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一书籍读后感(精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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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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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一

我们都知道，作为非虚构的散文随笔，最能反映出作者真实
的性情和思想状态，其阅历、文化素养、个性特点等等，都
会通过文字呈现出来。这也正是非虚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
而被读者喜爱的原因。尽管柏夫在这部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
版的文集的《后记》里说：“《山庄记忆》的写作，不是一
种有明确目的的写作，最初其实是一种思绪的自然流淌，是
快乐和苦闷时敞开心扉的真诚表达。”但由于有他丰富的人
生阅历垫底，有对人生世事敏锐的洞察力支撑，更有深厚的
文字功力辅佐，这些看似随意挥洒的文字，是非常大气、耐
读的，文学的元素、思想的深度、剖析人情世态的准确度，
都有。

在这部文集里，有一辑纯粹的散文，是写乡土情韵的，其中
的篇章有《山庄记忆》、《土炕》、《土堡》、《庙戏》、
《野电影》、《糟糠之妻》等，不论叙事、状物、写人，依
然延续了他的小说集《乡韵》里的特色，文笔真挚而生动，
这是一幅幅乡村风俗画，读后给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作家
的恋土情结彰显其中。“她见我死盯着她看，脸一红说，问
你话你不说尽看什么呀你！说着腰一扭别过身去，一条长辫
子便忽悠一下划过一条弧线，辫梢正好落在她臀部那个圆圆
的补丁上，我的心也跟着忽悠一下，也正在这一忽悠之间，
我青春的心便第一次受到了那种神秘的启蒙。”这是《糟糠
之妻》散文里的句子。像这类鲜活的散发着泥土香味的描述，



在他的其他文字里比比皆是。

我一直认为，地域是一个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但作家
又不能太囿于地域，应当在地域与现实、时代的交叉点上运
思，这样写出的东西，既有地域特色，又可让地域外的读者
产生共鸣，由此你的文字将会走得更远。综观柏夫的乡土散
文，显然已经跳出了地域狭窄的“圈子”，而能够将读者的
思绪引向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思索高度。他的思想随笔类
作品，犀利而睿智，透过这些文字，我触摸到作家良知的质
地、人格的力量、思想的深度以及他自觉担当的社会责任。
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和修养。也正因为他具备这种胸襟
和操守，在多年的创作中，便始终在写严谨、深刻、从不流
俗的文字。比如，当关于孔子的电影、书籍走红国内的时候，
他敢写《质疑孔子》一文，深刻地指出：“孔子的许多观点
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孔子主张仁政，可他当上鲁国司寇不
到一个月就诛杀了少正卯，这与他倡导的仁政大相径庭；孔
子一生穷困潦倒，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主张久丧厚葬等奢侈
浪费之俗；孔子一方面宣扬有教无类的公平教育观，另一方
面又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和‘民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等不平等观点。”

幽默是一种智慧。真正的幽默，决非中国小品演员那种装疯
卖傻的表演，这种表演尽管也能博得一些观众的喝彩，但没
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柏夫的文字，不论是散文还是随笔，读
到精彩处总会使人会心一笑，这是他的幽默带来的阅读效果。
如他的《如厕》一文，由小品中的一句经典台词“上厕所去
了”引发开去，旁征博引发生在古今中外的如厕趣事，同时
串联起许多政治事件，汪洋恣肆，亦庄亦谐，最后写
道：“尿，这一寻常之物经后世人的钻研利用，已然成为一
种非同寻常之物。例如，现在许多人讲一个班子中的成员不
能合作共事，常用的词语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人们之
间，如果看不起谁或不愿意理他了，也说‘这小子太狂，再
也别尿他了！’”。



总之，《山庄记忆》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是作家为自己赖
以生存的家园和他始终在思考的心灵，筑造的`一座纪念碑。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二

爱，像空气，每一天都与父母共同读写的，会在我们的身边，
它在每一个角落。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我们的生活不能缺
少它，因为它的意义已融入生命。例如父母的爱，感恩里有
本日记是而此刻学生买的本子上还挂着一把小锁，或者会有
密码。最简单的东西会容易忽略，正如这伟大的爱中深沉的
亲子之爱，有很多人都会无法感受到。爱之所以伟大，是因
为它不仅仅是对个人而言，而是以整个国家为荣的尊严与情
感。

