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生阅读训练 中学生阅读读后
感(模板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学生阅读训练篇一

暑假不知不觉都过去一个月多了，很快就要投入到新的学习
和生活中。不知怎么搞的又想起了写日记，我想这大多数原
于舅舅送我的"礼物"——————长腿叔叔。这是一本很有
教育意义的书。还有我特别喜欢里面的茱蒂（原名乔若沙。
艾伯特）。

茱蒂是一个孤儿院的一个17岁的女孩儿，也是孤儿院里最大
的孩子，是罗比太太也就是院长破例收下的，就在茱蒂感觉
自己不会有出去的机会，上完高中后就在孤儿院度过自己的
一生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可是“长腿叔叔”的出现给茱蒂带
来了新的希望。（长腿叔叔是一位好心帮助孤儿院的理事，
也是故事情节中第二个关键人物。）长腿叔叔决定送茱蒂去
上大学，这让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茱蒂兴奋不已。她很想
知道这位“长腿叔叔”是谁？可是罗比太太也不知道，因为
长腿叔叔这个人很怪，做好事从不留名。还有长罗比太太告
诉茱蒂这位先生要的回抱知是每月一封信（关于学习和生活
的'）还有每月给她25美元。茱蒂答应了，并且隔三差五就把
她的一些新鲜事儿告诉他。可长腿叔叔不给她回信，也不会
告诉她他的姓名。为此茱蒂也和他有过争论，不过4年时间很
快过去了，茱蒂发表了她的一篇小说得到了1000美元，给了
长腿叔叔，并且要见他，因为她很感激他，这种恩一辈子也
还不完，而她的长腿叔叔竟是她的杰威少爷。她喜欢杰威少
爷，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很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茱蒂这个人物我很喜欢，不仅是
她的幸运还有她的开朗。还有长腿叔叔他让我学会了关爱获
得了一种品质。

愿所有的可怜人都能获得幸福，像主人公茱蒂一样快乐！

中学生阅读训练篇二

仅凭美貌绝伦，“描述似黛玉若宝钗，但无黛玉之病体，可
比宝钗婀娜”也是万万不行能再宁国府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
重要人物的。而她却是“上能敬重老一辈，下能接近下人，
四处周全的圆圆满满，深得贾母等人的欢心”。

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作
者大写特写了秦可卿的葬礼，透过巨大的局面和慎微的细节
的浓妆淡抹，以及她所用的“原系义忠亲王翻戏岁要的”棺
木，体现其身份的不一般。诸如此类之富贵，并非贾蓉媳妇
一角所能承当。

再看其闺房，“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的宝镜，一边摆着
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伤过太真乳的木瓜，
上面设着寿昌公主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得联
珠帐”，曹翁用竭力夸大的描绘展示可卿的显贵、豪华，种
种诸如此类的描写，能够必定她绝非仅仅是养生堂弃婴。

《红楼梦》中史湘云有句诗云“双悬日月照天地”，刘心武
教师以为，这句话暗合其时的政治局势，秦可卿的人物原型
极可能是康熙朝废太子“义忠亲王翻戏岁”的女儿。

这样一位长得袅娜纤巧、性格风流的奇女子，哪里去寻？许
多人厌弃秦可卿，最不齿的就是她与公公那见不得人的爬灰。
旁人歪解红楼，给秦可卿出墙的红杏供给了许多官样文章的
理由窃以为，底子无需理由，像秦可卿这样一位奇女子，亭
亭玉立的形状下必定隐藏着一颗忧伤徘徊的心，是那么的迷



人和令人爱抚。她多情的表面下隐藏这无助的徘徊，更令人
心碎，被艳丽包裹的情伤，比昏暗之伤，更令人感动。

中学生阅读训练篇三

整本书里，钱钟书先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心动魄的故
事；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那么，是什么使《围城》具有如
此大的魅力，让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们为之倾倒呢？我想这部
小说的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
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
那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
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等于又行城，再出城，
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回国的邮船与世隔绝，百无聊赖，自然如同“围城”，对方
鸿渐来说，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邮船这个“围城”，可是
战时的上海实际上是另一座“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失
业，爱情又碰壁，这境况更如同“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历
尽艰辛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间大学”并不
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好，那里的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
陷“围城”，于是他又渴求回到上海，以摆脱“三间大学”
这座“围城”，重回上海后生活愈是困顿，方鸿渐又打算再
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

