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森林报的读书笔记(优秀18篇)
就职意味着我们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团队，学习新的技能
和知识。在写就职总结时，要注重逻辑和条理性，避免内容
杂乱无章。接下来是一些职场新人的总结范文，帮助大家更
好地理解就职的意义。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一

我这个学期，读完了森林报！里面有许多的故事！我最喜欢
的故事就是《狐狸与獾》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故事
情节吧！

从前，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獾是一对关系很好的好朋友，有一
天，狐狸和獾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狐狸看见了一个夹子，
上面有一块肉，便对獾说：“你看前面！夹子上有一块肉！
你比我动作灵巧！你一拿那个肉，赶快就把手拿开！这样夹
子就不会加到你了！”没想到平常非常聪明的獾信以为真了！
獾就走过去，把手伸到架夹子里拿那快肉！结果獾的手被夹
住了，然后，狐狸把肉就拿走了，獾一把把狐狸的脖子抓住
了，狐狸松下手中的肉大声的叫着，猎人知道有动物上当了，
便立刻跑了过来，边跑边说：“獾！不要松手，我们不会伤
害你的！猎人一步步的挨近了獾和狐狸，最后猎人把狐狸杀
了，放走了獾。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不要耍小聪明。

我们人类之间要和谐，不要互相耍小聪明，要互相谦让，互
相玩耍，互相相让，不要互相打闹。所以以我们大家一定要
和平相处！

森林报读书笔记

翻开《森林报》，刚开始看了一段，它就深深地吸引住了我，



它把我带入了一个奇妙的森林世界。这片森林里，春天、夏
天、秋天、冬天都有着不同的新闻发生。鸟兽鱼虫都在发生
着不同的变化，让这片森林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和谐。

春天，花儿绽开了笑脸，小草探出了头，微风中小树轻轻舞
动着刚刚发出嫩芽的枝条，开始解冻的小溪弹奏着叮叮咚咚
的曲掉，冬眠的动物伸了伸懒腰，陆陆续续地起来了，当人
们感受到春天那温暖的气息时，森林里也是一派热闹的画面
呢！

夏天，树绿油油得，花红彤彤得，蘑菇也撑开了小伞，正是
昆虫活动的好季节呢！鸟儿也开始忙碌的，一个个鸟巢里都
多了几个光滑又小的蛋，鸟儿待在鸟窝里，耐心地等待一个
个小生命出现在这么多的募集眼前的世界。

秋天，树叶变黄了，花儿垂下了头，草儿难过的低了头，即
将到来的是寒冷而且不能再室外玩的冬天，森林里的居民把
未来的生命安全地藏在森林的每个角落，对生命的关怀都中
止在原地，一直盼望明年春天的到来。

冬天，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世界，一望无际的雪地就像一
本翻开的书撩在了地上，上面画着许多特殊的符号，等待着
聪明的猎人来研究它们的痕迹。如果你看得懂这些符号，你
将会与居住在森林里的动物们玩起那好玩的捉迷藏游戏捉迷
藏游戏！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二

故事中的罗里原本是一棵大树，可是有一天被砍伐了，放在
冰冷的水里被运下了山，被雕刻成了一个木偶人，从此罗里
便有了一颗冰冷的心。它用魔法控制住了马戏团中的动物，
企图在城市建立庞大的马戏团，将人类赶出城市。

“人之初，性本善”让罗里拥有冰冷之心的不正是人们肆意



砍伐树木，没有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结果吗?这一切后果不正是
人们咎由自取吗?不过最后由于阿灿姑娘的热情和爱以及众人
的努力，使罗里终于感到了温暖，回到了自己的森林之家，
解除了魔法。

《木偶的森林》虽然只是个虚幻的故事，但是它也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人类应当马上与自然和谐相处起来!你看：
东北虎濒临灭绝，树木遭到了肆意的砍伐，许多动物﹑鱼类
因人们的大量捕杀﹑破坏环境而永远地消失了……一件件﹑
一桩桩的事例，数也数不完，自然的不平衡，必将给人类带
来灾难。

让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吧!不仅为了那些动植物们，也为了保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众人拾柴火
焰高”。如果每个人都以身作则，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更
美好的!

