两回
事，我心里沮丧极了。

虽然老师和同学都非常的关心我，帮我拿很多的东西，扶着
我上楼梯，但是我每一天都感到非常的劳累，特别是上楼梯
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摔一跤，而且摔得还很惨，拐
杖也会咚咚咚的像滑滑梯一样滑下去，遇到这种情况只能让
别人来捡，下楼梯的时候更麻烦，要是楼梯上有水的话，整
个人都会一颠一颠地从楼梯上滑下去，感觉真的很不好。

在骨折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下雨了，在下雨的时候，又不能
出去，只能呆在室内，下雨完了更不好了，地面非常的滑，



一不小心就摔了一大跤。在我体验残疾人生活的同时，我也
感到了这种生活的痛苦，需要别人照顾而且还不能玩，感觉
真的非常的不好受。但是当我想起许多残疾人的故事时，他
们的精神令我震撼，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面对一切艰难险
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残疾人都做出了如此令
人惊讶的事情，他们是靠着勇气去做的，他们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比如说海伦凯勒，她在又聋又瞎的情况下做出了许
许多多令人震惊的事情，她学会了说话，学会了五种语言，
还爱上了文字，写出了很多的文章。比起海伦来，骨折只是
暂时的，我是多么幸运。

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那就是勇气!我们要珍惜生命，不能让
它白白流失，还要时刻充满勇气，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加
光彩有力!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记得前不久，我读了《赶花》这篇文章。它使我了解到了时
间意义以及它是那么的宝贵。

《赶花》一文主要讲的是，蜜蜂为了采花酿蜜，赶在花开时，
没命地干活，直到累死；还讲了养蜂工人为了采到更多的蜜，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地赶花，十分辛苦。读后，我掩卷沉思，
从中受到启发。

文中写道：只能人赶花，不能让花等人。这句话是说花开是
有季节性的，只有及时赶花，不误花时，才能采到蜜花不等
人，等到花落了，再去采，就什么也得不到。从这里我领会
到了这个赶字的真正含义，使我懂得了在学习，工作中，也
要有养蜂工这种赶的精神。赶了就有收获。等，今天等明天，
明天等后天，时光流逝，将一时无成。因次，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赶在时间的前面，做时间的主人。

古往今来，许多有志之士，都把时间视为金钱。鲁迅先生虽



然只活了56岁，但是他恪守时间就是生命的格言，拿着笔同
敌人战斗了30年。在他后10年中，他除了校对古书、泽书、
为几部长篇著作搜集素材之外，还抱病写了500篇战斗杂文。
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手中，放出了无限光辉！

我们小学生，也应该珍惜时间，赶在时间的前面，为建设四
化而认真学习。然而，在上学期，我却远远地落在了时间的
后面，整天只知道玩，把学习抛到九霄云外。结果期末考时，
成绩严重下降，名次落到了班级十名外。于是，我便决心在
假期补起来。可是，假期一到，我就觉得时间还长着呢，不
用着急。一转眼间开学了，我才追悔莫及。现在，我才真正
领会到高尔基所说的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
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
是时间这句名言的真谛。

《教师花传书》一本名字很奇怪的书，初听名字以为是哪个
教师的教育自传，拿到书一看才知道是佐藤学的作品。继续
翻看才知道本书名字来自15世纪日本的艺术理论著作《风姿
花传》（通称《花传书》）。《风姿花传》为古典艺术能乐
的创始人观阿弥的儿子世阿弥所著，是世阿弥为后世传承其
父观阿弥的艺术秘法而创作的哲学作品。世阿弥在《风姿花
传》中写到：“花是心，种是技”“花”是表现出来的美，而
“技”则意味着基于体验的身体技法。这本《教师花传书》
秉承《风姿花传》的精神，指出了教师洗练教学，形成“妙
花”的心（思想、哲学）以及“花”的“种”（基于体验的
身体技法、智慧）的方法。

书只有一百多页，不算厚，分为三大部分：专家型教师的成
长、我所遇到的教师们、教师生涯。专家型教师的成长谈了
《花传书》的启示，让读者进一步理解了“妙花”，接着谈
了教学“妙花”的绽放，作为匠人的教师，作为专家的教师、
教师的持续学习等。我所遇到的教师们谈了各个学段的`教师
们、改革的校长们以及看到老师们的坚持。教师的生涯谈了
专家型教师养成的沃土、从课堂中学习、教师必须遵从的规



