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森林报心得体会(实用11篇)
军训心得是军人素质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我们在军训过程
中所形成的态度、观念和态度。通过阅读这些军训心得范文，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军训心得。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是3。21时间森林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看了一本
书——《森林报》，是维·比安基的著作。

维·比安基，生于1894年，逝于1959年，俄-国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森林报》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作者采用报刊的形
式，以春夏秋冬十二个月为序，向我们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发
生在森林里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

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所有的动植物都是有感情的，爱憎分
明，它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静谧中充满了杀机，追逐中包含
着温情，每只小动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环，无时无刻不在为
生存而逃避和猎杀，正是在这永不停息的逃避和猎杀中，森
林的秩序才得到真正有效的维护，生态的平衡才得以维持。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当作俯视一切的自然秩序之上者，
那么阅读中一定会失去很多感动与震撼的心灵体验，甚至被
书中的小动物们骂成“无情的两足无毛冷血动物”。

……突然从草丛里飞出几只野鸭，其中就有那只白野鸭。我
举起枪就朝它放。但是在开枪的一刹那，百液压被一只灰野
鸭挡住了。灰野鸭被我的散弹打伤，掉了下来。白野鸭却和
别的野鸭一起逃走了。

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过，那年夏天，这只白野鸭我在湖中
心和水湾里还看见过好几次。它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
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那么，猎人的散弹当然会打在普通



灰鸭身上，白野鸭却完好无恙地在它们的保护下飞走了。

反正我始终也没打着它。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灰野鸭当然不能未卜先知。更不可能
在枪响的那一刻真的去用自己的身体替同伴挡子弹，但“它
总是由极致灰野鸭陪伴着，好像它们在护送它似的。”无论
这种护送行为的出现是野鸭们的自然本能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和感叹。书中像这样
用平静的文字描写出的牵人情肠的场面比比皆是，令你长吁
短叹、心潮起伏。

而这只是整个采伐地战争的开始，更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
森林里也不全是拼搏厮杀，更多的是自然的生老病死，更多
的是舞蹈与歌声，更多的是令你眼界大开的丰富知识。

读完《森林报》这本书我真的受益匪浅，同时我也推荐大家
有空也看看这本书。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二

近日，本人阅读了《森林报》这份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主
办、广受欢迎的报刊。阅读期间，深切感受到这份报纸所传
递出来的信息价值，也领悟到了作为一名公民或从事相关工
作的人，我们所需要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
面谈谈我对《森林报》的心得体会。

一、关注森林环保，凸显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

《森林报》以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为主轴，始终围绕环保的
重要性发出呼吁。它让我们深切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密
联系。正如文章所揭示的，“森林是全球生态系统的肺脏，
是地球上最大、最重要的碳汇。”。可见，森林环境的保护
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的，使生态的平衡持续发展成为人



们所追求的目标。同时，我们也需要防止乱砍滥伐和违法占
地建设等破坏环境的行为，以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为公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二、提高森林意识，弘扬绿色文明

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绿
色发展的理念，从而催生了越来越多对于森林环境的保护和
发展。《森林报》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它时刻鞭策着我们
提高森林意识，弘扬绿色文明的精神，让我们认识到绿色生
活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对于森林资源的开发，要让其有计
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
重环保和生态利益。只有保护好森林，才有可能达成可持续
性发展。

三、推动林业产业发展，营造绿色生态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求，林业产业不断地受到重
视。《森林报》在其报道中，不仅是关注森林的保护，同时
也向我们介绍了林业的现状、对于林业产业发展的思考和建
议、以及林业的节约利用等问题。通过这些相关内容的报道
传递，可以看出，林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
且需要把它的优势发扬到极致，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
的“三位一体”效应。因此，推动林业产业发展、营造绿色
生态环境，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

四、加强环境管理，筑牢大气环保的堤防

随着环境问题的异常复杂，环保工作也愈发重要。我们必须
要保卫好我们的环境，从多方位和多层次加强环境管理，为
传承给后代的环境保留更多的希望。要做到这一点，大气环
保也是不能忽略的一环。我们要严把大气环保的监管和控制，
遏制污染物的生成和传播，以营造一个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
生态环境。《森林报》的文章有力地表现出让公众认识到大



