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课文有感(优秀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课文有感篇一

这本书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机智过人，打抱不平地孙悟空，
贪吃的猪八戒，容易被骗的唐三藏和保护师父的沙僧。

我最喜欢的一幕是“三打白骨精”，只见孙悟空用火眼金睛
一看就看出了妖怪的诡计。但唐三藏以为是孙悟空欺负幼小，
就想把孙悟空送回花果山。但唐三藏被妖怪抓了以后孙悟空
又把唐三藏救回来了。

这件事就像以前在小星星补习口语时候一样，我们和组长的
想法不一样，组长就把我们从组里“踢”出去了，但如果组
长需要帮忙，我们还是会回去帮助的，回到组内后，对我们
说:“希望我们组不要变生分歧，我也不会，你们也不会，我
们要团结一致，要齐心协力。”“好”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故事快结尾了，我想说:“他们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都经历了
九九八十一难而家长让我们做几件小事怎么就不可以呢？”

虽然《西游记》的过程是美满的，但他们的过程是艰辛的。
他们走过了漫长艰辛的路，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有一句话
说的好:“不撞南墙不回头。”那我不撞南墙的话怎么知道南
墙另一面的风景是怎么样的呢？所以，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
打抱不平，也要学习唐三藏的乐于助人。我们要和团队团结
一致也要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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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课文有感篇二

詹天佑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京张铁路就是在他的带领
下完成的。

詹天佑是位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
千米，是联络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在计划修筑京张铁路
的过程中，帝国主义者阻挠和要挟，以及任命詹天佑为总工
程师后国内外的.反应。

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马上开始
勘测线路。塞外常常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还有坠
入深谷的危险。不管条件怎样恶劣，詹天佑始终坚持在野外
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路线;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
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常常请教当地农民。
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
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那些外国人的讥笑，还会使中
国的工程师失去信心。在詹天佑的努力下，高度的智慧下，
终于竣工了，不但不满四年，还比计划提早了两年。得知消
息后，这件事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

我们一开始说要修着一条铁路，帝国主义者就跑出来阻



挠：“我们不同意你们修，要修也可以，但必须要用你们自
己的工程师才行。”

1905年，詹天佑毅然接受了任务。詹天佑夜以继日的工作，
遇到困难，他总会想：这是我们自己修筑的铁路，一定要修
好，为国争一口气。铁路经过很多高山，必须要开凿隧道，
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他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方
法;八达岭长一千多米，他们采用中部凿井法，把工期缩短了
一半。青龙桥坡度大，詹天佑决定采用两个后车头，设计
了“人”字型线路，这样就省力多了。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爱国工程师，他不怕困难，也不怕嘲
笑顶着各种压力，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这种精神，非常值得
大家学习。

詹天佑先生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祖国，他毅
然坚决地接受了任务。无论是在多么危险的条件下，无论是
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他都是奋不顾身，即使是牺牲自己的
生命也在所不惜。也是因为他这种爱国的精神，奋不顾身的
行为，努力的作为，最终取得了成功!

读了这篇文章，我们必须也得有这样的精神。刻苦学习，将
来对祖国作出贡献。我们一定要报效祖国，不让祖国受到侮
辱和伤害。我们21世纪的学生，一定要好好学习，把我们的
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更加富饶!

读课文有感篇三

我平时对一些诗歌就特别缺乏灵性，但是，臧克家的《有的
人》这首诗却令我受益匪浅，印象极其深刻。

这首诗是作者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去十三周年而写的，《有
的人》整首诗结构简洁，题目新颖特别。而且，通过写两种



不同的人的对比，表达了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和奉献精神。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
句话是在诗中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节。原先，我还不太明
白意思，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有的人躯体还活着可是他的心
已经死了这表达出了作者对这种人的鄙视有的人虽然躯体已
经不在了，可是他们的精神还没有消失，是永存的，这又表
达了作者对这种人的赞美。

鲁迅先生用自己那支“武器”揭露了反动派种种的罪恶、坏
事，可是他却没有被吓倒，而是继续写作。令反动派害怕，
老百姓安心地生活。这不正是诗中所写的：“他活着，为了
多数人更好地生活。”在他的心里永远没有“退缩”只
有“向前”。

