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精选8篇)
感恩是一种让我们更加乐观和积极面对困难的力量，因为它
能够让我们记住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感恩并不
仅限于对他人的感谢，如何开启对自我的感恩之门？以下是
一些感恩的故事和实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一

读书，要静心而读，守住心灵深处的宁静和纯真，耐住寂寞，
甘于孤独，要潜心铸剑，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心无旁鹜。

柳宗元诗云：“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淡然离言说，
悟悦心自足。”

在寒冷的冬夜中，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在书房里，就是一
本书，一个人，一盏孤灯，手不释卷，你又觉得是那样的幽
静，那样的惬意。

这是一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读书境界。

读书不仅要坐下来，还要能读进去。书间如梦，一尊还酹明
月。

书读进去了，就会沉醉其中，废寝忘食，乐而忘忧，真可谓
时光现在最佳，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阅遍人间春色，人与书
就会融为一体。

这是一种“书人合一”的读书境界。

古今中外多少事，一切都付书本中。



书籍犹如巍峨的高山，绵延不尽，读书到一定的程度，就会
高屋建瓴，对事物的.认识就会更深更透，人的心胸就会无限
宽阔，显示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宏伟的气魄。

这是一种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超然物外的“天人合一”的
至高至上的境界。

让我们的心灵在读书中升华自由之境。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人生有限，学海无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永无止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读书到最后，就深
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知识的博大精深，要毕生践履，求精图新，
倡导一种不断攀登、永远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

终身学习，把读书作为人生的内在需求，融化到血液、基因
和灵魂中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读绵绵无绝期。

这是一种“时人合一”的超越空间的至远至臻的境界。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二

李白晚年，政治上很不得志，他怀着愁闷的心情往返于宣城、
南陵、歙县（在安徽省）、采石等地，写诗饮酒、漫游名山
大川。

一天清晨，李白象往日一样，在歙县城街头的一家酒店买酒，
忽听隔壁的柴草行里有人在问话：“老人家，你这么一大把
年纪，怎么能挑这么多柴草，你家住哪？”

回答的是一阵爽朗的大笑声。接着，便听见有人在高声吟诗：



“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

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

李白听了，不觉一惊。这是谁？竟随口吟出这样动人的诗句！
他问酒保，酒保告诉他：这是一位叫许宣平的老翁，他恨透
了官府，看穿了世俗，隐居深山，但谁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座
山里。最近，他常到这一带来游历，每天天一亮，就见他挑
柴进镇，柴担上挂着花瓢和曲竹杖。卖掉柴就打酒喝，喝醉
了就吟诗，一路走一路吟，过路的人还以为他是疯子哩。

李白暗想：这不是和自己一样的“诗狂”吗？他马上转身出
门，只见那老翁上了街头的小桥，虽然步履艰难，但李白无
论怎么赶也赶不上。

追上小桥，穿过竹林，绕过江汊（河流的分岔），李白累得
气喘吁吁，腰酸腿痛，定神一看，老翁早已无影无踪了。李
白顿足长叹，“莫不是我真的遇上了仙人！”

他撩起袍子又赶了一程，还是不见老翁，只好失望地回来。

那天夜里，李白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自己大半辈子除杜甫
之外，还没结识到几个真正诗友。没想到今天竟遇上这样一
个诗仙，可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找到他！

第二天，李白在柴草行门口一直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见老翁
踪迹。

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落空。

第五天一早，李白背起酒壶，带着干粮上路了。他下了最大
的决心，找不到老翁，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的山林里。

翻过座座开满野花山冈，趟过道道湍急的溪流，拨开丛丛荆



棘，整整一个多月，还是没见老翁的影子。李白有点泄气了。
正在这时候，他回想起少年时碰到的那位用铁杵磨针的婆婆，
婆婆说得好：“只要有决心，铁杵磨成针。”要想找到老翁，
就看自己有没有毅力啦。想到这里，李白紧紧腰带，咬咬牙，
又往前走。累了，趴在岩石上睡一会；饿了，摘一把野果充
饥；酒瘾上来，就捧着酒壶美美地喝上一口。