气环保的重要作用，提醒我们良好的空气质量对于人们的身
心健康和生存的重要意义。政府、企业和个人要秉承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推动绿色发展，把大气环
保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共同筑牢大气环保的堤防。

五、引导公众发现美好，倡导文化生活的提升

文化早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森林报》也
赋予了文学和批评性思想更高的重视，开展了不少有价值的
文化活动。通过文化的包容性，文学的表现力和丰富性，可
以引导公众发现美好的一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事业的
推动中来。同时，还可以通过欣赏文化艺术，提高公民的审
美素养，让其倡导文化生活的提升，从而更有意识地参与到
文艺、体育、科技、教育和志愿服务工作之中，让整个社会
变得更加美好。《森林报》充分展现这一点，为我们提供的
不仅是优秀的文化内容，还有推动文化发展的倡导平台。

总之，通过阅读《森林报》所传达的信息，我深刻地认识到
了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加强化了我们的
环保意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环保意识会越来越深入
人心，带动我们共同协作，筑牢美好生态的坚实支撑。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三

文学大师欧·亨利曾说过：“每一行业都有自己的杂志，而
在美国，森林业的最佳刊物就是《森林报》。”作为一枚大
学森林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我深深地被这句话所影响。在
我接触《森林报》这份杂志后，我对森林相关知识有了更深
入的探索，也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第二段：杂志简介

《森林报》是美国森林管理局（USFS）成立后创办的森林资源
管理杂志。杂志内分布着丰富的森林资源管理知识和前沿研



究成果，旨在推动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资源管理的发展。
《森林报》内容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实用性，也为森林行业
人士提供了一个经验交流的平台。

第三段：杂志特点

能够成为美国最好的森林资源管理杂志，离不开《森林报》
独有的特点。首先是针对性强。该杂志针对的是美国国内的
森林资源管理问题，涉及面广，同时也不失深入。其次是实
用性强。《森林报》涵盖了从管理技巧、政策制定到科研成
果和经典案例等多个方面，其内容涉及的细节恰恰是森林行
业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再者，是的版式设计，美观大气，阅
读体验一流。

第四段：对个人的启示

阅读《森林报》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森林资源管理知识，也
能够启示个人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日常读报的过
程中，我能够获得最新、最实用的工具和方法，以及针对各
行各业具体问题的解决策略。同时，在信息和思想交流的过
程中，阅读《森林报》也让我了解到了美国森林行业的前沿
动态和发展趋势。

第五段：总结

作为一份充满实用性的森林资源管理杂志，《森林报》不仅
是森林行业从业者的必备工具，也能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全
面、深入的关于森林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的知识。让我们一
起加入《森林报》的阅读行列，不断探索森林行业的奥秘，
为人类社会的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四

《森林报》本来是分为《春》、《夏》、《秋》、《冬》四



本写成的，而我买的是合订本，这样我读起来就更方便了。
《森林报》让我了解了五彩缤纷、神秘莫测的的森林世界。

森林的每一年好像都差不了多少，是由四季 周而复始地循环
着，但它的每个季节又有着不同之处。

春天 分为三部分：冬眠苏醒月，候鸟返乡月和欢歌乐舞月。

冬眠苏醒月。作者所观察的森林是从每年的3月开始的。一股
股雪水在冰下面聚集着;最强壮的第一批白嘴鸦打开了春天的
大门;白兔子、白鹌鹑开始脱掉了厚厚的冬装，换上了彩色的
新衣。

候鸟返乡月。鸟儿一群又一群从越冬地返回故乡了;柳树那轻
轻的腰肢、满头的柳絮随着微风轻轻摆动，看着就让人心旷
神怡;土堆上的积雪融化了，蚂蚁在做了一冬季长梦之后，变
得毫无生气，慢慢爬出来，黑糊糊地团在一起，躺在窝上面
暖着身子。