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
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
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留学生归国带来的不是满腹的知识；
不是新思想；不是能报效祖国的本领？而是使自己陷入一个
又一个围城，不能自拔。显而易见是因为他软弱无能，因为
他处处为他人左右。回国后工作是三闾大学施舍的；自己的
爱情是在孙小姐千方百计的设计下，方鸿渐下圈套的；自己
的婚姻是所谓好友赵辛楣一句话促成的。在每一个人生重要



选择里方鸿渐都没有找到自己。所以他注定会不幸福、会被
视为可有可无。

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是悲哀的。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每个人的命运都应该由自己主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想要
的生活去拼一把。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
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努力，遇到挫折，想办法解
决，再努力，就这样！不要像方鸿渐一样在选择的漩涡中迷
失了自己，成为社会的附庸。

中学生阅读训练篇四

12月11日，在双语实验学校开展的“蓓蕾读书工程”活动，
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观摩了四
位老师风格不一，各有特色的课，以及听了的关于课外阅读
课的报告，我受益匪浅。置身于课堂教学中，看到各位老师
气定神闲，信手拈来，不时激起一个个教学的浪花，他们或
浅唱低呤，或手舞足蹈，或激昂文，不仅令学生陶醉、痴迷，
更让我连声赞叹。高蕾老师教学的思路明晰，李桂花老师幽
默的语言，刘淑慧老师课堂中的娓娓道来，以及代尊荣老师
的举止大方，都让我学到了很多…….赞叹之余，更多是深深
的沉思。

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
验的重要途径。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鼓励学生们多读书，
读好书，勤于记读书笔记，注重表达和交流。更重要的要做
到以下几点：

一、课内外阅读相结合

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首先来自于教师课堂教学，阅读方法也
来自于教师在课堂中的方法指导。我们要求教师在课文教学
中，指导学生利用工具书读准音，理解词句，抓住重点或优



美词句、精彩片断多读，并指导培养学生在朗读中感悟。在
课堂教学中适当地挑选一些既贴近生活又适合学生阅读的文
段，这些文段或信息要求既是学生想知道的社会内容、热点
问题，又文优美，指导学生阅读，积累自己的资料信息。并
在日常教学中根据课本里学习的内容向学生推荐相关的经典
文学作品，引导学生沟通课内、课外知识的内在联系。通过
广泛的阅读，很多学生因阅读量的迅速增加而产生质的变化，
阅读能力得到很大地提高，思想也得到升华。

二、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

兴趣是鼓舞和推动学生课外阅读的巨大动力。用生动形象的
语言向学生简介要读的文章内容，以激发其阅读兴趣;用故事
中精彩、紧张、感人的情节创设悬念，让学生产生寻根究底
的好奇心，以此激趣。

1、开展非富多彩的活动。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既希求读有所
得，又期望所得的收获明显，得到老师、家长和同学们的认
可与赞许，从而满足自己的成就感。针对学生的这一心理特
点，我们可开展一些读书心得交流会、朗诵比赛、讲故事、
猜谜语、读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让学生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比如：我在班里开展了一次“读一本好书”讲故事比赛，参
赛同学讲得滔滔不绝，观众听得津津有味，不但增长了知识，
而且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阅读兴趣。所以大力开展多样的读
书活动，能极大地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信心和热情。

2、古诗词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璀璨明珠，它句式整齐，富有韵
律，易读易记，琅琅上口，深受人们喜爱。让学生从小诵读
古诗词，不仅有利于发展语言，提高智力，而且能陶冶情操，
培养文鉴赏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在平时课外诗歌指导时，安排每周背一诗(词)。在每首诗词
拓展引进时，采用“同题异文”(同一题材的诗词)、“同人
异文”(同一作者的诗词)、“同意异文”(同一情感类型的诗