鲁迅先生愿意帮助所有困难的人。愿意做一株小小的野草，
让人们烧尽，长出能绿的小草，使大地更加充满了生机和活
力。鲁迅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人民和社会。这就正如诗
中的“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做牛做马。”“有的人，情愿
做野草，等地下的或烧。”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

“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可是我们大
家有做到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不敢保证我以后会成为
像鲁迅先生一样伟大的人，但至少，我们应该保留那种无私
奉献，懂得爱护别人的精神品质，这样，当夕阳西下，我们
能问心无愧我对得起自己和他，那一株野草，那一头耕牛，
那一位英雄，那一位见证历史，目睹风云，重燃人民心火的
人——-鲁迅。

读课文有感篇四

前几天我们学习了《梅花魂》这篇课文。初看这个题目时，
我不禁心生疑惑，梅花是一种植物，哪来的魂呢？带着这个
问题，我走进了课文。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我”的外祖父，一位流落他乡的老华
侨，在教“我”读书时，每每读到思念家乡的文章，总是潸
然泪下。“我”的外祖父很珍爱墨梅图，有一次“我”在图
上留下了一个脏手印，连妈妈都被训斥了一番。小时候
的“我”并不能理解外祖父的这些行为，直到长大后才懂。

读到这儿，我们可能会以为文中“我”的外祖父只是喜欢梅
花而已，那就错了。不，不是这样的！在外祖父的心中，梅
花是中国有名的花，梅花就是祖国的象征，他把爱祖国的情
怀都寄托在梅花的身上，外祖父对祖国的眷念也如梅花。虽
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不变的是一颗爱国心。读完这篇文章，
我知道了魂就是一种精神，梅花魂就是梅花精神。

梅花，一种高傲冷艳的植物。诗人王安石曾写到：墙角数枝
梅，凌寒独自开。它不选择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春天开放。
而是默默无闻的在寒冷的冬天悄然绽开。这时万物都已枯萎，
但梅花却铮铮傲骨，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愈是傲然挺
立，花开得愈美丽，愈精神，这就是梅花精神。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也涌现出许多有梅花精神的人。像文天祥，
赵一曼，杨靖宇，他们都是有着坚强不屈的品质。还有大家
所熟知的革命英雄江姐，她在重庆被捕后，关押于重庆军统
渣滓洞监狱，受尽敌人的酷刑仍不吐实情，用自己的生命保
护着同志们的安全。他们都是一身傲骨，不论怎样的严刑拷
打都不向敌人低头，这是多么的坚贞不屈啊！我们中华民族
是最有品格，最有灵魂，最有骨气的。

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像梅花品质——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
人。比如环卫工人为了让我们有优美的生活环境，每天很早
就起来打扫卫生；警察叔叔为了交通安全，无论严寒酷暑，
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指挥交通；还有让城市更美丽的园林
工人，几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的老师等等。他们都时时激励
着我，长大后也要做个有梅花精神的人，将梅花的品质融入
我们的生活中，做一个真正有梅花秉性的人。



读课文有感篇五

《詹天佑》这篇文章记叙了詹天佑这位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
师，不畏帝国主义者的嘲笑，成功地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京张铁路。

其实，说实话，我做事时，也是一个十足的马大哈。在平时，
写作业坚决不检查是我的个性。为此，爸爸妈妈曾多次苦口
婆心地劝我，写完作业后一定要检查、检查、再检查，可我
却把这些忠言逆耳当作耳旁风。

记得有一次，我以极快的速度写完了对于我来说是超简单的
数学题。然后，毕恭毕敬地奉老妈的指令给老爸检查。爸爸
瞄了一眼，问道：“你认为你做对了吗?”我立即脱口而
出：“我想也许对了吧!”可结果却出乎我意料，居然错了!