小小的故事，大大的道理。《木偶的森林》——一本既紧张
而又充满趣味的童话书，在充满悬念、曲折的故事情节里，
让我体会到了关爱的奇迹，相伴的温馨，奉献的快乐和宽容
的力量。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三

《森林报》是一部比故事书还有趣的科普读物，它的作者是
维。比安基，生于1894年，逝于1959年，是我国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他像一个充满童心童趣的导游，带领我认识一种又
一种珍奇的植物。

《森林报》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天;地面上的雪已经融
化了，而水还在冰下沉沉睡着，森林也在雪的覆盖下静静地
做着美梦，田野里的小兔子出生了，可是给他们喂食的不一
定是它们的妈妈，而真正的兔妈妈也许在喂别家的兔宝宝，
原来兔子家族有不成文的规矩;它们认为所有的兔宝宝都是自



己的孩子。

夏天到了，这个时候白天越来越长，在潮湿的草地上，越来
越多的花儿竟相开放，金凤花，立金花等等把草地染得金灿
灿的。森林里最大的巢是雕的，用粗树枝架在松树上，最小
的巢是黄头戴菊鸟的，只有拳头大小，因为 它自己的个头比
较小，最狡猾的住宅是田鼠的，像迷宫，有许多前门、后门、
紧急门。最艺术的住宅是卷叶象鼻虫的，这是一种带弯鼻子
的小甲虫，等叶子枯萎，就把叶子卷成小筒，再用唾液粘上，
很精致吧!最漂亮的房子属于反舌鸟的，最舒适的房子是长尾
巴山雀的，最奇怪的房子是银色 水蜘蛛的等等。

秋天，树叶一点点的改变颜色——变黄、变红、变褐，开始
枯萎，失去了碧绿的颜色。候鸟开始了它们的迁徙，不同的
鸟儿在不同的时间飞走，鸟儿大多会选择夜间飞行，因为这
样更安全 ，西伯利亚的猛禽实在太多了，总有一些倒霉的鸟
儿要被那些猛禽捉了当食物吃。

冬天，白雪把大地覆盖得严严实实，铺设冰板，钉上银钉，
冰封大地，黑夜越来越长。而许许多多的动物都在此时结束
了生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植物留下了种子，动物产下了
卵，生命是一个奇妙轮回的过程。

我在这里体验了春的欢乐，夏的蓬勃，秋的多彩，冬的忧伤。
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业。

《森林报》使我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了解大自然，更加熟
悉大自然，我越来越爱这神秘的大自然了!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四

《森林报》，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时，我以为是一种，关于
森林的报纸，直到这四本关于描写森林里春、夏、秋、冬的
书放在我手里时，我才明白这是前苏联著名科普作家维·比



安基的代表作。

《森林报》共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作者用轻快的
笔调，采用报刊的形式描写了森林里的动物、植物和人。在
《森林报》中，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丰富的老猎人想出各种法
子对付猎物，可以听到“林中大汉”麋鹿打架时发出的巨响，
还可以看到家鸡徒步走过欧洲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最感兴趣的是冬季的第一个月——雪路初现月。这个月描
述了动物们练习“书法”的故事。大多数走兽都用脚写字，
有的用五个脚趾头写，有的用四个脚趾头写，有的用蹄子
写……灰鼠的前脚印像两个并排的小圆点，后脚印像小孩子
的手掌，老鼠“写字”时总是打冒号，鸟类的“笔迹”比较
好认，鼩鼱的脚印和老鼠很相似……作者通过自己手中的笔，
把森林中的新闻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这些对大自然
越来越陌生，永远需住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人重新认识了大
自然。

以前我看这种读物，眼皮总是会垂下来，现在我反而看得津
津有味，爱不释手。我在这种快乐的阅读之中体会了春的活
泼，夏的五彩，秋的喜悦，冬的忧伤。

比安基的一生都献给了文学，他的一生都在创作，他的坚持
和勤奋深深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
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用的人。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五

