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与小读后感 淘气包马小跳之大小人丁
文涛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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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
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与小读后感篇一

杨红樱从19岁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现已出版童话、儿童
小说、散文60余种，总销量超过5000万册。作者曾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知道这本书主要写了：丁文涛是马小跳
班上的学习委员，天上的事地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人
称“小百科”；他还是“成语大王”，厚厚一本《成语词典》
他都能背下来，说起话来全部都是成语。在所有人心里他都
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孩子，可他已经没有一颗儿童的`心了，所
以同学们叫他“大小人丁文涛”。

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是：“狼”和“猪”的大辩论。这篇文
章主要写了：丁文涛开展的活动课，猪和狼谁对人类贡献最
大，分为两组，丁文涛、夏林果、路曼曼是猪队的。马小跳、
马达、毛超是狼队的。离活动还有三天，狼队的队员就上书
籍上找狼对人的贡献，最后，把这些全部讲给马小跳听，最
后，在辩论会上以9.67的成绩战胜了猪队。丁文涛会输的原
因，就是因为张达一个结巴，毛超一个废话连篇，马小跳他
觉得什么也不是的人一定会输，但是没有想到他们通过自己
的努力取得了胜利。

读了这篇文章我懂得了：不要对自己瞧不起的人，或是厌倦



的人表示歧视，只要他们加把劲，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
取得胜利。还让我懂得了：要勇敢的去面对，要认真、坚持
不懈的做好每一件事，就一定能成功。

爱基金：

你的读后感有进步了，不要放弃啊，加油！

大与小读后感篇二

每个人都讽刺浪漫释怀又迷茫，张大小姐和姜平年轻时的情
深意重后面也随着时间变成了顺从当下。

时间后退，多了一份左右权衡少了一丝初心，她一直想回到
过去回到过去美好时光但最后发现少了一份赤诚勇敢。最后
才发现最洒脱的是roger，最不忘初心的居然是党小明。主线
清晰但是支线内容模糊，多了一份遐想，少了一点深思。

大与小读后感篇三

最早是读作者的艺术评论入的坑，所以对周婉京这个人有一
个很飒很仙儿的整体印象。后来读了她的几部小说之后，觉
得有点儿人间迷惑大赏的赶脚，怎么说呢，就是读她的评论
跟她的小说觉得这根本就是两个完全没关系的人，哈哈。但
是等再仔细想想，好像还是在深层次的某些方面有着联系，
譬如，老周是个左翼知识青年，她关心的少数族裔、女性主
义、身份性别认同这些话题多多少少都能在她描写的这些人
物中体现吧。

第二个很有趣的观察是，不仅是老周啊，就是纵横地概览90
后这一批作者，我们发现他们用的词汇真的跟80后作家有很
明显的不同，譬如，app、hr、instagram、bravo之类的吧，好
像如果不用英文确实没办法表述了，嗯，这正是因为这些虚
拟生活的经验已经入侵到我们的用词当中了，无论是日常用



语还是小说写作。我非常欣赏老周的一点，也是她跟其他80、
90后作者不同的一点，她对人很关心，而且这种关心被叙述、
描写出来的状态非常奇怪。最近她在微博上推荐了一部波兰
电影《沉默吾思》，她评价那个男主角是“他有点儿尬，甚
至有点儿蠢，但是又很可爱”。我看，老周本人也大概如此
吧。

大与小读后感篇四

拿到《天大的小事》这本书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把这书
名起得有点耸人听闻了吧。既然是“小事”，定是一些发生
在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现象罢了，至于被说成是“天大”的
吗？于是，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认真通读了《天大的小事》
这本书。

文中作者用简练的语言，直观的图片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
的国外城市生活细节一一与国内的相比照，比如工地围护栏
的支脚、城市“牛皮癣”的管理、便民自动缴费机的设置、
垃圾桶、溜狗、红绿灯到厕所的位置、加油站、公共场所门
拉手的设计等等，从“眯起眼睛看西方”到“闭上眼睛想自
己”，把国外与国内在文化教育、治安环境、环保意识、医
疗服务上的细节、小事上的细微差别，转移成了“天大”的
民族的细节。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集体乃至一个民族的形
象塑造，更应注重的是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和细节的管理，而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则需要的是在琐事上的道德和意识，
让被执行成为一种习惯，做好身边的每一件细琐小事。

