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瞳人语读书笔记 摆渡人的读后
感(通用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一

简而介之，本书讲的是少女迪伦去看望久违的父亲，却在路
上发生车祸，是车上唯一的遇难者，她的灵魂走出车厢，遇
到了她的灵魂摆渡人崔斯坦，之后他们开始了一段惊险的荒
原之旅，书写了一段离奇的爱情故事。

“如果我真的存在，也是因为你需要我。”摆渡人崔斯坦在
遇到迪伦之前心是那么漠然。

每一个灵魂都需要摆渡人的引领和保护带自己翻山越湖，战
胜魔鬼，穿过荒原，进入安全的世界，灵魂得到救赎，摆渡
人继续。周而复始的日子使得摆渡人的好奇心消失殆尽，摆
渡灵魂只是一份差事而已，没有谁在意摆渡人的感受，然而
也许摆渡人也需要有人摆渡。

崔斯坦与迪伦在荒原里，跌跌撞撞，长途跋涉，崔斯坦成功
的将迪伦送到安全区，迪伦却因为深爱崔斯坦，单枪匹马再
次回到荒原，找寻崔斯坦，想带崔斯坦获得新生，一起步入
人间。这是崔斯坦从未有过的想法，却因为爱甘冒天下之大
不韪，打破所谓的规则，一起迎接未知的未来。从荒原到人
间的历程，迪伦表现出来的勇敢果断，更多的影响着犹疑不
定的崔斯坦，突破现有的生活状况，可能对任何人都很艰难，
还好有爱人陪伴鼓励前行，终于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爱依然是主题。有人说，爱是给予与奉献，有人说，爱是理



解与包容，也有人说，爱是成全，需要勇气爱到底是什么？
我想答案是多元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不一样的解释，对父母
子女恋人朋友，我们用不同的爱回馈对方。我唯一能确定的，
爱绝不是随便的一个字，爱是个动词，是在或简单或复杂的
日子里彼此能感知到的，是双方相互的一种美好的向往和感
觉。

当然，没有谁能一直陪伴谁，生命里每一个出现的人都会渡
你走过一程，教会你一些东西，然后各自继续前行。崔斯坦
和迪伦结伴同行，崔斯坦的保护让迪伦不再孤独和害怕，迪
伦的善良和勇敢带给崔斯坦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心动，这其实
施两段荒原之旅，前一段，崔斯坦保护迪伦，后一段迪伦引
领崔斯坦，他们相互依伴，也彼此成就。其实无需多言，他
们一定会在人间拥有一段多彩幸福的生活。这就够了！人生
的每个阶段出现的`人和事都不会长久存在，但每次经历都会
让你收获更精彩的人生。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二

福禄培尔是世界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19 世纪新
教育的倡导者之一，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他出生在
德国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自幼丧母，父亲整日忙于教区事
务，继母对他感情冷漠，因而，陪伴小福禄培尔的是一个孤
独、寂寞的童年。童年的不幸使得福禄培尔对儿童产生了特
殊的感情，也推动他创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所幼儿园，并构筑
起了一套完整的幼儿教育体系，写下了著名的教育论著《人
的教育》，由此开创了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由于受到德国绝对唯心论代表人物(谢林、费希特等)的影响，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带有非常强烈的神学色彩;又由于受到法
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等人的
影响，福禄培尔在他的教育实践中非常强调情感教育，并
把“教育适应自然”作为其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



福禄培尔认为，人作为一种理智的生物，与石头、植物、动
物一样，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服从于同一条发展规律，具有
同一切事物共同的本质，即上帝精神。也就是说，世界上的
万事万物都是统一于上帝的，人性也应统一于神性。既然人
性是神性的派生，而神是全智、全能、全爱的，所以人性也
是善良的，天生就有一种发展的可能性。基于这种性善论的
观点，福禄培尔认为教育应该是容忍的、顺应的，教育要尽
量顺应儿童发展的内在规律，要为儿童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环
境，不能去破坏儿童的天性，除非这种天性遭到破坏，否则
不应采取任何的干预措施。