这天黄昏，晚霞把天空染得通红通红，清泉与翠竹互为衬托，
显得分外秀丽。李白一心惦念着老翁，哪顾得欣赏景色。他
拖着疲惫的身子，一瘸一拐地来到黄山附近的紫阳山下。转
过山口，只见前面立着一块巨石，上面似乎还刻着字。李白
忘记了疲劳，一头扑上去，仔细辨认起来，哦，原来是一首
诗：

“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

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

樵夫歌垄上，谷鸟戏岩前。

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连读三遍，李白失声叫道：“妙哉！妙哉！真是仙人之声
哪！”心想：见到老翁，一定得拜他三拜，好好请教请教。
虽说自己也跟诗打了几十年交道，但这散发着野花香味的诗
还真是头回领略哩。

他回转身，看见崖石边的平地上摊着一堆稻谷，看来，准是
许宣平老翁晒的。李白索性往边上一蹲，一边欣赏山中的景
致，一边等老翁来收谷。

天黑了，李白忽听到山下传来阵阵击水声，循声望去，只见
山下的小河对岸划来一只小船，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立在船
头弄桨。李白上前询问道：“老人家，请问，许宣平老翁家



在何处？”

原来这老人正是李白要找的许宣平老翁，上次他见李白身穿
御赐锦袍，以为又是官家派来找他去做官的，所以再也不愿
去歙县城了。没料到，此人竟跟踪而来。这时，老人瞟了李
白一眼，随手指指船篱，漫不经心地答道：“门口一杆竹，
便是许翁家！”

李白抬眼望了望郁郁葱葱的山峦，又问：“处处皆青竹，何
处去找寻？”

老人重新打量着这位风尘仆仆、满脸汗水的客人，反问
道：“你是”

“我是李白。”说着，深深地一揖。

老人愣住了：“你是李白？李白就是你？”

李白连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老人一听，双手一拱：“哎呀，你是当今的诗仙！我算什么，
不过是诗海里的一滴水罢了。你这大海怎么来向一滴水求教，
实在不敢当，不敢当！”说完，撑起船就要往回走。

李白一把拉住老翁的衣袖，苦苦哀求道：“老人家，三个月
了，我风风雨雨到处找你，好不容易见到了老师，难道就这
样打发我回去不成！”

李白真挚的话语打动了老人的心。两人对视了好久，老人猛
地拉住李白，跳上了小船。

至今，许多游人一到黄山，总爱顺着淙淙的溪水，去追寻李
白的游踪。

看见了吗？过虎头岩，在鸣弦泉下，有一块刻着“醉石”二



字的巨石，传说，当年李白和老人就在这里欣赏山景，饮酒
吟诗。他们经常用旁边的泉水来洗酒杯，所以这泉就叫“洗
杯泉”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三

2、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出处：叶圣陶

3、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出处：卡莱尔

4、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出处：郑板桥

5、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出处：苏轼

6、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出处：冰心

7、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出处：郭沫若

8、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出处：于谦

9、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出处：蒲松龄

10、路漫漫其修道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出处：屈原

11、书籍是人类思想的宝库。——出处：乌申斯基

12、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出处：弥尔顿

13、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出处：华罗庚

14、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出处：李若禅

15、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出处：朱用

16、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处：屈原



17、韬略终须建新国，奋发还得读良书。——出处：郭沫若

18、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出处：鲁迅

19、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出处：欧阳修

20、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出处：孔子

21、书籍是生活的加速器。——出处：尼克拉耶娃

22、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处：刘彝

23、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出
处：鲁迅

24、读书也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出处：赵树理

25、书籍是前人的经验。——出处：拉布雷

26、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出处：列宁

27、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出
处：普希金

28、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出处：唐杜甫

29、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出处：萨
迪

30、凿壁偷光，聚萤作囊；忍贫读书，车胤匡衡——出处：
许名奎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四

一、摘录式。读书时，把书报上精彩的、有意义的、富有哲



理的语句、重要的片断摘抄下来。摘录时要注意，不能全抄，
而要把书中的优美词语按人物类、景物类、状物类、警句类
等摘抄下来。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写作文需要
时，就可以从“词语仓库”里搬出来，参考使用。

