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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摘抄及感悟(优质7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我们写心得感悟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
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一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名叫《科学家的故事100个》。这本书
讲了104个科学家的故事。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诺贝尔，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去研究
炸药。诺贝尔诺贝尔不是一次差点被炸死，而是几十次差点
被炸死。诺贝尔为什么要研究炸药，因为他在矿山看到矿工
艰难地挖着硬硬的岩石，工人们都累得满头大汗，才只刨下
一小点……于是诺贝尔决心研究炸药。有一次，诺贝尔发现
了一种烈性炸药——硝化甘油，可是这种炸药非常不稳定，
常常在运输过程中爆炸。还有一次硝化甘油不小心渗到了泥
土里，诺贝尔发现这样稳定性高了许多，便拿去做实验。他
在空地上点燃之后，“咚”一声。炸药爆炸了，人们
想：“诺贝尔肯定死了。”可是在烟雾中有一个人大
喊：“我成功了!”

还有阿贝尔，阿贝尔是挪威着名的青年数学家，不过他是死
后才出名的，他生前非常贫穷，尽管他是大学生。有一次阿
贝尔写了一篇论文，可是他无处发表，只能拿去印刷，由于
金钱非常有限，他只有他节衣缩食省下来的一点钱，只能印
的非常简短。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高斯，可是高斯并没有支
持和推荐。后来阿贝尔又写了一篇长篇论文，寄给了让德和
柯西，可是他们连看都不看。在阿贝尔死后这篇论文才发表
出去，这篇论文震惊了科学界。后来人们把椭圆函数论命名为



“阿贝尔定律”。

这104个科学家，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铭记在我心中。

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二

1、钟楼倒塌，殿宇崩摧。山门尽长苍苔，经阁都生碧藓。释
迦佛芦芽穿膝，浑如在雪岭之时;观世音荆棘缠身，却似守香
山之日。诸天坏损，怀中鸟雀营巢;帝释欹斜，口内蜘蛛结网。
没头罗汉，这法身也受灾殃;折臂金刚，有神通如何施展。香
积厨中藏兔穴，龙华台上印狐踪。

2、智深、史进来到村中酒店内，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买些
肉来，借些米来，打火做饭。两个吃酒，诉说路上许多事务。
吃了酒饭，智深便问史进道：“你今投那里去?”史进
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伙，
且过几时，却再理会。”智深见说了道：“兄弟也是。”便
打开包裹，取些金银，与了史进。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
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门，离了村镇，又行不过五七里，到
一个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须要分手，洒家投东京去，
你休相送。你打华州，须从这条路去，他日却得相会。若有
个便人，可通个信息来往。”史进拜辞了智深，各自分了路，
史进去了。

3、智深、史进把这丘小乙、崔道成两个尸首都缚了，撺在涧
里。两个再打入寺里来，香积厨下那几个老和尚，因见智深
输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来杀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
史进直走入方丈后角门内看时，那个掳来的'妇人投井而死。
直寻到里面八九间小屋，打将入去，并无一人。只见包裹已
拿在彼，未曾打开。鲁智深见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寻到
里面，只见床上三四包衣服，史进打开，都是衣裳，包了些
金银，拣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寻到厨房，见有酒有
肉，两个都吃饱了。灶前缚了两个火把，拨开火炉，火上点
着，焰腾腾的先烧着后面小屋，烧到门前;再缚几个火把，直



来佛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凑巧风紧，刮刮杂杂地火起，
竟天价烧起来。智深与史进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
二人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俺二人只好撒开。”

4、赵员外与鲁提辖两乘轿子，抬上山来，一面使庄客前去通
报。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监寺，出来迎接。两个下了
轿子，去山门外亭子上坐定。寺内智真长老得知，引着首座、
侍者，出山门外来迎接。赵员外和鲁达向前施礼，真长老打
了问讯，说道：“施主远出不易。”赵员外答道：“有些小
事，特来上刹相浼。”真长老便道：“且请员外方丈吃
茶。”赵员外前行，鲁达跟在背后，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
座大刹!