福禄培尔还运用比喻来论证“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他在
《人的教育》第10 页上写道：“为进一步接受大自然的教训，
葡萄藤应当被修剪。但修剪本身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相
反地，不管出自多么良好的意图，如果园丁在工作中不是十
分耐心地、小心地顺应植物本性的话，葡萄藤可能由于修剪
而被彻底毁灭，至少它的肥力和结果能力被破坏。”他把对
人的教育和对自然物的栽培进行类比后指出，在对待自然物
方面，我们的做法常常是正确的。很多人都知道，如果需要
动植物健康茁壮地成长，就必须给它们提供适宜、宽松的环
境，要反对揠苗助长，要反对粗暴的干预和意志的强加。但
是，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人们却会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尽
管人与动植物的成长遵循的是同一条法则，但人们在教育自
己的孩子时却喜欢把他们当作橡皮泥，认为可以按照自己的
意志来随意地塑造，结果是孩子的成长与他们的天性背道而
驰。为此，福禄培尔呼吁，教育者在教育孩子时要适应孩子
的本性，让他们遵循其规律自由地成长，就像我们对待花园
中的葡萄藤一样。

回到我们的中学教育，如果我们需要培养的不是一台考试的
机器，而是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健康活
泼的有生命力的人，那么我们在办学时也应该要遵循“教育
适应自然”的原则。卢梭曾经提出“教育即生长”的观点，
这意味着生长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在生长之外并没有其他



的目的，比如说考高分、上名校、谋求好职业等等。当然，
考高分、上名校、谋求好职业不是不重要，但它们不应该是
教育的终极目的，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学生健康地生长，
生长好了，成了一个优秀的人，其他的目的就能水到渠成的
实现。

从“教育适应自然”和“教育即生长”的观点看，学校的使
命是什么呢?就是为学生的生长提供适宜的环境，一方面是为
学生的生长提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为学生的生长
提供专业的好老师。以葡萄藤的生长为例，自由就像充沛的
阳光雨露，教师就像专业的园丁。

如果说学生的天性就是与生俱来的种.种禀赋，那么，教育就
要为这些禀赋的生长提供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的首要条件
就是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从词源学上讲，希腊文的“学
校”(school )本身就是从“闲暇”(shule )中派生出来的。在希
腊人看来，到学校上学就意味着从日常琐事中抽离出来，有
充裕的闲暇，可以专注地体验和沉思，在这种体验和沉思中，
人的心智能力得到了生长。所以，学校在安排功课时不应太
密集，应该多给学生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这样才能顺应他
们的本性并发展他们的禀赋。

适宜的环境的另一个要素就是专业的好老师。其实，教育就
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影响，好的教育的核心就是要有一批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的老师，通过他们去影响学生。老师当然要
传道、授业、解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形成一个场，通
过这个场来影响学生的言行举止和世界观。什么是名校?名校
就是有一个懂教育、有眼光的名校长，凝聚了—批德才兼备
的好老师，影响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学生。

总之，教育要适应自然，就要以学生的生长为终极目的，要
为学生的生长提供阳光雨露(自由的时间)和配备专业的园
丁(专业的好老师)。如果这些方面都具备了，也就掌握了学
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三

《稻草人》这是一本童话作品集，书中蕴含了许多道理，如
《富翁》《芬儿的梦》，但让我最有感触的是《稻草人》这
篇文章。

开始，我只以为生活中的稻草人是用稻草做的，只能插在田
中央，用来驱赶吃稻谷的麻雀等鸟类，可叶圣陶爷爷笔下的
稻草人却有着强烈的心理活动。

稻草人守着一片田，这是一位老太太的田。稻草人心里很高
兴，因为今年稻子长得不错，老太太可以笑一笑了。在稻草
人看来，如果真有那么一笑，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
因为他爱他的主人。就在这时，一只小蛾子飞来了，他落在
稻叶上，被稻草人发现了，可不管怎么赶，他就是不动。星
星结队归去，那小蛾子才飞走，但叶子上留着好多小蛾子的
子，这使稻草人感到无限惊恐，他多想去帮助稻子啊，可他
做不到。

