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图书读后感 无字图书馆读后感(优
质10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
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图书读后感篇一

怀着这么多问号，我翻开了这本《无字书图书馆》。那古老
的书本，漂浮的字母仍然在我脑海里回荡。

《无字书图书馆》讲的是：在一个小镇上由于人们长时间不
读书，对书的态度不好，导致图书馆里的书枯死，字母纷纷
离开书本，书成了无字天书。大人们为了让书本恢复正常，
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仍然束手无策，镇长整日烦恼不已。而
镇长的孩子——年仅十岁的玛莎已经带领着小伙伴们自己写
书，让枯死的树复活。他们一起监守着这个秘密。快乐地书
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幸福地向书本倾诉，书本记
录下一个又一个美妙的故事。但是，很快玛莎的`妈妈发现了
这个秘密，孩子与大人解除了这个误会，大人们也加入到写
书的行列里来，与孩子们一起写书，人人心中都有了一个作
家梦。最后人人都成为了作家。

图书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曹文轩写的《柠檬蝶》一文，使我深受感触。

本文主要讲了柠檬蝶为了寻找梦中的花田，飞越凶猛的河水，
爬过险峻的高山，克服种种困难，结果发现自己飞的方向反
了。可是它并没有放弃，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它就出发
了。终于，它到了花田，虽然水已经淹没了，但它仍旧扑了



上去，最后它死了，长眠在了自己梦想的花田中。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了以前跑马拉松的情景，当时我跑
了大半程了，已经满头大汗，实在感到很累了，于是就想放
弃，但经过爸爸妈妈的鼓励，我坚持了下来，就好像柠檬蝶
所表现出的精神一样，最后跑完了全程，取得了成功。

图书读后感篇三

绘本《图书馆狮子》是美国知名童书作家米歇尔·努森的作
品，她本人在图书馆工作多年，她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充满
无限可能的神奇地方，它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所有的人光
临。”一看到这本书的题目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忍不
住一口气读完。我想到了规则和怎样遵守规则。
01
课堂上，和以往一样，一听说是绘本课，同学们都欢呼了起
来！看到题目，很多同学都把它想成了一个童话故事。可是，
这个故事没有惊险情节，它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带给我们
心灵的触动和震撼。
有一天，图书馆来了一头威武雄壮的大狮子，把大家吓坏了！
图书管理员马彬先生不知道该如何办，惊慌失措地向馆长报
告。面对惊慌失措的马彬先生，馆长麦小姐的反应相当镇静，
只问一句“他有违反规定吗？”
图书馆是一个规定很多的地方，比如不能跑动，不能大声说
话，保持安静，不打扰别人等。
马彬先生找不到狮子违反规定的表现，于是，在麦小姐的允
许下，大狮子就留了下来，开始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看书、
听书、爱书、与书为伴的幸福生活。孩子们很喜欢他，觉得
他是馆内最舒服的靠垫；馆长麦小姐也很喜欢它，因为它是
一只不吵不闹，乐于帮助别人，且守规定的狮子。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向安静的狮子突然对着马彬先
生不顾一切地大吼起来……
马彬先生非常生气，狮子扰乱了其他人的阅读，违反了图书
馆的规定。他快步走向麦小姐办公室，边走边喊“狮子违反



规定了！狮子违反规定了！”
可是当他发现麦小姐摔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旁边又没有一
个人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狮子是去向他求救，去救麦小
姐。
面对生气的马彬先生，麦小姐说：“有时候，只要有正当的
理由，就算在图书馆，也可以打破规矩。”而此时，我们可
爱的狮子却因为自知违反了图书馆的规定，黯然伤神的离开
了图书馆，再也没有回来。
大家开始怀念大狮子，包括马彬先生，他决定做点什么。终
于在一个下雨的天气里，马彬先生找到了蹲在图书馆门口，
渴望进入图书馆的狮子，再次把它带进了图书馆。就这样，
曾经违反规定的狮子又回来了！小朋友们，包括麦小姐都欢
呼了起来。
02
其实，这只大狮子就是我们自己。
但在我们的图书馆及其他公共场所，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些规
定几乎没有什么遵守意识：小孩子和家长们随便从书架上拿
书，一次三四本、五六本的拿，看不看先占上再说；看完了，
也不主动放回书架，乱扔在阅读桌上，别人想看的书在书架
上也根本找不到。小朋友们在图书馆里，随便跑动，随便讲
话、玩笑，吃东西，多数家长也是听之任之。
我们的图书馆也是有阅读规定的，但馆里没严格约束执行，
很多人也熟视无睹。这种环境下，只是靠少数有规则意识的
家长的说教自己的孩子，根本没有什么效果的，因为孩子会
反问，“为什么其他人可以那样做，而我却不行？”
如何让我们学会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定，正是我们的教育严重
欠缺的。
03
听话的守规则的孩子好像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但现实却是，
这些孩子在面对特殊情况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受到伤害。就
像这只狮子，他为了救麦小姐而违反了图书馆的规定，出于
内心深处对规定的敬畏之心，驱使它自动离开了那里。
2014年的韩国客轮沉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故中丧
失的304人中，大多数都是16至17岁的中学生。事故发生时，



