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笔记摘抄(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我喜欢的书犹如天上那数不胜数的繁星，可是非要让我挑一
个我最喜欢的，那我只能选《查理九世》的一篇——《尤加
特拉希生命树》来说一说吧！

尤加特拉希生命树在一个城里，那一个城名叫尤加特拉希城，
下面我讲一段关于这个故事的内容吧！

“汪！”查理鼓励似的吠叫一声，小伙伴不得加快了脚步。
一冲出漆黑的通道，他们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树洞
口竟伫立着一棵巨大无比的树，这时查理突然吸了口气，赫
然醒悟到：“我终于知道这是什么啦！这是一棵活着的尤加
特生命树。从中我知道了只要敢于探险就能发现许多让人出
乎意料的宇宙中的秘密。

今天我又看了几遍，查理他们真是机智勇敢总能巧妙的解决
困难。

今天我真高兴，又读了那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故事！

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作文教学跟我来》是上海大学李白坚教授关于作文教学的
又一本与众不同的著作。之所以说它与众不同，是因为它将



枯燥的作文教学，变成了可操作，可捉摸的课程。对于像我
这样对作文教学一无所知的菜鸟来说，帮助还是很大的。仿
佛一瞬间，自己会教作文了似的。但是仔细一想，还是不会
教。某些题材书中提到了，自己能想到类似的怎么教。但是
作文教学的确是不简单，有些让人望而却步，我还需要看更
多的书，或寻找更多的相关资料。不管怎么说，书中很多观
点都是值得借鉴的。

“提取生活素材”是写好作文的必要前提，虽然说生活是作
文的源泉，但是这个源泉不会自然而然的送到写作者面前去
的，它必须由作者亲自去摄取才行。

如果某个学生在此前确实针对性的摄取了生活中的水和米，
如果某个学生对这个过去时态的摄取工作中做得比较好，如
果某个学生在这个“过去时态”中的生活过程的行为举止、
言谈表情、环境状况、心理活动等都记忆犹新的话，那么，
他就有可能烧出或烧好这锅饭---即写出这篇文章。然而很可
惜，实践证实，小学生很少有这样的本领。

（这段话道出了小学生乃至大些学生写作文难的根源，即生
活中没有注意摄取生活素材，以至于写作文时脑子里如同过
过水的筛子，好像有过，但有没有东西可写。怎么办？且往
下看。）

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所获得的不是生活的“源”，而是生活的
“流”。（这还是比较客观的，阅读不是全部。）

今天的'学生不但有生活，而且还有无比丰富的“生活源泉”，
关键在于学生是否具有摄取“生活素材”的眼睛、鼻子、耳
朵、嘴巴和手指，教师是否教会了他们运用自己身上的五官
去摄取生活素材。（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运用五官去摄
取生活素材，以及如何摄取，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

任何文章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有记叙、论述或说



明的对象、题材或生活。（米）

2.要有会写文章的人。

3.这个人要想写、愿意写、喜欢写。（这是最重要的。）

（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就在于运用五官去摄取生活素材，怎
样摄取，摄取哪些素材？我先记录一下，这些比较琐碎，但
是我认为是必要的。人物的动作、神态，环境，手感，心理，
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将现实生活原型进行重现、
夸张、放大、分割和分析。颜色、重量、厚度、形状、前后
图案等等。）

基于小学生的心理特点，课堂务必立足于兴趣，为他们制造
一个又一个的兴奋点，让他们尽情地参与各种有趣而轻松的
活动，以实时之激情，做实时之作文。（此处是核心内容）

唯有让学生做即时即地的记叙，才能避免他们难以进行感情
追忆的弱点，并可因为生活素材就在眼前，从而轻松观察、
即刻落笔，完成实时发生事件、人物或风景的记叙活动。

“前”作文教学采取的课堂教学程序是，先让学生做一个具
有预设性、趣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现场演示活动”，
通过这个“现场演示活动”，教给学生运用自己的五官摄取
生活素材，通过这个“现场演示活动”帮助学生产生激情、
生成“表达情绪”，然后，再以此为内容，写一篇有关的记
叙文。

运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方法，是让学生获取生活素材的最
重要的途径。生活的体验，是最直接能让学生获取生活素材
的方法。

只要能够根据教材的作文要求和练习需求设计全系列的“现
场演示活动”，或者独立形成一套全系列的作文课程，就能



够较好地解决作文最需要的两个先决条件，即“生活素材”和
“表达情绪”，只要能够解决以上两大作文要素，当今学生
作文教学的其他问题，都可以运用“前”作文教学理论指导
下的 “现场演示活动”的方法逐一地、统一地解决。

大脑保健操使得学生群情激奋，是作文课堂动起来的非常重
要的课堂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前”作文思维训练。26个字
母的一大半的 大写或小写字母就是很好的题目。特殊符号，
仪器波纹，火柴棒游戏，最后可以让学生自己出题。此时教
师注意启发“反向思维”、变化位置的想象，将对象的局部
进行想象的改造。

