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鸟读后感 森林报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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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青鸟读后感篇一

周末，我读完了《森林报》，深有感触。

同学们一定都看过报纸，普通的报纸上大部分都登些人的消
息和事情。可这森林报可不一般，它尽登些森林里发生的各
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森林报并不是一份报纸，而是一本书，动植物就是书中
的主人公。它采用报纸的形式，以轻快活泼的笔调生动地展
现了森林中发生的一幕幕，例如猎人是如何打猎的，麦田什
么时候有哪些变化等等。分为春、夏、秋、冬12个月，有层
次、有类别地报道着森林里的新闻。

这本书让我学到了许多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森林中的趣闻也不比城市少！比如鸟儿们是怎样筑巢的、
猛禽有什么特点等等，还教了我许多知识，如鸟的蛋是什么
颜色的，植物怎样“躲避”自己的敌人。教会我们如何去探
索和发现大自然的奥妙。呼吁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生存环境，
保护好我们身边的动物植物。

其实科普知识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本书就教会了
我们许多。

青鸟读后感篇二

《森林报》就像我们手中一份真正的报纸一样，详细而又生



动地报道了森林里每天发生的趣事，而且这些事情我们在城
市里都少有耳闻。《森林报》按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
描绘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生命跃动的画面。

春天，大地鲜花盛开，鸟儿们开始歌唱，小动物们也都忙碌
起来，到处生机勃勃……

冬天，大地穿上了雪白的冬装，如同一页白纸……

我非常喜欢第一个三月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不仅用拟人，
比喻这些写作手法描写了春天那生机勃勃的一派景象，还让
我们了解到苏联在春分这天要吃烤“云雀”面包，并且放生
所有小鸟的这种习俗。

读完这本书又想到那些动物快灭绝的消息，我十分伤心，我
觉得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已经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大自然，拯救大自然吧!

青鸟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本关于森林新闻的一本书，除了秋，还有春、夏、冬。

里面讲述的是森林里的动物的生活习性。里面有许多我们不
太熟悉的`东西，比如：水老鼠、姬蜂、星鸦、油蕈、白桦蕈
等等。

其中姬蜂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姬蜂把它的卵产在又肥又大的
蝴蝶幼虫身上，这条幼虫便成为姬蜂幼虫的食物了。第二年
时，茧里面飞出来的不是蝴蝶而是一只姬蜂。

姬蜂这种生活方式让我不太喜欢，我希望姬蜂幼虫在不伤害
别人的情况下生长。



还有一种动物给了我较深的印象。它就是松鼠。冬天来临前
它会把收集来的蘑菇放在树上晒干。等冬天醒过来时，会把
这些蘑菇当成点心吃掉。所以我觉的它比较聪明。我也很喜
欢它那可爱的模样。

这里面还有鸟类，大部分是我们城市里无法见到的。你有兴
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本书。还有一些刁难古怪的谜语可以让
你猜，不过蛮难猜的，希望聪明的你能把它们猜出来。

青鸟读后感篇四

在森林报中，他让我又让我知道了许多的知识，比如
说；“森林里有一种很可怕的蚊子，只要被它叮了就会得
了‘沼泽病’那可不得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好个一俩
天，之后会患上恶冷恶热的习惯。

我认为像森林报这样好的书我要多看看，以后好告诉同学。

其次我还要好好的观察动物的一举一动，下次老师问动物的
时候我写的出来。

最后，我要把关于动物的事情记录下来，在读一读森林报。

青鸟读后感篇五

《森林报》是苏联作家比安基写的一本书。

《森林报》被分为春、夏、秋、冬四个部分，讲解了四个季
节中在森林里动物们生活习性的故事，森林里的灾难故事，
和植物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等。书中以记录的'形式把一个
个小故事里的景象、动态写的清清楚楚，一丝不苟。读者身
临奇境，仿佛走在林间小道上，看着林里的各种动物、植物。

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一头逞凶作恶的熊常常趁夜黑风高



的傍晚来到附近

村庄，吃村庄里的牲畜，后来有一个猎人决定去消灭这头逞
凶作恶的熊，。他就把一头死牛放在一块空旷的地方，又在
边上搭了帐篷，过了两天熊来了，但是熊并没有走过去，只
是在附近走了两圈，又过了一个礼拜，一天晚上那头熊趁着
夜黑风高的傍晚，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牛前嗅了嗅，也许是
因为他饿了，熊狼吞虎咽的大口吃起肉，猎人悄悄地探出头，
举起枪，瞄准它的脑袋，只听“砰”的一声，熊就已经命丧
黄泉了，这头逞凶作恶的熊终于恶有恶报，死了。

这本书写出了狐狸的狡猾，写出了松鼠的活泼，写出了鸭子
的憨厚，写出了狼的凶猛，更写出了猎人的残忍，我觉得这
本书非常好看，让我懂得了许多知识，还让我明白了我们人
类要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这本书是大自然写给我们人类
的一封求和信，要我们人类保护动物、植物，和大自然和谐
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