他们被告知待在原地以保障安全，于是，这群遵守规则，听
话的孩子就老老实实的原地等待，白白的错过了自我救助的
好时机。后来据记者调查发现，活下来的几十个孩子中，几
乎都是采取了自救措施，没有执行船长的要求。
04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让我们的孩子学会遵守规则
非常重要，但同时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规定是
可以打破的也同样重要！
《图书馆的狮子》，用水粉画般的图画和生动有趣的故事，
在没有说教的情况下，让我们学到了这些，这就是绘本的魅
力。

图书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本有趣的书——《图书馆老鼠》。这只老鼠叫
山姆，它觉得在图书馆的生活是最美好的，每天白天山姆就
睡觉，因为图书馆里的人来来往往，但一到晚上，图书馆就
是山姆的了。它看神话书、故事书……山姆的脑袋里装的满
满的。有一天，它突然想写书，第一本就叫《吱吱！老鼠的
一生》，然后，《孤独的奶酪》、《老鼠公馆之谜》随之诞
生了，它把它写的书偷偷的放到书架上，想不到受到大人和
小朋友的喜爱。图书馆长和小朋友们对这个神秘的作家山姆
很是好奇，想要举行一次与作家见面会。山姆知道了，又高
兴又紧张，因为怎么能让一只老鼠去见人类呢？一天晚上，
山姆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用两只铅笔拉上一张横幅，粘在纸
巾盒的两边，再往纸巾盒里放上一面镜子，横幅上写上“与
作家见面”，再在横幅上画一个箭头指向纸巾盒，最后把这
只拉有横幅的纸巾盒放在桌子上。第二天早上，有好多人往
纸巾盒里看，结果看到的都是自己，所以他们都开始写自己
的书，他们写的书摆满了整个书架。

读完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写作其实并不难，只要爱看书、多



读书，就一定能写出精彩的文章！

图书读后感篇五

读到一本好书的感受，有一个词简练而准确，就是“掩卷沉
思”。就像看完一场好电影，走出影院，心仍停留在银幕上
的某个场景；又或者听完一张唱片，关掉机器，依然余音缭
绕一样。合上《朗读者》就是这种感受。

对于《朗读者》，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评价说，“感人
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
类的心房对话。”

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文风不华丽、不卖弄，笔触冷静、结构
简单，这使《朗读者》庄重却毫不晦涩，严肃又直指人心。
《朗读者》的三部分其实分别是三个谜：都是关于那个女主
人公、纳粹女看守汉娜的——她的身份之谜、她的认罪之谜、
她的自杀之谜，这无疑吸引我们这些异国读者能走进情节去。
写侦探小说出生的作者将这些谜一个一个解开，但带给读者
并非“恍然大悟”、却是“掩卷沉思”。

它诉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年伯格15岁那年得了黄疸，在路
边呕吐的时候遇到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汉娜把他带
回家。这以后，他们开始交往，读书。

汉娜经常会有一些令伯格不解的举动，直到有一天，她突然
从汉堡消失了。伯格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
参加法庭实习，而面对面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战
犯。原来，汉娜曾当过集中营的女看守。伯格渐渐明白了一
个秘密：汉娜不识字，所以她要伯格读书给她听，所以她有
那些奇怪的举动。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掩盖
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提升职位的机会，去
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
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