在这个十月中，我了解了森林里的新闻，很多人会问：“森
林里哪有新闻啊?”我可以肯定的回答：“有!”就是森林报
了，在读森林报的期间，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了解了
许多关于动物有趣的事情，特别是许多动物之间的友情，帮
助与一系列的动作都非常的引人注目。这里有森林里一年四
季发生的新闻，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因为它是我更加了



解大自然，更加喜爱大自然，所以我非常喜欢这套书。这本
书是苏联著名科普作家维 比安基的代表作，一共有四册，分
为春夏秋冬，分别描写了春的欢乐，夏的蓬勃，秋的多彩以
及冬的忧伤，使我有时感动流泪，有时哭笑不得。

用十二个月描写了各种各样动物的习惯与个性，写得非常的
生动，栩栩如生，好象比作人一样来写，写得每样动物都很
可爱很惹人喜欢。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只小牛被野兽咬死了，
看管它们的女员工看见这一幕竟然大哭起来，显示了女员工
喜爱动物融入到动物世界里的真切感受。

在这这么多本书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秋》 因为秋天多姿多
彩，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虽然秋天会落叶，但是也丝毫
没有带出忧伤的感觉，当中《林中大汉的战斗》我感觉最为
好看，我觉得这两只鹿在打架，非常激烈，非常刺激，使我
感到了一阵阵血腥，非常恐怖，使我好像身临其境一样，看
着他们打架。

动物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待我们去发掘，让我们细心观察，
珍爱动物，发现更多关于动物有趣的事情吧。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精彩，所以我希望大家快快来读读这本书，
了解一下森林里的新闻吧!

今天有什么新闻啊?如果要你回答这个问题你一定会答关于人
的新闻，但是你对动物的新闻有了解多少啊?相信你一定一无
所知吧!当今居住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我们，对于大自然已经
越来越陌生了，为了让我更好的去感受森林中的动植物在一
年四季中五彩缤纷的生活，深入的探寻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我最近在读《森林报》。

大家一听到报纸，都会想起：哦，那每天都有世界消息的纸。
但是，谁又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动物的消息的报纸，谁有对动
物有了解呢?在这个月里，我读了森林报这本书。里面讲了一



些植物，昆虫和动物的消息和知识，使我受益无穷。

其中，有几篇文章使我终生难忘，第一篇是：头一批动身的，
是去年最后离开我们这里的鸟。最后动身的，是去年秋天最
先离开我们这里的鸟。最晚飞来的，是那些羽毛鲜明华丽的
鸟：他们要等这里新春的春草绿也长出来后，才能来。因为
飞来早了，在光秃秃的大地和树木上，他们太显眼。现在在
我们这儿，他们还找不到掩蔽的东西来躲避敌人——猛兽和
猛禽。哇!连鸟儿也那么聪明，想出办法来躲避敌人，真是太
棒了!从这篇文章中我体会到了：强者才能生存。要是遇到敌
人时，你斗不过他，那就要用智取。生活也是这样。

记得那一次，我去骑单车。遇到了一些同学，他们比我给钱
他们，可是我一分钱都没有，而且他们人多。当世界上一个
大人都没有。当我露出绝望的表情时，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它们引开!接着我说：“老师来了，我班的班主任来了。”
他们转头往后望，问：“哪里?”我趁机逃跑。

森林报不仅让我懂得了动物的知识，还让我懂得了道理!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六

今年暑假我报名参加了夏令营，就在临出发前接到了取消的
通知，我非常伤心。爸爸为了安慰我，领我到书店买了一套
《森林报》。

这是一套引人入胜的书，看一会儿我就被它迷住了。它的语
言通俗易懂，并配有许多有趣的图画。作者把小动物们写的
生动有趣，不但我爱看，妈妈也总是让我读出声来，和她一
起分享这本书的快乐。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我读两段
《春》中的妙语吧。

积雪融化了。原来田地整个被细瘦的青草覆盖着哩!大地还没
有解冻，草根从土里面吸收不到养料，可怜的青草在挨饿哩!