欢歌乐舞月。那些勤劳的长着金黄色翅膀的蜜蜂集体飞过来
了;地上的琴鸟，水中的野鸭，树上的啄木鸟，都在森林的上
空飞翔、歌唱、嬉戏和舞蹈;有清脆的声音、婉转的嗓音的燕
雀、莺和鸢鸟也加入了交响乐团;而甲虫和蚱蜢则拉起了提琴，
奏出了嗄吱嗄吱的乐曲;啄木鸟们敲起了鼓励;黄鸟和身材小
巧的白眉鸢，则细声细气地吹起笛子。

而让我热的很不舒服的夏天 ，却是生活 在森林里的动物们
工作最繁忙的时候：辛勤筑巢月，小鸟出世月，成群结队月。

辛勤筑巢月。森林里忙着搞起了安居工程。过了夏至这天，
所有的飞禽走兽都已经建好了自己房子，准备产生自己的小
宝宝或孵化小鸟了。它们的房子有的在树上，有的在地面上
或地底下，也有的在水里，建造的样式、所用的材料也各不
相同。还有些懒虫，自己不建房子，就像杜鹃，它把蛋下在



别的小鸟的房子里，让其它小鸟孵化小杜鹃。

小鸟出世月。7月的盛夏不知疲倦的指挥着一切。它吩咐稞麦
鞠躬，命令燕麦穿长衫，脱掉荞麦的衬衣。绿色植物通过吸
收自己生长，现在已经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洋了;鸟儿开始沉默
了，因为它们没时间唱歌了，鸟巢中没长毛，混身光溜溜的，
连眼睛也没有睁开的小鸟们，下需要父母长时间的照顾。

成群结队月。小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飞到训练场，在各自长
辈的带领下学习动作、阵形以及注意事项。鸟群里面有一条
法律：行为举止都要模仿年纪大的鸟类。当猫头鹰扇动着宽
大的翅膀，亮出尖锐的利爪扑来时，不同各类的鸟儿不停地
尖叫、吵闹，一大群勇敢、强壮的森林老鸦，听到叫声，飞
过来了，也加入到了反击的行列。

人们最忙的秋天 ，动物们要稍微舒服一些：候鸟告别月，粮
食储备月，还有冬客来访月。

候鸟告别月。时间进入了9月，乌云密布，狂风怒吼，树叶开
始枯萎，食物越来越难找到了，候鸟像返乡月那样，大批绵
鸟儿又开始了迁徙——不过这一回是从北方往南方迁徙，到
那气候温暖的地方。

粮食储备月。水中的鱼儿、青蛙们游到深坑里;在陆地上的那
些冷血动物都被冻僵了;野兽们穿上了更加暖和的皮大衣;那
些忍受不了饥饿的鸟儿，都扇动着翅膀飞往南方温暖的地方
去了，留下来的都在急急忙忙准备着过冬的粮食，填满了自
己的仓库。

冬客来访月。我们还没来得及送走所有的夏鸟，就已经悄悄
迎来了第一批来这里过冬的客人，它们是从更遥远的北方飞
来的，有朱顶雀、太平鸟、松雀、小灰雀等。

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玩雪的冬天 ，可小动物们没那



么幸福 了：小路初白月，极度饥饿月和空腹盼春月，然后又
从头开始。

小路初白月。凝水成冰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连汹涌的河流都
被冰冻了起来。大地和森林披上了雪被，有谁要是从这里经
过，一定会留下它的签名：“某某到些一游。”

极度饥饿月。如果食物丰富，那冬天绝对不可怕。可是大雪
覆盖冬天里食物在哪里呢?到哪里去找啊?然而各种动物都高
招，总能想出办法不让自己饿死，永远延续着物种的存在。

森林报的作者维·比安基，他被斯拉德科夫亲切的称为发现
森林的第一人，也是森林哑语的翻译者。他生动地讲述了森
林里的四季轮回。

这本好看的书让我走进了那个令人向往的，神秘的，令人听
后瑟瑟发抖的，奇妙的，我们并不了解的······有许
多词可以用的森林里。看见了有兔子宝宝就喂奶的母兔子，
乌鸦妈妈不能离开自己正在孵化的蛋被迫出去找吃的乌鸦爸
爸，第一批出现在眼前的蝴蝶，新出生的没长毛的小猪崽。