伯格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了很久，
汉娜最终入狱了。

一段时间以后，伯格继续给她寄读书的磁带，汉娜竟然渐渐
在狱中学会写字，经常写些字条给伯格。伯格从未回过只言
片语。这期间他结了婚，又离了婚。有一天，女监狱长打电
话给伯格，说汉娜刑期将满，他们注意到伯格是唯一与她联
系的人，请伯格接她出狱。伯格去见了汉娜，原先健壮美丽
的妇人已老，伯格瞬间流露的惊诧和失望被汉娜捕捉到了。
在汉娜出狱前一天，伯格决定去接她出狱。然而他见到的只
是情人苍老的尸体。就在出狱的那天清晨，汉娜自杀了。

《朗读者》是本复杂的小说，我相信读完它的每个人对它
的“沉思”也是复杂的，这起码包含理性与感性两面。这是
一部关于历史与个人、情欲与道德、爱与罪的小说，这些东
西统统被压在小说叙述者、主人公米夏的身上，当这些东西
无法抛弃、无法剥离、无法逃避的时候，它带来的感动无疑
也是相当沉重的。现在有一个词常被引用，叫“历史的人
质”。而《朗读者》告诉我们，这个词汇远比我们想象中要
复杂的多。虽然我说这本书的两个层面和我这个“异国读
者”有些“隔”，但是类似的历史、类似的境遇，在我们这个
“异国”绝非没有，然而我们这里似乎缺乏这样“直面历
史”的作品，甚至在近来的影视和图书里，仅仅剩下一
些“怀恋”了。如果这本书仍能关乎我们自己的话，大概就
是这点感慨和惋惜。

在《朗读者》的谜中，无疑汉娜的认罪之谜最令人费解。一
个女人在战争期间放弃自己安定的生活、入伍做了集中营女
看守；继而又在审判期间放弃自己辩护的权益、宁愿认罪被
判无期徒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要掩盖自己是文盲，不认识
字而已！施林克用这个多少有些奇崛的故事文本，告诉我们
虽然罪行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对于犯罪者是无法简单判定的。
对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朗读者》做出了这样一种值得警
醒的反思。而在这部小说的后两部分，我们接触到最多的词



汇，是“麻木”二字，在汉娜一案中：审判者是麻木的；旁
听者是麻木的；甚至证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麻木的。
反而倒只有汉娜这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表现出丰富的性格：
时而倔犟、时而骄傲、甚至有些天真——尤其是她反问法官
（只有职业表情的人）“换了您会怎么做呢？”，这无疑是
对自认是无罪的人、自认是正义者的拷问。在我看来，这句
拷问，就是《朗读者》的核心。

当然，任何一种简单读解《朗读者》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
它本身的多义，是它的吸引力之一。我相信每一个读它的人
掩卷之后的沉思都将是不同的，实际上对这本书的阅读体验
和读者个人的历史应该是有相当联系的。但是在“爱情”这
个层面上的感动，普天下都有着同一性。《朗读者》写的爱
情，毫不讳言是包裹着情欲的，是关乎身体的。

虽然“朗读”对于汉娜的意味极为复杂，但这无疑是这段爱
情在米夏心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动力。据说，《朗读者》要被
拍成电影，其实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肯定在心中对汉娜已
经有许多形象的投射。按米夏的话来说“她有很多写照”：
比如在厨房拉上长筒袜、骑着车奔驰时裙边在车子带起的风
中佩服、站在书架前手指滑过书脊，等等。这是这本小说最
感性的地方，在初恋结束之后，对那些“写照”的怀念——
尤其是对于有“负罪感”的恋人来说，那些在分离之后，那
些画面、那些气味、那些场景、那些话语，当你在心头又和
它们不期而遇的时候，无疑会令魂魄为之一颤。或许也可以
说，正是他们之间的'情感令读者“魂魄为之一颤”，从而更
加深了对这本小说政治性的反思。

朗读者不同的声音会产生不同的声效与场景，一切，都是造
化。一切都结束了吗？汉娜问伯格。一切都结束了，离开了
监狱，汉娜再也不会收到录音带了，也不会有人来探望她，
她心中仅存的一点温情都将消散开去，在就要回到活生生的
现实生活中来之前的某个日子，她选择了结束自己66岁的生
命。而对于自己那个卑微的秘密，伯格始终也没有说出去。



作者本哈根说：“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
一个集中营的女看守带给我的有岂是我的几句庸俗的语言可
以说清的。

