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年级课外读本读后感(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一年级课外读本读后感篇一

乌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一天，老马让小马把半袋
麦子驮到磨坊去。小马走在半路上被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
小马看到了一头牛和一只松鼠，小马分别询问了它俩，老牛
说水浅;松鼠说水深。小马只好回家问妈妈，而妈妈语重心长
地说：你怎么不亲自试试呢?小马一溜烟地跑到河边试了试，
河水不深也不浅。很快就通过了那小河!

通过这篇文章，我也学会了最后小马做的决定：自己试一试。
明白了光听别人说不动脑筋思考并且自己不去实践，就永远
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的!向我们学习探索奥秘小发明也是这样：
必须自己亲自动手做实验，经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创造也一
定能成功的!

一年级课外读本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篇感人的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

这篇童话故事的作者是丹麦作家安徒生。故事讲的是，大年
初一的晚上，天下着大雪，一个小女孩在大街上卖火柴。她
又冷又饿，最后，冻死在大街上。

今天，我读了《神笔马良》这，遍课文。读完后，让我很长
时间都难忘记，尤其是马良的正直、善良、勇敢这，深深的
感动了我。这个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个小男咳叫马良，他得到



一只神笔，神笔画什么就有什么，他用神笔帮助穷人，惩治
大官的故事。

读完后我觉得应该向马良一样善良，助人为乐我要向他学习！

一年级课外读本读后感篇三

《小猫钓鱼》的故事我听了好几遍了。可是今天当我再次拿
起这本书时，还是被它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了。其中猫妈妈对
小猫说：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而不能一心
二用、三心二意，这句话对我印象最深了。

我觉得爸爸妈妈平时说的很对，在学习中或者做什么事情一
定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而不能三心二意、一心二用，只
有这样才能学到很多知识。

一年级课外读本读后感篇四

《带银铃的长臂猿》

《带银铃的长臂猿》讲述的是一个马戏团里的长臂猿演
员“南尼”出逃了，“我”和艾蛟龙去追回“南尼”，“南
尼”回到了猿群，从一开始猿群不接受他，到成为了猿王。
最后被“我”和艾蛟龙带了回去，“南尼”被猿群欺负却一
点也不记仇，它的银铃也被前任猿王抢走了它也不在乎，它
几次看见了“我”和艾蛟龙都没有和我回去，这说明了它的
热爱家乡和家人，现在社会上某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顾
家人，不顾亲情，他们真该向“南尼”学习一下。

《神奇校车》

资料

希望你长大以后还会记起这本书，因为它会带给你童年的美



好回忆。童年时代是培养人生兴趣的黄金时期，“神奇校
车”应该是帮助你获取海洋知识，培养你对海洋科学初步感
情的好工具；“神奇校车”也许能打开你的智慧之窗，让你
依靠自己不断努力而成为一名优秀的海洋学家。

选读书目：

我的爸爸叫焦尼[瑞典]波.r.汉伯格

窗边的小豆豆黑柳彻子

一年级的小豌豆商晓娜

一年级的小蜜瓜商晓娜

列那狐的故事(法)玛·阿希·季诺著

会走路的小房子杨红樱

一年级课外读本读后感篇五

在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时，读书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做出选择。当时间充裕，并且
需要对所读内容仔细品味时，就要字斟句酌的去读，理解每
一句的意思，甚至读懂问什么用这个字而不用另外一个字，
好在哪里。

2.泛读

泛读即广泛阅读，指读书的面广，要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
具备一般常识。不仅要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要读社会科
学方面的书，古今中外各种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都应广泛地
阅读，以博采众家之长，开拓思路。



3.默读

不出声地读书是语文教学上训练阅读能力的重要方法。速度
快，不互相影响，保证环境的安静，便于更集中地思考、理
解读物的内容，并且不易疲劳，易于持久。默读应用范围十
分广泛，读书报，查资料，看通知、布告、信件等，都要用
到默读。默读时要注意减少眼停的时间与次数，尽量不出现
回视，逐步扩大扫视。读得快而又理解得深，才是高水平的
默读。

4.举一反三

要与作者交流，与作者擦出火花;要讲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
与众人擦出火花。要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让自己受益;在
用中发现新问题，找到新方法，创造出新理论，超越前人。

5.高山仰止

以欣赏的眼光读书，读出乐趣。如宋代诗人尤袤所言：“饥
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
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读一本高尚的书，就是与一位高尚
的人士对话，态度越虔诚，收获就越大。这种方法最适合读
哲学与军事经典，如《易经》、《孙子兵法》。

6.摘抄

读书不能只读，也不能只体会，应该把好词好句摘抄下来，
时常翻阅，就可以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7.写读

古人云：“不动笔墨不读书”，俗语也有“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的说法。读书与作摘录、记心得、写文章结合起来，手
脑共用，不仅能积累大量的材料，而且能有效地提高写作水



平，并且能增强阅读能力，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和技巧。

8.专注读一本书

一段时间内专心致志地只读一本书。清朝政治家曾国藩就是
这样读书的：“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
人之书集，不当东翻西阅。”这种读书方法，最适合那些想
练好基本功，打下扎实治学功底的读书人。

9.多角度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读一本书。数学家华罗庚发明了“猜读
法”——从猜谜的角度去读书，看了书名后先闭目静思，想
象书中的结构与内容，然后再读。如果作者写的和自己猜的
一样，就可以速读。这不仅大大节约了时间，还可以锻炼思
维能力和想象力。

10.选读

读书时要有所选择。古往今来，人类的文化宝藏极为丰富。
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不加选择，眉毛胡子一把抓似
地读书，就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有针
对性地选择书目，进行阅读，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