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三(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三篇一

《如何阅读一本书》讲一本讲读书方法的书。平常我们阅读
完一本书时，会感觉只是读完了这本书，并没有真正地去了
解这本书，收获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与没读的区别不
是很大，这就是对这本书的浪费，书就是用来阅读和理解的，
然而有时只注重于阅读，而不注重于理解，导致的结果就是
读就相当于没读，无疑是在浪费时间。

这本书属于实用类的书籍，旨在教授如何有效地去阅读一本
书，发掘书中的知识，深刻地理解一本书，与作者共鸣。在
这本书中，作者将读书分为了四个层次：基础阅读、检视阅
读、分析阅读以及主题阅读。

基础阅读是最基础的阅读，只要具备识字的能力即可。而检
视阅读就是利用最短的时间抓住一本书的重点，这个阶段需
要知道书的种类以及书的主题。分析阅读本书用了大幅度篇
章来介绍，是阅读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该过程不受时间限
制，最好也最完整地阅读。分析阅读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我们要剖析书中的知识，从一个读者的视角中去分析作者的
意图，要学会提出问题，带着问题去阅读，并自己去寻找书
中的答案。没有一本书是完美无缺的，它总存在很多瑕疵，
我们需要对书的作者提出质疑，这个质疑一定是承认作者的
一些和假设之后才提出的，而不是毫无根据。经过分析式的
阅读，就能了解一本书的主题和整体框架，更能有效地去理



解书中的知识，甚至站到作者的高度，指出作者的不足，当
然这些过程需要对书中的知识了解的十分透彻并且拥有自己
的见解。阅读的最高层次就是主题阅读，其方法就是针对同
一个主题阅读多本书籍，这是一个相当耗时的过程，也是最
困难的过程，但是完成了主题阅读过后，就会对该主题十分
熟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该主题上称之为“大家”也不
为过。

阅读的过程中，作者重点讲述了四个问题：这本书在谈什么？
整本书细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这本书讲的有道理吗，是全
部有道理，还是部分有道理？这本书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
么作者会觉得某件事很重要，我真的有必要去了解吗？这四
个问题贯穿了阅读的整个过程。带着这四个问题去阅读，并
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能识书和看书，学到有用的知识。

在这本书中还介绍了阅读不同书籍的方法和阅读规则，总的
说来就是检视阅读与分析阅读的灵活使用，但依然需要提出
上述四个问题帮助自己更好地去了解这本书。而且真正有用
的书才值得使用这些方法。而所谓有用的书，就是超越自己
能力和头脑的书籍，只有阅读这些书籍，才能帮助思想和头
脑的增长。

阅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所有的阅
读都需要主动地去进行，才能体会到这其中的乐趣，得到意
想不到的收获。这本书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能在
今后的阅读中不再盲目，不再毫无收获，令我受益，确实是
一本不错的书。

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三篇二

本书自有展开论说的框架，但按照我的理解，本书其实回答
了三个问题，阅读的意义、本质和方法，而且前两者比第三
者更加重要。



第一、阅读的终极意义是什么？获取信息？娱乐？答案是增
长心智，人的身心有些方面统一，有些方面不统一，不统一
表现在身体在达到高峰后走下坡路，而心智则可以冲破身体
的限制不断上升，但这是一种潜在和自在，还需要人自觉学
习让它的成长成为现实。所以阅读的终极意义就在于帮助心
智成长，获取咨询和娱乐本身无法帮助心智，但会享受成熟
心智的成果。这一个洞见来源于阅读，但已远远超越阅读了！

第二、阅读的本质是什么？是交流，是与一位拥有体系化知
识的人物谈话，所以读者要能激发起自己的主动性和热情，
要积极思考对方的陈述，要不断提出问题。记住阅读就是在
交流，要热切，也要勤思。

总之，本书名字普通，价值不普通！

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三篇三

阅读根据层次的不同，由低到高排序分为四个类别，依次为
基础阅读、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其中，最为关
键的第三部分——分析阅读，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来解释其中
精髓，并在章节结束时提炼了其中精髓的三阶段，我加以形
容词“黄金”来描述其重要性，并摘录如下：