我刚刚看完了《春》，接下来要看《夏》了。等我看完《夏》
后接着与大家。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七

今天，我找到了五年级上册的语文书，想起了过去一学年美
好的时光。唉，时光如同白驹过隙，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
间,我已经从懵懵懂懂的一年级小朋友升入六年级了。很快，
就要在明年的7月，和同学们说再见了。真的有些不舍啊！好
了，从感伤中回过神来，我打开了那承载着记忆的语文书，
找到了最喜欢的那篇孙友田写的课文——《去打开大自然绿
色的课本》。祖国敞开了绿色的大门，给孩子一片清凉的绿
阴。

去吧，去呼吸山水间芬芳的空气，

去吧，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

…………

是啊，要去打开“自然课本”，可是，对从小在县城里长大
的我，是一种奢望。我从来没有去过乡村，更没有见过真正
的小麦、高粱，只能在爷爷奶奶家的小院里感受花草的芬芳。
“去森林里玩，如何?”我忽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但是，这
一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愿望。不一定！我飞奔到书柜前，
拿出了《森林报》。我已经读过它很多次了，每读一次，心
中总会有一片郁郁葱葱的世界，伟岸的树木，欢蹦的动物，
彩色的鸟儿，一切都是多么美妙啊！

《森林报》是一部儿童森林百科全书，作者维·比安基(1894～
1959)是前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生物学家。这本书不但内
容有趣，而且编写方式也极其新颖。全书根据月报形式编排，
每月一期，共分为春夏秋冬四册，每册书都按照独特的“森
林历”编排，把3月21日看作春天的开始。其中有很多精彩的



栏目，比如“林中大事记”“城市新闻”“集体农庄生
活”“打猎”“东南西北——无线电通报”“祝你钩钩不落
空”“新鲜多一点”“打靶场”……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个
连载故事——《林中大战》：

在采伐场的土地上，云杉种子安家落户了。但是一片又一片
野草早已覆盖了土地，云杉刚刚从土里长了出来，就被野草
牢牢抓住根部，见不到阳光。它们与野草的根互相搏斗，随
着这场激烈的战争，有无数的云杉死去，也有无数的野草消
亡，最终云杉终于拔地而起，浓密的叶子，遮住了野草，没
有阳光，不过几个月，“野草军团”就全军覆没了。随之，
一批批“云杉军团”崛起。

若干年后，又出现了两大军团：“白杨军团”和“白桦军
团”，它们与云杉争夺阳光，用柔软而有韧性的树枝抽打对
方，云杉抵挡不住严寒和攻击，最终倒下了。后来，白杨和
白桦茁壮成长，可在茂密的树枝下，没有一丁点儿阳光，它
们喜光的后代根本无法生存。而先前倒下的云杉，在几年中
默默积聚力量，在黑暗中挺了过来。它们的身高很快就超过
了白杨与白桦。最终，在这场林中大战中，云杉以顽强的精
神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看来，无论是人类还是植物，总会遇到困难。这时，我们都
需要迎难而上，努力生长，坚持不懈，最终才能冲破阻碍，
找到光明，取得最终的胜利！想到自己在生活中一遇到黑暗
和逆境时，就想打退堂鼓，而云杉却能在黑暗中悄悄生长，
直至傲然挺立，这种植物的顽强精神为我指明了方向。

在森林中，除了有很多顽强不屈的植物，也有很多动物的造
访：候鸟是怎么迁徙的？燕子是怎么搭巢筑窝、哺育后代的？
交嘴鸟为什么在冬天也能“衣食无忧”？水中的鱼儿怎么搭
房子？在北风呼啸的日子里，动物们怎样过冬? 什么昆虫把
耳朵生在腿上? 一个又一个的谜题，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



只用了一个下午，四册《森林报》我就已经全部读完了。在
置身于森林中奇妙的世界时，我不禁叹息。“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去拥抱过大自然。前几天，
我和爷爷奶奶去公园游玩，“看！马齿苋！”“奶奶，马齿
苋在哪里呀？我怎么没有看见？”爷爷告诉我：“你看，在
我们身边，有茎红叶子小的马齿苋、叶子大而有锯齿的是曲
曲菜、还有你熟悉的开黄花，秋天一吹，就有许多‘降落
伞’的蒲公英的叶子、以及车前子等，都是可以食用的野菜。
”“爷爷，我看到的它们都是绿色的，长得也差不多，根本
分辨不出来，为什么你就知道那么多，能分辨出这么多野菜
呢？”“因为爷爷奶奶以前生活在农村里，像这种野菜漫山
遍野，见的多了，闻得久了，感觉好像空气中也弥漫着这种
清香似的。可惜你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这种真正能亲近大
自然的机会和地方也少了。”

