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优秀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篇一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所以我们不会做出装死的行为！不
管遭受什么样的虐—待，我们始终是正直的昆虫，绝对不会
做出欺骗他人的行为。

别说是因为我们不会飞，才想出装死的伎俩！别说是因为我
们跑不快，才想出装死的伎俩！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所以不会做出装死的行为！

尤其是自杀，连想都没有想过！那种愚蠢的事情，只有卑鄙
的人才会做出来！

强者也会偶尔的躲避着比自己厉害的对手，以免的丢掉自己
的性命。作者对步甲昆虫的了解很透彻，步甲虫装死是它抵
御不了对方时的一种自卫的方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无论
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就像本书中叙述的昆虫为了自身的安全，
必须得有自我保护能力，要有自我防卫能力，只有这样，你
才能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安全自在地生活着，正所谓“害
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篇二

今天，老师让我们去买一本名叫《昆虫记》的书。当我拿到
这本书的时侯，我很奇怪，《昆虫记》里面会有些什么昆虫
呢?它们是怎样生活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打开了这本书。



翻开目录，哇!里面的昆虫可真多呀!有红蚂蚁、樵叶蜂、孔
雀蛾、寄生虫、蟹蛛……以前，我只知道什么蝉呀、蜜蜂呀、
螳螂呀，从来都不知道蜘蛛家族有这么多成员：条纹蜘蛛、
克鲁蜀蜘蛛、迷宫蛛和有毒的狼蛛。勤劳的的蝉辛辛苦苦地
工作四年，只为了在阳光下唱一个月的歌，真的非常有毅力;
蚂蚁也像蜜蜂一样，能辨别方向，可是，沿途的景色一变它
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赤条蜂很聪明，它只在毛毛虫的关键
部位扎一下，就能把毛毛虫完全控制住;好吃懒做的寄生虫最
可恶了，总是靠抢别人的食物为生;还有蟹蛛，别看它长得漂
亮，却是个坏东西，它们常常残忍地杀死采花蜜的小蜜蜂。

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启示，我们既不能像寄生虫一样懒惰，
也不能像蟹蛛一样，光有美丽的外表，却没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们应该学习蝉的恒心和毅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坚持不
解;学习中，像赤条蜂那样，抓重点、找方法，而不能像蚂蚁
死记硬背，不会变通。

读了《昆虫记》这本书，我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
以后一定要多阅读课外书，让自己的知识更丰富，视野更开
阔。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在书的海洋里遨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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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篇三

二、内容简介：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
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它融入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
于一体，以人性观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
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昆虫记》一书以忠实于法文原
著整体风貌及表达特色为选择原则，让中国读者首次领略
《昆虫记》的真实面目。

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
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
能不说是奇迹；法布尔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想，美术家一
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在本书中，作者将专
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的
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
眼光。字里行间洋溢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本书的
问世被看作动物心理学的诞生。

《昆虫记》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
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正如雨果对其的赞誉——“昆虫世界
的荷马”。

三、好词好句摘录：

（一）好词：

（二）好句：

1、假使那贼安然逃走了，主人艰苦做起来的东西，只有自认
倒霉。它揩揩颊部，吸点空气，飞走，重新另起炉灶。

2、它们身体鼓鼓的，像半粒豌豆，鞘翅光滑或有绒毛，通常



黑色的鞘翅上有红色或黄色的斑纹，或红色、黄色的鞘翅上
有黑色的斑纹，但有些瓢虫，鞘翅黄色、红色或棕色，没有
斑点，这些鲜艳的颜色具有警戒的做用，可以吓退天敌。

3、我已经说过，古代埃及人以为神圣甲虫的卵，是在我刚才
叙述的圆球当中的。这个已经我证明不是如此。关于甲虫被
放卵的真实情形，有一天碰巧被我发现了。

4、梨紧贴着地板的部分，已经敷上了细沙。其余的部分，也
已磨光得像玻璃一样，这表明它还没有把梨子细细的滚过，
不过是塑成形状罢了。

5、在我自己的工作室里，用大口玻璃瓶装满泥土，为母甲虫
做成人工的地穴，并留下一个小孔以便观察它的动作，因此
它工作的各项程序我都可以看得见。

6、这时候它的颜色是红白色，在变成檀木的黑色之前，它是
要换好几回衣服的，颜色渐黑，硬度渐强，直到披上角质的
甲胄，才是完全长成的甲虫。

7、这些时候，它是在地底下梨形的巢穴里居住着的。它很渴
望冲开硬壳的甲巢，跑到日光里来。但它能否成功，是要依
靠环境而定的。

8、当然，我也曾做过这种试验，将干硬壳放在一个盒子里，
保持其干燥，或早或迟，听见盒子里有一种尖锐的摩擦声，
这是囚徒用它们头上和前足的耙在那里刮墙壁，过了两三天，
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

