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读书笔记和摘
抄 经典常谈尚书读书笔记精彩(优质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读书笔记和摘抄篇一

今天，我再一次读了《守株待兔》这篇寓言故事，读了这个
故事，让人不得不感到深思。故事的内容是：

古时候，有一个人种了一块地，在地的旁边有一棵大树。有
一天，那个人到地里干活，突然，一只兔子慌慌张张的跳了
出来，疯了似的向前狂跑，却不小心撞到了那棵大树上，兔
子马上扭断脖子死了。这个人高兴极了，连忙走过去，没有
费半点的力气，就捡到了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真是天上掉
馅饼啊！从此以后，这个种田人再也不种地了，整天异想天
开的等待着更多的兔子，来撞这棵大树。从此以后，他的'庄
稼全枯死了，田也荒废了。

读完这个故事后，我感到很好笑，这个种田人真是个大傻瓜，
捡到了以外的惊喜就不干活了，天天哪有这么好的惊喜呀？
他真愚蠢，满脑子里尽想着一只只又大又肥的兔子，只要不
干活，天天都有收获。想着不劳而获，太不应该了。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其实在生活当中，这
种意外的惊喜是有可能存在的，比如说：我的堂哥在上学的
路上捡到了一只好钢笔，这也是意外收获。这个故事让我想



到了我自己，在学习方面，上课不专心听老师讲课，有时候
还有小动作，作业也没有认真完成，写的字也是龙飞凤舞的，
妈妈为这些事情说过了我很多回了，但是，我还是没改掉这
些坏毛病，我也太不应该了，想想，自己都快踏进四年级的
教室了，缺乏自觉性，我也太不应该了。让老师很家长操心。
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没有付出努力，哪有惊喜的回报呢？
我原来还觉得这个种田人很愚蠢，一直有不劳而获的心理，
其实我自己跟他一样懒，在学习上偷懒是学不到知识的，也
考不出好成绩的，将来会一事无成的。所以我觉得在学习上，
不应该有和农夫一样的行为，我决定，从今以后，努力学习，
掌握知识，考出好成绩。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读书笔记和摘抄篇二

这个暑假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该书主
要介绍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囊括了朱自清先生对于
例如“四书五经”等一系列诸子百家作品的`独到见解，可谓是
“国学入门书”，让我深有感触。

朱自清先生的这本书的书目编排顺序上依次是：说文解字，
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
汉书，诸子，辞赋，诗，文。书中自序中说“各篇的排列按
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按照传统的已经将“小学”书
放在最前头。”所以这样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让读者
能更好地来理解该书的宗旨。朱先生也说，要读懂这些书，
特别是经，史，子，集就必须先从理解字义开始，所以他选
择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位，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通观整本书，朱自清先生不仅对于每一部着作都做了精辟的
解释，其中更包含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读书笔记和摘抄篇三

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有童年。是在父母怀中幸福安然地欢笑，



是在绿叶丛中无拘无束地奔跑，是在现代科技前新奇美妙地
享受，却没有一人像阿廖沙那样拥有如此悲惨的童年。

三岁丧父的他，随母亲和外祖母投奔到外祖父开的小染坊，
一段抹不去的黑暗日子随之开启。这一里没有幸福和阳光，
快乐和亲情，有的只是打骂和憎恨。

外祖父的凶暴，舅舅们的残忍，深深的伤害了阿廖沙幼小的
心灵。然而就在这一种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是一
生中最难忘、最快乐的时光，但高尔基的童年却与众不一样。
高尔基的童年是悲惨的，三岁时父亲病死了，母亲改嫁了，
一向住在外祖父家中，但是外祖父脾气很暴躁，把家里弄得
乱七八糟，高尔基11岁那年离开了家自己去谋生。想想自己，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精心呵护着我的`成
长，还有学校老师关心培育着我，我真的好幸福好幸福！高
尔基刻苦学习，最终成了著名的文学家。我要加倍发奋，必
须也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读书笔记和摘抄篇四

“经典名著”就是我们中小学生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这是
我第一次接触，虽然之前也看过，但是真正接触的时候，却
还是感觉有太多东西要去看的，以前都不明白，但是经过一
个假期的努力，以前的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经典名著”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之一。这些财富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财富也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之所在。

读了《经典常谈》之后觉得这门课很有意思，这门课不仅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升华，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
承。《经典常谈》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一个展示，它让
我们了解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也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传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完这本书，我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理解，也
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华，我们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之宝，也是我
们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的精华。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读书笔记和摘抄篇五

当看到这本书的作者是朱自清先生时，我首先想到的居然不
是他那篇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反倒是那个最近在网上
流传的有关于橘子的那个暗骂人的梗。偏巧这本《经典常谈。
文艺十六讲》的作者正是朱自清先生。朱先生大概做梦也没
有想到自己曾经所写下的那篇饱含父子亲情的《背影》放今
天变成了一句骂人的巧话。

“我去买几个橘子，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这句话虽
然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上就已经见到过，可是还是不知道被用
来坑了多少人。这年头若是你没有认认真真的好好读几本书，
真的是被人骂了不知多少次还不明就里呢。所以说阅读还是
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并且一定要读经典之作，否则就容易在
不知不觉间沦为别人的笑柄。

顺着当下国学兴起的热潮，也曾经凑热闹四书五经、诗词歌
赋、经史子集的也买了不少书回来。不过不要说是完全阅读
理解透彻了，就是大致翻翻都没有看完几本。为什么弄成贪
多嚼不烂的局面？因为看不懂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好，
可是也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产物了，说白了就是代沟太多太深，
没有个明白人来为自己指点迷津，单凭一腔热血去琢磨，想
要领悟其精髓，还真的`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得找位大师来指点一下自己。朱自清先生的这本书一共
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经典常谈”和“文艺十六讲”。经
典长谈从最基本的《说文解字》开始讲起，之后历述《周
易》、《尚书》、《诗经》、《春秋》、等我们熟悉名称却
又不熟悉内容的经典国学之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为我



们剖析古文中的精彩篇章，让读者明白如何去读经典文学，
轻松且顺畅的了解国学经典中的精华部分。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是为什么当下有许多人书
看了不少，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可一到下笔写文章就驴头不
对马嘴不知所云了呢？说到底还是对文字的掌控力不够啊！
在此书的后半部分《文艺十六讲》中，朱自清先生将为读者
讲述什么是文学，教授读者如何了解并欣赏文学与你一同分
析古今中外知名作者的文学作品，一针见血的点出其中的精
彩之处，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通过这一篇篇细致详实的文
章带领读者去领悟文字创作的精要，在阅读中学会掌控文字。
真正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说到底，读与写，其实是彼此带动，相互作用的。只读不写，
难以真正的将感悟化为己用，只写不读又难以让人吸取更多
的内涵营养。关于如何去读，如何去写，朱自清先生在这本
书中都已经为我们讲了许多，至于能学到多少，就看个人领
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