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汇总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
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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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一

《有一天》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绘本。讲述了父母与
孩子之间的情感，是一本令人动容的亲子读物。

我每天都会给孩子讲述睡前故事，偶然间看到《有一天》，
立刻被题目吸引过来。作者用画笔简单的描绘她对女儿的成
长包括女儿慢慢成为妈妈和变老的记忆！作者在绘画时候的
心态真的更让作为妈妈的我心疼！看完后心里酸酸的！特别
是公主们的妈妈！看完真的是很心酸啊！

这不仅是给孩子读的绘本，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天下的爸爸妈
妈读的绘本，特别适合家有女儿的父母细细品读。文中深深
的母爱无需用华丽的词藻就能描写的生动感人。越是简单质
朴，越是让人回味。当我读到最后的画面，开头亲吻孩子手
指的母亲化为窗口花瓶旁的一幅照片时，心中沉沉的。“有
一天，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你的头发也会在太阳底下闪着
银光。”“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亲爱的，你会想念我。”
当我们满头银发的时候，才会想起曾经那个带我们学会走路
母亲时，是怎样的一种伤感啊！

绘本像诗一样优美，感伤的语句，简单柔和的线条画面，结
合在一起充满了爱和真挚的情感。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欢，
让我想起自己的妈妈辛苦养育我长大，现在自己也身为人母，
当自己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曾经听老人常说，女人只有做了母亲之后才能体会到母亲的
艰辛和伟大，我现在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我此时也像作者一
样看着熟睡的女儿，展望展望孩子的人生，同样我隐隐听着
旁边卧室传来我的母亲打鼾的声音回顾着自己的人生，回忆
着年轻时她的样子。

当女儿爬过来要求我给她讲这个故事时，她听得很安静。

有一天，女儿也许会有像我一样的心情。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二

今天第一节课，我们去五楼听绘本，绘本的名字叫：《苹果
树》。

这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还有一棵苹果
树。那个男孩好爱苹果树，非常爱。有时他在大树上拽着树
枝荡秋千，有时摘苹果吃，有时爬到树干上玩耍。过了一段
时间，小男孩长大了，因为每天要干其他的事情，好长时间
都没有到过苹果树的身边，苹果树好孤独啊。又过了一段时
间，小男孩终于来了，苹果树好开心啊。它说：“来吧孩子，
爬上我的树干，抓住我的树枝荡秋千吧。”小男孩说：“不，
我已经长大了，我不要玩耍和荡秋千了，我要买点东西，你
能给我一点钱吗？”苹果树说：“抱歉，我没有钱，我只有
苹果和树枝，你把我的苹果拿去卖，这样你就有钱了。那个
小男孩把苹果树上的苹果统统都拿去卖了。又过了好长一段
时间，那个小男孩一直没有回来，（）大树好孤独，最后小
男孩又回来了，大树高兴地说不出话来了。这次小男孩想要
一座房子，大树说：”你把我的树干砍下来造房子吧。“小
男孩又把树干和树枝砍下来扛走了。又过了一段日子，小男
孩又来了。这时他已经很老了。大树说：”我没有什么可送
给你了。“那个男孩说：”我很累，我想坐在你的树桩上休
息一下。“大树好快乐呀！它又可以派上用场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很高兴，奉献的同时也就享受了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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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三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中国寓言绘本》，
这里面的故事很新奇，是我从来没读过的。妈妈说这些是寓
言故事，可是我只会读这些故事，根本不懂其中的意思，于
是妈妈就给我解释了每个故事背后隐藏的意思。

比如《画蛇添足》主要是讲了一个人与别人比赛画蛇，他最
先画好，可是蛇本来就没有脚，而他非要给蛇添上四只脚。
本来他可以赢得比赛，结果却输了。这则寓言故事告诉我们：
做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不要卖弄小聪明，节外生枝。否则，
非但没能把事情做好，反倒会把事情办的更糟！

再比如《滥竽充数》这个故事是说：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
的队伍里充数。可是当让他们一个个演奏的时候，他就吓得
溜之大吉了！这则寓言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内行人之
中，以次充好，像南郭处士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
人，骗的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会因逃
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要成功，唯一的办法
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真本领，才能抵挡住一切困难、
挫折和考验。

总之，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告诉我们，不要像故事里的主人
公们学习，他们这样做都是不对的，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
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做个正直的人。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四