《爱的教育》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巨著，是意大利著名的
作家埃·德·阿米琪斯写的，是他的代表作，原名《心》。
是以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安利柯的口吻来写的。《爱的教育》
引导我们自我去关注、欣赏、品味、思考生活，让我们用爱
心与作者对话。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日记就是《爸爸的教诲》了。是爸爸告诉
“我”在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而其中最痛
苦的一件事就是失去妈妈，妈妈对我们的爱，是世界上最无
私的爱，亲人之间的爱，是人世间所有感情中最神圣的感情。
虽然有的人是杀人犯，但只要他还爱妈妈，心里就会有一段
完美的记忆留着。相反，即使有的人是名人，只要他不爱妈
妈，那他就是可鄙可贱的人。

这本书让我明白了：爱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追
求，是……永远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但我明白，拥有爱的
人，并付出爱，就能真正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滋味，因为人生
必定是充实而无憾的。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三

《守望教育》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著作。捧
起刘铁芳教授的教育随笔《守望教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
种恍然的感动，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还有人以一份难得的
执著守望着心中的教育理想。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
世界确实需要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家，需要意气风发的行动
开拓者，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着现实教育的走向。但
这个世界同样需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的
背后，寻思现实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
题之域，在无言中追索他们心中的朴素和静谧的思想之路。
他们可能常常被名之为实际的脱离者，时代的落伍者，但他
们依然在寂寞中执著地思索。

他们同样是可敬的！”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被故事浸润
着的。阅读故事可以让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
一定能够拥有的情感体验，同时，他们也必然地从中获取人
生的启蒙，教化的熏陶。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不是文学爱好
者，没有读过多少成人的名著，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安徒生、
格林兄弟、王尔德……一代代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己
的精神成长，而这些大家的作品也在孩子们的阅读中成了经
典，成了不褪色的永恒。

所以，鼓励学生读一些著名的儿童作品，听一些儿童故事是
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改善我们日渐贫瘠的道德生活，对于
家庭的幸福，对于学校生活的充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看
了刘铁芳先生写的深有感触。这本书刘铁芳先生为教育改革
所写的一本随笔，记载着刘先生对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一些
看法和见解，非常值得深思。

他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设定“什么是教育”、“教育该如
何行动”、“教育非如此不可”的标准答案和机械化的行动
模式，而是把对教育生活提问的权利交还给实践者，让每个
教育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不断地去追问：究竟



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教育？正是在对现成教育实践的不断
质疑、追问过程中，催生一线教育人的教育实践智慧，改善、
提升每个教育人的教育生活和质量。教育需要理论与时间相
结合，而且应是在承认整体现实格局合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具体的、局部的研究，理论研究是进一步贯彻显示行动格局
的合理性，而不是单纯为了论证现实合理性而存在的工具。
的确是的，没有理论的支持，实践会走很多弯路，所以，我
们要研究理论；但是，单纯为了研究理论而研究，肯定不能
跟现实很好地结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研究理论
应该是以检验现实格局的合理性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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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书籍读后感篇四

《守望教育》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著作。捧
起刘铁芳教授的教育随笔《守望教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
种恍然的感动，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还有人以一份难得的
执著守望着心中的教育理想。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
世界确实需要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家，需要意气风发的行动
开拓者，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着现实教育的走向。但
这个世界同样需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的



背后，寻思现实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
题之域，在无言中追索他们心中的朴素和静谧的思想之路。
他们可能常常被名之为实际的脱离者，时代的落伍者，但他
们依然在寂寞中执著地思索。

他们同样是可敬的！”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被故事浸润
着的。阅读故事可以让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
一定能够拥有的情感体验，同时，他们也必然地从中获取人
生的启蒙，教化的熏陶。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不是文学爱好
者，没有读过多少成人的名著，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安徒生、
格林兄弟、王尔德……一代代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己
的精神成长，而这些大家的作品也在孩子们的阅读中成了经
典，成了不褪色的永恒。