逻辑的大脑保健操，教师先提出一个判断，要求学生必须提
出一个想反的或对立的判断，并且提出三个理由。

橘子（大小，颜色，气味，软硬等）

一分钟足球赛：尺寸，材料，数量，人物，相貌，动作，语
言 ，感想，表情

分割式教学就是在“现场演示活动”的时候，将“演示活
动”划分为一个个明确的阶段，让儿童观察一个阶段，根据
现实活动写一个段落，是为文章的第一段；然后再观察第二
个阶段，再根据现实生活写文章的第二段。这样，把一段生
活，分割成了一个个段落，化整为零，比较便于儿童的观察
和记叙。比如写西瓜分为看西瓜，切西瓜，吃西瓜三个段。

分割式教学的作用：第一，让学生理解作文的段落是生活相
应段落的反应。

第二，教育儿童理解作文多分“自然段”的意义。

1. 多分自然段，使卷面有较多的空格，比较美观，易于他人
阅读。



2. 卷面看上去比较干净、清楚，给人好感。

3. 让读者感觉文章层次清楚。

4. 增加版面，顶替个数。（呵呵）

第三，让学生学习“小标题”的表达方式及其作用。

细节来自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细心的体验。技巧固然重要，
但要是没有现实生活的提供，技巧就失去了附丽。

如果说“分割”是“现场演示活动”的“中断”功能，用以
让小学生理解生活和文章的段落，懂得小标题的作用，并将
整体的生活“化整为零”进行观察和掌握，那么，“定格”
就是“现场演示活动”的“静止功能”，目的是充分提供给
学生观察和理解生活中的细节。

以火灾演习为例：听到老师说失火了，你心里想些什么，全
班同学有些什么表现。二，逃生时，你的前面是谁，旁边是
谁，他们是怎样行动的 ，神色是否慌张，是否说话，说了什
么?同学们怎样撤出，是否秩序井然，还是乱七八糟？有无哭
喊，打闹？谈自己的感受，演习是否成功，有什么需要总结
的经验，你认为这样是否有意义?(这样做，使学生有东西写，
会写，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欲让学生写，自己先知道
写什么？)

随着孩子们对“现场演示活动”规律的认识，“动”则摄取
生活素材，静则表达见闻和观感，动静结合，观写轮换。现
场演示活动失败也是有意思的素材。破烂的，陈旧的东西比
新的好写。

“逼”是写作的好方法，也是写作教学的好方法。

只要用自身的五官对观察对象进行一定的“动”，变动，触



动，搬动，挪动，就有东西可以写。写人最好的方法是采访。

关于作文评估，李教授认为，不必为小学生改正错别字，应
指出错句但不宜示范，并提出一些作文评估方式;巡视批改，
朗读批改，选批、静批，填批改情况表。

趣味只是一个引子，要教好作文还需要老师有扎实的功底，
精心的准备。

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读初中时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作读书笔记的要
求。从此到高中，我坚持了做笔记。那时的读书笔记字迹潦
草、不知所谓，但却是美好的缘起。

直到大学，读书笔初见精彩。暑假在简易的平房中读《挪威
的森林》，读那幕沉闷而又时而清亮的剧子，知同情自己是
卑贱懦夫的勾当。中学时的体弱多病、自卑怯懦在大学时光
里逐渐消逝。在《信心的力量》中看生活的荣耀。期盼意料
之外的事情，这就是生活。详记《身体语言密码》，找寻人
们交往时的密码，体会隐藏在语言、外表下的.那一份真实，
豁然开朗地去从容交际。而后充满信心地设计人生。宁可因
梦想而忙碌也不因忙碌而失去梦想，抓住每一道彩虹……直
到找到梦想。

毕业后，笔记继续。曾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沉浸在“平凡
的世界”——路遥笔下那个世界既平凡而迷人，又似波澜壮
阔的史诗，雄壮而动人。生活如一架沉重的马车，我们每天
早上醒来后得毫不犹豫地绷紧神经、抖擞精神驾着它前行，
永远把沉重的劳动看作是生活的一种必要。我仿佛站在黄土
高原的黄河大桥上，看波浪似万千野兽般咆哮着向我冲过来。
翻开下一页笔记，悬崖边一个少年执着而快乐地守护着田野
里玩耍的一群孩子，守护着沧桑，守护着淳朴、自然！



毕业后半年多的时候，我失业了。但现实的残酷阻止不了笔
记的继续。来到白鹿原上，看见一只通体雪白，轻灵而欢快
的白鹿在原上一闪即逝，恍惚如神灵。她走过的地方，庄稼
丰茂、花开草绿，百姓疾苦顿消，天地一片祥和。翻过这一
页，老庄语录跃然纸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
沮”……老庄的世界，清净无为，恬淡自然，摒弃浮躁，返
璞归真。“虚则静，静则动，动可得也”，这是先贤庄子让
我体会的寻梦之路。老庄的世界，智慧而清灵，需要无尽地
品味。超越天地，摆脱世俗束缚，自然而终——我眼中的逍
遥游。

读书笔记中找寻人生，这是无法逝去的情怀！

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伊索寓言》汇集了古希腊大量优秀作品，大多是动物故事，
用财狼，狮子等凶恶的动物比喻人间的权贵，揭露了他们专
横，残暴，虐害弱小的行为。

