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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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篇一

提到《西游记》大家肯定能将其中的一些片段记得滚瓜烂熟，
我也一样，再一次拿出那本在书架上已微微发黄的《西游
记》，爱不释手，道一杯香茗，没翻开几页，随着吴承恩爷
爷的精彩描绘，就被其中的情节给吸引住了。

读了《西游记》我深有感触，文中曲折的情节和唐僧师徒的
离奇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书作者罗贯中为读者讲述了唐僧以及其他的三个徒弟一路
上历尽艰险、降妖伏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取得了真经的故
事。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
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
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
代表的《西游记》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
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
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
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
敢又诙谐好闹。而他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的玉皇大帝敢
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
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
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
的神话英雄。孙悟空那种正义大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本领高超是妖怪们的克星，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
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
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
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猪八戒是一个喜剧
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
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
好___，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
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
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
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
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
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
感到十分真实可爱。

师傅唐僧，虽说没有孙悟空的本领、猪八戒的活络、沙僧的
勤快、白龙马的脚力，但他品行端正，会念真经，不怕“千
刀万剐”，有坚定的信念;沙僧和白龙马虽说没有什么大本事，
但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心当好后勤，不好出风头。

这四个人物形象各有特点，性格各不相同，恰好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这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写作技艺的高超，也许作者
善于刻画人物形象便是他的精妙之处。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
孙悟空，因为他神通广大、技艺高超，一路保护唐僧成功地
取得了真经，他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在他身上还有
一种叛逆心理，以及他敢于和强大势力做斗争的勇敢的精神
令我十分欣赏。

书中写唐僧师徒经理了八十一个磨难有让我联想到了他们的
执着、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着实是一种值得我们
学习的精神。再想想自己的半途而废、___蛇尾，我不禁惭愧
自己当初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坚持到底呢?也许这就是我所缺
少的，只要我能把一件事情从头做到尾，不管我是成功了还



是失败了，只要我尽力去做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啊!
因为我去做了，而且坚持到了最后。

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篇二

假期，学校倡导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书。儿子选了一本自己
特别感兴趣的书《胡小闹日记—再见，马虎和拖拉》。出于
无奈，我也读了这本书。读后觉得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
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事情是这样的，乐多多小学五(3)班来了一位转校生，高高瘦
瘦的像根麻杆，他的名字叫做马小虎。可是他跟胡小闹、长
安一样，刚一入学，便成了办公室的常客。他和长安、胡小闹
“结为”兄弟。可是好景不长，“马虎拖拉斯基”三人组就
惹出了事：在一次值日后，他们应为粗心大意，竟造成教学
楼失火，连警察都出动了，没想到长安的爸爸长江也是警察。
把他们统统带到了警察局。丝毫没有半点手下留情。审问完
后，果然是马虎而惹得祸——水龙头没有关!

事后，班主任吴英杰请了洪兴先生来班里做演讲，演讲完后
洪兴叔叔让胡小闹、长安和马小虎到他那边去授课。去学习
如何改掉马虎和拖拉的毛病，第一次去，三个人都迟到了，
到时间了他们一点收获也没有。那次以后三个人，一次也没
迟到过。他们在洪兴叔叔那，跟着洪兴叔叔一起坐起了“马
上行动”的热身运动。周一早上，马小虎还在教室里做起
了“马上行动”的热身操。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很快迎来了春游。同学们都坐上了
车，开着开着，小樱桃突然晕车了。有人问有没有晕车药，
过了一会儿，从后面走过来一个人，递上一粒晕车药。小樱
桃转头一看，原来是马小虎。

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



“这么简单的题目都做错了，你太马虎了!”

“千万不要再拖拉了，小心铸成大错!”

……

仔细回想一下，小时候，父母和老师是不是时常这样教导我
们呢?在他们嘴里，拖拉和马虎犹如洪水猛兽，一旦被它们吞
噬将贻害无穷。

事实真的如此吗?拖拉和马虎真的如此可怕吗?