9、一会儿，它就要吃了。没有人教它，它也会做，像它的前
辈一样，去做一个食物的球，也去掘一个储藏所，储藏食物，
一点不用学习，它就完全会从事它的工作。

10、然后，它会表演一种奇怪的体操，身体腾起在空中，只



有一点固着在旧皮上，翻转身体，使头向下，花纹满布的翼，
向外伸直，“竭力”张开。这个竭力开窍得很贴切。

11、当然了，要热心“委身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
器官，来安置乐器了。

12、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有十五年了，每个夏天
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它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也不
离我的耳畔”。表达出作者对蝉的喜爱之情。

13、这样几下抖动便去掉了舍腰蜂刚刚初具规模的窠巢，就
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它的蜂巢居然已经有
一个橡树果子那样大了，真让人始料不及。它们可真是一些
让人惊奇的小动物。

14、临近沟渠的时候，它当然就会注意到这件可喜的事情，
于是就匆匆忙忙地跑过来取水边这一点点十分宝贵的泥土。
它们不肯轻意放过这没有湿气的时节极为珍稀的发现。

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篇四

1、原文摘录： 一本浅薄的书，往往只要翻几页就可以察知
它的浅薄。一本深刻的书，却多半要在仔细读完了以后才能
领会它的深刻。 一个平庸的人，往往只要谈几句话就可以断
定他的平庸。一个伟大的人，却多半要在长期观察了以后才
能确信他的伟大。 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
和经验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很多时候，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那份耐心罢了一件事
短期内得不到成效就想放弃；一些人我们听信谣言就远远避
开……可是每个人都好比是一本书，愿意耐心去读，还能吸
引读书的那个人，是彗星撞地球的小而之又小的概率吧。最
好的东西不是最好的，而应该是最合适的，就如同两块碎瓦，
历经风雨越过时间的藩篱，惊喜地发现还有与自己如此契合



的。

2、原文摘录：凡正常人，都兼有疼人和被人疼两种需要。在
相爱者之间，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同时在对方身上获得满足，
便潜伏着危机。那惯常被疼的一方最好不要以为，你遇到了
一个只想疼人不想被人疼的纯粹父母型的男人或纯粹母亲型
的女人。在这茫茫宇宙间，有谁不是想要人疼的孤儿。

： 关系是相互的，很难有一方只有付出而另一方只有接受的
关系还能维持下来。父母、朋友、恋人皆是如此。没有任何
物事是无缘无故的，所以我们要努力、要付出、要懂得感恩。

3、原文摘录：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
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
卷起千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
海洋。

读书感悟： 身在迷宫中弯弯绕绕找不到方向的，不妨就跳出
世间纷扰。你就只是你。朝着那一个唯一的方向，走吧，遭
遇只是一时，走吧，那是永恒。

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篇五

记摘抄

【小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给教师的建议】

付的问题就会逐渐消失。

2、只有教师关心学生的人的尊严感，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而
受到教育。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来说，就在于让儿童始终
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我是一个勤奋的脑力劳动者，是祖国
的好公民，是父母的好儿女，是一个有着高尚的志趣、激情
和不断取得进步的完美的人。



3、教育技巧的全部诀窍就在于抓住儿童的这种上进心，这种
道德上的自勉。要是儿童自己不求上进，不知自勉，任何教
育者就都不能在他的身上培养出好的品质。可是只有在集体
和教师首先看到儿童优点的那些地方，儿童才会产生上进心。

任的毒药摧残致死的。

5、要让儿童看见和体验到他在学习上的成就，不要让儿童由
于功课上的落后而感到一种没有出路的忧伤，感到自己好象
低人一等。

6、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是为着接受一切好的东西而敞开
的。如果教师诱导儿童学习好榜样，鼓励仿效一切好的行为，
那么，儿童身上的所有缺点就会没有痛苦和创伤地、不觉得
难受地逐渐消失。

7、请你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儿童的极易受到伤害
的、极其脆弱的心灵，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
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
在进行的心灵的接触。

8、儿童是脆弱无助的。每当我看到第一次跨进校门的儿童时，
我常会联想到那刚刚开放的带点紫红色的桃花，要使这朵花
结出果实，园丁要付出多少心血和劳动啊！

9、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
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
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
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
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
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思考，并且朝
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