词)等途径扩大古诗文的阅读量。在进行诗文感悟时，以感受
为主，理解为辅。主要以诵读的方法，引导学生去美读，去
背诵，去想象，让学生能上口，有滋味就行。

3、可以根据学校组织的活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自办手
抄报和手抄小杂志。

三、提高学生课外阅读的能力

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这样你才可能事半功倍。读书
亦是如此。然而，小学生年龄小，阅历浅，阅读时往往带有
盲目性、随意性，这样就不能提高阅读的质量。因此，指导
学生读书的方法也很重要。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指学生选择健康、有益的课外读物

课外阅读益处多多，但开卷未必有益。别林斯基说得
好：“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读还要坏。我们
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所需要
的读物。”时下出版物众多，鱼目混珠，所以指导学生正确
地选择课外读物非常重要。

2、指导学生有计划地合理地进行课外阅读

在平时的课外阅读教学安排时，还可以结合一些特殊的课文，
特殊的节日，特殊的事件，特殊纪念日等，有计划地开展系
列活动，请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相关资料，并根据资料，
配合班级或者自己进行各种形式地处理与表达。帮助学生广
开信息渠道，大量储存了各种信息单元，使学生初步具备集
中与扩散相结合的信息处理能力。

3、指导学生从课外读物中吸取营养，学会积累

语文学习的基本途径是积累与训练。常言道：“得法于课内，



得益于课外”的道理就是如此。

“学习的过程是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我们创造一切条
件，帮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激发其读书兴趣，积累尽可
能多的典范性的语言材料，积淀尽可能多的语感经验，不断
丰富学生的“心理词典”

四、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鼓励学生勤动笔

在阅读中，方法是很重要的，掌握了方法，常常可以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我们要鼓励学生在书上做笔记，划线、打重
点号，也可以边读边思考，及时地把精彩的片断、重要的材
料和信息随时摘录下来。阅读后用读后感的形式对文章的内
容发表自己的体会、见解，积极开展年级组内读后感和读书
笔记写作比赛。促进他们做到勤动笔，及时写出自己的感受
的习惯的养成。使理解消化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渗透性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榜样就在身
边，我们需要更加努力!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更加明白了：
书，就像我们人生这条蜿蜒小路上一朵朵鲜花，你采撷的越
多，生活便会越丰富多彩。学生广开信息渠道，大量储存了
各种信息单元，使学生初步具备集中与扩散相结合的信息处
理能力。

语文学习的基本途径是积累与训练。常言道：“得法于课内，
得益于课外”的道理就是如此。

“学习的过程是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我们创造一切条
件，帮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激发其读书兴趣，积累尽可
能多的典范性的语言材料，积淀尽可能多的语感经验，不断
丰富学生的“心理词典”。

中学生阅读训练篇五

《红楼梦》这本书以林黛玉和贾宝玉凄美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讲述了：贾、史、王、薛四个家族从兴旺到衰败的过程。

放下这本名著，我沉思许久，我随着主人公的喜而喜，随着
主人公的悲而悲，下面就让我来说说读后的感受吧！

走进熙熙攘攘的大观园，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在我的
眼前：有慈祥的贾母；刀子嘴豆腐心的凤姐；直性率真地宝
玉；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其中让我记忆最深刻、最难忘的，
就要属林黛玉、史湘云、惜春和晴雯了。下面让我一一介绍
一下吧！

“天下掉下个林妹妹”，这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
胜三分”的女孩总是让我悄然泪下。她多愁善感，无论是悲
欢离合还是草木枯荣，都会让她泪如雨下。她同时也是一个
情感丰富的女孩。她不愿看花儿随风飘零，就给它们建造了
一个花冢，让它们有了自己的家。