范、转型期的教师。

妙花

“微风下，心与心的传承即为花。”世阿弥说。

《风姿花传》的核心在于说明如何让艺术之美—“花”达
到“妙花”（幽玄之美）的境界，而作为教育书籍，其“练
功”（学习）的体系也令人着迷。

艺术之“花”来自于“技”的极致。世阿弥认为，能乐的技
艺在“三十四五岁”达到极致。

“技”与“心”结合之时，艺术便成为“无心只花”，可
谓“幽玄”的“妙花”。

结合书中文章的描述和不断的重复，我理解的教师“妙花”
是打通了作为匠人的教师和作为专家的教师桥梁，融会贯通，
与教学内容相遇，与学生相遇时，师生共同学习所产生的心
流体验，知性的、创造性学习的过程。

欲得“妙花”需深培其“种”

教学的“妙花”是技术的纯熟与教育哲学完美的融合，也就
是教师的教育能力足以撑起自己教育的理想，这需要“技”与
“心”的深度修炼。

那种表演似的完美的公开课并不是“妙花”的课堂，佐藤学
指的是学习真正发生的课堂。他是这样描述的：学习是从他
者的问题出发，动员自己与伙伴的经验与知识，直至解决问
题的协同探究过程。“交响的教学”应该像一颗石子投入水
中泛起的波纹一样，敏感的反映着课堂中生成的教学。他指
出教学的“妙花”是教师长期的修养与钻研的结晶。



佐藤学说“妙花”一般会出现在洗练度和达成度都很高的成
功的课堂。但是人们往往盲目的追求“妙花”，这对教师的
成长没有帮助，应该探寻花之“种”，也就是能够出现花
的“技能”。只有通过长期的研修培育“种子”才能得
到“花”。

首先，培育“接受”的种子。因为教师的工作从“接受”开
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在工作深深感受到“接受”的重
要性。学生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如果教师只接受那样几
个符合自己期望的学生，无疑是没法进行教学的。经常听到
老师抱怨哪一个学生怎么怎么样，好几年都在抱怨，一直没
有接受，教育就没有开始。正如佐藤学所说，作为教育专家
就要从接受每一位儿童背后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做起，这就是
教育实践的起点。教师的态度就是其具体表现，这是教学实
践的基本技法。“接受”是教学实践的技法，从“接受”开
始培育花的种子是必要的，“接受”就学才能发生。

其次，培育“倾听”的种子。“倾听”是教师在课堂中的核
心活动。教师要培育自己的倾听能力，在课堂中能够听到学
生的发言给予准确回应，建立良好的学习关系。听得见学生
才能让学习真正发生。佐藤学提倡的课堂是“作为对话实践
的学习”（“与物的对话实践”、“与他人的对话实
践”、“与自己的对话实践”三位一体的理论），这样的课
堂倾听的就是核心。倾听是教学实践的基点。

第三，教师作为匠人的修炼。佐藤学说，教师既是在复杂的
知性实践中寻求高度的反思与判断的“专家”，同时也是通
过经验积累练就了经验与智慧的践行教育实践的“匠
人”。“匠人”一词曾经意味着“高超的技艺”，“匠人”
是指“最高级的技术工作者”。“匠人气质”的教师在工作
上往往是纤细的、精心的。养成“匠人气质”的过程遵循三
种规范，其一是注重对每位儿童的尊重；其二是关注教材的
可能性与发展性；其三是注重自身的哲学。作为“匠人气
质”的教师修炼的是“技”，各项基本技能的纯熟，细致。



第四，教师作为专家的修炼。“专家”是指具有“公共使
命”、实践能力和自律责任的职业领域。作为“专家”的性
质则是洞察、思考与判断，这种学习基本上需要实践经验与
科学知识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整。作为专家的教师需具
备的三素养：一是一般性素养，二是学问素养，三是教职素
养。教师作为专家的能力则是依“反思”、“判断”等“专
业智慧”来支撑的。“技艺”是通过模仿来传承，而“专业
智慧”则要靠经验和伦理的反思来形成。作为专家的教师要
洞察、思考、判断、反思形成高度的专业智慧。匠人都是默
默的尽全力将工作做好，而专家则是活用最先进的知识和最
高的智慧来工作。

第五，培育持续学习的能力。教师的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的人
生。向儿童学习、向教材学习、向同事学习、向社区学习、
从自身的经验中学习。就像流水没有源头的不断充实的活水
又怎能保持活力的水源呢？自古以来，教师之所以承担不平
凡的教育工作，是因为教师自身比任何人都更爱读书、更加
好学，只有那些学者才允许执掌教坛。教师是“教的专家”，
同时也必须是“学的专家”。教师的智慧是通过对经验的反
思而获得的知识，是一种基于选择与判断的，代表“睿智”
的知识样式。教师要默默精，进持续不断学习成为学的专家。