最后，我倡议——

走进《森林报》吧！跟大自然中的的生物一一握手，感受它
们的生机勃勃、变化成长！拥抱大自然吧！去探究动物的奥
秘，去观察昆虫的足迹，去聆听花开的声音，去感受清凉的
泉水吻过你的额头，去珍惜我们身边的青山绿水！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八

《森林报》是一部比故事书还有趣的科普读物，它的作者是
维。比安基，生于1894年，逝于1959年，是我国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他像一个充满童心童趣的导游，带领我认识一种又
一种珍奇的植物。

《森林报》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春天;地面上的雪已经融
化了，而水还在冰下沉沉睡着，森林也在雪的覆盖下静静地
做着美梦，田野里的小兔子出生了，可是给他们喂食的不一
定是它们的妈妈，而真正的兔妈妈也许在喂别家的兔宝宝，
原来兔子家族有不成文的规矩;它们认为所有的兔宝宝都是自



己的孩子。

夏天到了，这个时候白天越来越长，在潮湿的草地上，越来
越多的花儿竟相开放，金凤花，立金花等等把草地染得金灿
灿的。森林里最大的巢是雕的，用粗树枝架在松树上，最小
的巢是黄头戴菊鸟的，只有拳头大小，因为 它自己的个头比
较小，最狡猾的住宅是田鼠的，像迷宫，有许多前门、后门、
紧急门。最艺术的住宅是卷叶象鼻虫的，这是一种带弯鼻子
的小甲虫，等叶子枯萎，就把叶子卷成小筒，再用唾液粘上，
很精致吧!最漂亮的房子属于反舌鸟的，最舒适的房子是长尾
巴山雀的，最奇怪的房子是银色 水蜘蛛的等等。

秋天，树叶一点点的改变颜色——变黄、变红、变褐，开始
枯萎，失去了碧绿的颜色。候鸟开始了它们的迁徙，不同的
鸟儿在不同的时间飞走，鸟儿大多会选择夜间飞行，因为这
样更安全 ，西伯利亚的猛禽实在太多了，总有一些倒霉的鸟
儿要被那些猛禽捉了当食物吃。

冬天，白雪把大地覆盖得严严实实，铺设冰板，钉上银钉，
冰封大地，黑夜越来越长。而许许多多的动物都在此时结束
了生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植物留下了种子，动物产下了
卵，生命是一个奇妙轮回的过程。

我在这里体验了春的.欢乐，夏的蓬勃，秋的多彩，冬的忧伤。
真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业。

《森林报》使我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了解大自然，更加熟
悉大自然，我越来越爱这神秘的大自然了!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九

最近我读了《森林报》让我懂得了森林里的飞禽走兽和昆虫
是怎样生活的。



这部书的作者是苏联著名科学家维·比安基的代表作，作者
擅长描写动植物的艺术才能，用轻快的笔调，采用报刊形式，
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有层次，有类别的把森林中的新闻，
森林中的愉快的节目和可悲的和事件，森林中的英雄和强盗，
将种植物的生活表现的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森林里的新闻并不比城里少，森林里也在进行着工作，也有
愉快的节目和可悲的事件，可是，这些事情，城市报纸上却
很少报道，所以谁也不知道这类森林新闻。

比方说，有谁看看见在严寒的冬季里，没有翅膀的小蚊虫从
土里钻出来，光着脚丫在雪地上乱跑，你在什么报上能看见
关于林中大汉骆驼打群架，候鸟大搬家。

所有这些新闻，在《森林报》上都可以看到。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

《森林报》是一份世界少年报，读了它，我仿佛走进了一个
原始大森林，在这里，我认识了会飞的鼯鼠，会喷花粉的矢
车菊，林中“杀手”猞猁，用鱼刺搭窝的翠鸟……在这里，
我和许多动物亲密接触，享受了无穷无尽的快乐。

