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 骑鹅旅行
记读后感(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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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
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
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一

书籍鼓了我的智慧和心灵，他们帮助我从辅助的泥潭中脱身
出来，如果没有他们，我会腻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的鄙陋的
动物呛住。这句话就是高尔基先生说的，为的是让我们读更
多书，学习更多的知识 。

而今天我再一次读了这本书27个旅行记，这本书是塞尔玛拉
格洛夫写的。他是瑞典你作家一九零九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这一项奖的女性，曾任教师多年。

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名叫尼尔斯的小男孩儿在父母去教堂时发
现病捉弄了神通广大的精灵被小精灵变小了但就可以和动物
们交流 ，他想要变回去，但是不知道小精灵住在哪里，只好
问动物们，但是在他还没有变小之前经常欺负动物，早已臭
名远扬了，没有动物想要帮助他，结果一次偶然他和白鹅，
莫顿，还有大雁，阿卡大雁们一起去了南方，结果最后到了
家变回去，但是他很怀念和他们旅行。

124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在之前很爱欺负动物，不喜
欢学习，但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乐于助人，善良
勇敢，懂事的好孩子。

同学们，我相信无论你多么调皮捣蛋，但是只要自己努力，
就一定会改变的，加油！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二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广阔。当我们心存梦想，并一步一步
努力向自己的目标前进，那再大的障碍也能跨越。

《骑鹅旅行记》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和梦想有关的故事。今天，
我就来说一下《骑鹅旅行记》的读后感。

故事的主人公尼尔斯曾经是一个粗野、顽皮、喜欢恶作剧的
男孩，因为得罪了小精灵被变成了拇指大的小人，骑在白鹅
莫顿身上跟着大雁经历了一次长途旅行。旅行非常艰苦，尼
尔斯几次陷入危机，但这也锻炼了他的体魄，陶治了他的心
灵。最后，尼尔斯实现了他的梦想——恢复人形；莫顿也成
了第一只和大雁一起飞翔的家鹅。

这本书不仅情节写得引人入胜，也描写了瑞典的旖旎风光。
所以我也希望你读读这本《骑鹅旅行记》，因为这本书写了
一个小男孩的调皮捣蛋，后来他成了一个善良、勤劳、勇敢、
自信、快乐、多朋友的男孩，希望你们也能像他一样勇敢、
善良、活泼。

没有梦想的人生是苍白的，让我们也循着他们的足迹踏上追
梦的旅途吧。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三

那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如何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尔玛
拉格洛芙所创作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在北欧，它与
《安徒生童话》齐名，并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为世界各地
的小读者所喜爱。

回到家，我认认真真地看了起来：这个故事充满了神奇，我
几乎是一口气把她读完的：一个叫做尼尔斯的瑞典小男孩，
他调皮捣蛋，不爱读书学习，还时常欺侮家里的小动物，所



有的鸡鹅猫牛都讨厌他。有一次，他在捉弄一个小狐仙的时
候，被小狐仙用法术变成了一个拇指大的小人。这下可糟糕
了！更可怕的是接下来尼尔斯一不小心被一只家养的大白鹅
带到天空，加入到一群大雁的迁徙旅程，从南至北横飞了整
个瑞典。旅途中，这拇指大的小人，能听懂鸟言兽语，有许
许多多的历险记：他和大雁打败了狐狸；帮助大雕逃出牢笼；
他跌入熊窝，用一根火柴救了自己就这样，小尼尔斯慢慢长
大了，而且他也渐渐改变了自己。

翻阅着童话，徜徉在优美的语言和惊心动魄的情节中，我仿
佛能倾听到森林里动物的呼吸声；领略到大自然的千变万化，
想象一下，一个拇指大的小人如何看世界，只是这一点，这
篇童话的吸引力就让我读得欲罢不能。但最可贵的是从尼尔
斯惊险的迁徙旅程中感受到他的成长：一路上尼尔斯用自己
的智慧，克服困难，帮助了许多动物，尼尔斯自己也从中获
得了快乐。它教我们不要欺负弱小，要学会帮助别人，因为
帮助别人是最快乐的。从故事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个调皮捣
蛋的孩子是如何变成一个勇敢、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好孩
子的。

这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故事，我喜欢这本童话。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四

最近，我读了这本名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是一本很好的
名著，作者是瑞典的著名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这也是
第一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作品，故事很精彩。

尼尔斯是个不爱学习、喜欢搞恶作剧的小孩。因为捉弄了精
灵，所以变成了小人。他又被家里的白鹅带上了高空，展开
了一段难以想象的奇异之旅。尼尔斯不断遭遇各种挑战：奸
猾的狐狸；凶猛的大鸟；黑压压的老鼠群，最后，凭着机智
和勇敢以及小动物的帮助，安全的回到了家中。