文档为doc格式

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三

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
个人们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
给予我们的也许更多是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
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渺小纤毫毕现。我们宁愿去赞美他们
的作品而不愿去感受他们人格的伟大。在《米开朗琪罗传》
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
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
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
流。

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
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这
实在是金石之言。

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四

《申辩篇》读书札记终于做完了，这算是我做的第一篇真正



的读书札记。以前我曾经做过一篇类似读书札记的东西，那
就是我那篇《借鉴名人经验，促进英语学习》的博文。那篇
文章是我读了几本书后，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体会，对书
中英语名人经验的分类总结。但那篇文章后我隔了近半年才
算真正做读书札记。

我在读书着名学者论读书治学经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做读
书札记或者读书笔记或读书报告什么的，也在网上下了很多
关于如何做这些东西的方法之类的材料，我是知道其重要性
的，也知道怎样做，但我却迟迟没有做。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另一方面也有点眼高手低。我犯了混淆知识和技能之错误，
犯了唯方法论之错。对于方法论之类的东西，知道关于方法
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方法，就像背熟了游泳手册并不意
味着就会游泳。知道了关于某方法的知识还要实践才能真正
掌握该方法。而我在做读书札记和其他科研方法方面正是犯
了这种唯方法论的错误。一味地追求方法，知道了很多关于
方法的知识，但若没有去实践，则一个方法也学不会。我们
的教育也有这种倾向，使我们的学生混淆知识与技能，眼高
手低。

《申辩篇》读书札记做完后觉得自己才算是掌握了做读书札
记的方法，才算在有了该方面第一次真正的实践。很多事情
想起来简单，说起来也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以前只是知
道多读书札记的重要性和如何做读书札记的知识，只有真正
做了才真正知道其重要性。以前书读后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
书的内容，实际上只是一种错觉。书读后只有能用自己的话
把其内容复述出来，只有把自己的所思加进去，并且诉诸文
字才能真正掌握，而读书札记正是其这方面的作用。《申辩
篇》读了两遍后觉得已经掌握了其内容，可写的时候才发觉
并非如此。等写的时候，要组织思想，才发现大脑中还是空
白，还要继续翻书，而且没有把握住重点，只有真正写了才
觉得算是把握了文章内容。读的时候，由于养成了速读的习
惯，因而没有思考，但在写的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思考也
就有了。就是用自己的话复述文章内容也是一种思考，要用



自己的话重新表达出来，并要把握要点，并按照自己行文的
思路来组织，没有思考是不行的。而写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自己的感悟，更是需要思考的。这样还锻炼了自己的总结概
括能力。柏拉图的着作是做读书札记的好资料，要把对话体
做成读书札记，需要把握要点，重新组织思路，对思维总结
能力是很好的锻炼。

aimee说过要抱着做读书札记的心来读书才能真正思考，才能
真正读懂，是非常有意义的。由此可见古人所说“读书须过
笔”，古人所用的抄读法，是非常有道理的。自己以前太浮
躁，不肯动笔，尽管读了很多书，但都如过眼烟云，如水过
地皮湿，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徒读许多书，而没有思想。以
前觉得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新书层出不穷，读还读不完，
根本没有时间写，实际上很多书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不值得
一读，值得读的不多，值得读的书如果不做做札记，就不会
真正掌握，读了相当于没有读。做读书笔记看似笨而低效，
但可以读一本算一本，而且锻炼了思维能力，长期坚持看似
低效实则高效。以前读书只中速度和数量，很多书读了相当
于没有读，还得重读，看似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从长远
看反而是低效的。

《申辩篇》读完后，做读书札记期间，就很多问题和aimee进
行了探讨，加深了印象，而发现很多自己一人读书时没有发
现的问题。所谓真理愈辩愈明，“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
闻”，读书要别人讨论可以促进自己的理解。现在我们的教
育只有教师单向的灌输，师生之间没有交流，学生之间没有
辩论，限制了学生的思考。一人闭门造车，不与别人交流，
只会导致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会真正的进步。