所以，鼓励学生读一些著名的儿童作品，听一些儿童故事是
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改善我们日渐贫瘠的道德生活，对于
家庭的幸福，对于学校生活的充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看
了刘铁芳先生写的深有感触。这本书刘铁芳先生为教育改革
所写的一本随笔，记载着刘先生对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一些
看法和见解，非常值得深思。

他提出，我们不能简单地设定“什么是教育”、“教育该如
何行动”、“教育非如此不可”的标准答案和机械化的行动
模式，而是把对教育生活提问的权利交还给实践者，让每个
教育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不断地去追问：究竟
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教育？正是在对现成教育实践的不断
质疑、追问过程中，催生一线教育人的教育实践智慧，改善、
提升每个教育人的教育生活和质量。教育需要理论与时间相
结合，而且应是在承认整体现实格局合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
具体的、局部的研究，理论研究是进一步贯彻显示行动格局
的合理性，而不是单纯为了论证现实合理性而存在的工具。
的确是的，没有理论的支持，实践会走很多弯路，所以，我
们要研究理论；但是，单纯为了研究理论而研究，肯定不能
跟现实很好地结合，甚至是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研究理论



应该是以检验现实格局的合理性而存在的。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著作。捧起刘铁芳教授
的教育随笔《守望教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恍然的感动，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还有人以一份难得的执著守望着心中
的教育理想。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需要雷
厉风行的教育改革家，需要意气风发的行动开拓者，他们站
在时代的潮头，引领着现实教育的走向。但这个世界同样需
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的背后，寻思现实
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题之域，在无言
中追索他们心中的朴素和静谧的思想之路。他们可能常常被
名之为实际的脱离者，时代的落伍者，但他们依然在寂寞中
执著地思索。他们同样是可敬的！”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是被故事浸润着的。阅读故事可以让
孩子们掌握知识，获得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拥有的情感体
验，同时，他们也必然地从中获取人生的启蒙，教化的熏陶。
一个成年人，他可能不是文学爱好者，没有读过多少成人的
名著，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一
代代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而这些大家
的作品也在孩子们的阅读中成了经典，成了不褪色的永恒。
所以，鼓励学生读一些著名的儿童作品，听一些儿童故事是
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改善我们日渐贫瘠的道德生活，对于
家庭的幸福，对于学校生活的充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看
了刘铁芳先生写的深有感触。这本书刘铁芳先生为教育改革
所写的一本随笔，记载着刘先生对于教育和教育改革的一些
看法和见解，非常值得深思。

回首今天的教育，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可谓天壤之别，
学生知识训练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可学生的生
存状态本身却并不见得随外在条件转变而一道发生着质性的
转变。打着提高儿童素质的名义，名目繁多的训练充斥其中，



机械刁钻的考试把儿童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变的十分狭隘，当
今的学习成了孩子们不得不承受的苦役。童年时代，成了他
们人生中一段紧绷的弦……当我读到“儿童世界何处寻”这
一章节中“当儿童学习不是因本身有乐趣，而是为了考试、
升学、恐惧、竞争、奖惩等而学习时，不仅无益于能力发展，
也不利于品德进步，更不利于儿童积极健康地生活与成长的
心态的养成。”感触颇深。

以“升学”为唯一和终极目标的教育价值取向。这是当今我
国乡村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乡村教育，我
们的城市教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以“升学”为唯一和终极
目标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共识”，也成为我国基
础教育之痛。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六

我很喜欢《伊索寓言》这本书，它是一本有关动物、人或神
的传说故事，都讲了许多短小而又意味深刻，蕴含哲理的寓
言故事。并且每一篇都是先叙述故事最后在结尾揭示这个故
事蕴含的哲理，能使我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道理。

作者把每一篇的主人公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仿佛真的一般。
如：通过狐狸和山羊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不能轻易的帮助别人;
蚂蚁和蝉告诉我们好逸恶劳的道理;乌龟和老鹰告诉我们任何
食物都有规律性不能违背自然规律!