春天来了，在小河里有一个小动物。它一身褐色，很像家鼠，
不过尾巴短许多，这是一只水老鼠！看来他把冬天准备的食
物吃完了，现在正在出来找食物呢！在河边的树上，有一种
奇怪的芽。它大大的，圆圆的，开的芽像小球。在放大镜下，
有一大堆小生物——扁虱，它身体很长，直着腰，蹬着腿，
抖着身子。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毁掉树芽，还会使果
子挂不上来。

夏姑娘也跑来了。池塘深水坑里有着一种神秘的生物——金
线虫。它像某种动物的棕红色的毛发，它更像一段钳子剪断
的金属丝。你把它放在一块石头上，用另一块石头砸它，它



却毫发无损。它的生活习性有点像寄生虫。它钻进“主人”
的身体里，但“主人”不被吃掉的话，它也活不成了，因为
它一定要有新“主人”。河边的沼泽地上长着一株可怕的会
食虫的花，它叫毛毡苔。它的叶子上有黏黏的露水，这是引
诱昆虫的武器，当小虫去吸时，就被黏住了，绒毛会动起来，
像手一样抓住小虫子，圆叶子合起来了，当圆叶子再次张开
时，留有的只是小虫干瘪的躯壳。

凉快的秋天来了。在森林里的槭树条上垂着成双成对的长有
翅膀的果实，果壳已经开裂了，需要秋风的帮助，把它们播
散出去。蓟草的长茎有干透了的花朵露出灰色绒毛，它枝顶
的花朵，像件褐色的小皮袄。山树菊枝头有毛茸茸的小球，
只等秋风刮起，球中的花絮好随风飘散。

冬天是寒冷的，但还是有从村子里跑出来的鼠群，因为它们
储存的食物不够了，但是要躲避天敌，天气寒冷，没有什么
供它们吃。所以，这支饥饿的老鼠大军向外开拨，但是它的
天敌在冬天里太少活动了，没有能力把老鼠彻底消灭。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一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叫做《森林报》的书。这本书分为四种，
分别是春、夏、秋和冬。书里描写了大自然里面的小动物是
怎样生活的。

书里的春天是写小动物们有的从冬眠中苏醒，有的从南方飞
回，开始建巢、夏天是写小动物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秋天是
写小动物们飞向南方、冬天是写小动物们冬眠。

这个故事描写到了普通报纸上没有的东西，所以说森林里面
的故事并不比城市的少。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二

《森林报》的里面有许多的有趣故事，它是按春、夏、秋、
冬的顺序写的，为我们描画了森林里一幅幅多彩的'画面。

“大地苏醒”这篇文章讲了春天的到来，鸟、兽都非常欢迎
春天的到来，小何解冻了，小动物们不用再冬眠了。小雀儿
从角落里飞了出来，扑腾着翅膀和我们一起唱歌，小云雀那
双乌溜溜的眼睛好像葡萄干。

“北方飞回来的鸟”这段文章讲了从北方飞回来的鸟有许许
多多，各式各样、五颜六色，比如：有红胸脯、红脑袋的朱
顶鹤;有烟灰色的太平鸟;还有金绿色的黄雀，以及鲜艳美丽
的灰雀。黄雀和朱顶鹤吃赤杨子和白桦子。太平鸟和灰雀吃
山梨和其他浆果。

“熊终于找到了过冬的地方”这段文章讲了一只熊冬天找窝
过冬的故事。人类三番两次的把熊的窝弄坏，它不得不再找
一个地方过冬。看看这棵树吧!夏天，大雕把干树枝和软草叼
到这里，铺成窝，孵出小鸟。这个窝后来被废弃在这里。冬
天，这头找不到安身之地的熊，受到了惊吓后赶到这里来。
在空中的窝里安心地睡了下来。

维·比安基的《森林报》使我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了解大
自然，让我明白了不去大自然中仔细观察、不断实践、善于
思考，就不会懂得这么丰富的知识。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三