我们得感谢我们的时代，有了电脑这样高效的工具。实际上
我做读书札记，是打字，而不是写。尽管打字效果没有写效
果很好印象深，但速度快。尽管最后打札记是打出来的，但
在读书时在树上了也写了不少东西，划了不少东西，也算过
笔了。我写的所谓读书札记还很幼稚，难免贻笑大方，但毕



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尝到了其甜头。任重道远，还须努力！

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五

好句摘抄：

1、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不过我情愿做
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

2、要保持头脑清楚，要懂得怎么才能受苦也像个男子汉的样
子。

2、“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能给打败。"

3、男孩看着老人每天驾着空船回来，心里十分难受。他总要
走下岸去，帮老人搬钓绳扛鱼叉，再不是就是帮他卷拢那张
裹着桅杆的船帆。那张破旧的船帆用面粉口袋补了又补，卷
拢以后，看上去就像一面打了败仗的破旗子。

4、眼下可不是想你什么东西没有带的时候，想想你用手头现
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儿吧。“我的闹钟就是这一把年纪，”
老头儿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都醒的很早，
大概是想多拥有一点时间吧。”不管是人、是鸟，还是鱼，
谁都得这样活着。

5、他朝前望望，只见一行野鸭飞过水上。它们有时候给蓝天
衬托得清清楚楚，有时候又影影绰绰。这时候他觉得，一个
人在海上绝没有孤单的时候。

6、老人想：“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如
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过。也许是更大的罪过吧?”

7、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



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
的妻子。他如今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

8、“想点开心是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
离家近一步。丢了四十磅鱼肉你航行起来更轻快了。”

10、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象他那张帆一样，
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

11、我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依旧可以重新做一遍。经历
过和没经历过就是不一样，大大的鱼骨架就是此次航行的战
利品。

12、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象无鱼可打的沙
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老迈，
只有那双眼睛，像海水一样蓝，透出一股开朗、不屈的精神。

13、这两个肩膀挺怪，人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
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
时候，皱纹也不大明显了。

14、他不多久就谁熟了，梦见小时侯见到的非洲，长长的金
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耀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
山…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在梦见伟大的事
件，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不在梦见角力，不再梦
见他的妻子。他如今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
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戏耍着，他爱它们，如同爱这孩子一样。

15、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候像山冈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
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现蓝色，
深的简直发紫了。

读书感悟：



今年暑假，我读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写的跨世纪巨作《老
人与海》。

小说讲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连续
八十四天没捕到鱼，被别人看作失败者的老渔夫桑提亚哥。
可是他坚持不懈，终于钓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大马林鱼。他
的小船在海上拖了这条大马林鱼三天，直到筋疲力尽，才把
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归程中却又遭到鲨鱼的袭击，
他再次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反击。回港时只剩鱼头鱼尾和一条
脊骨。

细细品味，海明威为什么没有让老人最终胜利呢?用小说中老
人的话来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人尽
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这就是《老人与海》想揭
示的哲理。不可否认，只要是人就都会有缺陷。当一个人承
认了这个缺陷并努力去战胜它而不是去屈从它的时候，无论
最后是捕到一条完整的马林鱼还是一副空骨架，这都已经无
所谓了，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已在那追捕马林鱼的过程中
充分地体现了。曾经为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过、奋斗过，难
道他不是一个胜利者吗?老渔夫就是敢于挑战自身缺陷及自己
勇气和信心的胜利者。从世俗胜利观的角度看，老渔夫不是
最后的胜利者，因为尽管开始他战胜了大马林鱼，但是最终
大马林鱼还是让鲨鱼吃了，他只是带着大马林鱼的白骨架子
回到了岸上，也就是说，鲨鱼才是胜利者。可是，在理想主
义者眼里，老渔夫就是胜利者，因为他始终没有向大海没有
向大马林鱼更没有向鲨鱼妥协和投降。就如音乐大师贝多芬
所说“我可以被摧毁，但我不能被征服”。

做人也应该这样，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它的道
路漫长、艰难，而且充满坎坷，但只要自己有信心与勇气去
迎接挑战，就将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

今后，我不管在学习还是生活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信心十
足地去面对，坚持到底，决不退缩。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只能被摧毁而不能被击败的胜利者。

永不言败，这或许就是《老人与海》的真谛吧!