尼尔斯是个爱动脑的孩子。他能从奸猾的狐狸手里逃出来，
凭借的不是蛮力，而是智慧。尼尔斯还很勇敢，他看见大雁
被狐狸叼走了，不顾自己的安危，勇敢的打败了狐狸，真了
不起！

原来，尼尔斯也是别人眼里的坏孩子。后来，经历了种种磨
难的尼尔斯，变成了机智、勇敢、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朋友们，也许，我们没有机会体会那些灾难，但我们仍然有
机会做机智、勇敢、乐于助人、善良的好孩子。让我们一起
加油吧！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五

这个假期，我阅读了《时光旅行记》这本书。书中讲的是两
个时间精灵——上一秒和下一秒寻找主人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时间国,两个小精灵必须在24小时之内找到他们的
主人，也就是李先生。他们为了寻找李先生来到了时光街。
他们已经规划好了，先去3号理发店，接着去8号银行,11号魔
术馆、16号设计院，除了这些还要去20号,33号……而且最后
定一定要到达77号。

在他们刚刚要开始寻找的时候，碰到了日历军，很不幸他们
被日历军抓住了，还差点被吸到回收站去了，幸亏他们用了
隐身术才脱身。后来，他们继续寻找李先生，但是有六位李
先生。两个小精灵在时光通道的旅行中，看到了每一位李先
生,他们都非常珍惜时间，用好每一秒，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
工作。

最后，两个小精灵启动了时光机，帮助小主人皮小贝回到了
从前那个温暖的家,他们也和小主人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时光在流逝，从不停歇;万物在更新，而我们在成长。读了这



本书,我懂得:我们一定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上课认真听讲，
课后认真巩固，充分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时间一直
在流逝，我们不能浪费时间，而是要紧跟时间的步伐，不断
向前进步。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六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一书，是一本关于
旅行的书，但它不同于一般的旅行类书籍。它的目的不是向
读者介绍有哪些美丽且值得一去的风景地，更不是告诉读者
如何做旅行前的攻略。我个人感觉这本书更像是作者自己关
于旅行这件事的自问自答。他疑惑于人为何想要旅行、选择
旅行地的原因或动机，以及如何旅行、旅行时人的状态、旅
行的作用或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然后从文学、艺术、等角度
出发，以自己的旅行经历为参考，对自己的疑惑进行了自问
自答。也许听我这么说你会觉得这是一本有些枯燥的书，有
些说教倾向，其实并不。我觉得这本书更像是作者自我解惑
的过程，这是一本偏向一个散文或随笔类的文学读物。

原文分享部分：在生活中别的场合，他们原本谨慎，敢于质
疑，但在阅读这些图片时，他们却不假思索，变得异常的天
真和乐观。

如果说我们往往乐于忘却生活中还有众多的我们期待以外的
东西，那么，艺术作品恐怕难逃其咎，因为同我们的想象一
样，艺术作品在构型的过程中也有简单化和选择的过程。艺
术描述带有极强的简括性，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必须承受
那些为艺术所忽略的环节。

我开始发现了一种我所未曾料想到的事实：那个呆在家里郁
郁寡欢的我和现在这个正在巴巴多斯岛的我之间是连续的，
并无二致；而与这种连续性相对应的是风景和气候上的非连
续性——在岛上，甚至这里的空气似乎都是用一种甜润的、
全然不同的物质生成的。



这里出现了另一矛盾情形，只有当我们不必亲临某地去面对
额外的挑战，我们方能最自如地置身其中。

读完这本书，让我想起了一句关于旅行的话：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为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很有
魅力？我想，也许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旅行就是一种冲
动，一种被照片、宣传册、绘画、文字、音乐等吸引的冲动；
或是逃离当下的冲动。这种冲动给了我们一种幻觉或错觉，
让我们以为旅行就像是所有完成后的艺术品，只有美好，没
有现实的烦恼。

我想起了我几年前的西藏之旅。那次旅行源于我在高中时在
《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的是几张西藏的照片。于是，我对
西藏产生了一种幻想，觉得我此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可真
正开始时，过程中有很多不在我幻想中的麻烦和日常，有很
多次让我觉得后悔。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我觉得还不如不去，
就让自己保留幻想的美好。但事后回想起这次的旅行，我却
又觉得很美好，总想要再去一次。

也许这就像作者书中所说的“原来，在这种意义上，回忆和
期待一样，是一种简化和剪辑现实的工具。当然，就像也正
如作者所说：只有当我们不必亲临某地去面对额外的挑战时，
我们方能最自如地置身其中。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七