他内心好焦急，他痛心，想到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
泪和叹气，禁不住哭了；一个渔妇在捕鱼，她的孩子在不停
的咳嗽，稻草人多想帮助孩子，但他深深地扎在地里，不能
动。渔妇钓到的一条鲤鱼向稻草人求救，稻草人也无法帮忙；
有一位女子要自杀，稻草人还是爱莫能助……最后稻草人倒
下了。

稻草人的精神是多么崇高，他的这种处处为别人着想，想着
去帮助别人，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的可贵品质是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的。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四

当我读到“水面上铺着青色的萍叶，矗起一朵朵黄色的萍花，
好像小人国里的睡莲……”“温和的阳光笼罩在小溪上，好



象使每一块石子每一块泥沙都有了欢乐的生命……”等片断
时，我感觉我的心立刻被带到一条小溪之旁，站在那里赏玩
这种美景，我也不知不觉地惊奇起来，在叶圣陶老爷爷的笔
下，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活起来！

一位失去了所有亲人的老奶奶，在田地里种稻子时，一只小
灰蛾飞来，稻草人想赶走它，但是它不能动，它恨不得倒下
去，把小灰蛾压死，但它办不到，它用手中的扇子提醒老奶
奶，可是老奶奶还是走远了。

有一位渔妇的孩子病得很重，稻草人恨不得变成被子去为那
个孩子送去一点温暖，但是他不能动，他实在办不到。

第二天，稻草人倒下了，不是他怕辛苦，而是他的心碎了，
他觉得自己帮不了任何人。我好可怜稻草人，他有最美的梦，
他想去帮老奶奶驱赶小灰蛾，他想去为那个孩子送去温暖，
可是却一件也办，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这就是现实与梦
想的距离，可是不管不如何，我还是喜欢美丽的梦想。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五

阅读《美的人》一书，发现与以往以“美”为主题的书籍很
不一样，以往看的关于“美”的书，都是很具象的，比如，
美容、美发、心灵成长、美德培养，诸如此类，五花八门，
但从未遇见如《美的人》这类的，以统观宇宙，凌驾一切以
上的美学研究，让我对“美”字又有了另一番的认知。

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可以比较肯定的是，90%以上的`人，
都没有这么做。

因此，《美的人》教会我们，把眼光收回来，内观自己，修
炼自己。如书中所说：珍珠，是痛苦围绕着沙粒所建造的庙
宇。“美”是需要修炼的，需要蜕变的，化个妆，换件美衣，
并不代表你就是美的，如何让自己成长，从内而外，修炼出



属于自己独特的本来之美，才是人生应该追求的，对美的最
高境界。

书中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质，但又不是完美的个体，
所以要让自己不断成长，去实现自己的品质，去修缮短缺平
衡不足与过度。承接第1点所说的，基于美与本来美的区别，
我们已经知道追求美不仅仅是停留在表层上，需要去内观和
修炼。而在内观和修炼之前，我们还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就
是认知美。认知什么算作美，这个能力也是需要培养和修炼
的，相当于我们日常所说的“眼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美
的评判标准，有些人互不理解，为什么对方认为美的，自己
觉得丑，这就是对美的认知不同所造成的。因此，这就需要
自我成长，自我修炼，提升自己对美的认知和评判标准，进
而实现自我升华。

本来美需要如何修缮呢？

修炼本来美，一分本钱，三分装饰，六分渲染，才能十分美
丽。

首先是内观，静下心来，摒弃多余，安静地与自己和平共处，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和自己谈恋爱。发现自己的优点，
反思自己的不足，自己正视自己，愿意改变，才是修炼的开
始。书中提及：“当我们懂得内观根性，发现本来美的不足，
观念开始改变，就会想到技法了，所以观念大于技法的”，
这里也同样教导了我们，首先内观，发现不足，欲求改变，
才会有前进的动力，才会去寻找改变的技法。