妙花绽放

医生是在病床边养成的，教师是在学校中养成的。教师要守
住自己的课堂，深耕课堂，对儿童做纤细而确切的观察，对
观察进行反思和提升，构建同僚性学习，建立共同学习的场，
从教学“评价”的视角转换到“反思”的视角，正如书中所
写：不是看教学的“优点”或“缺点”，而是仔细观察他们
教学实践中的课堂事件，如同在自然中观察蚂蚁一样，对课
堂事件进行深入的观察与反思。正如书中描绘的蓝图，21世
纪的教师，要不断使自身的日常实践更加知性、更具创造性，
从而达成自身的使命与责任，并最终实现成为“学的专家”
的自我成长目标。



尊重每位儿童的学习，尊重教材的发展性，尊重自己的教育
哲学的教师们，一边经受着疑惑和困境的考验，一边持续的
学习，教学“妙花”终会密而绽放。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花颈鸽》讲诉了一只非常聪明而又漂亮的信鸽，在遇到危
险的时候，鼓起勇气做每一件事，并慢慢长成鸽子王的故事。

在喜马拉雅山上，花颈鸽亲眼目睹了母亲被老鹰撕成了碎片，
已经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勇气的它，不经意间击败了一只刚刚
羽翼丰满的小鹰，这是花颈鸽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

花颈鸽被训练成信鸽之后，被派到德国与英国的战场上去送
秘密情报，他坚强勇敢的穿过了枪林弹雨，不幸的是：他在
战争中换了恐惧症，还受了重伤。

回到家以后，它克服了恐惧症，又从新飞翔了起来！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花颈鸽》是一本关于鸽子的传奇故事。它勃颈处有着彩虹
一样的颜色，所以她被称为“花颈鸽”。由于它有着尊贵的
血统，所以它注定了将要和大自然的暴风狂雨及鹰隼等恶鸟
进行殊死搏斗。后来，作为一只信鸽，花颈鸽有被召集到世
界大战的战场上。却因为冲破枪林弹雨送情报而负伤，从此，
它变得十分消沉，非不出蓝天。终于，在喇嘛的帮助下，它
最终飞上了蓝天。名人名言：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内心也不要
有恐惧，否则将做不好任何事情的。我刚转到新学校，英语
成绩跟不上，有一次期末考试，我只得了八十多分。暑假前
几天，我整天昏昏沉沉的，没有一点精神，内心对学习英语
充满了恐惧，害怕永远学不好英语。妈妈见我整天无精打采



的，便关切地问：“你到底怎么了，每天没有精神？”我只
好吞吞吐吐地说：“我没有考好，心情不好。”妈妈听了安
慰我说“一次考不好没有关系，但你如果因此打不起精神，
不去弥补之前的不足，而被挫折吓倒，不肯用心去学习，那
就永远也考不好了啊！”我听了，心里暖暖的，并渐渐地从
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后来。在我和妈妈的共同努力下，
我的英语成绩总算有点起色，达到了中等水平。所以我相信，
假如遇到困难，不垂头丧气，抬起头去面对未来，就可以克
服艰难险阻。

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常常会影响我们的言行，无论你是否意识
得到，当一个人感到恐惧的时候，或者哪怕是睡梦中一丝一
毫的怨恨，都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今后的行动。所以。朋友
们鼓起勇气来，向花颈鸽学习表现出勇敢来吧！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随文练笔是伴随着阅读教学进程，引导学生巧妙利用有关阅
读内容进行的一种短平快的写作训练。因为随文练笔选材角
度小，内容简短，贴近实际，紧随阅读教学，而且形式多样，
丰富学生的习作色彩，学生负担少，因而在课堂中是颇受师
生欢迎的一项习作训练。但在实际教学中，随文练笔设计的
随意性，练笔的时机、方法、难易度把握不当等，往往导致
训练低效甚至无效。如何实施有效的随文练笔策略，是我们
当前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在文本教学中找准切入点，
是随文练笔练习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与保证。本人就学习前人
的经验以及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为找准随文练笔的切入点
整理及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文本是一个召唤读者参与的意义空间。文质兼美的文章大都
有让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只要我们善于挖掘，自有一片与
文本交流的空间。如人教版十一册《草虫的村落》，课文的
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可以引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巧设练笔的空间。如，它们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然后一齐