在我们周围，想做大事的人很多，但愿意把小事做细、做到
位的人却很少。通过这本《天大的小事》，应该能让我们更
深切地明白老子曾说过的这句话：天下难事，必做于易；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我们的建设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民
生优先的理念，我们工作的好坏要体现在群众的满意程度上，
而群众往往都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观察、认识我们的管
理人员，认识我们的队伍。因此，在生活中、工作中，我们



都不应该忽视所做的每一件小事，虽然所做的每一件小事都
用不着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但能从小事中折射出一支队伍的
整体形象。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我们身边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建设，诸如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建设、效能建设等等，
还有各种各类的规章和制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地去
规范和约束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在不同场合做好正确合理的
小事，只有这样，我们所倡导的文明、和谐、进步也就会离
我们越来越近。

通过阅读《天大的小事》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身边的每一件
小事都是大事。我们应该从现在做起，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
件小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细节决定成败”，这就是我读了
《天大的小事——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这本书最深的感
悟。

纵观全书，它是从西方文明中的各个生活细节眯眼，把国外
与国内在各个领域上的细微差别，用文字和摄影的形式把生
活细节描述开来，在经过作者的描述中，我发现那些不起眼
的小事却能阻碍我们国家城市生活的发展水平。

读完此书，我发现其实国外与国内城市建设最大的差别就是
国外比我们国内更加注重身边的细节和小事，它做到真正意
义上的“以人为本”。他们无论哪个问题都是从“人”的层
面出发的，例如在信号灯底盘颜色问题上，国外采用的是鲜
艳的黄色，而我们国内却用沉默的黑色，在相比的照片中我
们不难发现，黄色更加有穿透力和凝聚力，更加的醒目，让
人更加的警醒。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内交通事故频发的一个原
因之一吧！再例如桥洞上方的限高标志，国外是精确到两位
小数的，国内的是一位小数，虽然并没有人真的知道车高的



精确数字，但是面对着国外这种准确的提示，估计司机师傅
们心里都得再捏一把汗。

书中讲到的很多细节，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平时生活
中根本就没有去留意，如住房窗帘的样式、垃圾桶的样式质
地、厕所的位置、加油站的设计、宠物的买卖等等，作者睁
大眼睛捕捉它们，用照片用文字记录它们，放大它们，使它
们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这些通常忽
略的小事，原来都可能发生大事。就如书中说到的租房问题，
国外的房东会就你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来决定房子适不适合
租赁给你，他们考虑的是“人”的问题，而非我们国内
的“钱”的问题。

读完书后我发现我们国内有很多地方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
取其精华、加以借鉴，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以人为本”，
作为共产党员就更加应该如此，对于人民群众的“柴米油
盐”的小事，也不能因为它是琐碎的小事就忽略它，要记住
千里之堤也会毁于蚁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城市建
设的更加美好！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一拿到《天大的小事》这本书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把这
书名起得有点耸人听闻了。讲的既然是“小事”，定是一些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司空见惯的现象罢了，够得
上说成是“天大”的吗?于是，带着这样的疑问，翻开了这本
《天大的小事》。

文中作者用简练的语言，直观的图片把自己看到的、感受到
的国外城市生活细节一一与国内的相比照，比如工地围挡护
栏的支脚、城市“牛皮癣”的管理、便民自动缴费机的设置、
垃圾桶、溜狗、红绿灯到厕所的位置、加油站、公共场所门
拉手的设计等等，从“眯起眼睛看西方”到“闭上眼睛想自
己”，把国外与国内在文化教育、治安环境、环保意识、医
疗服务上的细节、小事上的细微差别，转移成了“天大”的
民族的细节。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集体乃至一个民族的形



象塑造，更应注重的是一些人性化的设计和细节的管理，而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则需要的是在琐事上的道德和意识，
让被执行成为一种习惯，做好身边的每一件细琐小事。

在我们周围，想做大事的人很多，但愿意把小事做细、做到
位的人却很少。通过这本《天大的小事》，应该能让我们更
深切地明白老子曾说过的这句话：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
大事，必做于细。我们的`建设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民生优
先的理念，我们工作的好坏要体现在群众的满意程度上，而
群众往往是从一件件具体的、点点滴滴的事情中来观察、认
识我们的干部，认识我们的队伍。因此，在生活中、在工作
中，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自己，忽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小事，
我们所做的小事用不着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但能从小事中折
射出一支队伍的整体形象。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
深。”我们身边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建设，诸如道德建设、文
化建设、作风建设、效能建设等等，也不缺少各种各类的规
章和制度，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地去规范和约束每
个人的言行、每个人的举止，在正确的场合做好合理的小事，
只有这样，我们所倡导的文明、和谐、进步也就会离我们越
来越近。