这是一部关于“爱、羞耻、谎言、正义”的书，一个女人，
用一生去守护她是“文盲”的秘密，一个男人用下半生去弥
补他内心“正义”的缺失。

《朗读者》给我们心中那个不能说出的秘密，给我们心中至
今还爱着的那个人，那些初始的美好，那些第一次爱上的人，
那些第一次被秘密憋哭的人。

有秘密。每个人。

有爱着的人，每个人。

图书读后感篇六

在暑假里我读了《水中的柠檬蝶》一书，虽然这本书我读完
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依旧深深印在我的心里，感触很深。

这本书主要是讲了一只蝴蝶渴望拥有一片安全，美丽的家园，
而不顾一切寻找着家园的故事。在途中它经历了种种磨难，
但在危险来临时它仍然坚持着，从未放弃过，可是最后它还
是没能完成愿望，就只能筋疲力尽地飘进小溪，永远的闭上
了眼睛。

读完这本书我感到很震惊，这只蝴蝶连一个渴望有自由安全
的家的愿望都不能实现，比起我们享受的天神的待遇呀，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为什么这只蝴蝶连一个这么小的愿望都
不能实现呢？我很敬佩蝴蝶那种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的精神，
我也为它那悲剧的结局而感到遗憾…….

读完这本书我以后要向蝴蝶学习这种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的



精神。

图书读后感篇七

这个寒假。我读了一本很有意义的书——《图书馆奇遇》。
它是由很多个小故事组成的儿童文学读本，其中最有趣、最
吸引我的故事是张菱儿写的《灶王爷秀逗记》。

故事主要讲述了灶王爷和土地爷这两位神仙之间发生的一系
列有趣、搞笑的事情。灶王爷的好朋友双头蛇医术高明，帮
助土地爷治了病却无法帮助自己把两个头分开，最后到人间
请来了庖丁，才把双头彻底分开。

庖丁，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师，却解决了神仙都无法解决的难
题，他如此精湛的技艺是怎么来的？我很好奇，叽叽喳喳地
向妈妈诉说着这件事。妈妈笑着说：“对于一门技艺，你只
有反复实践，掌握其中的规律，懂得其中窍门，才能得心应
手。”

“那庖丁的技艺是怎么来的呢？”我打破砂锅问到底。

妈妈见我还是似懂非懂，于是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庖丁解牛》
的故事。我听得入迷了，慢慢地，我才真正懂得庖丁能把双
头蛇分开的真正原因。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庖丁解牛，用了整
整三年，才做到游刃有余。纪昌学习射箭，因为几年如一日
地练习基本功，才成为了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卖油翁注油，
因为几十年来天天走街串巷卖油，才做到铜钱滴油不沾。某
一件事，你上百遍甚至上千遍地去练，便会积累经验，掌握
规律，直至熟能生巧。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做任何事都有头无尾，一碰到困难，就



想退缩逃避。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妈妈让我学小提琴。开始
的时候我的热情很高，专心听课，回家认真练习。但是有一
次参加比赛成绩不理想，我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连课都不
想去上了，拉琴的时候也是三心二意。妈妈无奈之下就不让
我学小提琴了。庖丁、纪昌、卖油翁，他们为了做好一件事，
为了掌握一门技艺，花了多少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而
我呢，连半年也不到，就觉得自己不行，放弃了，想到这里，
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

老师经常说学习没有捷径可走，要经常做练习题来巩固自己
所学的知识。现在读了《图书馆奇遇》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
老师这话的意思。是呀，庖丁分开双头蛇，精湛的技艺不是
天生的，而是后天日复一日练习而成的。

有位名人曾说过：“人的大脑和肢体一样，多用则灵，不用
则废。”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一定要多练，常练，这样才能
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

图书读后感篇八

《无字图书馆》是（西）霍尔迪·塞拉利昂·依·法布拉的
著作。

他找到小镇镇长，镇长起初以为是孩子留下的玩具，等打开
图书馆，看到若大的图书馆变成了字母的海洋和一本本完全
空白的无字天书。他们请教学者，学者调查后告诉大家，当
书被人遗忘，书的灵魂和躯体就会分开，成为无字书，这些
书枯死了，这就是书枯死的样子。大家一筹莫展。