在这里，我严肃而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拖拉和马虎这两个坏
习惯确实害人不浅。

想想看，如果一名医生因为马虎为病人拿错药，很可能不仅
不能医病，反而会让患者病上加病。还以医生为例，对于手
术台上生命垂危的病人来说，救护工作必须分秒必争。如果
主刀医生拖拖拉拉，那病人就会多一分危险。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答案是否定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正!

实不相瞒，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马小虎就是持有这种想法的
同学，而且他还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了胡小闹和长安，长
安和胡小闹觉得甚有道理，欣然接受。所以，对于自身的拖
拉和马虎，他们不以为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结果，因
为值日时忘记关水龙头，酿成了大祸——教学楼险些被烧。

这件事惊动了警察。当弄清楚事情的原因后，在众目睽睽之
下，三位“肇事者”被请上了警车。

答案就在书中，赶快去解开谜团吧!



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篇三

暑假里，我看了一本书，叫《人鸦》。

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地利的埃特。施莱伯尔—维克。是彩乌
鸦系列的一本书。我很喜欢，觉得很有趣，现在我就给大家
说一说。

就像我上学时的感受一样。在上的时候不想上，想在家里玩。
可是在放假的时候又不想在家，想要重新投入到新的学习当
中。因为没有同学们的陪伴，我又觉得很孤单很孤独。

我以后一定要努力适应环境，在学校认真学习，在家做一个
懂事的、听话的好孩子。

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篇四

读了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心中有一种捺不住
的激动，闭上双眼回顾起故事的情节：在19世纪美国半叶密
西西比河，主人公汤姆·索亚是一个好动，有正义感，富于
幻想和冒险精神的小男孩。他讨厌长辈干巴巴的说教;牧师的
讲说;讨厌大人们用刻板的“好孩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他
喜欢扮海盗挖宝藏，探险······汤姆的这些故事，使
镇上的大人们目瞪口呆，却让孩子们兴奋不已。除了历险，
汤姆有自己成长的烦恼，长辈对自己的误解，难以实现的梦
想，朦胧的爱情······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冒险经历，
对美国虚伪庸俗的社会习俗、伪善的宗教仪式和刻板陈腐的
学校教育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少年儿童
自由活泼的心灵。

从书中的汤姆的成长经历中，我懂得遇到困难时千万不要轻
言放弃，坚信只要迎难而上、坚持不懈就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生活在充满阳光，积极的汤姆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有欢乐、



有梦想，美梦便可以成真。终有一天，我们的天性可以自由
自在的发挥，创造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人们常说：童年就像一罐蜂蜜，越吃越甜。时隔越长，就越
令人回味无穷。读了这本书，我体会到了童年时期特别宝贵，
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一定会更充实，更充满活力，如一支
彩色的画笔给生活划下一道彩虹线!

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篇五

在第二篇第六章大概地将书分为“实用型”和“理论型”后，
作者在第三篇又详细地对书本进行了分类，并介绍了对各种
不同读物的读法，当然这里仍然是一本书的阅读，即前三个
层次的阅读，换句话说就是仍然在讨论“分析阅读”。

第十三章主要介绍“如何阅读实用型书”，文中作者将“实
用型”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像烹饪、驾驶手册以及本书一样
是说明规则的，另一类主要谈的事规则背后的原理，当然是
不同于那些理论型的书的。在阅读这两类“实用型”的书时，
同样需要问四个问题，当然这里的问题有了点小变化。

第十四章介绍的是“如何阅读想象文学”，作者指出想象文
学需要读者亲身去体会、想象，它是在“阐述经验本身”，
另外作者还告诫了读者“在想象文学中，不要去找共识、主
旨或论述”、“不要用适用于传递知识的，与真理一致的标
准来批评小说”。同样作者也提出了“阅读想象文学的一般
规则”及阅读时的注意事项。