欢跃地走回洞穴里去。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这是甲虫夫妻
间爱意的流露，在这深情的对视中，作为与丈夫阔别多时的
妻子的你，会与丈夫倾诉些什么呢?又如，蜥蜴面前围拢了一
群黑甲虫，对这庞然大物投以好奇的目光。它们友好地交流
着，好像攀谈得很投机似的。如果你是蜥蜴，看着这群好奇
的小甲虫们，你会如何向它们讲述外面的大千世界呢?它们会
向你提出那些新奇有趣的问题?在这里，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生
活体验，让学生那奇异的想象得到驰骋，加上受到作者文中
童心童语的感染，有了作者笔下草虫的世界这个大环境的渲
染，学生练笔的情感被激发了，必然又产生一幕幕生动、有
趣的情景。当然学生的语言也得到了有质量的训练。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
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
获得思想启迪而在阅读教学中适时插入文本空白填补,让孩子
们充当故事的主人翁,想他所想，说他所说，填补故事中主人
公心理、语言的空白处，在这过程中孩子们直接进入了角色，
融入了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和主人公的感情融为一体,这样的
练笔是学生和文本的对话,是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与主人公的融
合,这样的练笔带动的是孩子们真实的感悟和思考，在思维与
情感引发主动积极的情态下，学生所言就会言之有物，言之
动情，让文本生色不少，同时也能更好地深化了文本的主题，
达到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互利效果。

在教学人教版第九册《地震中的父与子》时，我们可以引导
学生想象模拟被压在废墟底下的阿曼达在死神面前如何鼓励
同学与死神搏斗，争取时间最后获救的情景，让学生从身心
参与中感受到了阿曼达的了不起，丰富了阿曼达的勇敢坚强
的形象，又如人教版第十一册《老人与海鸥》一文中，意想
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飞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
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和姿态和平时大不一样，像是发生
了什么大事。海鸥们像炸了营似的朝遗像扑过来。它们大声
鸣叫着，翅膀扑得那样近，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这片飞动的白
色旋涡中脱出身来。老人生前视海鸥如亲人，从他十年如一



日般坚持给海鸥喂食中，从他对海鸥一声声熟悉而亲切的呼
唤中，可见他对海鸥的一片深情，然而海鸥们十多天找不到
这位与它们相依相随十多年的老人，它们心中是多么的焦急、
忧虑啊！当它们眼前出现老人的遗像时，它们翻飞盘旋，连
声鸣叫，它们当时可能说些什么呢?当海鸥们意识到人们要把
遗像带走，它们要与老人永别了，海鸥们像炸了营似的朝遗
像扑过来。它们再一次大声鸣叫着，它们多么希望再多看老
人一眼，希望遗像能多留一会，它们的大声鸣叫想对老人说
什么?想对人们说什么?此情此景，海鸥们的伤痛、无奈、焦
虑，千言万语让学生们流泻于笔下，人鸥情深的一幕便永远
定格于学生的脑海中。

有些课文结尾(或中间)的语言嘎然而止，耐人寻味，有一种
余音缭绕之感。这种余音正是作者没有言尽，情感表达最为
强烈、深沉、含蓄的地方。在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余
音挖掘出来，这些语言的空白赋予了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和
创作的财富。让学生写写作者没有言尽的话，把课文中情节
跳跃的空白处补上，使已经接近尾声的情节再掀波澜，使文
章内容更具体、完整，也使小读者能过把小作家的写作瘾。如
《小摄影师》一课,课文的结尾让人觉得意犹未尽,想象的空
间比较大：小男孩到底给高尔基照成相了吗?如果他来,会做
些什么,说些什么?如果不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此练练笔,
学生兴趣盎然,创意无限。又如《凡卡》一文的结尾处余意未
尽，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课文在凡卡熟睡在那甜
美的梦中结束了，然而梦总是要醒的，为此，我设计这样一
次练笔：凡卡美梦可以成真吗?当他醒后会发生什么事?学生
在学习课文的基础上展开合理想象，延续了故事的情节，道
出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穷苦儿童的悲惨命运。他们有的写道：
凡卡睡醒以后，他偷偷写信的事被老板发现了，结果遭到了
一顿毒打，他那虚弱的身体承受不住而死了。还有的这样写
道：凡卡每天翘首期盼爷爷到来，但当时的现实社会是残酷
的，它没有怜悯这可怜的小孩，凡卡的希望在一天天无了期
的等待中扑灭了，凡卡在绝望中饱受老板的虐待，最终死去。