（1）依照书的种类与主题来分类。

（2）使用最简短的文字说明整本书在谈些什么。

（3）将主要部分按顺序与关联性列举出来。将全书的大纲列
举出来，并将各个部分的大纲也列出来。

（4）确定作者想要解决的问题。

（5）诠释作者的关键字，与他达成共识。



（6）由最重要的句子中，抓住作者的重要主旨。

（7）知道作者的论述是什么，从内容中找出相关的句子，再
重新架构出来。

（8）确定作者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是没解决的。
再判断哪些是作者知道他没解决的问题。

a、智慧礼节的一般规则

（9）除非你已经完成大纲架构，也能诠释整本书了，否则不
要轻易批评。（在你说出：“我读懂了！”之前，不要说你
同意、不同意或暂缓评论）

（10）不要争强好胜，非辩到底不可。

（11）在说出评论之前，你要能证明自己区别得出真正的知
识与个人观点的不同。

b、批评观点的特别标准

（12）证明作者的知识不足。

（13）证明作者的知识错误。

（14）证明作者不合逻辑。

（15）证明作者的分析与理由是不完整的。

注意：关于最后这四点，前三点是表示不同意见的准则，如
果你无法提出相关的佐证，就必须同意作者的说法，或至少
一部分说法。你只能因为最后一点理由，对这本书暂缓评论。

这也对我阅读时的自然习惯形成了有效的纠正，微信阅读很



多同学也许会和我有类似的习惯，即尚未通读就着急给出自
己的评论和观点，很可能有先入为主的预设思维，这会严重
影响阅读理解。记得关键一句话——除非你已经完成了大纲
架构，能够诠释整本书了，否则不要轻易批评，理性的做法
是之前做到——暂缓评论。

与诸君共勉，以上。

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三篇四

刚拿到这本书，有种捧着刺猬的感觉，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后来，我从目录浏览了一下，耐下性子从头开始看起来。不
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原来阅读还分这么多种。

首先，阅读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基础阅读，二是检视阅读，
三是分析阅读，四是主题阅读。我现在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前
两个层次，基础阅读与检视阅读。基础阅读主要将针对孩子
的，每天我们都要读几个故事，对于不识字的孩子来说，这
个阅读过程主要将由家长主导的。孩子听的是这个故事，同
时我们也会讨论，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或者通过
这本我们知道需要注意的事情。例如，我在给孩子讲《白雪
公主》这个故事时，我会让孩子先说说，故事的内容有什么？
然后我们从这个故事学到了什么？通过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
让孩子知道“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通过这些故事，让
孩子了解在这个阶段他所需要了解的安全知识或是生活常识。
这就是我所认为基础阅读，现在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个基础，
真的等他到可以独立阅读时，这个阶段才算告一段落。检视
阅读，我的理解是粗有系统的粗读。针对一本书，通过索引
或目录的方式，找到其中所需要的内容或是适合自己阅读的`
内容。这种阅读方式通常将在比较专业的书籍中。例如，我
在一本关于photo的书中，找到制作火焰字的内容，我只针对
这部分内容进行学习，至于其他的内容我暂时就没有再进行
阅读。



其次，分析阅读主要是将书籍的种类与主题进行分类，用最
简洁的语言将纳出整本书在谈什么，按照顺序列出最重要的
部人，找出作者想要说明或解决的关键问题。说到分析阅读，
到现在还真正用到的次数还太少。有时可能通过一本或两本
以上的书才能将作者所表达的问题搞清楚。记得在读《八次
危机》时，只是知道知青下乡，但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时代背景、经济形势都不清楚。如果将我自己想将要这个问
题搞清楚，需要从当时的国情、经济、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去
阅读书籍，从而才能了解这件事情的缘由。但因为自己没有
这个阅读分析能力，只有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才明白。

最后，主题阅读其实是所阅读的书籍无关，而跟阅读的主题
有关。先找到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书籍，根据这些书籍诠释你
这个主题的词汇。找到宗旨然后进行分析讨论。这个流程很
像我们在准备辩论时的流程吧。根据辩论主题找到相关的资
料，然后根据辩论宗旨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这样
来看，主题阅读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再试
试。

用本书的一句话做总结：好的阅读，不只是对阅读本身有用，
也不只是对我们的工作或事业有帮助，更能帮助我们的心智
活力与成长。

一本书的读书笔记三篇五

阅读一本书时，就像是接住作者抛出的球，并且作者通常抛
出的不止一个球，你能接住多少个球，决定了你能理解多少
作者所传达的信息。

大部分人都会领略到作品中的优秀之处，但是并不知道为何
优秀，这本书所传达的方法是将抽象的感官体验，通过有逻
辑，有目的的主动阅读，来转化为可以条理化输出的形式。
即，读懂后可以讲出自己理解，并与自己的知识体系结合，
横向的思考。为了达到这样优秀的阅读体验，需要明白阅读