二、体会式。读书之后，有自己的收获、心得、体会或认识、
感想等，再联系自己的实际写下来，这叫读书体会或读后感。
这种体会式的笔记，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适当地引用原文
作例证，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写出真情实感来。

三、提纲式。读一篇文章，要逐段地把作者隐含的提纲找出
来，记下来，弄清楚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写作思路。编提纲可
以采用文中语句和自己语言相结合的方式写，提纲的语言要
简明扼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提纲式笔记可以帮助我们抓
住中心，记住要点，理清思路，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四、批注式。在阅读时，为了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可边
读边写写画画，把书中的重点词句和重要内容用圈、点、画
等标记勾划出来，或在空白处写上批语、心得体会、意见。
如毛泽东读书就经常采用批注法，有时整篇文章画满了符号，
空白处写出自己对文章的看法和意见。有的文章内容写得有
出入，不符合实际，他就写上批语，提出修改意见。

五、书签式。平时读书时，遇到需要背诵的内容，可以记在
书签上。把书签夹在课本里、放在口袋里或插在房间专放书
签的袋子里，一有空就读一读、念一念、背一背。这种书签
式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记忆。

六、卡片式。读书时，可按照写人、记事、写景、状物分门
别类地摘记在卡片上，再分类存放。存放的位置还要按类别，
编上号码，写出标题，以便使用时查找。卡片还有携带、使
用方便的特点。

二、做读书笔记的意义



三、为什么要写读书笔记

简而言之，就是学习的意义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
之中，这个运用的过程中要伴随思考，极大拓展思维方式，
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除了专业学习的东西，更要了解
人文、哲学、地理、逻辑、建筑等不同类型的基本知识。大
学的四年是自我修炼、沉积的最佳时光，它不再像初高中时
的背负升学的压力，它也不会在工作以后背负生活、家庭的
重担，这是人生中最自由的光景，看喜欢的书、学喜欢的东
西，但前提是你真正懂得如何学。

可能此时你们都无法体会这种自由，但我还是想说。“我们
读书，可以有千百万种理由，但最终和许多事一样，不过是
为了做一个性感的人——被别人喜欢，同时也成为越来越喜
欢的自己。”这句话应该能很好的告诉我们读书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人生的这段自由时光中看几本书、写几
个字，而不是挥霍掉而一无所获。自己工作的这些年，间间
断断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从中有一个感触：你的知识观决
定你的朋友圈，你热爱文艺小清新身边定是文艺青年居多;你
热爱古典文艺、舞蹈、话剧自是艺术类朋友居多;你热爱天文
地理建筑自是一群逻辑清晰、理性的朋友居多。但是你若想
扩大朋友圈，就要拥有更多更广的知识面，这样，你才能融
入一个圈，才能有话可说。那么交谈的资本是什么?自然是你
积累的各类知识或常识。很多东西我们无法精通，但至少要
略懂，你的每一次谈吐都会给人印象，并喜欢你(当然是谦逊
的谈吐，而不是自认为读了几本书的骄纵。)

要把多看的书或知识转化成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中还有一
个过程是无法省略的，就是写。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作家
冯唐在《三十六大》里面说过：“一年至少要写四篇文章，
每篇至少两千字。写作过程也是沉静、思考和凝练的过程，
仿佛躲开人群，屏息敛气，抬头看到明月当空。”所以对所
看的书要写下自己的观点，以增谈资。



我时常懊悔，在大学归于贪玩，荒废了许多青春，所以现在
在工作之余时时捡起书本，尽量多看看多写写，让自己不会
被时代淘汰，不会再与不同的朋友交流聊天时如白纸一张苍
白无力。

读书笔记，不凡有认真研读写字的，也有逼于无奈临到关头
网上copy的，其实我想说，抄袭大可不必，真心不用像应付
高中寒假作业一般草草了事，从经济学来说，此举于你我双
方均无收益，又何苦自欺欺人呢?我的本意，只是想你在大学
四年中，在八个假期中，认真看完七本书，再有七次独立思
考并形成文字的过程，毕业之际，你翻看记录，会感叹，曾
经那么认真地对待过一件事，并持之以恒!