看了这些我自己也产生了遐想，从屋檐上滴到刚打好的喜鹊
窝里的雪水，被融化了的雪带到小河里不知所措的小鸡崽，
刚换了新装心急的窜出地面的草芽，刚破卵而出的鱼在水里
面游还觉得不算舒服，又跳出水面，扬起一串水花，然后消
失在水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大雁们排成人字从头顶飞过。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那么的令人难忘。

我太喜欢 这本让我如痴如醉的自然科学 书：《森林报》了，
因为是它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森林。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五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似乎越来越远离大自然，忽略了我



们的生存环境——森林。然而，我们与森林的联系却从未中
断。曾经，森林是我们的栖息之地，提供居住和食物，如今
森林的重要性更在于人类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
这篇文章中，我想谈谈我对于《森林报》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森林报》的整体印象

《森林报》是一本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主管，由中国森林
学会主办的中文专业学术期刊。该杂志主要关注于林业领域
的研究与开发，内容包括森林资源、生态保护与治理、森林
培育与经营等诸多方面。在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
《森林报》是一本重视研究，注重实践的专业期刊，它不仅
涉及技术领域，也凸显着人文关怀的价值。

第三段：对于具体文章的想法

在《森林报》中，我看到了一些让我深入思考的文章，例如
笔者周立波等人发表的《市场力量治理下的森林生态共建股
权机制研究》。文章探讨了如何借助市场力量和技术手段，
治理我国森林生态问题，并从资金、管理模式、法律保障等
多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深入的思考和有价值的倡
议，促使我意识到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务实地看待问题，在
基于科学研究和实践证明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森
林生态问题。

第四段：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思考

阅读《森林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森林环境的认识，
也可以拓展我们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理解。例如，在一篇名为
《线虫生物学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的应用》的文章中，笔
者谈到使用线虫这一小型生物来防治林业有害生物。这个方
法虽然有局限性，但成功案例表明这种方法具有实用性，也
展示了生物学在林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这种交叉思考，有助
于启示我们更多跨学科的思维模式，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发挥



不同领域的知识。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森林报》为我们展示了森林环境面临的种种挑
战，也启示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
要将科学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行
可持续的林业开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关注
人文价值，并重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阅读《森林报》，不
仅可以增长专业知识，更可以让我们更加关心和了解自然环
境，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六

森林报，是由上海市林业局主管、上海林业科技协会主办的
一份以宣传森林保护、普及森林知识为主的报纸。在我接触
和读了这份报纸之后，我深刻认识到了森林对于人类的重要
性以及森林保护的紧迫性。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希望对各
位能够有所帮助。

第一段：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在我们平日生活中，并不会特别关注到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森林资源却是人类的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森林
不仅能够提供清新的空气和新鲜水源，也能够防治水土流失，
减缓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平衡等等。而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
危机，森林的保护也成为了人们最为紧迫的任务。

第二段：森林保护的重要性

森林是地球上的肺脏，而且是被砍伐和破坏最为严重的生态
系统之一。森林保护不仅能够维持环境的平衡，也是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能够为人类提供足够的木材资源
和药用植物等物资，这也意味着，破坏森林不仅会带来环境



恶化的后果，也会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三段：学习森林知识

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森林、更好地利用森林资源呢？那就需
要学习更多有关森林的知识。森林报通过专门的森林栏目，
向读者介绍了很多有关森林的知识和信息，如如何认识和了
解森林、如何科学地保护森林、如何利用森林资源等等。这
些有关森林的信息和知识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森林，
为森林保护和利用提供更多的方法和思路。

第四段：参与到森林保护中

学习森林知识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行动起来，积极参
与到森林保护中。从小事情上入手，如从日常生活中减少浪
费，节约用水，避免乱扔垃圾等等，再到从大事情上入手，
如支持环保组织、参加爱护森林活动等等，都是为了能够更
好地保护森林，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第五段：对于森林保护的感想

