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实用8篇)
人生是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经历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中，
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和挑战。
写一篇完美的人生总结需要我们理清思路，明确重点，并将
其表达清晰明了。下面是一些感人至深的人生总结，希望能
为我们的总结提供一些思考角度。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一

读了《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我深受感动，课文把老班长的
舍己为人的精神描写得淋漓至尽。

当我看到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这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
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邹紧眉头硬咽下去。的时候，我
就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一碗饭，吃几口觉得不顺口就扔下
不吃了，然后，去买小零食吃。

遇到不爱吃的菜偷偷倒掉，吃其他的。如果老班长在我们每
个人的家中，他会允许我们浪费食物吗？现在，我多么想让
我手里的饭来换老班长手里的鱼骨头啊！

老班长把鱼让给病号而自己吃草根，我们来之不易米饭被我
们白白的浪费掉是多么可惜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大家对这首诗一定很熟悉吧，可是
有谁真正理解这句是的`含义呢？这是一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二

读完《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后，我的眼睛湿润了，眼眶里
的泪水都要流出来了。文章的一些感人的段落，让我感动不
已。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也浮现在我的脑海的前方。



这个故事主要写的是长征途中一位老红军战士受党组织的嘱
托，护送伤员——两位年轻战士。走出草地途中，不惜牺牲
自己的故事。

当我读到“老班长手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
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哽咽下去。”的时
候，我就像故事中的小梁一样，好像觉得有王恩钢针扎着喉
管，我感受到了老班长的辛苦，他每天都要当保姆，帮助受
伤的伤员，包扎伤口，换纱布，有时纱布没了，就撕下自己
的衣服，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细布，给小梁包扎伤口，他每
天又要当勤务员，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打扫一下，每次都
会用几根木棒和一块破布搭起的一座小帐子，为了让伤员住
得舒服一点。让风吹不到，雨下不到。老班长为他人付出了
那么多，可对自己来却是那样的简单。

多么值得尊敬的老班长啊，为了革命事业，宁愿自己吃尽苦
头，也要保住这几位年轻的同志，这是舍己为人呀！老班长
为了下一代，解放全中国，这位老战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
革命事业。而我呢？在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中，还不珍惜粮
食，总觉得每一粒饭很容易得来，掉了这一点点没有关系。
回想起来，真对不起每一粒米饭啊！真觉得自己不珍惜粮食！

平时，每天吃饭，我都要在桌子上，地上掉一些饭粒，不好
吃的菜，从不会去夹来吃。但是我读了这个故事后，我深深
感到我们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应该珍惜粮食，老班长所吃
的东西能和我们的比吗？他们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历尽艰
辛，我们多么希望能用自己万种的米饭去换老班长 手中的鱼
骨头啊！希望他能吃得好一点！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三

《金色的鱼钩》主要讲的是：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
草地，一位快四十多岁的老班长接受指导员交给他的任务，



负责照顾三个得了胃肠病的小战士。没想到老班长工作非常
认真，坚决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想方设法的给两个病号
找东西吃。一次，他偶然在水里面发现了活鱼，他就取出一
根缝衣针，烧红，弯成了钓鱼钩。钓鱼后，做成鱼汤给三个
小战士喝。由于食物的缺乏，老班长长久地忍着饥饿，不吃
一点儿东西。只要是有一点儿东西，他全都把食物送到了三
个小战士的嘴边。过了不久，老班长就因长期没有进食而活
活地饿死了。

读后，我感慨万分，我发现我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从这篇课文中，我体会出老班长那种”舍己为人“”忠于职守
“的高尚品格。老班长在他为了三个小战士啃鱼骨头、嚼草
根，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咽下口的，但是老班长毅然地把鱼汤
送给了小战士们，自己忍受着饥饿的肆虐。

一次偶然的事故出现了，老班长正在为战士们寻找吃的时候，
他晕倒了。战士们心急如焚，找了点儿鱼汤给老班长喝。但
老班长还是决心坚定：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老
班长怎么能说给他喝鱼汤是浪费呢？其实他此刻最最需要的
就是这碗鱼汤，他只是不舍得喝这碗鱼汤。可见他的精神是
多么的伟大啊！

我相信陈列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的鱼钩，能够永恒的留下来；
老班长的伟大革命精神能永远的唱下去！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四

《金色的鱼钩》讲的是一位四十岁的老班长无微不至地照顾
好三个病号走出一望无际的草地而牺牲自己的故事。

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千方百计地给三位病号吃上鲜美的鱼汤，
而自己却不吃。病号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老班长的身体



却一天天瘦下去。当我读到老班长在吃剩下的鱼骨头和草根
时，我的眼泪便唰唰地掉下来。多好的同志，多好的'战友，
多好的长者啊！

老班长处处为别人着想，处处为别人着急。为了让病号增加
营养，白天，老班长找鱼饵；晚上，眼睛不好使还用手摸野
菜。钓到了鱼，就钓到了希望；摸到了野菜，就摸到了可怕
草地的边。跟老班长比起来，我们是多么渺小啊！

老班长，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你舍己救人的高贵
品质，你对工作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永远值得我学习。

老班长，你是我前进的丰碑。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五

第一次看《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时，并没有太大的感触，
然而当我一遍又一遍的去品味文章中感人的细节，一遍又一
遍的去思考是什么让老班长为照顾同志而不怕牺牲自己。