镇长的女儿玛嘉有了主意，因为爸爸总不听她的讲话，这个
勇敢地小姑娘就去了图书馆，试图编一本自己的书，当她将
自己的思想融入故事中时，这些字母就会奇迹般地自动排列
对齐，并没有从书中掉落下来，书又复活了！她把这个秘密



告诉小伙伴们，50多个孩子都来编织一个个充满想象、希望
的书，他们重新赋予书新的生命。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人们发现了聚集在图书馆写作的孩子们。
在孩子们的引导下，大人们也兴奋地投入到写作中去，最后，
字母被“写”没了，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无字图书感看
看喔。

图书读后感篇九

在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既启发人心又有趣的书——《无字
图书馆》。

在一个生活安逸、平淡无奇的小镇上，有一座因为没有人来
而废弃关闭了一年多的古老图书馆。一天晚上，劳累不堪的
小镇火车站站长塔欧德正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走，突然，它
惊奇地发现，他竟然踩到了一个印刷精致、小小的字母。带
着无限的疑惑和好奇，他找到镇长本杰明。追随着这些字母，
塔欧德和本杰明走进了图书馆。图书馆里到处都飘荡着字母，
要穿过馆中的“字母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意中，本
杰明镇长翻开了一本书，可想而知，图书馆中所有的书都在
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字书！

这时，本杰明镇长的女儿玛嘉却没有放弃，她燃起了最后一
丝希望，瞒着父母、瞒着所有人夜探图书馆，试着将一堆字
母拼成一个新的单词，再将一个个新单词拼成一个个段
落……天哪！她成功了，她把那些用胶水粘上也会弹出去的
字母重新组合写成了一本新书——《隐形女孩的奇闻逸事》。

玛嘉兴奋极了，她把这个奇迹告诉了她的朋友们，于是，一
传十，十传百，从那时开始，每个晚上，图书馆中总会有很多
“小作家”在写作，在重新赋予图书生命。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人们发现了聚集在图书馆写作的孩子们。



在现场，玛嘉的演讲征服了所有的听众，令人欣喜的是，大
人们也参与到了孩子们的创作行动中去。很多年之后，小镇
的图书馆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图书馆，小镇也拥有了世界上
最多的作家！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通过读各种各样的书，我们能学到很多知识，掌握
很多技能，了解很多故事，懂得很多道理。书籍，是我们接
受知识最良好的渠道。如果没有书，人类的知识面将会逐渐
缩小，将会被愚昧所覆盖。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我能养成良
好的阅读习惯太重要了，假如我也像小镇上的人们一样，长
期不读书，我家里的书也都枯竭了，凋零了，也变成了无字
书，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呀！

同时，我也体会到，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和梦想，有梦想，
然后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去行动，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就
像书中的码嘉一样，当所有的人都陷入无字图书馆的恐惧和
烦恼之中时，只有玛嘉勇敢地去尝试重新写作，才最终挽救
了图书馆，并帮助小镇居民养成了良好的阅读和写作习惯，
这就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生动事例！

今后，我还要一如既往地好好读书，脚踏实地地实现梦想。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徜徉在书籍的海洋中，做一个痴迷的小
书虫，咬文嚼字，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呀！

图书读后感篇十

《无字书图书馆》这本书内容很精彩，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在一座偏僻的小镇上，火车站站长塔德欧无意在回家的路上
时竟然发现了很多很多四处飘零的字母，这些字母多的数不
清。这一些奇怪的字母又是从何处来的呢？火车站站长塔德
欧追随着这些奇异的字母，竟然来到了因为很久没有人来光
顾、看书而关闭了许久的图书馆，原来，图书馆里的所有的
藏书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无字天书，但是，在这之间，马甲



知道这件事之后自己在夜里去写书，把字母放在书上，组成
了一本书，其他的伙伴知道后，和许多人组成小作家团作文
就这样，书都变活了，并且，大家都爱上了写书。

读了这本书，我从中悟出了一个十分十分重要的道理：我们
要认真读书，多读书，不要让在书架上的书本作为毫无作用
的摆设品，我们要多看书，积累丰富的知识，还要勤奋。

在这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小作家团队》，这一篇故
事讲了：小作家们夜里趁爸妈在睡觉时，去无字书图书馆那
边用堆成大山的掉落在地的字母拼成一个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小说、专辑……让读者一看就觉得场面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