第二步就是开观念，只有当自己的观念提升到一定的段位才
能摆脱低俗，才能提高自己的审美，观念的技法是互相运用
的，当自己观念提上去下一步要提升技法，之前一直没有掌
握观念与技法两者的关系，看了这本手册才了解到美是有观
念引导技法，所以要修炼自己必须两者都有提升。



修炼的过程中，要常怀悲悯之心，人因为常怀悲悯之心而可
爱，而更加高尚。己心达天心，己心如人心，这就是所谓的
情商吧，多换位思考，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事情，理解并
认同别人的做法，不以高强度的目标去要求别人，相互扶持，
理解，与包容，才能度己度人。

学习美的意义，在于美的修炼是通向心灵完善的途径。美是
内外兼修的美，不可否认，外在美能给人第一印象，外在的
美丽可以吸引大多数人的目光，但是真正能让人永久记在心
里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美。所以在我们注重外在美的
同时也要修炼我们的内在，提升自己的观念。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六

我感觉到每天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字，那是身心的放松;每天
读一些自己需要的文字，那是精神的享受。如今我已经养成
了每天读几页或读几行字的习惯，那种感觉比起以往只在假
期里看很多字要幸福难忘的多。真正感觉到在一寸光阴里读
书比看电视剧多了一些创造的空间。为此，我学会了投资，
投入的最大成本就是买书。

每晚翻开前段时间买的郭思乐教授的《谛听教育的春天》，
总被书本的第一句话深深的打动着——“没有人能够知道春
风的颜色，只有当它吹拂过山川和田野;没有人能够知道教育
的发生，只有当它让学习者的心灵扬起风帆;没有人能够知道
孩子们的灵魂，只有当他们自由地思考和实践。”我看到有
好多朋友都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qq签名，前段时间我也看到
周秋艳老师写上了开头一句：没有人能够知道春风的颜色，
只有当它吹拂过山川和田野。原来我们都被深深感动着。初
次看到这段话，心里并没有理解这些话所包含的意义，但就
是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带着这样的震撼，拜读了郭思乐教
授的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书中用朴实的语言分享了生本的理念，传播郭教授的教育思



想。书中“毛估估的智慧”、“杯子边上的智慧”、“培
根”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生本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你的孩子，书中说道“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因为不可能做到我们才变得失去信心，而是因为我们
失去了信心才变得不可能做到”。深刻的道理如同涓涓细流，
缓缓流入我的心田。毛估估的智慧，陈述的是聪明的农民买
猪时只是目测估量猪的价值，买回来后就让它自由地自然地
生活，长大后是论斤称重的。郭思乐教授从这一个现象中看
到了我们的孩子，看到了教育本身，并从中悟得智慧。让人
茅塞顿开。农民选择对待生命的方法对待小猪，我们教育的
对象何曾不是鲜活的生命!把人当作生命来进行教育。

我们经常在喊：尊重生命，尊重学生，把课堂变成学生自己
的舞台。这是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体现在形式上?每次公开课，
赏析课，交流课，都是让我们学习教育的舞台，可这舞台太
小，成不了我们的教育思想。那是我们平常给教育画蛇添足，
导致了学生在太多的灌输中丧失了学习的灵性。“毛估估”
在解决生本的自由发展和终端评价矛盾时，郭教授进行这样
的类比：学习的阶段就必须学习，睡觉的时间就要睡觉。不
要把整个学习阶段变成备考，如同农民不在小猪生长期间，
为了放心天天称重惊扰它。我们不必质疑孩子自己学习的效
果，学生本能地生长，自由地发展，到了结果的季节，就会
各种各样的果实挂满枝头，因为孩子的学习能力是与生俱来
的。我们要做的是保护生命的活跃，激扬生命的积极，让学
生自由地发展，如同小猪自然地生活。我们不是常说好学生
并不是老师教育出来的，那是他生命的能力。多么简单的道
理!毛估估的智慧再次唤起了我们的思考，也把生命教育的思
想深深印进了我的心中。