的四个层级：

1、基础阅读：可以认清所有字，能够通顺的阅读完整本书。

2、检视阅读：有系统的粗读和略读一本书，读完后不需要有
深刻的理解，但需要有对整本书框架和侧重点有所理解，明
白整本书的篇章，哪些是核心文本输出，哪些是辅助例证。
简单来说，能看到人体的骨架，脉络，但不需要思考人是如
何行走的。

3、分析阅读：这个层次的阅读要难一些，需要带着问题去开
展，分析阅读需要认真的去吃透每一个篇章每一个句子，把
书中的内容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去解答心里的疑惑。去最大
限度的接受作者传递的信息。如果说检视阅读是为了有限时
间内获得最多的知识，那么分析阅读则是在无限的时间里理
解最多最好的知识。

4、主题阅读：这是最难要求最高的一个层级，属于“返璞归
真”的境界，当你完全真正读完一本书后，你所理解的东西
一定会和现有的知识产生碰撞，你需要将他们合理的安放。
你会用a书中的例证去补充b书的论据，会有c书的故事对比d
书的情节，这个过程起初会使你混乱，但坚持思考下去，你
会在杂糅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理解。

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都属于进阶阅读，但两者的侧重点不
同：

分析阅读，是读者一头扎到书中去，理解吸收一切所有明显
和潜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差异化巨大，所以在面对不同书
籍，如想象文学，历史文学，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同领
域时，需要用到不同的方法，而目的就是尽可能高效和深刻
的去读懂每一本书，获取最多的信息。因此《如何阅读一本
书》被划分到实用类书籍，和字典一样，在你看不懂某个字
的时候翻起字典，在你不知道该如何看懂一本书时，去翻



《如何阅读一本书》。

而主题阅读，则更强调主动性，首先要做到这一层次的阅读，
你要理解你所追求的主题是什么，比如关于爱：情侣之间的
我爱你，和我爱吃柠檬的爱是不一样的，这是人与人之间和
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区别。那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与情侣之间
的爱是一个主题吗？可以是，因为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也可以不是，因为亲情与爱情是不同的。这时候取决于你主
动的思考，你需要去确定你想要阅读的主题。因此，这时候
所有的书籍都变成你的资料，你只需要从你要的书籍中找到
你要的主题就可以了，而过多的信息则需要被剔除。简单来
说，分析阅读是得到过程，而主题阅读是取舍的过程。

如果你有相对的阅读量和较强的逻辑思考能力，读到这里你
会发现一个哲学问题：要使用主题阅读必须要读主题相对应
的书，而除非你读了主题相对应的书，否则你没办法做主题
阅读。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个方向：

1、无指向的去今可能的多读书，自己本身就具备对应的知识
体系，可以独立去思索筛选甚至是去定义对应主题。

2、有一个老师，告诉你哪些书是你该读的主题书，这位老师
相当于在主题阅读的闭环里为你开了一个小口，接下来你可
以独立的去循环，但是这个缺口有一天会成为你的障碍，因
为老师所给予你的主题，是基于他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有一
天你的知识储备所带给你的思考超越这个认知的时候，最初
的主题则需要被打破。

这是主题阅读真正的难点所在，恰如一句话所说：科学的尽
头是哲学。

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你是否想要去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力？
有时候你发现，重读一本书，依然有许多新的东西可以发掘，
这是因为你的理解力进步了，你接住了作者抛出的更多的球。



而当你重读时，感到乏味，则说明，你的理解和这本书持平
（我个人还有一种观点，这本书远超你的理解能力）。在不
断提升理解力的过程中，也自然会拥有识别好书的能力，这
则是在阅读理解之外，心智上的成熟和进步。但当你的答案
是否的时候，这一切都与你无关了。

回归理性，说到《如何阅读一本书》本身，它是货真价实的
工具书！所传递的是抽象的思维模式+具象的实践方法。在读
书这件事上，它就像一张网，你可以把这张网当作装饰挂在
那里，不屑一顾。也可以去打捞一番，赚个盆满钵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