不用火车，也不用飞机，五月的旅者牵着一匹老马，趁着一
叶木舟，漂洋过海，走过草原、穿越森林。



那时候，牛儿低着头在山坡上安静地吃草，马儿吭哧吭哧地
翻开一片新鲜的土地。

我家的屋后就是你家的前院。我抬抬手，就能够得着你家院
子六月初红透了的樱桃。

流浪的画家坐在路边画画。砍树的声音透过森林，合着猫头
鹰的叫声，闻见松树的沁香。

那时候，羊圈里有着古老的预言，朝着夜空中三颗星星的方
向走，总能走到一处掌灯的小旅店。

枕着去年秋天晒干的新稻草，露珠落在马儿的睫毛上。

五月的旅者眯上眼，听见九色鹿的蹄声悠扬。

那时候，苹果花芬芳，蜜蜂嗡嗡，蝴蝶满身香。

解开腰间的酒壶，清冽的酒香能够让你唱到彩霞满天时。

那时候，小红帽的篮子里装着妈妈做的面包，爱丽丝开始东
张西望寻找兔子洞；

三只小猪还在忙着盖房子，大灰狼这次隔着一条小河，看两
只山羊在打架；

木偶匹诺曹又长出了长鼻子，慌慌张张地奔跑在回家的路上；

小美人鱼正在把舞儿跳，舞会的皇后也没有她跳得美。

五月的旅者咪咪笑：

请你跟着我，一起慢慢来寻找，

旅途，就是发现那些已知和未知的美好与传说。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我爸爸》这本书，我感觉作者的爸爸非常棒，
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爸爸。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爸爸，他是一个折飞机高手，我爸爸会折
各种各样的飞机。

我爸爸还有一项特殊技能，你们猜也猜不到！那就是倒着跑！
到目前为止我正着跑也没能超过他。

游泳也是我爸爸的强项之一。他自学成才学会了各种泳姿。

最近，我爸爸一直在跟我练习他不擅长的`跳绳。我相信我和
爸爸能越跳越好。

这就是我的爸爸，一个优秀而又平凡的爸爸。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六

《安的种子》是一本颇有禅意的绘本，每个孩子都是千年莲
花的种子，尊重它原来的样子，郑重地给出等待，享受陪伴
孩子的过程。

老师父分给本、静、安每人一颗古老的莲花种子。

“这是几千年前的莲花种子，非常珍贵，你们去把它种出来
吧。”

拿到种子后……

我要第一个把它种出来！本想。

怎样才能种出来呢？静想。



我有一颗种子了。安想。

（对本来说，种子是否会发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第一
个”！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父母如果不是鼓励孩子做最好的
自己，而是教导孩子要力争第一，孩子可能就会成为本。)

本跑去寻找锄头。

静想要挑出最好的花盆。

安把种子装进小布袋里，挂在自己胸前。

本把种子埋在雪地里。

等了很久，本的种子也没有发芽。

（万物皆有时，生有时，长有时，衰有时，亡有时。本追求
第一，却不知道万物有时，万物有序。）

等不到种子发芽的本愤怒的刨掉了地，摔断了锄头，不再干
了。

我一定会种出千年莲花的。静想。

雪下大了，我先去把庙门外的雪扫一下吧。安想。

静去查找种莲花的书籍。

安去集市为寺院买东西。

静将选好的金花盆搬来，放在最温暖的房间里。

安接着清扫寺院中的积雪。

静用了最名贵的药水和花土，小心的种下了种子。



安和以前一样坐着斋饭。

静的种子发芽了，静把它当成宝贝，用金罩子罩住它。

（不以它本来的样子爱它，而是以我要的`方式爱它，足以害
了它！）

清晨，安又早早的去挑水了。

静的小幼芽因为得不到阳光和氧气，没过几天就枯死了。

（种子发芽需要阳光和自由，孩子的成长更是如此。）

晚课后，安像往常一样去散步。

春天来了，在池塘的一角，安种下了种子。

不久，种子发芽了。安欣喜的看着眼前的绿叶。

盛夏的清晨，在温暖的阳光下，古老的千年莲花轻轻的盛开
了。

（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一颗千年莲花的种子？对他灿烂盛
开的祝福和期望里，我们是否给对了生根发芽的时节？是否
武断的拒绝了滋养他的阳光和氧气？！）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七

在福洛克的一个农场里，有一个家禽俱乐部。每个星期四，
家禽太太们都会聚在一起，一边啄着农场里的玉米粒，一边
做做编制活儿。“噢，小心点！你踩着我的戒指了！这可是
正宗的巴黎货，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它是世界上最
贵的戒指。”



“对不起，我想我得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我在大风中一连飞
行了5630公里，平均每小时飞行34公里呢！真是有点儿累了。
”

“噢，我的天，你看起来确实像一只煮熟了的火鸡呢！可你
看看我，容光焕发，我昨天晚上收集了13公斤上等蠕虫
呢！”“哼哼！随你们信不信，我一晚上就下了56个蛋。”

在所有的家禽太太们中间，只有母鸡乔吉特没有说话。“亲
爱的，你呢，最近怎么样？”“我？我？嗯……今天早上，
我下了一个方形的蛋！”我的天，方形的蛋？乔吉特下了一
个方形的蛋。这条特大新闻，很快就在福洛克农场里传开了。

