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论文参考(汇总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后感论文参考篇一

《离婚》读后感-浅谈老李的“诗意”与“浪漫”

《离婚》读后感――浅谈老李的“诗意”与“浪漫”老舍的
《离婚》讲述了清末民初北平财政所里发生的故事。小说的
主人公老李是老舍在作品中成功塑造的市民形象：不愿随俗
但最后却不得不从俗。老李大学毕业，做了财政所科员，过
着衙门里无聊的生活，然而他有理想，有热情，曾经试图冲
出灰色生活的重围，追求自己心中的“诗意”与“浪漫”。
但是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终于以失败告终，做了“张大哥
第二”。他的人生悲剧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老李来自农村，
通过努力终于使自己留在了大城市，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可爱
的孩子留在乡下生活。过着财政所里无聊的生活，就在婚姻
出现问题的时候，张大哥的一顿涮羊肉，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把老李从“诗意”里拉回到现实，解决了老李的困惑：
将老婆孩子接到自己身边，老李认为自己的老婆“脚不是她
裹得，绿裤子不是她发明的.，不怨她”。于是一系列悲剧就
此产生。在衙门里，老李人品好，有学识，是唯一具有真才
实学的人，唯一一个肯埋头干实事的人，却遭到同事小赵、
老邱、老吴等人无尽的羞辱。面对小赵的混蛋行为，老李却
不敢有任何异议，作为堂堂男子汉，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
只能回到家唐痛哭一场，第二天还得照旧去衙门。他“不敢
再去捉弄那漫无边际的理想，理想使他难受的渺茫，像个随
时变化而永远阴惨的梦”。生活的浮华与不公在老李眼里是
清楚的，因为他善于思考，看出财政所是一个腐烂发臭的官



僚机构。虽然他痛感在那里没有分毫的价值：“他看到一个
衰老丑恶的他，和一个衰老丑恶的她，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
路边的花草是些破烂的钱票与油腻的铜钱！”他有清醒的认
识，却摆脱不了长期生活其中的市民社会环境。市民阶层中
的敷衍、苟且、软弱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经常不
得不去做一些违反自己意愿的事情，他“顶不喜欢随俗，而
又最怕驳朋友面子，还是敷衍一下好吧。”他意志薄弱经常
屈服于现实，“不敢和无聊、瞎闹、硬碰一碰”，“思想，
没有行动，思想只足以使人迷茫”。同时老李时时感到寂寞，
心里一直向往着“诗意”与“浪漫”的生活，梦幻着有一位
志同道合的爱人。终于“马婶”出现，“那点诗意要在她身
上具体化了”。但由于婚姻的枷锁，道德的樊篱，还有自身
性格的懦弱，他不敢也没有任何勇气去追求自己心目中
的“诗意”。他只是躲在自家的屋檐下，用哆嗦的目光追随
他的意中人。唯一大胆的举动是在张大哥的儿子――天
真――被抓以后，在衙门里奔走，希望能够把天真保出来，
但世态的炎凉终于摧毁了老李，最后不得不求助“骗子兼科
员”的小赵。“诗意”、“浪漫”，最终都破灭了，他别无
选择，“为太太他得活着；为责任他得活着，即使不快乐的
活着”。虽然，他面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不愿同流合污却
只有敷衍，久而久之，落在市民的俗气中。老李想改造现状
却没有勇气，想逃离无爱的家庭却顾及到责任，想追求“诗
意”却终成梦幻。在矛盾交织的网中，老李被网住了，只有
顺从地过着市民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使老李仅存的一点“诗
意”与“浪漫”一点点消失最后灭亡？首先，清末民初，一
夫多妻制刚刚废除，各种新旧文化相互激荡，社会风俗强烈
反对男人纳妾，离婚在当时更是不提倡的。作为老百姓，老
李也许只有“凑活着过吧”。再者，老李看透了北京的浮华，
认清了处在这个浮华的城市就要付出做人的自由，需要时刻
为了面子做人。他的妻子虽然没见过世面，笨拙的样子令人
耻笑，但是她的朴实和简单给了他两个孩子和一个温暖的家，
老李是唯一一位有孩子的科员。他最后放弃北平的生活而选
择乡下也许对自己来说是一种精神的解脱。老舍笔下的人物
总是活灵活现的，“艺术源于生活”，老李的人物形象也不



是凭空产生的。老舍曾经也反抗过家长的婚姻安排，想做自
己的事，如辞去教职，做专业作家等。但是在世俗的生活世
界里，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妥协、退让，安分守己地过
着自己的市民生活。了解了老舍的经历，我们更容易理解
《离婚》中老李的无奈和痛苦了，为什么在追求“诗意”
与“浪漫”的路上，他最终选择了妥协放弃，黯然离开北平。
“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看吧！他还能忘了北
平？”