杯子装水，原本平常，郭教授却能从中发现智慧。杯子越薄，
装的水越多。边是“体”，装是“用”，而教学的目的如同
让学生用杯子喝水，老师的教是“体”，学生的学是“用”，
边薄水多，就是教少而学多;反过来，教得多，就学得少。老



师把一切讲得通透，学生还学什么呢?所以郭教授认为，教师
的角色只是“培根”，知识也好，德行也好，教师只是让它
们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接下来就是孩子们自己的感悟。

学习的基本过程是自己的悟，无论是学习以前的知识或通过
智慧而产生的新的知识可达到的地方，或是不可达到的地方，
人的智慧和知识的拓展全在于悟。没有人的悟，所有的教育
都是低效或无效的。而现在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就在于，学生
缺少自主性，无悟可言，于是教学和教育气血不足，而导致
我们的所有的投入，都近于无用。只有放手让学生尽可能自
主地去悟、去学，才能形成更高级的智慧品质。所以我们老
师要做的就是为孩子们提供思考的空间，让孩子们有更多的
机会去了解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这就要求老师要设计好
每节课的前置性作业，使每个学生通过先学都有收获或疑问，
在课堂上才会出现很多让老师都无法预料的惊喜。在欣喜这
些惊喜的同时，老师们还要机智的处理这些惊喜，否则可能
会扼杀了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春风的颜
色，只有当她吹拂过山川和田野;没有人能够知道教育的发生，
只有当它让学习者的心灵扬起风帆;没有人能够知道孩子们的
灵慧，只有当他们自由地思考和实践。”《谛听教育的春
天》，扉页上的这段话让我在思考沉淀之后看到了孩子们。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梦想着学生欢天喜地地来，依依不
舍地走，他们比任何时候都喜欢读书学习。

虽然，现在这样的景象存在于我们的一个遐想当中，虽然要
达到这样的景象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虽然，但是就像开头
说的那句话一样“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不可能做到我们
才变得失去信心，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信心才变得不可能做
到”。只要有对自己有信心。对孩子有信心。

郭教授的这本《谛听教育的春天》我还没有读完，但对所读
的这些内容产生了共鸣。我也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处在
那样的一种和谐的教育氛围当中，只要我继续读书，坚持实
践，相信会妙不可言。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七

作者福禄贝尔，是德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是
近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他创立了一种对当时来说是新型的
学前教育机构，并以“幼儿园”这个独特的名称命名，可以
说是首倡者。

书的第一篇是总论，作者写的很抽象。静下心来，细细的品
读，才能够有所理解，并且真的受益匪浅。作者认为，每个
人都具有上帝精神，即他的本质。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本
质在他的身上得到发展和表现，成为觉悟，并使这种觉悟在
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人的本质具体是指什么呢?它是“构成
自然本质并永久地显现在自然中的东西”。本质是自然
的。“失去了上帝和自然，我们必须求助于人类的智慧和才
智，我们只能建立空中楼阁。”对于幼儿来说，好奇、童真、
善良……都是自然的，是儿童本质的体现。因此，学前教育
的目的就在于让这些天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与发展。儿童从刚
刚出生到这个世界上起，人们就应当按照他们的本质去理解
和正确对待他，让他自由地、全面地运用他的能力。现在的
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教育，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学到别人不会的
东西，各种兴趣班，暑期班，培训班越来越多。为了强调某
些能力和肢体的运用而牺牲其他能力和肢体，这是幼儿教育
中不可取的。

教育要顺应自然的原则，是福禄培尔教育理论体系的一条重
要原则。他要求让儿童从最早期开始就能不受干扰地自然发
展。因此，“教育、训练和全部教学与其是绝对的、指示性
的，不如更应当是容忍的、顺应的，因为在纯粹采用前一种
教育方式下，人类那种完美的发展、稳步或持久的前进将会
丧失。”作为教育者，如果永远以领导者自居，对学生进行
命令和干预，让教育和教学起着毁灭的、阻碍的作用，反过
来是害了孩子。