我们这个社会提倡勤劳致富。读了《伊索寓言》之后我有了
更深入的体会。正如《老农夫的三个儿子》里面的道理一样：
真正的珠宝其实是我们勤劳的双手，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各行各业都需要
辛勤的劳动。但是，就有一些人想不劳而获，由非法手段来
占有或摧毁被人的劳动成果。这些人真是可悲呀，自己有健
全的身体，足够的劳动力。他们却不好好应用，只会想方设
法来破坏别人的劳动成果，难道他们连残疾人都不如吗？是
的.，残疾人虽然有缺陷，但是，他们本着一颗善良的心，来
达到正常人所达不到的事情。

《伊索寓言》一书，让我明白许多启迪我一生的道理。我相
信我能做，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为社会蒙羞，而是凭
我的实力和执著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每个人都



如此，那么祖国的明天将更加美好。伊索寓言的读后感寓言
是一个魔袋，虽然很小，却能拿出很多东西；寓言是一个魔
豆，虽然很小，却能长成参天大树；寓言是一个魔杖，虽然
很短，却能变出很多宝物……寓言很美，美在简洁，美在内
涵，美在语句。

《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他生活在公
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小亚细亚。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哲思，将动
物为主角的拟人手法，走遍世界各地，将寓言故事传播到世
界的各个角落。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蚊子与狮子》，这则寓言讲的是一只蚊
子自认为能战胜狮子，想和狮子比比谁厉害，它吹着喇叭飞
到狮子那里，向狮子挑战。它冲到狮子的脸上，专咬狮子鼻
子没有毛的地方。狮子气得用爪子把脸都抓破了，还是抓不
到蚊子，只好认输，要求停战。蚊子战胜了狮子，非常得意，
它继续吹着喇叭唱着凯歌，骄傲地在空中飞来飞去。不小心
粘到了蜘蛛网上，被蜘蛛抓住了。在临死的时候，它悲叹道：
“我已经战胜了强者，却被弱者所消灭。”这则寓言告诉我
们骄傲是没有好下场的，有些人虽然击败过比自己强大的人，
也会被比自己弱小的人击败。

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后面有能人。骄傲自满的人一定会得
到惩罚，最终会落到和蚊子一样的下场。在我平时的学习中，
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是很稳定，有时候能考出全班瞩目的第
一名，有时又只能考六、七十分。过去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
因，读了这则寓言，我终于明白了那是骄傲自满的缘故。每
当考了第一名时，我总是沾沾自喜，认为下一次的第一名也
是稳拿，可下一次考试时成绩总是不理想。

书中每个简短的故事背后，又有哪个没有深刻的含义呢？有
的故事教导人们考虑问题要全面——《两只青蛙》；有的则
说明了不可违背自然，勉强做事——《乌龟和老鹰》；还有
的高速我们不可犯经验主义错误——《驮盐的驴》等。



面对寓言大师伊索的文章，会让我感受颇深，受益匪浅。它
可以培养我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更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
真谛，领略到生活的智慧，想象的魅力和做人的道理。读一
篇寓言，我就好象长大了一岁，又积累到了一点经验，对生
活看得更透彻了。

读这本书使我获得深刻的人生智慧，使我受益匪浅。

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学会生存”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学会维持生活的知识与技能。这包括就业前接受教育和
就业后接受继续教育。

二是争取有保障的生存权利。在信息社会中，经济、科技与
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但是永恒的，而且变化的速度比以往任何
时代都要快，我们不能指望一种教育和一定阶段的教育为社
会成员服务终生。在工业化时代，如果一个人的工作被技术
的发展所淘汰，这对他来讲，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在
未来的岁月里，生产、工作的技能过时将会成为很普遍的事
情，人们的生存权利常常面临挑战。生产的变革、产业结构
的变化，必然要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曾经丹麦的一位神学
教育家创建了丹麦民众普及学校，其任务是教育成年农民如
何应付急剧变化的自然环境。丹麦的农民教育相当普及。在
从穷乡僻壤向大城市的移民浪潮中，所有那些取得成功的移
民都是通过接受教育来学会对付新的经济问题、语言障碍，
学会与陌生人相处的。

三是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学会生存”就要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树立终身学习
的观念。终身学习，是指人的一生都要学习，从幼年、少年、
青年、中年直至老年，学习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学会生存》报告把终身学习与建立学习
化社会结合起来。“学习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学习
成为整个社会成员一项经常的重要活动。创建学习化社会有
赖于终身教育思想的普及，又有利于终身教育的实施与提高。

曾经读到了一篇名叫《挣扎才能生存》的文章，它讲述了一
个因为怜悯而导致的悲剧：一个孩子在观察蛾出茧的过程时，
由于觉得蛾出茧时钻得很辛苦，产生了怜悯心，便帮蛾把茧
剪开了一个大洞。可是这只蛾由于没有经过钻出茧时的挣扎
过程，翅膀没有力，很快就死了。与此同时，它引出了一种
对教育的思考，对此我深有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