《森林报》的里面有许多的有趣故事，它是按春、夏、秋、
冬的顺序写的，为我们描画了森林里一幅幅多彩的画面。

“大地苏醒”这篇文章讲了春天的到来，鸟、兽都非常欢迎
春天的到来，小何解冻了，小动物们不用再冬眠了。小雀儿



从角落里飞了出来，扑腾着翅膀和我们一起唱歌，小云雀那
双乌溜溜的眼睛好像葡萄干。

“北方飞回来的鸟”这段文章讲了从北方飞回来的鸟有许许
多多，各式各样、五颜六色，比如：有红胸脯、红脑袋的朱
顶鹤;有烟灰色的太平鸟 ;还有金绿色的黄雀，以及鲜艳美丽
的灰雀。黄雀和朱顶鹤吃赤杨子和白桦子。太平鸟和灰雀吃
山梨和其他浆果。

“熊终于找到了过冬的地方”这段文章讲了一只熊冬天找窝
过冬的故事。人类三番两次的把熊的窝弄坏，它不得不再找
一个地方过冬。看看这棵树吧!夏天，大雕把干树枝和软草叼
到这里，铺成窝，孵出小鸟。这个窝后来被废弃在这里。冬
天，这头找不到安身之地的熊，受到了惊吓后赶到这里来。
在空中的窝里安心地睡了下来。

维·比安基的《森林报》使我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了解大
自然，让我明白了不去大自然中仔细观察、不断实践、善于
思考，就不会懂得这么丰富的知识。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四

前段时间，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全集的《森林报》，我爱不释
手，如饥似渴，十分喜欢。

这本书是前苏联作家维·比安基的科普作品，主要向我们介
绍了苏联的动植物和猎人之间的有趣故事，为我们解答了许
许多多的科普问题，了解到了许多种动植物。用报刊的形式，
用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报道了发生在大森林的故事。是一部
关于大自然变化的百科全书。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不仅让我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像：黑琴鸡，白嘴鸦，云雀，荨麻峡蝶，黄粉蝶等，还让我
了解到了不同种类的植物，如：云杉，白桦，山杨等。让我



们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更好的了解美妙奇特的自然。让
那些没到过苏联的人了解苏联。这本书也给我解决了许多问
题。一次，我和爸爸出去。看见一颗漂亮的“松树”，我脱
口而出：“看！松树！”爸爸看看那棵树，突然哈哈大笑，
让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爸爸说：“这怎么可能是
松树呢？回家自己查资料！”我刚一回到家，立马翻开《森
林报》仔细地查找，突然看见一棵和我看到一样的树，我一
看，原来是云杉。《森林报》呀，你又让我增长了一次知识
大开眼界呀！而且作者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在写，甚
至都被评为“世界经典的十大科普名著之一”。对于我们这
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来说，大自然已经越来越陌生。《森
林报》恰恰刚好可以为我们打开这扇通向自然的大门，它向
我们展现出一幅景象万千、美妙无比的自然生活画卷，引领
我们走进自然、走向自然。而且《森林报》可说是世界上最
杰出的大自然文学家谱写的一部散发着松脂味和青草芳香味
儿的大自然之书，一部史无前例的森林史诗，一部生动优美
的自然百科全书。

《森林报》你比故事更有趣，比诗歌更优美，比童话更吸引
人。你是一本有趣有益的书，我喜欢你。你是我的良师益友。
《森林报》你是陪伴我走向自然的伴侣。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五

这个寒假，老师推荐我们读《森林报》这部科普小说。

《森林报》主要介绍各种动植物在不同的岁月、不同的环境
里发生的不同的改变。

《森林报》全书分春夏、秋冬两册。全书分12个月，每月一
期。每期都有许多有意思的文章，如：《第一颗蛋》、《最
先开放的花朵》等等。每一期都有一幅漂亮的配画、一
个“打靶场”，就是看看你能不能答出本期报纸中有答案的
问题。



不过，我还要佩服作者，苏联科普作家维·比安基，他能笔
调轻快、别出心裁地用报纸的方式写出科普小说。既避免了
我们这些儿童读之无味，又介绍给了我们儿童大自然的秘密。