通过接触森林报，我对于森林保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
们应该保护森林，尊重自然，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创造出更
加美好的生活条件。唯有如此，才能让人类在一个更加绿色
的欣欣向荣的环境中生存、工作和发展。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七

我读过许许多多的好书，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森林报》。

《森林报》是前苏联的作家维比安。基写的，他采用新闻报
导的形式来记录森林中的12个月发生的趣事。而我最喜欢看
的就是《森林报》里面的一篇文章——《兔子的阴谋》。一
只灰兔跑进了果园里，偷吃果树根，谁知离开时在雪地上留



下了清晰的脚印。聪明的兔子为了不被发现，而设下了一个
圈套，使别人分辨不出来，最终逃过了园主人的追踪，真是
一只聪明的兔子啊！（使用感叹句加强语气，对兔子的特性
进行概括）

我看了《兔子的阴谋》后，不禁想起了我和我的朋友——一
只小白兔的故事。这只白兔名叫“雪球”，因为它刚来时就
身穿了一皮白大衣，尾巴像一颗小雪球似的，十分可爱，因
此我们全家人都叫它“雪球”。它和灰兔一样，也有着一个
聪明的脑袋。（只需要加上这么一句，就能使书中的例子和
生活的例子联系更加紧密。）

记得那天，我因学习太忙而忘记给雪球喂菜了。雪球自己饿
了，竟然就跑到厨房里，把妈妈准备来炒菜的两根小黄瓜给
偷吃了，而且还把塑料袋神不知鬼不觉地扔在垃圾桶里，然
后跟没事人一样悠闲的窝在沙发上。

妈妈回家后，发现黄瓜不见了，到处也找不到时，我猛然想起
《森林报》中的那只狡猾的灰兔子，于是，我把目光转向雪
球……果然，在雪球的嘴角发现蛛丝马迹，我不禁叹了一声：
雪球啊雪球，你可真聪明，和《森林报》的那只灰兔有得一
拼！（此部分将语句稍微修改，虽然表达同样的意思，却能
把兔子的狡猾神态和“我”的惊叹写得更加生动。同时，又
进一步加强书与生活两个例子之间的联系。）

啊！《森林报》这本书真好看，你快去看看吧！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八

作为一本专注于环境保护的报纸，《森林报》的内容深入浅
出，涉及到了许多幅面，主要围绕着让我们追随绿色发展理
念，落实环保行动，积极实践节能减排等方向进行。作为一
名环保爱好者，我从《森林报》学习到了很多，下面我将就
此分享我对《森林报》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作为一名环保爱好者，《森林报》让我了解到了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

自从我们接触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环境对于每个人都是
非常重要的。正如《森林报》所讲，生态环境越来越差，我
们应该为保护它做出积极的努力。从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
到，环境与生命息息相关，保护环境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环境保护，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
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出发，谨慎对待我们的家园。

第二段：《森林报》告诉我，环保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文章中的许多实例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环保绝非一朝一夕
之功，无论是在制度方面，还是在个人行为方面，都需要长
期不懈地努力。例如，在国家层面，需要加强环保法律的完
善和制定，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体制；在个人行为方面，需
要将环保理念贯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做到诸如节
水等小事。环保的实践包括各种各样的方面，需要我们定期
检查、以科学和生态的方式进行。

第三段：《森林报》教我了如何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建设绿色家园是我们作为环保者最基本的义务。要实现这个
目标需要从很多方面入手，比如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对于
能源和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及对于森林和生态环境的保持等
等。在《森林报》这样的专业环保报纸上，我们学到很多专
业的知识，了解如何减少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破坏，以及如
何走绿色、可持续的道路。

第四段：通过《森林报》，我认识了更多的环保理念和实践。

在阅读《森林报》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环保绝非是一
种高深的学问，也不是一种冷门的话题，而是与每个人息息
相关的问题。《森林报》不仅常会报道令人深省的环境问题，



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值得效仿的经验和做法。例如，有许多专
家学者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来做环保，还有很多志愿者
通过亲力亲为，带领大家积极参与环保行动，这些实实在在
的案例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环保知识。