下了一个方形的蛋？那个有点自卑有点不合群的乔吉特为什
么会这样说？虚荣？自卑？保护……总之，不管怎样，一个
谎话诞生了！

母鸡乔吉特一夜之间变成了明星。动物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农
场。拜访乔吉特，向她学习经验。记者们也从大老远的地方
赶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能谈谈你的感受
吗？”“你当时疼不疼？”“谁是哪位幸运的爸爸
呢？”“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从此，乔吉特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说起话来夸夸其谈。她把
翅膀雄赳赳地竖起来，把靴子上的马刺擦得亮闪闪的。无论
乔吉特走到哪里，她都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这个谎话让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她的世界变得忙碌起来，
关注、被采访、被捧的高高在上……她也很高兴的沉浸在其
中，感觉自己真的成了明星，成了被大家关注的对象，有了
炫耀的资本，她的形象变得闪亮又高大，直到一天，好奇的
鹅太太提出“我们能不能看看那个了不起的鸡蛋呢？”

有一天，好奇的鹅太太开口了。“我们能不能看看那个了不



起的鸡蛋呢？”她问。“啊哈，当然……当然……”乔吉特
满口答应道。

可是，乔吉特的心里乱极了！她觉得自己的脑袋一下子变成
了空白。“亲爱的……我们明天早上在你家门口见面，可以
吗？”鹅太太问。“嗯……我……我，当然可以！”乔吉特
支支吾吾地回答。“我该怎么办呢？”她在心里想。

乔吉特几乎用遍了所有的方法。

啊哈！多么难以答应，多么不想答应，但是还是得答应。一
霎那，乔吉特从虚幻的生活中回到了现实，她还是那只普通
的母鸡，她下的蛋还是那普通的椭圆形的蛋，无论乔吉特用
遍各种方法，她下的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椭圆形的蛋。
谎话，总是要被拆穿的。

第二天，公鸡刚刚叫过一遍，动物们就成群结队地来到了乔
吉特的家门口。大家拿着照相机，前面是个头小的，后面是
个头大的。他们一个接一个，把乔吉特的家围得水泄不通。
乔吉特把自己的蛋揣在怀里，沮丧地走了出来。

乔吉特揣着自己的蛋，沮丧地从家里走出来，已经做好了和
大家澄清的准备，只是该怎样说出自己是说了个谎话呢？故
事到这里，乔吉特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她为自己的谎话已
经付出了代价——她背负了沉重的心里压力！还要让她承受
更多么？感谢作者温柔的处理了这个尴尬的情景——小鸡破
壳而出！

“噢，我的天！”“噢，快看哪，他真可爱！”“他长得真
壮啊！”“哎呀，他真是个小可爱！”“毫无疑问，这是一
只最可爱的小鸡。”皮克太太夸赞道。“很显然，方形的蛋
孵出的孩子，果然与众不同呢！”古格女士嚷嚷着。“哈！
快看，他的脑袋是方形的呢！他的肩膀看起来真有力！”一
只公鸡说。



听听，虚荣的不只是乔吉特。说谎的也不只是乔吉特。其实，
这就是一只普通的小鸡，但是，因为之前被披上了特别的外
衣，大家对他的评价确是不一样了呢！

“切！不管怎么说，我可没看到她下的那个方形的蛋。”这
时，鹅太太在一旁咕哝起来。“嘿！可不能这么说。”鸽子
连忙打断了她，“我们应该早点来到这儿来的。”()“老天
爷，我们来得已经够早了。”一只来自几内亚的母鸡嚷嚷起
来。“好了好了！我得去试试靴子上的新马刺，那可是100%
的正宗货。”

“我也走了！我还赶着去见我的男朋友呢！他可是一只华丽
的孔雀，最高贵的总统。”“我也和鸭王子约好，一块儿去
池塘里滑雪呢！你呢，乔吉特，有什么安排吗？”

“我？我……实际上，我只想待在这儿，和我的宝贝待在一
起。”

好奇的鹅太太还是纠结与那个方形的蛋，但是无所谓了，大
家看到了破壳而出的小鸡，蛋是不是方形的已无从考究。自
己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试试靴子上的新马刺；见男朋
友……谁还在乎是不是方形的呢！而这时的乔吉特也明白了，
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每个人的生活不相同，现在，乔吉特
想做的，就是和宝贝待在一起。多么甜蜜幸福啊！

故事结束了，就像编辑推荐的，这是一本现实主义绘本佳作，
从搞笑的故事，天马星空的想象，会讲故事的图画中，感受
深刻的主题。这不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思考人生的表达
方式。当然，故事带给爸爸妈妈的感触会颇多吧。而我们的
小宝贝，现在只要从故事中感受乐趣就好了。太多的寓意自
然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渐渐体会。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八