在幼儿的生活中，作者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没有其他活动



物体存在时，不能让幼儿独自呆在床上或摇篮里，这样不仅
会使身体虚弱，也是产生心理上娇嫩和脆弱。幼儿的卧床从
早期起不应过于柔软，也不能用羽毛的枕头。而饮食始终只
能是养料，唯一的目的是促进体力和智力活动，儿童的食物
应该尽量简单，以能够维持儿童的生活所需，使他在体力和
智力上达到同样程度的发展为限。教幼儿站立和步行时，我
们不应当使用拐杖和绳子。在幼儿的成长中，他会自己发现
自己有走人的教育读后感1000字路和站立的力量，自然的学
会这些技能。这些观点，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于儿
童过分的保护，并不能让他们最好的成长。适当的放手，让
幼儿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活，在困难中学会坚强。有
利于他们身体的发展，又有利于他们心理的锻炼让他们成为
独立、坚强、自信的人。

福禄贝尔把人的教育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幼儿期和少年期，
幼儿期又分为一般婴儿期和幼儿期，少年期有分为少年期和
学生期。在幼儿期，幼儿把他以前内化的东西重新外化，在
这一阶段，感官发展非常重要。少年期，外部的东西成为内
部的东西，即学习的过程。儿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这是他们学习的动力所在。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
具有重大的意义，家庭生活对儿童来说就是他生活的榜样，
会对他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担任学生期的人的教学任
务的主要是学校。在这一节里，福禄贝尔对学校的性质、任
务、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等学校教育问题作了论述。

“恩物”是福禄贝尔设计的一套活动玩具，为了让儿童开展
游戏和其他活动，因为他十分重视游戏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
他认为游戏是儿童发展的，这一时期人的发展最高阶段。在
游戏的过程中，幼儿能够尽情的享受快乐。但可惜的是，作
为成人我们往往不能很好的理解这种快乐。对于儿童的游戏，
他们不仅不积极的参与，还采取各种行为进行阻止。认为玩
泥巴太脏，玩水衣服会湿……其实，这些都是孩子们非常喜
欢的游戏。而往往只有这些儿童自发选择的这些游戏才能显
示出他未来的内心世界。一个游戏着的儿童，一个全神贯注



地沉醉于游戏中的儿童是儿童生活最美好的表现。此外他还
主张为儿童创设活动条件，如让孩子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植
物，组织他们手工制作等。我想，现在幼儿园里设立的植物
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是孩子对以
后生活的预习。所以，每一个大人都应该重视这个时期的游
戏，给予充分的支持。

《人的教育》为我们讲述了幼儿教育中的各种问题，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虽然整本书看下来，我还有很多地方
并没有真正的读懂，我想，以后我还是应该再仔细的读。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八

三毛的《稻草人手记》不过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凡记忆，
却时刻表达了对生活热爱与对生命的思考。三毛热情的投入
生活，对自我诚恳，并且深思的面对人生，许多实际上相当
凄凉的际遇，三毛都能把它写的生气勃发、洒脱浑厚，她不
是不知忧愁伤感，只是在生命里还有比伤感更强烈的东西存
在。

乱发如芳草，更行更远更生照片居所看似苍凉凄惨如下地狱，
实在内心幸福无边如上天堂。三毛总能在文字当中写下这种
让人心灵受到洗礼的文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种种磨难，
生命的坚强和脆弱，愤怒和平静，爱和恨，乐和痛，欢笑和
泪水，都在那刹那间成为瞬间的温柔的微笑，微笑着面对曾
经的过去、现在的开始和以后的未来。终归是一切的过往云
烟，终归是都要变化的，终归一切要回归虚无的真实，没有
变的是那虔诚的微笑。也许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也会遇到
各种各样不如意的困难，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样样都
少不了一番折腾，生活不会总是那么一帆风顺，碰碰磕磕，
跌跌撞撞总是在所难免，但就像三毛笔下的稻草人一样，即
使衣服破了，挂着枯枝般的手臂，看着美丽的麦田，露出虔
诚的微笑来。