第五段：《森林报》唤醒了我的环保意识，促使我更积极地
为环保事业做贡献。

《森林报》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它为我们展示了环保的
重要性，以及环保运动的范围和形式。在阅读《森林报》的
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环境保护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
深深地感受到了环保精神的真谛：坚定地支持环保事业，以
行动诠释我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承诺，为我们的地球增添一分
一秒美好的时间。同时，我会更多地参加志愿活动，积极参
与到环保行动中去，与大众共同为建设绿色、可持续的家园
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森林报》是一份旨在保护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高
品质环保报纸，通过它，我学到了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知识，
加深了对环保的认识，并成为了一个更有环保意识和责任心
的人。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环境保护，从身边的小事开始，
让绿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题，确保我们的家园一直光彩照
人！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九

在这个寒假里，我有幸读到了《森林报。春》这本书。读了
这本书让我深受感触之外还让我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奥
秘。

《森林报。春》其实不是一份报纸而是一本书，它是苏联著
名的科普作家维。比安基的代表作。这本书采用了报刊的形
式分十二个月报道了森林中各种有趣的事情。



在《森林报。春》中我最喜爱的一篇文章是《鸟类搬家》，
文章主要写了：一个猎人去森林中狩猎，这时，这个时间段
正适合鸟类搬家，他站在一棵小云杉旁，倾听者鸟儿的叫声。
太阳下山了，鸟儿停止了歌唱，再仔细听还有一种鸟叫声，
他环顾四周，看见了两只鸟，这种鸟叫长嘴勾鹬，这种鸟是
可以捕捉的，于是在猎人的努力下，终于把这两只鸟打了下
来。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那天风和日丽，
我和妈妈一起去田野玩耍、挑野菜。我们一到田间就各自忙
活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只小鸟，它躺在草地上，
翅膀上竟然流着血，已经奄奄一息了，此时此刻我心急如焚，
心想；“小鸟受伤了，如果不马上救它的话，它可能会死的，
这可怎么办呢？”我苦思冥想了一会儿后决定要救这只小鸟，
于是我就捧着小鸟往家里跑，妈妈也跟着我跑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我把小鸟放在了桌子上，拿出了医药箱，从箱子
里拿出了瓶红药水帮它消毒，可能是很痛吧！小鸟在不停的
挣扎，不知它是因为害怕还是疼痛，涂完红药水后我又拿出
了纱布帮它包扎，这时候就需要妈妈的帮忙了，妈妈问
我；“为什么小鸟受伤了也要包扎啊？”我知道这时妈妈在
考验我，于是我说；“因为动物和人类是一样的啊！都是有
生命的，我们要珍爱所有的生命！”妈妈高兴的笑了，笑的
很欣慰。

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悉心的照顾着小鸟，小鸟也慢慢地信赖
我了，有时候我去给小鸟喂食，小鸟还友好的啄两下我的'手
指呢！此时此刻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
的境界。在我的悉心照顾下，小鸟的伤很快就好了，于是我
找了一个机会把它放了，虽然有些舍不得，但是小鸟的家毕
竟还是大自然啊！从那之后，我经常会在早晨起床总会听到
小鸟在枝头鸣叫的声音，我相信那是小鸟来报恩了。

每一个小动物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哪怕是一只小到不起眼



的蚂蚁。我们不能因为蛇会伤害到人而去大量的捕杀它们，
这样就会破坏生态平衡，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我们都要
保护，我们更没有权力去剥夺动物们的自由，要知道如果没
有了那些动物和植物，我们人类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
同学们，我们要行动起来，“保护动物，维护生态平衡。”
做一个有爱心、善良的人！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十

这个寒假，在读了《森林报》后，我再次见到了记忆中的动
物朋友，比如：凶残而又贪婪狼、可爱而又温顺的梅花鹿、
健壮的狗熊等;当然也再次忆起了我的植物朋友，比如：高大
的云杉、矮小的白杨、白桦等。总之，带给我强有力的视觉
冲击，让我情绪舒畅。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雨燕怎样筑巢，
打鱼在什么状况打什么样的鱼，等等。让我仿佛走进了大自
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还让我了解大自然的种种奥秘
与神奇。我也能够学习作者维。比安基那样，把在家，在学
校里，开心或悲伤的事都记录下来，长大以后就是一部经典，
精彩的童年小说。