如今，我读了《詹天佑》这篇文章后，觉得当时我真的错了。
错，不仅错在做题上的失误，更错在我对作业、对学习、对
生活、对一切的粗心马虎。我想，粗心马虎对我百害无一益。
今后，我一定要把这个坏毛病改正过来。我一定要向着詹天
佑学习，成为一名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读课文有感篇六

《窃读记》中“窃”总有一丝不光彩的含义，“窃读”?怀着
好奇，我仔细地品味这篇文章。

“放学后急匆匆地从学校赶到这里”这多少有点逆向思维，
回家去美美地往嘴里塞着零食，还欣赏着电视机奉献的精彩
卡通，多带劲呀!干嘛跑去书店站酸了腿呢?读到这里，我忽
然对作者有了第一印象：傻里傻气——因为书!

“从大人的腋下逃票”为进书店门口，小作者首闯第一



关;“逢上顾客满盈”，学会把自己隐藏起来，贴在大人身边，
至少可以光明正大读上几本书;逢上下雨，以避雨为由，在书店
“磨蹭”时光……这一切“花招”，给了我第二个印象;聪明
绝顶——因为书!

在书海中畅游，忘记了一切概念。“当饭店飘来一阵阵菜香，
当书店的日光灯忽然地亮了起来”这时的“我”才也猛然发
现自己处于现实这个空间。空着肚子看书可不是一件舒服事，
我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竟能熬过两个多钟头，看着作者的'
身影，我的第三感也油然而生;执着——因为书!

百思不得其解，小女孩的动力从何而生?回答是：书的魅力!
书，我素不知道竟能拥有如此强效的魔力。作者结尾处作了
精辟地回答：“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每逢
读书，难道没有一种汲取智慧的愉悦吗?难怪她“脚站得有些
麻木，却浑身有轻松之感。”

又有一种冲动劲涌上心头，我甚至还想写一本书呢!

在品读《窃读记》中我发现我正在一点点长大……

读课文有感篇七

今天我们学了《的听众》这篇课文，文中那优美的句子和动
人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

本文讲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教授，帮助一个在音乐方面没
有天赋的孩子找回了自信，后来在老教授每天的鼓励下，这
个孩子最后成了一名音乐家。这个故事也使我不禁想起了在
我的记忆中的一个这样的人。

我初到兰州时，普通话说不好，一口浓浓的乡音常常受人取
笑。自从发现自己的这个毛病以后，我便不敢在人多的场合
说话，后来我竟然连上课都不敢发言了。就在我无所适从的



时候，是我的阿姨帮我找回了自信。

她那慈祥的脸上始终带着几丝微笑。她对我说：“我来教你
学普通话吧!”我胆怯而又高兴地点了点头，阿姨教了我一句：
“你好吗?”，我试着说出来的发音连阿姨也听不懂，我感到
非常羞愧。阿姨却说：“没关系，咱们继续练，好不好?”就
这样阿姨每天都教我说普通话。我渐渐发觉我的发音变了，
而且在人多的场合下也敢说话了。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我
的普通话已能够运用自如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在课堂上用流畅的普通话发言时，或
者在跟别人用熟练的普通话交流时，眼前总会出现阿姨慈祥
的笑容和鼓励的眼光，是这样的笑容和鼓励的眼光伴随我一
天天的成长。

《的听众》这篇课文。这篇课文主要讲述的是：我在家里练
琴，妹妹和爸爸取笑我。说我在音乐方面就是一个白痴，拉
小夜曲就像是锯床腿。他们的话使我没有信心，非常沮丧。
后来我不敢在家里练了，只好找一片小树林，在树林里练。
我满怀信心的开始练琴，没练一会，心情又沮丧了，我自己
也觉得似乎又把那锯床腿的声音带到林子里了。

当我得知后面有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是，老人却把我叫住了，说她是
一位聋子。她会用心去感受音乐的。她用善意的谎言极大地
鼓励着我，让我重拾信心，每天坚持着。

老妇人平静地望着我。从她的眼神理我读出了老人对我的关
切和鼓励;读出了老人对我拉琴的琴技和点滴的进步而感到高
兴。读出了老妇人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我得知老妇人并不是聋子。而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
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老人为了增
加我的自信心，谎称自己是个聋子。



学习了这篇课文，使我明白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心，有毅
力，就要朝梦想出发，克服所有的困难，才能实现自己的梦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