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六

“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小王子仍然在对她们
说，“没有人能为你们去死。当然啰，我的那朵玫瑰花，一
个普通的过路人以为她和你们一样。可是，她单独一朵就比
你们全体更重要，因为她是我浇灌的。因为她是我放在花罩
中的。因为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因为她身上的毛虫
（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而外）是我除灭的。因为我倾
听过她的怨艾和自诩，甚至有时我聆听着她的沉默。因为她
是我的玫瑰。”

你瞧，看到那边的麦田了么？我不吃面包，小麦对我来说毫
无用处。麦田也不会让我联想到任何事。这是很可悲的！但
是你长着金黄色头发。当你驯养我以后，这将是非常美妙的
一件事！麦子的.颜色也是金黄色的，它会让我想起你。而且
我也将喜欢聆听风儿吹过麦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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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妇人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篇七

杨绛先生去世那天，记得所有媒体都在用《我们仨》送别她，
温情脉脉的说“我们仨终于又可以团聚了”。那是我所见过
的很温柔，祝愿多于感伤的一次送别。

还没有看《寻梦环游记》，很适合一起看，了解墨西哥的亡
灵节为什么可以是一个欢歌乐舞的日子。然后应该会更明白
为什么中国老人最怕死亡。

关于我们仨读书笔记摘抄感悟2

读完《我们仨》，我认为此书非常值得阅读。从杨绛先生平
实真挚细腻幽默的生活化叙述中，我有了许多感觉、认识和
感动。

杨绛先生的长达万里的梦，对丈夫和女儿的殷切关怀和难舍
难分的思念，古驿道上的声声泪，离别情，催人泪下，让人
深深地感动。也为她送走他们两个后的坚强走下去的力量和
勇气钦佩不已。

她和钱老国外的生活，首先探险两个字让我印象深刻，做饭
是探险，做得了红烧肉炖鸡汤学炒菜做西餐。旅行散步是探
险，边走边研究，乐在其中。学习是探险，不浪费任何时间
徜徉在书海里，饱读诗书，然后学有所成。生小孩教育小孩
是探险，孩子的成长中他们也乐在险中求。这种探险，在他
们回到国内一直在延续，贯穿生活始终。

印象更加深刻的是无论是杨绛对钱老孩子般的宠爱，还是他
们仨的互敬互爱，还是杨绛一家的生活都是充满趣味和情怀。
不管时代如何艰难困苦，但他们相亲相爱，友好和睦，有知
识有涵养有情有义，过得有滋有味。天下家庭若想幸福莫过
如此的和谐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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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是钱瑗女士的母亲，《我们仨》
就是她写的他们家的一些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每句话，每
个字，都透着浓浓的亲情气息。整本书的开始是一个“梦”，
一个“长达万年的梦”，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与她的家人在
一条古栈道上的离离合合、聚聚散散。

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看不懂她的那个梦是要说明什么，只是
看字面的意思，就当看一篇小说。但当我看到后面。的内容
时，我才明白，这个梦是她们一家在一起走过的最后一段人
生路的写照。她欲扬先抑，开篇就抓住了我的心，激起了我
阅读的兴趣。杨绛先生注重细节，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下
笔，看似零散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她文章中的亮点。而
这些点点滴滴，正是我们平时觉得不足挂齿的那些片断，但
杨绛却可以把它们串在一起，就像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就
变成了一条项链。她不直接抒发感情，不直接议论人事、阐
述道理，她只是从容地叙述，将那些她家里的小事娓娓道来，
变成一篇篇的文章。但就是这样细致的、不动声色的讲述，
使读者有了更多理解、想象的空间，她所要表达的主题也在
这样的讲述中慢慢地浮上水面。