《打开绘本之眼》是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的大作，读完以后
印象深刻的是第1章和第6章。

第1章里阐述了“首先要去感知”的重要性：

1 通过体验通过感知去学习语言；

2 不断培养孩子的感性，感受越深思考越深，语言也与生动；

3 只有耕耘好感性的土壤，才能培养出敏锐捕捉实物本质的
心理能力；

4 通过视觉、听觉，将印象、声音和语言融为一体。

这一部分的内容及本章的其他内容其实是告诉家长为什么进
行绘本共读，当然美好的亲子共读体验才是松居直老师最推
荐的原因，借用老师的一句话“欢乐就是生命，就是生存的
力量”。

第6章我觉得是很实用的一部分，这些教会我们这些新手爸妈
如何去共读，共读不是简单的拿起一本书念给宝宝们就行了，
在开始共读之前，家长要对即将共读的绘本进行仔细研读，
首先自己对绘本有深刻的感受，才能在阅读时用丰富的富有
感情的生动语言去讲述，才能把这种美好体验传递给孩子
（那种教育性的说教绘本除外哦）。具体的方法在第6章都有
详细的说明，这里简单的记一个自己体会到的方法的outline：

1 首先先读图，不要去看文字

b） 注意图章的细节，捕捉细节；

c） 注意观察画面的流畅性，就是观察画面间的连续性和变化，



是否保证了故事的完整性，是否具有戏剧性效果。（一本好
绘本，光看图就能读懂故事）

2 以上方法读完图，再来阅读文字。要一个字一个字大声朗
读。读文字也要注意故事情节和结构，通过这个两个要素判
断绘本的适应年龄（故事长短不能作为依据）。文字也要足
够生动（留意文的叙述效果是否像用眼睛看那样生动），如
果不能始终做到这一点，孩子脑海中的影响会中断，孩子也
会有理到故事世界之外。（说明性的文字是绘本的大忌）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九

阅读了绘本《勇气》，知道了勇气有很多种。勇气是改掉坏
习惯，勇气是努力藏起你的小气、嫉妒的一面，勇气是再来
一次，勇气是从头开始，勇气是知道还有高山，就一定要去
征服。

以前的我，上课发言，声音小到只有自己听到。现在的我，
已经有勇气在大家面前大声的回答问题，甚至还有勇气上台
演讲呢。

以前的我，看到熟人，总是躲在爸爸妈妈的生后，不敢打招
呼。现在的我，已经有勇气和别人打招呼啦！

以前的我，遇到困难，总会发发脾气，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现在的我，已经有勇气用自己的聪明和机智来解决问题啦！

总的'来说，我现在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孩子，我相信自己会越
来越棒的！

绘本我长大了读后感篇十

女儿在上绘画课的时候，我在教室外读了这本绘本。看到这
本绘本，觉得很棒，这本书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自己



爱哭泣？孩子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他们也不用知道为什
么。因为只要他们的家长读懂这本书并将给他们听就够了！
个人认为这本书其实更适合家长反省自己。

女儿会因为各种理由哭泣，每天很多次，我很讨厌孩子哭闹，
长时间处于那种声音环境会令人暴躁不安，负面情绪也会越
来越多。我会因此对孩子发脾气，这时她的哭泣不但不会停
止，反而会更大声、更激动！其实是我将自己的焦虑情绪传
递给了孩子，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哪个孩子不在童年时哭泣，
童年是该哭泣的年纪，孩子用最单纯的方式表达情感，也用
最直接的方式释放压力！

女儿今年六岁了，从以前一天哭十几次，到后来一天五六次，
到现在一天哭一次、两次或者一次都不哭。她在成长，用自
己的方式感受接纳这个世界，我能做的就是陪伴。我会经常
告诉她，你想哭就哭吧，别憋在心里！

女儿的街舞班里有个男孩子，被老师批评了就放声大哭，他
的妈妈训斥道：“男孩子哭鼻子多丢人！”我告诉他妈妈，
孩子六岁是该哭泣的年纪，他的委屈、不安、失落都可以靠
眼泪带走，我们都见过小男孩哭泣，但我们很少见到小男孩
的爸爸哭泣，因为成年人懂得如何控制情绪、释放压力。什
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内心情感，
这是我们家长该思考的。不要让孩子太早的关掉与家长情感
沟通的大门，教会他们如何释放内心的压力与焦虑，而不是
全部憋在心里。

我想对女儿说，亲爱的宝贝，无论你什么时候想哭，妈妈都
愿意陪在你身边。当然，我知道你在一天天长大，会学会更
多情感宣泄的方式，不开心时可以听音乐，可以拉小提琴，
可以运动，可以看电影、可以和好朋友一起聊天吃大餐，但
只要你需要，我就愿意倾听，愿意陪伴，愿意做你的树洞，



永远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