合上《天大的小事》，就从现在做起，坚持做好自己的每一
件小事。因为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

出过国的人，大概都是铆足了劲睁着眼睛向外看的，生怕一
个没看着让自己终生遗憾。但是《天大的小事》这本书的副
标题却叫做——眯着眼睛看西方。什么时候才要眯着眼睛看
东西，一是东西太小，第二是眼神不好。《天大的小事》指
的就是那些瞪大眼睛看不清楚的外国小事。

比如，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公用电话亭？不是有了投币、可以
刷卡，放上个能用的电话就能服务大众了，北美地区的电话



亭的细节就在下端那一册册号码簿和一个个的链接提示；
还有桥洞上方的限高标志，精确到“3。96”米，当然也许并
没有人真的知道车高的精确数字，但是面对着这样准确的提
示，估计司机师傅们心里都得再捏一把汗；
医院里尿样采集处的完美提示，从如何脱裤子到怎么洗手，
简直就像上了回医学院；
国外新上架的书就开始打折，为的就是能在开头弄个满堂彩；
还有为什么人家的楼房像公寓，我们的公寓像楼房……从垃
圾桶、溜狗、红绿灯到厕所的位置、加油站的设计，那些经
常被出境游客们忽略了的小事都装进了《天大的小事》这本
书中。

老子曾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
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天大的小事》就是从西方文明中
的各个生活细节眯眼，把国外与国内在文化教育、治安环境、
环保意识、医疗服务上的细微差别，用文字和摄影的形式把
生活细节转移成民族细节，看似有点“小题大做”，但无非
就是希望我们国人在大力发展硬件设备的同时，闭上眼想一
下身边的那些软肋，究竟我们那一点“落”在哪儿了。

一个民族的塑造，更多的时候并非一定仰仗宏大而深远的文
化，它需要的只是点点滴滴，只是从细琐小事做起。中华民
族并不缺文化，缺少的只是琐事上的道德和意识。“泰山不
拒细壤，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中国，想做大事的人很多，
但愿意把小事做细的人很少。我们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
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
我们不缺少各类管理规章制度，缺少的是规章条款不折不扣
地执行。提倡注重细节、把小事做细，必须改变心浮气躁、
浅尝辄止的毛病。

这本书值得一看，尤其是行政人员更应该看看。



大与小读后感篇五

看完了这本书，没有太感觉到这是一本给00后写的情书。因
为我作为一个93年出生的老年人，竟然也在书中字里行间找
到了很多共鸣。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就像书中的“我”袁小馍一样，遇到一
个能改变自己一生的人，然后那个人可以不求任何回报地对
你付出，重点是，相信你，听你说话。这太难了，通篇的理
想主义色彩，让我一度沉浸在作者描述的“上海”之中，那种
“当她的脚触到海水的时候，她已经脱光了衣服，一丝不
挂”，还有“雨天小猫发现今早忘了到阁楼上舔书”这样的
句子，真是击穿了我那颗不太文艺的心。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但我的生活确实就像书中人物那样，零零碎碎的，没有章法
的，甚至无迹可寻。

让我非常感慨的一个人物是文治，这个男人一出场，我本来
以为他将会成为袁小馍的救世主，结果却发现他要从小馍这
里找寻他原生家庭给不了他的安全感。这不禁让我怀疑，一
个人究竟要多大的安全感才够安全？别人给的安全感究竟是
不是我要的安全感？最令人唏嘘的是，最后给袁小馍安全的
不是男人，而是郝大小，她最好的朋友。那么绕了一圈，男
人在这个故事中是什么？我总觉得，他们不过是郝大小家中
的壁纸，或者就是阁楼里的一本书。但是来自女人之间的力
量，女人自己内心的力量，却是恒常而且永动的，因此我在
密林那一章，讲国家森林公园里这对年轻情侣的貌合神离时
就感受到作者的意图，那种有一种秘密只有女人才能懂的难
过与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