十五章《阅读故事、戏剧与诗的一些建议》中，开始先谈到
再快读故事的前提下对用那几个问题来提问自己；而史诗现
代人虽然很少人阅读了，但作者还是强调应该阅读那些经典
的史诗巨著；阅读剧本就十分需要发挥想象，想象这幕剧正
在随着你的阅读在眼前上演，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阅读悲剧



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对阅读抒情诗提出了几点意见，阅读抒
情诗要一气呵成，不要局限于作者的背景材料，做好还能够
大声朗读。

十六章谈的是“如何阅读历史书”，首先作者用了大量的事
例对“历史”这一词作了定义，其次他提出了阅读历史书应
该提出的几点问题，另外作者又把“传记（自传）”单独拿
出来讨论。

十七章《如何阅读科学和数学》之中，作者先是同样提出了
阅读科学名著的几点建议，他建议读者可以通过科学术语找
出作品的主旨。在谈到阅读数学时，他指出“数学其实是一
种语言，我们可以向学习自己的语言一样去学习它”。在说
到阅读科普书时，作者没有给过多的意见，因为科普书本来
就是普通大众写的，读者阅读时不会遇到太多问题。

十八章《如何阅读哲学书》，作者先是通过详细说明“哲学
家提的问题”、“现代哲学的传承”和“哲学的风格”来让
读者更深层地了解哲学，随后便提出了阅读哲学的几点提示，
他提示读者要花力气“了解作者的词义与基本主旨”，作者
明确说出阅读哲学最关键的就是理清思路去“思考”。最后
作者还对阅读“神学”和“圣经”给了几点建议。

第十九章《如何阅读社会科学》是第三篇的最后一章，作者
先是给读者把“社会科学”下了个定义，并指出了阅读社会
科学的难易处，阅读社会科学难是因为关于一个社会科学的
问题我们有时要阅读好多书，当然这就不仅仅是“分析阅
读”所能满足的了的了，这样就引出了本书的第四篇也是正
文的最后一篇《阅读的最终目标》。

读一本书谈自己体会篇六

一、顺应孩子的心理特点，选好孩子“爱看”的书，使孩子
对书产生好感。



孩子爱不爱看书，与父母的培养技巧很有关系。在孩子阅读
的初期，父母一定要对提供给孩子的书刊进行精心地挑选，
尽量给孩子提供一些印刷美观漂亮、内容丰富有趣、情节发
展符合儿童想象和思维特点的图画书，如动物画册等。

二、不易对孩子的阅读过程管得太死。

三、亲子共读，为孩子树立良好的阅读榜样

在家里，父母应尽可能多地和孩子一起看书，做孩子的阅读
榜样。同时，还可经常与孩子在一起交流读书的方法和心得，
鼓励孩子把书中的故事情节或具体内容复述出来，把自己的
看法和观点讲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分析、讨论。如果经常这
样做，孩子的阅读兴趣就可能变得更加浓厚，同时孩子的阅
读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四，和孩子一起扮演故事角色

当家长给孩子读了某些故事或内容后，让孩子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说出故事中的人物将可能会如何发展，它可以培养孩
子的创造力，孩子天生就非常好奇也充满着各式的幻想，书
本就是满足这些欲望的，当孩子已经熟悉了书中的内容，我
们做爸爸、妈妈的就和孩子一起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来阅读
故事书。这样的阅读不仅能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到阅读
的乐趣，而且还能培养孩子阅读的良好习惯，提高其注意力。

让我欣慰的是儿子寒假期间我给他买了《安徒生童话》《成
语故事》《唐诗故事》等书，每天在他睡觉前读上两个故事，
天长日久，他能脱口而出地运用几则成语，还带他去图书馆，
让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拓宽视野。这对孩子记忆和口头表
达能力的提高以及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很有好处。我们会坚持
和孩子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