这本书的内容我也比较喜欢，字里行间满满的全是要溢出来
的亲情。我很珍惜亲情，很爱我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幸福的
家庭生活。所以这本书的内容也算是配合了我的心情，所以
特别喜欢。杨绛的书我还在找着看，她的作品风格是我比较
喜欢的风格。我从她的书中也学到了很多。

关于我们仨读书笔记摘抄感悟4

这是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关于一个单纯温馨的学
者之家，相守相助，相聚相失的感人故事。在这个炎炎夏日，
它似一抹清风，多么得清新亮丽，吹散走躁热，带来别致的
温暖，伴随着我度过整整一个暑期。



日记

这是关乎于亲情、回忆、思念的叙事，有个再平凡不过的主
题——我们仨。

然而，正是如此简单的三个字，却蕴含了多少的感情色彩。
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就是仨个，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一个
小团体，似乎他们所说的每句话语前都会加上“我们
仨……”这像是他们彼此间的自豪。

直到有这么一个梦，在一个不知是什么地方，太阳已经落山，
黄昏薄暮，杨绛竟走丢了，她着急地喊着钱钟书的名字，声
音在空空的旷野中，蔓延开来，可却没有丝毫的回应，她慌
了，从梦中惊醒，向先生钱钟书细细描述，可他却只淡淡地
安慰道：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让杨绛不惊感叹：他们
老了。

岁月是无情的，割不开，断不了。它是佳酿的最好催化剂。
两位携手走来的老人，无论是一个眼眸，一抹微笑，彼此都
已经了然于心。

在这么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之家里，女儿圆圆是异常活跃的，
她是他们的女儿，可有时却不似，仿佛一位跨越了年龄的好
朋友，仨人都只是不大不小的朋友罢了。可是，当他们各自
开始工作，却又是互不相扰，尊重着彼此。这样一个家庭，
是让人羡慕的，它让人温暖、感动。

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上，无论是他们的照片、诗歌、
信件……都是那么的真挚和感动，细细地翻过一页页，心中
似乎已被填满了。

杨绛说：“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家人已离去，亲情，过
往的点点滴滴却是被真切地记录下来，记录在心中，记录在
《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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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断断续续地在看这本书，内心浮躁情绪不够到位的
时候看不进心里。《我们仨》更多的是在描述三人的日常生
活，却给人一种平静中的力量与追思，感受温情的同时又渐
渐被触动。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挚爱相继离去，只
有回忆相伴，点点滴滴，不离不弃。我敬佩杨绛先生。三言
两语无法说清先作罢。

还记得出现在附录中的阿瑗的书稿，其中有一篇在小学语文
教材的单元作文那儿见过，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健忘的自己对
这件事印象深刻，还以为阿瑗是和当时的我们一般大的孩子，
字迹有些歪歪扭扭有些生涩，刚才看到才了解原来是在病床
上忍痛写下那文稿，顿觉心酸。

其实，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失去家人的生活，也不想去想象，
但是近来越发感慨。曾经信誓旦旦说以后要留在天津，觉得
天津带给我的感觉实在太好了，现在却会开始犹豫不决，开
始有点想家;觉得自己太任性，都说女孩子不要出远门啦，偏
偏想脱离家里的束缚出去闯一番;觉得自己脾气实在太差，对
待家里人总是嘴上不服软，现在却也不敢说太柔软的话;自己
真的是有很多毛病啊，很感激他们待我万般好，一定一定要
好好报答。

愿身边的人都能“树欲静而风止，子欲养而亲待”，愿以对
待好友的态度对待家人，愿我们仨、你们仨、他们仨不负生
命的恩赐，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