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也许企业和社会的发展也总是有各种困难，总有失去和获得，
我们不必学林黛玉花谢花飞花满天的葬花之举，因为花谢之
后终会归入大地，化作春泥更护花，你又怎知那不是它热爱
的生存方式呢？也许我们的道路上会失去很多，但我们也会
有所收获，不要去在意一瞬之间的失败与失去，而是要露出
虔诚的微笑来，迎接一次又一次磨难的洗礼，如凤凰涅盘，
终会在熊熊烈火的洗礼后焕发出动人的光彩。

我心中有一个不变的信仰，它是什么，我也不很清楚，但我
不会放弃这在冥冥之中引导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尘
世，回返永恒的地方。正如三毛这笔下的信仰与力量，走过
千山万水，我们不离不弃，让一切都汇入生命的河流中，迎
着温暖的夕阳，幻化成一次虔诚的微笑。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九

另一位妇女更伤心。因为孩子死了，丈夫赌钱把家全败光了，
就连她也要被丈夫卖掉。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来到这河岸要
投河自尽。稻草人着急死了，想救她，拉住这位妇女，阻止
她寻死。但是它办不到。它恨自己，认为见死不救是自己这
一生最大的罪孽！

稻草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和人差不多。它非常同情受害者，
为了扑灭主人的仇敌——蛾子，他愁眉不展，像害了病似的，
伤心极了；为了能让生病的孩子有一口茶喝，他宁可自己烧
为灰烬，也在所不惜；为了挽救那名悲伤妇女的生命，他的
心像玻璃一样碎了，昏倒在田地中间。稻草人是一个富有同
情心，不怕牺牲自己，一心想去帮助别人的好心人。他多想
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人，但连这他都做不到。他恨自己对每
一件事情都无能为力。

但愿我们世间多一些像稻草人这样的好心人，人人都献出一
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瞳人语读书笔记篇十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这是高尔基说的。
近几天，我又看完了一本好书——《稻草人》，合上书本，
我意犹未尽。

《稻草人》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祥哥的胡琴”、“跛乞
丐”、“含羞草”等，这些故事都是出自叶圣陶爷爷的笔下。
他一生为青年和少年儿童编过许多刊物、童话、诗歌、小说、
散文等，因而人们称他为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
动家。《稻草人》这本书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故事就是“一
粒种子”。

说起种子，大家都很熟悉，但叶圣陶爷爷笔下的这粒种子可
不一般。这粒种子像核桃那样大，绿色的外皮很是可爱。国
王得到了，非常开心，把它当成宝贝似的供养，等待奇迹出
现，但最终失败了，只好不耐烦地扔了;富翁得到了，非常骄
傲，也精心地照料，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创造出奇迹。

只好抛到别的地方了;商人看到了，就把种子种起来，用最好
的肥料照顾它，最后也没戏了，就往大街上一丢;又被一位军
人拿到了，同样也供起来，等呀盼呀，一等就是一年多，最
终还是没养成，于是，他用力抛，种子坐了快速飞机，直往
麦田;最后，一位农夫拿起来，种下种子，任其自然生长，最
终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且绽放出来美丽的花朵，它的花香让
人们脸上绽放和平的微笑。

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生存规律，文中的国王、富翁、商人、军
人就因为不懂这种规律，所以没把种子养大。同时，他们供
养种子的方式让我想到了现在许多溺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把
自己的孩子当做宝贝一样供养，不愁吃也不需要劳动。我想：
温室里的孩子能长大吗?他们正像那一次次被抛弃的种子，永
远也长不大。



所以，只有经历风雨，多多磨练，才能像那最后长成参天大
树的种子一样茁壮成长。

从这本书中，我收获了许多，有做人的道理，有学习的态度，
也有生活的常识……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我要不放
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