史湘云却恰恰和林黛玉相反。她是一个心直口快、乐观大方
的女孩。虽然她只是贾母的远堂亲戚，很少来贾府，却和大
家玩得那么开心，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不仅仅如此，她还
在诗社中勇敢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她的诗也是非常乐观的。

惜春是贾府的第四个姑娘。她性格温柔、随和。有一次，贾
母要惜春将整个大观园给刘姥姥。要知道画整个庞大的观园
要画差不多一年。可惜春还是微笑着点头答应下来，经过她
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整个大观园画了下来。我想：要是我，
早就不耐烦了！没错，惜春不仅有着温柔的性格，还有着惊
人的毅力。

一提起晴雯，很多人读后不理解地问：“这个不值一提的小
丫头你为什么喜欢她呀？”我觉得晴雯是最有反抗能力的丫
头。她敢爱敢恨。在抄捡大观园中其它的丫头都逆来顺受，
只有她站起来反抗。虽然晴雯被赶了出去最后洒泪告别，但
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她使我明白了：做一天狮子也比做一



辈子的绵羊强这个道理。晴雯你虽然是个丫头，但是在我心
中是最勇敢的姑娘！

中学生阅读训练篇六

浅谈中学语文的阅读语文阅读的性质和特点。语文是一门语
言艺术的学科，它不像其它学科侧重于理性分析作为主导的
思维方式，而是旨在提高学生的语言感悟能力。构成语言能
力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

阅读，读什么，怎么读。谈到阅读，往往会有种错误的认识，
以为只有自由读书才叫阅读，以为只有课外书才叫阅读，其
实构成阅读的材料，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可以
是教材上的作品，也可以是非教材上的内容。课外阅读只是
课内阅读的延伸的补充，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补充我们在
阅读教学中的不足。

因此，我们应该既注重对教材的阅读欣赏，同时也应该放开
视野，去了解些中外名著及时文，让他们对各种文学样式均
有所涉猎，对世界各地的自然风貌及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这
样能有效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
和写作能力。

但是，阅读是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它是阅读者对材料进行筛
选，进行加工的过程，在阅读中如果缺乏系统性指导，就达
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们在进行阅读时，一定要注意阅读
的目的性和恰当的阅读方法。

目的性是阅读的前提。在阅读时，我们要寻找一个思维的突
破口。这种突破口常在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个基本角度。
阅读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需求，或从内容（含思想
感情）来理解感悟作品，也可以从作品形式（含文学样式、
组材方式、语言特色）来理解作品，获取信息。总之阅读的
目的性明确，使不同档次的学生都能够有所得，不至于使阅



读变成一种散漫无边的行为活动。

方法是阅读牧师的.保证。不同作品会有不同的侧重点，记叙
文有“六要素”阅读法，散文有“四要点”（说明对象、说
明顺序、说明方法、说明的语言）阅读法。小说有“三要
素”阅读法，散文有“形神”阅读法。这些基本阅读方法是
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我们应该努力寻找自己喜欢的，
效果最佳的阅读方法来指导自己的阅读，充分提高语文学习
能力。

以读带说，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现代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欠佳。这一方面表现在词汇的比较贫乏，
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组织缺乏严密逻辑思路，语言材料显得
零乱不堪。

通过阅读，尤其是大量的课外阅读，能够获取并积累丰富的
语言素材，使自己的语言变得生动活泼。通过阅读，感悟作
品的思路，可以有效地规范自己的逻辑思维，使语言条理清
晰，发现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真正感受到每一个字，每一
个音节都是一个优美的音符，形成良好的语感。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贯主张以读带说，充分使每个学
生“站出来”、“说开来”，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口
头表达能力。如要求学生每天坚持适量的阅读，然后根据阅
读的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可以就整篇，也可以就其中的
一两句。另外，还可以根据教材的情节编写故事，自编自演，
还可以结合时事展开辩论、讨论、演讲比赛，使学生在不断
的初中运用中，砥砺自己的语言，使之趋向完善。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