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奕读后感(通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
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学奕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们学了孟子所著的《孟子·告子》中的文言文：《学
弈》。告诉我们学习中不能三心二意、心不在焉，专心致志
才能修成正果。

《学弈》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弈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有
人）请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
教导；而另一个人虽然在听着，可是他心里总以为有天鹅要
飞过来，想拿弓箭去射它。这样虽然他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
却学得不如前一个。能说这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
人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同样是学棋一个专心致志，
学有所成；一个三心二意，事业平平。是后者不如前者聪明
么，不，是后者求学时没有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心无旁鹜
的精神，因此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心一意，脚踏实地
的朝着目标坚持下去。

这就如我们平时在课堂里学习。老师在一节课内同时向71名
学生传授知识，时间一样，方法也一样，而同学们也一样：
两只耳朵、两只眼、一只嘴巴。可每个人汲取的知识却是天
壤之别，有些人专心听讲，积极发言，而有的人却如不动如
山，有的人昏昏欲睡，有的人在桌底下”翻江倒海“、”随
心所欲“。

正如法国伟大的文学家卢梭所说：”当一个人一心一意做好
事情的时候，他最终是必然会成功的。“《学弈》这一课告



诉了我们学习成功不在于聪明，而在于好态度。态度是成功
的源泉，没有良好的态度，就没有成功。为我们的学习打了
警鸣钟。

学奕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文言文——《学奕》，学过这篇文言
文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这篇文言文，讲了一个故事：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
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
教导；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讲课，但是一心以为有天
鹅将要飞来，想着拿弓箭去射它。虽然他与前一个人一起学
习，但成绩不如前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前一个人吗？
回答说：不是这样的。

同样是学棋，一个人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一个人三心二意，
技艺平平。是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不，是后者求学时，没
有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心无旁骛的精神。

这就使我想起了生活中，我上课时有时就会不认真听讲，但
是，岳乐天就不是这样，她上课时，总是认认真真地听老师
讲课，所以，她每次都考高分，我在上学期就很少考过高分。
同样是一个老师教的，我和她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心一意，脚踏实地，朝着奋斗
的目标坚持下去。我相信，在同等条件下，不同的态度就会
有不同的结果。这篇课文所讲的道理使我受益终生！

学奕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文言文——《学弈》。

文中，两人找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下棋能手弈秋学下棋。其一



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话。而一人虽然在听，一人却三心
二意。结果完全没有学到本领。

难道是他不如前一个人聪明吗？不是这样的。这个故事是告
诉我们，不论学习做事都要一心一意。可是，以前的我却正
好相反。

一天下午，太阳渐渐向西边沉落，金黄而灿烂的余辉渲染了
街道，透过窗户，把教室染成一片金黄。

虽然我正在 ”奋笔疾书“一心二用，但老师的这句话好似一
把锤子，狠狠地打在我的脑袋上，我一惊，差一点跳起来。
笔”咚“的一声落到地上，抬起头呆若木鸡地望着老师。心
里不断地问着自己”口诀是什么？口诀是什么？口
诀……“我好像落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我弯下身子，尽力将身子躲在桌子后面，嘴里不断地自言自
语：”老天保佑，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这时，老师用他那犀利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大声叫道：”
林——天——豪“

我立刻站了起立，目光呆滞，吞吞吐吐地随口说了一个。一
秒过后，教室里一下子沸腾了起来，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 。
我的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

今后，我可一定要一心一意地听老师讲课。不然，不知还会
闹出多少笑话！

学奕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文言文——《学奕》，学过这篇文言
文后，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这篇文言文，讲了一个故事：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
让弈秋教导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弈秋的
教导;另一个人虽然也在听弈秋的讲课，但是一心以为有天鹅
将要飞来，想着拿弓箭去射它。虽然他与前一个人一起学习，
但成绩不如前一个人。是因为他的智力不如前一个人吗?回答
说：不是这样的。

同样是学棋，一个人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一个人三心二意，
技艺平平。是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不，是后者求学时，没有
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心无旁骛的精神。

这就使我想起了生活中，我上课时有时就会不认真听讲，但
是，岳乐天就不是这样，她上课时，总是认认真真地听老师
讲课，所以，她每次都考高分，我在上学期就很少考过高分。
同样是一个老师教的，我和她就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心一意，脚踏实地，朝着奋斗
的目标坚持下去。我相信，在同等条件下，不同的态度就会
有不同的结果。这篇课文所讲的道理使我受益终生!

学奕读后感篇五

第一单元我学了不少课文，有朱自清的《匆匆》、有林清玄的
《桃花心木》・・・・・・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学奕》这篇
文言文了。

这篇课文主要讲全国最会下棋的弈秋同时教两个人下棋。但
是他们的学习态度却不同：一个人”专心致志“，”惟弈秋
之为听“。而另一个人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
而射之“。虽然是与同伴一起学，但却心不在焉。同时学棋，
三心二意的人永远不如专心的人学得好。这个短小的故事，
给了我很多启迪！

其实，以前的我就是学习三心二意的人。星期六的上午我去



上古筝课，老师讲课的时候我却看着外面，老师以为我学会
了就走开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弹得，回家后我更不会弹
了。哎――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看看我这
哎！这样做多么像《学弈》中那个三心二意学下棋的人哪！
他一边学下棋，一边想射下天鹅；我不专心致志，没有毅力，
怎么能学到本领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学习
时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左顾右盼，更不能途中间断。我
还知道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一定要有专心和认真这两
大法宝，一但缺少了它们，不管什么事都将白费功夫，因为
只有它们才是成功关键之处。

以后我决定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