其中有一篇使我记忆很深：《蚊子和狮子》讲了一只蚊子认
为自己可以打败狮子，便去像狮子挑战，蚊子找到狮子，总
是在狮子没有毛的地方乱咬，狮子无论怎样都抓不到蚊子，
最后只好认输。文字很得意，很骄傲，在路上一不小心粘到
了蜘蛛网上，被蜘蛛所抓。蚊子很后悔自己的骄傲与轻敌!这
篇短文章就告诉了我：生活中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骄傲自满，
要谦虚的做人。并且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只看外表，重要
的要看他的能力和智慧。这个故事还教会了我一个词：骄兵



必败!

《伊索寓言》这本书告诉了我很多道理，让我受益匪浅!每个
人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学习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要
取长补短，做一个好学上进的人。

在学习中，正如有些考试成绩好的人便会骄傲自满，认为自
己很聪明!并没有想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句话。反而嘲
笑考试成绩不好的人，这样只会是他下次考出的成绩不理想。
而有的人，却一直谦虚做人，好的会要求更好，不好的会努
力的改正!“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这样，他们得到了好的结
果!

《伊索寓言》通过对生活的讽刺和批判，告诉了我们一些为
人处事的道理。使我们看清了善与恶，美与丑，让我们更深
的了解生活!怎样辨别是非好坏，怎样变的聪明、智慧。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七

记得几年前第一次读周国平先生的作品是《妞妞》，让我感
受到了生离死别的亲情，读着读着让我心痛，让我难过。最
近，又拿起周国平先生的作品《宝贝，宝贝》阅读着，它描
写的就是妞妞的妹妹——啾啾的故事。大红色书封面上的一
句话：我可以没有一切，不能没有你，宝贝。我不能没有一
切，因为有了你，宝贝。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语里包含了一位
父亲对女儿的深情，看似简单却很深刻很感人。

这本书记录着啾啾由出生到初中前的点点滴滴，其中杂夹着
关于爱与人生的哲思。细腻的笔触，质朴的文字，充满了淡
淡的温情。读着这样的书，会让你顿时感悟到：爱，不仅仅
是一种形式上的表达，而是从心底里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
你会发现孩子的世界是这般有趣，同时也会为啾啾的一些貌
似大人的出其不意的行为与语言，感到万般佩服。上帝给了
孩子们纯洁的心灵，也给了孩子们敏锐的眼睛。透过周国平



先生的文字，从啾啾身上认识到一些极为简单的，但必定是
终身受用的道理。如怎样为人父母，怎样做人，怎样与孩子
相处。

合上此书，感受了一场爱的教育，心灵的洗礼。佩服周先生
的冷静理性，对问题透彻的分析理解力，以及独特的视角，
更佩服他与女儿平等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面对女儿
的谦虚态度真的令人动容。不管是妞妞还是啾啾，他都是如
此深情地爱着、守护着，享受着。女儿的成长成为了父亲生
活里的主角，细心地观察着、记录着、教育着。