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老班长为什么这样做吧！

红军过草地时，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
病很重，跟不上队伍，指挥员派老班长照顾我们。老班长经
常给我们洗衣服，还在水塘边钓鱼给我们改善生活，可我从
来没见他吃鱼。有一次，“我”跟在老班长后面，偷偷看老
班长，老班长竟吃我们没吃完的鱼骨头，“我”问老班
长：“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老班长说：“不行，太少
了。指挥员临走的时候说‘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
地。”“我”感动得哭了。班长还是用饱满的情绪鼓励我向
前走，就这样挨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看见了山峰。我们来到
水塘边钓上两三寸的鱼，“我”把鱼炖成鱼汤给老班长吃，
老班长却说：“不要浪费东西了，你吃吧，吃饱才能走出草



地。”说完就闭上眼睛了。

在看看现在的我们，在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中，还不珍惜粮
食！每天吃着各式各样的美食，不好吃就扔了，掉了就不要
了，总觉得每一粒饭很容易得来，掉了这一点点没有关系。
现在想起来，觉得对不起每一粒米粒，更对不起红军们用鲜
血换来的。

平时，每天吃饭，我都要在桌子上，地上掉一些饭粒，不好
吃的菜，从不会去夹来吃。但是我读了这个故事后，我深深
感到我们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应该珍惜粮食，老班长所吃
的东西能和我们的比吗？他们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历尽艰
辛，我们多么希望能用自己万种的米饭去换老班长手中鱼骨
头啊！

既然老班长为今天作出了贡献，我们应该回报他还有红军。
珍惜粮食，做一个舍己为人，为他人着想的人吧！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六

1、《金色的鱼钩》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
的一件非常感人的故事。因此在教学本课之前，我先交代学
生查月历史资料，了解故事背景，为理解老班长的高常品质
奠定基础，。并且提示学生联系毛主席写的《长征》这首诗，
根据自己的了解讲一讲长征的时间、经过的省份和一些重要
的战斗等，使学生更加深入的认识长征。

3、在快速阅读的基础上，学生大概理解了课文内容，我要求
学生把感受较深的部分有感情地多读几遍，并把自己心中的
感受写在旁边。之后，组织学生进行交流，把感受最深的部
分读给大家听，并说说自己为什么受到感动。

4、《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作者抓住人物的语言、动作、神



态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示出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
。教学中我有意识地为学生在读写之间架起桥梁，引导学生
从读学写。如，课文中几次描写了老班长的神态，你能从中
感悟到什么？从而使学生领会神态描写对反映人物精神品质
的作用。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七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有很多，其中《金色的鱼钩》就是一
个感人的故事。

这篇故事讲了红军在过草地时，把三个病人交给炊事班班长。
可是，炊事班也没有粮食，他们就挖草根，和着青稞面吃。
粮食总会吃完的，这下可急坏了炊事班班长。有一天，班长
去河边洗衣服，一条鱼忽然跃出了水面，班长赶紧拿缝衣针
弯成了一个钩子，钓了一条鱼。三个同志吃上了鱼肉，可是
一个小同志注意到班长却不吃，三个同志吃完后，班长却吃
剩饭，一位小同志看见了，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可就在快
走出草地的时候，班长光荣地牺牲了。

炊事班班长本应该可以吃饱，但是他却把鲜美的鱼肉让给了
小红军，这种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
学习的。红军的队伍里，这种精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现在
的社会应该多增加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虽然现在我们处于和
平年代，但是那种精神要永远保持。

金色的鱼钩读书笔记篇八

前些天，我读了《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课文讲的是红军
长征过草地时，一位炊事班长为了让三个病号走出草地，将
仅有的食物让给病号，自己却光荣牺牲的故事。文章语言质
朴感人，带领读者一起回到那个年代，我仿佛也置身于茫茫
草地，来到了那位可亲可敬的老班长身边，感受着他崇高的
人格魅力。



当读到“走近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
搪瓷碗，嚼着草根和我们吃剩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
紧眉头硬咽下去。”我已是热泪盈眶——草根、鱼骨头该多
么难以下咽啊！如果真要咽下去又该多么痛苦啊！老班长竟
能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这需要怎样的精神呢！我们这
些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的。平时的
我们挑东拣西，蔬菜水果不喜欢，面条饺子不稀罕，就是大
鱼大肉摆满一桌也根本不放在眼里。和草地上这位饱受饥饿
折磨的老班长一比，我们真是惭愧啊！

老班长啊！当指导员交给你将病号带出草地的艰巨任务时，
你接受得毫不犹豫；当三个病号面临饥饿的威胁时，你整夜
整夜地合不拢眼；当你钓鱼好不容易有所收获时，你欣喜地
做出鲜鱼野菜汤端给战友吃；当你用战友吃剩的鱼骨充饥被
小梁发现时，你嘱咐他不要告诉其他人；当战友对走出草地
失去信心时，是你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大家；可就在将
要走出草地的日子里，你却耗尽了全部生命，由于过度衰弱
疲劳倒下了，最终没能走出草地……弥留之际，你心中念念
不忘的，依然是自己的战友，依然是党交给的任务，多么让
人心痛，多么催人泪下！

老班长啊！你完全可以，喝些鱼汤保全自己；你完全可以，
独善其身走出草地。可你却选择了无悔付出，选择了先人后
己，选择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苦苦思索着……哦，我明
白了，“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更坚”，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你高于天的革命理想，是因为你对党的无限忠诚，
是因为你对工作的高度负责，是因为你对战友的无限热爱！
我将踏着你的光辉足迹，永远坚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