曾看过一同行说过，语文的学习说白了，其实就是对课文规
范语言的吸纳后融会贯通，为我所用。所以，让语文走在回
家的路上，切不可丢弃文本的语言示范作用。遇到好的文章
或精彩、典型的片段，我们就不应该错失学习和模仿的机会。
仿写可以针对全篇进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片断练习，
可以是句式表达、开头结尾、过渡照应、总分结构等模仿。
仿写时，首先找准具有鲜明特征的典型或精彩文段。如《北
京的春节》一文中作者列举了大量老北京过春节的习俗，但
全文安排有序，脉络清晰，衔接紧密，详略得当，推进自然，
是引导学生学习按一定顺序，有详有略的表达方法的典型文
章。因此，在学习本文后我马上指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写
一写家乡的传统节日，主要训练点落实到对文章写作顺序的
安排以及内容详略的处理方法上，结果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
果。当然有些文章的精彩片段的仿写或迁移写法也不容有失。
例如《穷人》一文中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真实描写的片段，透
过桑娜的心理活动充分展示了穷人宁可吃苦也要帮助别人的
美好心灵，尤其段中省略号的连续运用，更能逼真地写出了
桑娜当时时断时续、忐忑不安的心理。学习本段后，我让学
生结合现实生活中自己遇到过的焦急、忧虑、担心、害怕的
生活情景写一写，例如早上睡过头而迟到了、一个人处于黑
暗无助当中、进行比赛前的紧张状态中等，让学生在练笔中
实现语言迁移的运用，在先扶后放的过程中提高语言表达的
能力。

随文练笔的切入点皆于文本中，我们要潜心会文，识于慧眼，
找准落点，让我们的学生妙笔生花。一起努力吧。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每个人都是需要不断阅读各种书籍还有不断学习的，认真地
阅读一本书认真地对待一件事，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种人生
的提升，那么阅读什么样的书籍才能够真正的提升自己呢？
您还可访问12346知识网专题，以获得更多关于读后感以及读
书笔记的知识。



书名：花颈鸽

作者：达恩默克奇

大意：

作者在1890年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在19岁时，在美国
留学并定居。在本书中，他以鸽子与人两面的角度描写了自
己的童年，并加入了朋友们的生活点滴，书中的内容以较细
腻的手法写成，因而获得了纽伯瑞金牌奖。

这个故事的背景主要在加尔各答这个热闹的城市里，鸽子的
数目比城中的人多，因为几乎每个男孩，都会养上数十只鸽
子。而就在这儿，一只名叫花颈鸽的鸽子出生了。

花颈鸽的天资聪颖，并有着主人的严格训练，使它成为天下
无双的优秀传信鸽。它甚至被征召上战场呢！但经验需要累
积，成长需要代价。它在一次训练中，因为一场暴风雨而失
去了父亲；另一次训练中，它又因为遇上凶狠的隼，也使得
它的母亲因此丧命；它在鸽子大赛时，更为了保护其他的鸽
子，与白兹奋战受了重伤。虽然如此，这些都比不上它在战
场上所遇到的。它不但失去了亲密的同伴，自己也差点儿成
了残废，但它仍靠着天赋的毅力，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读完这本感人的小说，我的感想是我以前从没看过印度人写
的书，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大自然的美丽，以及战争的残酷和
可怕，也让我知道一只勇敢的鸟儿如何经历种种难关，并学
习克服这些困难，不管在身体或是精神上，都展现坚强的毅
力，实在让人非常佩服。读完这本书更让我知道:只要有决心
去做，那不管事情有多艰难，都是可以完成的。

花颈鸽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作者在18xx年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在19岁时，在美国



留学并定居。在本书中，他以鸽子与人两面的角度描写了自
己的童年，并加入了朋友们的生活点滴，书中的内容以较细
腻的手法写成，因而获得了纽伯瑞金牌奖。

这个故事的背景主要在加尔各答这个热闹的城市里，鸽子的
数目比城中的人多，因为几乎每个男孩，都会养上数十只鸽
子。而就在这儿，一只名叫花颈鸽的鸽子出生了。

花颈鸽的天资聪颖，并有着主人的严格训练，使它成为天下
无双的优秀传信鸽。它甚至被征召上战场呢！但经验需要累
积，成长需要代价。它在一次训练中，因为一场暴风雨而失
去了父亲；另一次训练中，它又因为遇上凶狠的隼，也使得
它的母亲因此丧命；它在鸽子大赛时，更为了保护其他的鸽
子，与白兹奋战受了重伤。虽然如此，这些都比不上它在战
场上所遇到的。它不但失去了亲密的同伴，自己也差点儿成
了残废，但它仍靠着天赋的毅力，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读完这本感人的小说，我的感想是我以前从没看过印度人写
的书，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大自然的美丽，以及战争的残酷和
可怕，也让我知道一只勇敢的鸟儿如何经历种种难关，并学
习克服这些困难，不管在身体或是精神上，都展现坚强的毅
力，实在让人非常佩服。读完这本书更让我知道：只要有决
心去做，那不管事情有多艰难，都是可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