如此痴情的父亲，品味着平凡生活中的点滴快乐！平凡中的
不平凡！实在令人佩服！

我的宝贝猪作文

妈妈给宝贝的寄语

宝贝的表扬信

晚安宝贝心语

宝贝别哭观后感

宝贝生日祝福语

妈妈对宝贝的温馨寄语集结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八

假期里，爸爸给我买了一本意大利亚米契斯著的.《爱的教
育》，我非常喜欢，一口气就读完了。

“爱的教育”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又何其难!在安利



柯的生活中，父母老师如此细腻的用行动教会孩子怎样去爱。
《爱的教育》中，作者把爱比成很多东西，的确是这样的。
但又不仅仅是这些。我想：“爱是什么”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但我知道，“爱”是没有限制的，同学之间的友好交谈，老
师对学生的鼓励，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是萍水
相逢的人们的一个微笑……透过安利柯的描述，我了解到什
么样的师爱才最让学生感到温暖：把学生当亲人的老师!当安
利柯的老师说道：“你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家属在世界上，
除了你们，我没有可爱的人!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我爱你
们，请你们也喜欢我!你们之中，我一个都不愿责罚，请将你
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让我们全班成为一家，给我慰藉，给我荣
耀!”先生的这些话，让所有的学生都信服于他，这位老师的
坦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让我们意识到，老师或家长用平等的
目光看待孩子是多么重要!每个人在生活中，在成长过程中，
不可能不犯些错误，可是我们作为小孩子，却常常受到严厉
的批评;而我们的进步却常常会被忽略!每个人都不希望成为
老师心目中的差生，或者爸爸妈妈不喜欢的坏孩子。“只要
你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绝不会责怪你们”这是安利
柯的老师给我们最好的安慰，也是最深刻的爱。

这本书教会我们要真正的把爱心，献给需要的人，应当从点
滴的小事做起，从换位思考做起，学会理解、谅解和宽容。
这不仅是大人们的事，我们逐渐长大了，很多事，同样也需
要去理解辛辛苦苦教我们的老师，和养育我们的父母。

初一书籍读后感篇九

“有时候我很想低调，闭上眼竟躲在人群后。可是总有你的
手轻轻在身后，对我说：‘忘了忧’。背井离乡风雨兼程，
历尽坎坷有梦向谁说？梦中牵着你的手，叮嘱在心头，我就
会不低头。父亲的爱永在我身后，永远不会离开我。披星带
月的路上，我仰望着故乡。有一天会回到你身边，像那花开
的芬芳，萦绕在我心间，陪着我从昨天到明天。”



这是一首我百听不厌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是《父亲》。每
次听都会让我的心海荡起不一样的涟漪。都说母亲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人，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然而，世界上还有
一个人为你撑起一片天，还有一种爱为你的成长保驾护航。
这个人就是父亲，这份爱就是深沉的父爱。

在这份深深的父爱的引领下，我翻开了一个最痴心于做父亲
的人所写的书——《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在这里，我
看到了一个不幸而又很幸运的女儿。她的不幸来源于可恶的
病魔；说她幸运，却是因为她有一个全身心爱着她的爸爸，
为她短暂的生命留下了永恒的记录。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
痴心而又无奈地父亲——周国平。他是那么痴情地爱着他的
女儿，但是这伟大的爱也无法帮助爱女摆脱病魔和死神的纠
缠。

他如此痴心于做一名父亲，我真心地期盼上天圆了他的父亲
梦。时隔几年，我终于可以再次追随着这位父亲，感受他对
女儿的爱，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啾啾写的——《宝贝，宝贝》。

“我可以没有一切，不能没有你，宝贝。我不能没有一切，
因为有了你，宝贝。”

“我也许命中该做父亲，比做别的什么都心甘情愿，绝对不
会厌烦。我想不出，在人生中，还有什么事比养儿育女更有
吸引力，更能使人身不由己地沉醉其中。”

寥寥数语，已将这位父亲的爱女情怀尽显无余，也足以让大
家为之动容。

读着这本书，感受到的是周国平对自己的女儿啾啾的爱，这
份爱将我的思绪引向我和我的爸爸。

小时候，在我的心中，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最强壮的人。
因为他可以把我驮在肩上，让我看得更远，我在父亲的肩上



一点也不害怕，而是觉得很安全。

渐渐地，我长大了，长高了。爸爸的头发渐渐地白了，爸爸
的身躯越来越弯。但是，只要有爸爸在身边，我就觉得很安
全。

还记得我上高中时，学校离家比较远，晚上需要上晚自习，
很晚才能回家。爸爸就成了我的专职司机。早起送我上学，
晚上在昏黄的路灯下等我放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到爸爸的
白发，看不到爸爸脸上日渐增多的皱纹，但是我能感受到爸
爸身上那越来越深的岁月的痕迹。

现在，我已经参加了工作，但是这份父爱一直在延续……

我真庆幸我读到了《宝贝，宝贝》，让我在周国平对女儿的
爱中想到了我的爸爸，让我在这份父爱中再次成长。

《宝贝，宝贝》你是我一生的宝贝；亲爱的爸爸，您也是我
一生中最珍爱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