和谐的教育——这就是发现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的财富。共



产主义教育的明智，就在于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天赋所及的一
切领域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
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10、教育就是形成“可受教育的能力”——使一个人对自己
的成就和挫折非常关心。这一点，在我看来，乃是教育的核
心，是教育的最宝贵之点：使一个人想成为一个好人，想竭
尽自己整个心灵的全部力量，在集体的眼里把自己树立起来，
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完全合格的公民，诚实的劳动者，
勤奋好学的思想家，不断探索的研究者，为自己的人格的尊
严而感到自豪的人。这就是我们必须细心地准备的土壤。最
聪明的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最完善的教学方法——这一切都
将化为乌有，如果我们只把希望寄托在教学大纲、教科书和
教学方法的话。我们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从根本上改革学校的
全部教育工作。

红日的读书笔记两百字篇六

人一旦真实得活着，那不真实也变的真实了。

当福贵的妻子家珍带着儿子有庆回来时，他简直不敢坚信自
己的眼睛，昔日里被自己痛打痛骂的妻子竟好端端的站在门
前，带着那份执着的微笑，福贵最后明白了自己有多么的浅
薄。女生是水做的，有着太多的柔情和牵绊，而女生又是坚
强执着的，有着太多的深情。在人拥有时，人就会很容易忽
略她的存在，在他失去时，他才想起她的好，但此时的福贵
再也不会不顾妻子了，他开始变的疼爱自己的妻子了。他们
的感情不再是奢侈的形式，而是情深似海的患难夫妻，为了
一家人活着，他们真实的在劳作。

而人生总是悲喜杂剧，没有纯粹的喜，也没有纯粹的悲。

他们的母亲因劳累过度卧病在床，请医治疗是务必。福贵进
城了，没请到医生却被拉去当壮丁，这就是人生必然中的偶



然，福贵欲逃不能，看着离家越来越远，福贵越来越感伤，
这也许是上帝故意搞的一处闹剧，活生生的让一个人经历些
许的生离死别，尔后彻悟人生。

在战火纷飞时，福贵更想活。之后遇到解放军，他幸免回家，
看着那依旧的茅草屋，福贵也许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看着眼
前的一双儿女，福贵也许才真正体会到活着有多么的重要。
眼泪是思念的载体，是欢欣的背面，是情意绵绵的流淌，夫
妻两人劫后余生相逢是让人感动的人生场景。福贵在死亡中
的挣扎是有价值的，是对生的期盼，是超越了孤独和痛苦的
勇敢。

但命运似乎并不赞赏他的坚强和勇敢，无情的夺取了有庆年
轻的生命，福贵心中那升起的期望之火又被浇灭了，看着静
静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福贵的坚强被失子之痛冲磨的所剩无
几了，他也许自责自己给儿子起的“有庆”这样带着嘲弄的
名字吧，但福贵还在活着，正因还有家人。随后女儿、妻子、
女婿、小外孙相继离去，留下了他孤独一人，怀揣着思念，
忍受着寂寞，经历着孤独。但这些并未将他打倒，正因他还
有老牛，在凄清的岁月中，他和老牛有着十分的默契，他把
思念全都寄托在牛身上。人就是这样，在没有任何人可倾诉、
可明白的状况下，他往往将感情转移到他物，人是情感动物，
再怎样受打击，也磨灭不了他真实的性情。福贵经历了太多
的不幸、悲伤和痛苦，我想，他已经超脱了那样苦楚的生活，
他在真正的活，不带半点掩饰痛苦的虚假。

经历的越多，彻悟的就越深。人明白了死亡必然中的偶然，
懂得了死其实是另一种的生，那么人就活的真实、宁静、淡
然，就像福贵在静静的午后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一生。其实，
福贵一生的悲摧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个不成熟时代
的，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躁动与不安，个人
的命运在时代的潮流中显得摇摇摆摆，难以把握。那是一个
不成熟、不理性、不民主的时代，而人总是被动的理解那个
时代，人权也许遭到了上天都难以容忍的程度，福贵就是那



个时代的不幸儿。个人虽然超越了生死。但却难以超越时代，
而福贵却在那个悲摧的时代里好好地活着，带着份别人看不
懂的释然。

《活着》用最朴实无华、最平铺直述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人
生的真谛。书中，生命在不断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变得异常
诡异，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测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大，越能体
会生命的可贵和活着的不易。那层出不穷、一波之后一波的
苦难象风一样袭向人的生命旅程之时，才让人更加深刻的体
会到坚韧不屈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生命虽是脆弱而无常的，
但在书中，却让生命的坚强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命运，能
够感激，也能够仇恨，但是它不可违抗。带着与生俱来的印
记。生活的好处与幸福的标准，永远没有答案。《活着》向
我们昭示了平静从容生活的可能，绝望的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