总而言之，《森林报》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读的。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六

在《森林报》冬季篇里，12月、1月和2月分别被称为“银路
出现月”、“饥饿难熬月”和“忍受残冬月”。

在“冬之书”上，动物们的脚掌就是写字的工具、灰鼠的前
脚印像两个并排的小圆点，后脚印像小朋友的手掌、老
鼠“写字”时总是打“冒号”、鸟类的“笔迹”比较好辨认、
鼩鼱的脚印和老鼠很相似、獾的脚印很可怕、雷鸟在晚上总
是钻到雪底下休息、伶鼬在雪底下钻来钻去，一有食物就赶
紧钻出来、在严寒的冬季，吃上一顿饱餐对热血动物来说非
常重要，冷血动物却只需呼呼大睡、交嘴鸟和交嘴鸟的雏鸟
一点儿也不怕严寒和饥饿、2月，甲虫、蜗牛和蜘蛛等动物很
有可能冻死、青蛙甚至变脆了、蝙蝠的体温只有5°c多一点、
小熊在2月份出生了、河乌这种鸟儿喜欢冬泳。雪底下也会有
草地、款冬一点儿也不怕冷、繁缕在积雪下仍然能存活。猎
狼要带上小旗子，查看脚印尤为重要、冬天钓鲈鱼要用金属
假鱼、钓山鲶鱼要放好鱼饵，第二天早上提起棍子、猎熊时
非常危险，需要猎人很好地配合、用陷阱捕捉野兽时要注意
摆放位置、通过精致的捕兽器还能捉活的小野兽、捉狼时可
以设陷阱，也能用机关。

《森林报》的冬季篇充满了有趣的知识，让我最感到有趣的
是动物们的脚印，最新奇的`是用捕兽器捕小野兽，捕猞猁时
还要用松柏的叶汁将捕兽器煮一下，最惊险的就是猎人们冒
险猎熊的情景了。这本书趣味丛生，真是一位知识丰富的自
然老师啊！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七

在暑假阅读这本书，我发现森林是纷繁多彩、引人入胜的，
森林里到处都有惊喜和感动。所有的动植物都是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他们担负着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他们处在自然之
中，又是自然的一部分，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而训练、逃避
和猎杀。动物们要学习生活必备的本领，还要学会合作“谁
先发现了敌人，就得尖叫一声，警告大家，让大家赶紧四散
飞逃。要是有一只鸟遇到祸事，大家就一起飞起来，大吵大
叫，把敌人吓退。”

所有的动植物在与自然的搏斗之中成长或者消亡，他们既能
面对残酷的现实，又不忘享受生命的快乐。“两只小熊上了
岸，看来倒是洗完澡挺痛快似的：火盆似的天气，他们穿着
毛茸茸的厚皮大衣，正热得要命呢！在冷水里浸了那么一下，
他们凉快多了。”尽情地享受这份开心和惬意吧，生活之中
或许充满了磨难和竞争，但也充满了惊喜和快乐。

读《森小报》，也让我们体会到作者对于生命的尊重。“那
只熊娃娃是个又可笑、又可爱的小家伙。后来熊娃娃十分亲
热地依恋着这个小个子猎人。”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
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正因为如此，
森林里的人们在夏日里想方设法捕捉野禽，又在冬日里给苦
于觅食的禽鸟准备粮食；在秋日里捕捉肥美的鱼儿，又在冬
日里结着厚厚冰层的河面上敲上几个冰窟窿，防止鱼儿会集
体憋死。

让我们一起徜徉于森林之中，感受一切生命生长和奋斗的美，
也学会尊重生命、珍惜生命。

森林报的读书笔记篇十八

这几天我读了《森林报》它的作者是：维·比安基，他的顺



序是按春、夏、秋、冬，写的我觉得《钓钩永不落空》这篇
小故事挺有意思的。它教我，河面上的冰融化了，在钓鱼钩
挂上一条蚯蚓，就可以钓上一条山鲇鱼。它还教我，到了春
天还可以钓上鲑鱼，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钓上铜色的鲑
鱼。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他教我了许多大自然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