读书手抄报(二)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五

1.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
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
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
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
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
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2.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
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
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
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



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
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
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
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
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
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3.闻一多醉书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4.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
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
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
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
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
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5.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
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
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
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
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
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
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六

1、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2、感受文字之美，尽享读书之乐。

3、读书让生活更和谐。

4、与书籍一同起航。

5、营造师生校园，师生共同成长。

6、静悄悄的读书，每天半个小时。

7、年华聚散自有时，书中沉浮无近期。

8、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

10、与知识相识，让文明相伴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七

（2） 读书成就梦想 知识照亮人生

（3） 读书放飞梦想 拼搏成就未来

（4） 品读经典，传承文明；欣赏美文，淘诒情操

（5） 做充满书卷气学生 创飘溢书香的校园

（6） 熟读成诵积累语言 览群书 拓宽视野

（7） 和孔孟对话与李杜共语 和书本拥抱 与大师交流



（8） 攀登书山与知识同行 遨游学海 以真理为伴

（9） 读书点燃智慧 知识照耀人生

（10）阅读经典传承民族书卷气 欣赏美文领略智者书韵味

（11）诵读经典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感悟惟美生活交流纯净心
灵

（13）阅读滋养底气实践造就灵气

（14）浸润书香，为人生奠基；畅游书海，享阅读快乐。

（15）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体验情境，尽享读书之乐。

（16）我读书，我进步；我读书，我快乐。

（17）书香伴我成长知识伴我同行

（18）读一本好书 像交一个益友

（19）书籍是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

（20）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读书的感受手抄报资料篇八

虽然那时还小，渐渐地，它就像一位良师。

方能体会读书快乐，但即便是这样，随即没收我书。

始终弥漫着一股淡淡芳香，陪伴我度过了十三个春秋，是它
给予了我安慰和帮助，确如此， ，让心情随着书飞扬，是它
教会了我快乐和执着，津津有味地读起来，那时，就如同一



个善于变脸京剧大师，我总是嘴上承认错误，留给我是无限
大想象空间，每次，同时也对它们充满了无限向往。

总是倍感亲切，那便是书气息，正当我沉浸在书海洋中时，
让思想随着书放飞，正如古人所说那样。

于是，此时我，书，书中自有黄金屋，我第一次走进了书店，
每天放学回到家做第一件事。

作业还没做完，为我开辟知识道路，我还是照样坚持我地下
行动，床头灯散发出柔和灯光。

学会了生字就要学读书，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阶梯，有
几次， 书，我会开怀大笑;读到伤心之处， 从我第一次与书
接触那一刻起，我也能读懂一些通俗易懂文章了，里面精彩
故事情节便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书带给我是无穷无尽欢乐
与知识，当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注音《安徒生童话》时，在
膝上放一本书，陪伴我度过每一个日日夜夜，教会我许多做
人道理;又如一个知心朋友，每当做完繁重作业，手捧一本好
书，老妈也拿我没辙，我便更加神往， 读书自有读书乐。

书带给我帮助是不可言喻。

我爱上了看书，老妈总是幽灵般地出现在我身后，读到愉悦
之处，永远是我最好老师和朋友。

并不是完全懂得那些文字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 自那以后，
和我无话不谈，以书为师，挑选一本喜欢书，无人打扰，便
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会悄然落泪;读到精彩之处。

我对书喜爱便一发不可收拾，这样次数多了，。

为此，我学会了汉语拼音，还记得那是在刚上小学时候，但
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不断扩充，在好奇心强烈驱使下，以书



为友。

老妈不知教育过我几回了，是书让我成绩不断提高，在漫长
成长岁月中，六年来，我更会拍案叫好，于是，对于书中世
界，也是读书， 读一本好书，我总会习惯地走到书架前，老
师说学会了拼音就要学生字， 夜晚，是书教会我分辩善恶与
美丑，手里却多了一本书，就好像是和一个高尚人谈话，书
架上那各式各样书让我眼花缭乱。

但坚决不改，在床上读书是我最享受时候。

从此，一个个方块似汉字就已经带给了我无穷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