我读了《森林报。春》我受益匪浅，它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小
兔子、小刺猬、小猫、小狗，因此这些动物在我心里有重要
的位置。

寒假里我看了一本苏联作家维。比安基写的《森林报春》的
书。

这本书主要讲了春季里大森林中多姿多彩的动物故事。在热
闹的大森林里，每一天会发生不一样的故事。春天到了，动
物们从睡梦中醒来，麋鹿在打群架，候鸟大搬家，秧鸡大徒
步走过整个欧洲的令人发笑的旅行，在报纸上看不到的东西
这上方全都有。这本书使我知道了森林里的新闻并不比城市
里少。森林里也在进行着工作，也有愉快的节日和可悲的事
件。森林里也有英雄和强盗，飞禽走兽也有喜怒哀乐。



读了《森林报春》这本书让我了解了动物们的生活习性，知
道了松鼠如何储藏食物留给自己过冬吃，学会了如何分辨鸟
的脚印。还让我知道了大自然的许多奥妙与神奇。读了《森
林报》使我更加热爱大自然，更加了解大自然，也更想去探
究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春天到了，所有鸟儿都飞回了故乡。白嘴鸦也不例外。

白嘴鸦在南方度过了寒冷的冬天。此刻，他们急匆匆地赶回
了北方——那里是它们的故乡。一路上，它们屡屡遭遇暴虐
的风雪，一批又一批的白嘴鸦衰竭的倒在途中。其中最强壮
的先飞了过来。此刻它们正在休息。它们大摇大摆的在道路
上踱着步子，用坚实的嘴巴刨用泥土，它们成功来到了北方，
天空中密布的黑压压的乌云消散了，蓝天如洗，云朵成堆。

强者之后到了终点，而为什么有些白嘴鸦没来到终点呢?难道
是正因它们没潜质?不，而是它们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心里
必须在担忧这么远的路，我能够吗?能渡过难关吗?想要成功
就要对自己有信心。只有对自己有信心了才有可能成功。

森林报心得体会篇十一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呼吸着空气、享
受着文明的便捷，也许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根，忘记了大自然
和我们的亲密关系。而《森林报》作为一份聚焦于大自然和
环保的杂志，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份阅读材料，更是对我
们自身和大自然的一次思考与反思。

【正文】

第一段： 探究大自然

自然丰富，她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资源，更是一种接近自己
本质的机会。《森林报》对于自然的探究，深入而全面，不



仅描述了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景色，更对于植物和动物的习
性、自然规律进行了分析，让我对于大自然有了更加完整的
认识和了解。

第二段：认知环保意识

自然环境的破化和污染，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
题之一。而《森林报》则从各种角度来呼吁人们对环境问题
的重视和解决，坚持了科学地再生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
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于环保方面的认识又加深了一
层。

第三段：学习生态知识

生态学是一个十分综合而且涉及面广的学科，很多人并不了
解和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而《森林报》则在文章中深入浅
出地对生态学知识进行了讲解，从能量的传递到生物链的形
成，从生态系统的分类到生态平衡的研究，让我受益匪浅。

第四段：反思人类的发展

人类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
污染和破坏。而《森林报》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提
醒我们所有人，要时刻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才能构
建更美好、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自然生态环境。

第五段：自我反思与行动

在阅读《森林报》时，不止一次的深深地感到自己与大自然
的距离，我也反思了自己在生活中过度的消费和浪费，并认
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生态环境。因此，
我也会积极行动，从自己做起，减少过度消费和浪费，并对
周围的人进行教育。



【结语】

《森林报》是一份富有温度和思想的杂志，让我们更多地去
了解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环境问题的机会。通过阅读
《森林报》，我深深被感染和启发。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我将会更加注重保护和维护我们的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