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羊皮卷的读后感(通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
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羊皮卷的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里主要讲了牛皮，他是一个美国人，转到了马小跳的
班上，展开了许多有趣的事。牛皮非常有意思，别人一说对
了他想说的话，他就说：“好得很，你是我肚子里的蛔
虫。”而且还和马小跳、张达、毛超、唐飞他们一起去攀登
四姑娘山，结果在路上遭遇了雪崩，他们靠着顽强的意志，
和团结的精神终于获救了。

读完《名叫牛皮的插班生》，我深深地感到了美国家长与中
国家长的不同之处。在美国，孩子上学如果不快乐，家长就
会感到惭愧，并马上为孩子转学。他们认为：朋友比一切重
要。没有友谊的力量，孩子的学习就没有意义了。即使有一
个优秀的成绩，但没有品尝过团结的酸甜苦辣，没有体会到
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生活就会不快乐。在中国，更多的家
长是一味的“望子成龙”，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女身上。有的
还惯着孩子，让孩子养成一种娇生惯养的习惯。

如果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一同在考场相见，中国孩子的答题
水平肯定会略胜一筹；但把他们丢在一座荒无人烟的高山上，
最后能靠自己的毅力走下来的还是美国学生。

在牛皮，马小跳张达、毛超、唐飞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孩
子最纯真的东西，而在路曼曼，丁文涛身上，却看不到一点
孩子的纯真：马小跳班上的中队长路曼曼，盛气凌人，一天
到晚只想着管人，向秦老师打小报告；学习委员丁文涛，像



一个老气横秋的小大人，口气总是一幅瞧不起人的样子。

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们遭遇雪崩的时候——五
个人心连心，共同怀揣着那份珍贵的友情。这份友情是他们
共度鬼门关。天上闪烁着五颗繁星，天上五颗星，地上五颗
心。让他们的友谊坚定不破。

这两个不同的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民族，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跨越大西洋，友谊永久。虽然牛皮身在美国，可是，相隔两
地算不了什么，只要心在一起，他们永远都是顶好的铁哥们！

羊皮卷的读后感篇二

我一口气读完了《淘气包马小跳之名叫牛皮的插班生》这本
书，我最喜欢里面“取一个名字叫牛皮”这个故事。

这本书的作者秦老师并不喜欢“牛皮”这个名字。如果牛皮
是中国孩子，肯定会听老师的，即使不听，老师就会找家长，
家长也会让孩子听老师的。但是美国孩子的自我意识很强，
他觉得名字是自己的，他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别人不可以干
涉，即使是他的老师或父母也不行。

牛皮很固执。这个“固执”不是说他听不进别人的劝，而是
说他想好什么就会一直坚持这个想法。有时候，“固执”不
一定是反义词。

牛皮在许多方面都能跟马小跳他们打成一片，包括吃麻辣火
锅，可就是看女生的眼光不一样：安琪儿在马小跳他们眼里
是个又丑又笨的女生，可在牛皮眼里，却是个又漂亮又有趣
的女生。因为马小跳看女生的眼光还停留在以貌取人的层面
上，安琪儿在他眼中，不如路曼曼聪明，也不如夏林果漂亮。
但是安琪儿在牛皮的眼中，却是一个“盖了帽儿”的女生。
因为安琪儿的天真善良，因为安琪儿的自然不做作，安琪儿
才成了牛皮心目中最好的女生。



羊皮卷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名叫《淘气包马小跳》——《名叫牛
皮的插班生》。这本书真精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来和
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吧!

“本”是一个寄读在中国学校的美国孩子，因为非常喜欢马
小跳，他说服了爸爸妈妈让他转到马小跳所在的学校，成了
马小跳所在班级的插班生。转学后，他很快就和马小跳及马
小跳的好朋友们:唐飞，张达，毛超混熟了，并且成了非常要
好的“铁哥们”。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牛气的中国名
字——“牛皮”。牛皮在很多时候和马小跳他们非常接近，
比如都爱吃麻辣火锅。但是，他也有和马小跳不一样的眼光。
马小跳总爱以貌取人，喜欢漂亮的班花夏林果。但牛皮可不
一样，在马小跳眼里相貌平平，又丑又笨的安琪儿在牛皮的
眼里却是一个善良，美丽又有趣的女孩。在这点上，我比较
赞同牛皮的眼光：不能仅以相貌评价一个人，应该看到别人
的心灵美!

在一次登山的时候，几个小哥们巧遇雪崩，并与家人失散。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危险，几个小伙伴团结一心，不离不
弃，相互帮助着，鼓励着，最终获救。这场生死考验，也见
证了他们真挚的的友情。

看了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朋友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
的财富：我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应该
好好珍惜身边的朋友!

老师短评：“友情”这个词在你的读后感里变得沉甸甸的。

羊皮卷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完了《名叫牛皮的插班生》这本书。



《名叫牛皮的插班生》一共164页，20个章节。杨红樱著，接
力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内容生动有趣，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马小跳向他
的铁哥们透露，班上要来一个插班生，是一个美国男孩，和
张达个头差不多，眼睛像两颗绿色的玻璃球，鼻子像悬在脸
蛋中间的惊叹号，他的名字叫本……唐飞忍不住就笑了——
怎么会有人叫“笨”？真是奇怪呀！更奇怪的是，本给自己
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牛皮”。牛皮和丁文涛总说不到一块
儿，和马小跳、唐飞也想的不一样。牛皮还邀请马小跳和他
的铁哥们去雪山过元旦。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雪崩，但最
后却是死里逃生。

《名叫牛皮的插班生》让我体会到了马小跳和朋友们的友情
是多么纯真，我非常感动。在雪山上，因为雪崩，牛皮的脚
受了伤，朋友们是多么热情地帮助他。我推荐大家也来读读
这本书。

羊皮卷的读后感篇五

今年寒假我还看了一本淘气包马小跳之《名叫牛皮的插班
生》。

我原以为，这个同学肯定很会吹牛皮，十分搞笑。但是当我
看了这本书时，和我的想法差距甚远。这位同学“牛皮”插
班生是一位美国人，是他爸爸任美国领事馆领事，因此才到
这个来的，他的原名叫。“本”的父亲和马小跳的父亲是在
高尔夫球场上认识的。在一次周末晚宴上，马小跳和本第一
次相识，但聊得很投机，仿佛很早之前就认识了。而本也非
常喜欢马小跳这个朋友，便要求做马小跳的同学。没想到他
的父母竟然没有半点的责备的意思，十分恐惧，他们担心本
没有朋友很孤独。这是现在任何一位家长都难以注意，他们
就是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别说是转学了，就连要求有一点
玩的时间，都会被坚决的否认。可能现在没有一个这么民主



的家长了。

令我羡慕，他的父母可以任由他随便的改名。很尊重他的喜
好。“牛皮”这个名字就是马小跳等人给他起得，他很喜欢，
所以牛皮的父母没有反对，老师也无可奈何。我也十分喜欢
马小跳学校的欧阳校长，她也不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把孩子
的快乐放在首位。

在这本书中，孩子们都很快乐，因为父母的都很民主，绝对
我会把学习放在首位，反而这样，学习成绩也绝对不会落后，
那些专门把孩子关在屋子读书的，不让孩子去亲近享受生活，
最后反而会出现厌倦，反而不会有进步的。而在愉快中学习，
将会事半功倍的。

告诉所有的家长们，不一定死读书就会学习好，那是读死书，
还是没有用的，要想牛皮的父母一样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