我最近读了一本名叫《骑鹅旅行记》的书。里面讲述了主人
公尼尔斯变成了小精灵骑着一只雄鹅的故事。

尼尔斯原来是一个坏小孩，他不爱听课，还常常欺负动物，
他的爸爸妈妈为他操碎了心。

有一天，尼尔斯的爸爸妈妈去教堂了，他们让尼尔斯在家里
背书，尼尔斯害怕他们回来一页一页地让他背，只好乖乖念



书。他有气无力的喃喃低语似乎是绝佳的催眠曲，尼尔斯睡
着了。过了一会儿，他被一阵窸窸窣窣的轻响弄醒了。他抬
头望见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有一个小精灵正在妈妈最喜欢的
箱子旁。他的顽劣劲又上来了，心想，如果来个恶作剧捉弄
一下这个小精灵。一定很好玩。尼尔斯捉住了小精灵，他将
网罩不停的抖动，防止他爬出来，可不知怎么，他倒下地昏
睡了。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自己却变成了小精灵。尼尔斯
想要去求他家饲养的动物，告诉他小精灵的的去向，可那些
被他欺负的动物不仅不告诉他，还笑他活该。这时，一群大
雁飞来了，他们呼唤着家鹅跟他们一起去旅行，一只叫莫顿
的雄鹅想要和他们一起，便煽动着自己的翅膀，尼尔斯怕他
一飞走，爸爸妈妈会伤心，就朝他奔去，使劲抓着家鹅的脖
子，跟着家鹅一起飞上了天空。

尼尔斯在旅行中，渐渐变了，他不在欺负动物，也尽力做好
事，使大雁们愿意接受他，和他们一起去北方。

骑旅行记读后感六年级篇八

通过五一假期把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这
本书看完。看完后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真正的旅行应该是
什么样的。

此书是作者通过自身的旅游经历结合很多画家或者旅行家的
作品，分析了旅行中的种种感受，通过很多的艺术作品，教
会我们很多看待周围事物的角度和旅游的心态。

书中作者表达出来的观点都深有感触，就像书中说的：最好
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确从来没有办
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如果想让自己热爱旅游和享受
旅游，那么这本书我认为一定是好书。

看完这本书，我都有了像学素描的冲动，哈！早晨醒来还画
了第一个作品。



书中把人人旅行中都随时“咔嚓”拍照的相机，剖析的如此
透彻和有艺术味道！里面把拍照和绘画对比的非常有哲理：

绘画可以教我们去观察：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关注。在
用我们的手再创造眼前的景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自然而然
地从一个以松散的方式观察美的位置转向了另一个位置，在
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获得对美的组成部分的深刻理解，继
而获得关于美的更深刻的记忆。

照相机模糊了观看和注视之间、观看与拥有之间的区别；它
或许可以让我们择取真正的美，但是它却可能不经意地使意
欲获得美的努力显得多余。照相机暗示我们，只需拍摄一张
照片，我们就做完了所有的功课，然而就清晰地了解一个地方
（如一片树林）而言，就必然包含询问我们自己一系列的问
题，比如，“树干是如何与树根相连的？”“雾是从哪里来
的？”“为什么一棵树的色泽似乎比另一棵更深？”——在
素描的过程之中，类似的问题不断出现并得到回答。

里面很多这样的描述，比如加油站、骆驼、飞机、乡村、城
市、壮阔等都在作者的分析中，让人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有时感觉作者说的就是自己隐隐约约想到过，或者在自己身
上发生过，只是自己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还表达的那么富
有折思。

此书让我们不管旅行在外，亦或生活在家，最重要的是关注
自己的内心世界，而非在外的事物，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有它
有趣的地方。主要看观看者的智慧和心静。正如书中所说：
我们从旅行中获取的乐趣或许更多的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
境，而不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本身。如果我们可以将一种游
山玩水的心境带入到我们自己的居所，那么我们或许发现，
这些地方的有趣程度不亚于洪堡的南美之旅群经过的高山和
蝴蝶漫舞的丛林。



看完之后，感觉自己不在急于去各种地方旅游，以前都是想
着该去哪里哪里。感觉自己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知识的储备和
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样以后去任何地方，碰到的看到的
事物才能转化到自己的心境里，让它们变得有价值。正如书
中所说：对于任何人来说，一个为求得真知而进行的旅程，
远远好于一个四处观光之旅。

关注内心的世界，才是旅行的真正开始。对于旅行来说，真
正珍贵的东西是所思和所见，不在于每小时行走多远，也不
在于用多么短的时间游览了多少景区，因为它根本不在于行
走，而在于亲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