读后感论文参考篇二

读完肖川先生所著的《教师诗意生活与专业成长》，发现此
书其实就是写给处于特殊时期的像“我”这样的老师看的。

首先，书中探讨了教师生活的幸福指数。我想，不同行业的.
人从事着不同种类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师，既然我们选择了
这个行业，就一定能从这个行业中找到专属于这个行业的幸
福感。

在工作中，我始终告诫自己，我要为广大学生和家长服务到
底，我要保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
精神。但是，在从事教师行业的漫漫长路上，我们经历着挫
折，经历着烦恼，经历着无奈，因此，我犹豫过，畏惧过，
退缩过。我曾经对教师这个职业的选择产生了怀疑的态度，
甚至有段时间对自己的工作情绪低落。在那个时期，我无法
感受到教师这个职业的幸福感，而被一些负面心情牵绊着，
纠结着，这样的心情不断地反复。直到看到这本书，肖川先
生指导我们: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情怀里，为有
价值的目标不懈努力;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
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存在下去……我想，教师这
个职业确实跟别的职业不同，我们经历的过程比别的职业丰
富得多，因为我们接触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对象在变，
经历在变，感受也在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为自
己寻找一份真正的职业幸福感，让自己能幸福地工作。然而，



只有工作幸福了，生活也才会幸福，因为生活中的大部分时
间就是在工作。

所以，我开始了自己的寻找幸福、创造幸福的教学生涯。我
对自己说，幸福来源于一个教师的方方面面，我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去充实自己的幸福之路。

首先，只有素质高的老师才可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享受教
学给自己带来的幸福感。所以，我们必须提升自己的职业素
质，让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迎接每一天的挑战。但是，即使
哪天做得不够好，我们也要对自己抱一颗宽容的心。其实，
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对自己宽容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要学会在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对自己多一份宽
容。

其次，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学生，他们是有思想的，所以，学
会跟学生友好地相处，营造一种和谐的师生氛围也是我们老
师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学会与学生沟通，让
学生走进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

再者，对幸福的界定要明确。一个人生活得是否幸福，不是
由别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决定的。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普
通人，我们不能要求得太多，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力所能及的
幸福。有些人以金钱作为自己的幸福标准，有些人以生活安
逸作为自己的幸福标准，而也有些人，把一家人开开心心过
日子作为自己的幸福标准。

我想，我很简单，只要我能按时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对学生
永远用一颗赤诚的心、仁慈的心去对待，加上一家人平平安
安，快快乐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读后感论文参考篇三

在教了多年的中学之后，想要和小朋友去交朋友，当我有了



这个打算之后，朋友们告诉我，这是一个与中学相差很远的
天地，你准备好了吗？带着疑惑，我查阅了小学课本，发觉
越是容易的知识越难以传授，怎样教才能让孩子们接受，理
解呢？叶圣陶先生说，教本中的文章就是例子，我怎样把这
些例子让孩子们明白呢？要是有一种方法能像白居易的诗歌
一样简单如话，诗意如话该多好啊！带着这样的困惑，我走
进了书店，翻阅了n本教育书籍而郁闷之时，《诗意语文课
谱――王崧舟十年经典课堂实录与品悟》让我眼睛一亮，我
被里面的文字所吸引，我领会到了什么是“迫不及待”、什
么是“如饥似渴”，直到全部阅读完毕，我都无法相信自己
是近乎“一字不漏”的看完了这本书。我感觉我不是
在“看”，更像在聆听邻家大哥哥在与我谈古论今、谈天说
地，那信手拈来的名诗名句，对文学著作的别致见解，无不
让我为他的学识所折服，精彩纷呈的教学实例、文本细读的
独到解读，更是让我“膜拜”于他“登峰造极”的教学魅力。

“人的底蕴就是人的精神能量、文化能量、高级的生命能量。
没有底蕴，或者底蕴不厚实，哪怕你学会了全套的降龙十八
掌，那也还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底蕴从哪里来？
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读书是我的爱好，读书是我可以全身
心投入的爱好。”为己读书，天天读书，随性读书，成堆的
书籍让他比别人多了一双发现的眼睛，多了一份对教材的.思
考，也造就了精彩的课堂。如《枫桥夜泊》，王老师从陈小奇
《涛声依旧》歌词入手引出钟声，写到200多年前清朝王士祯、
500多年前明朝诗人高启、800多年前宋朝有位诗人陆游一直
到1200多年前的张继都写过这样的钟声。寒山寺的钟声从一
千多年前传来，穿越时空，撞击着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听课
者的心灵。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体现的诗的文
化、诗的价值是什么呢？从“春风“这个自然意象中还有什
么不一样的文化意象呢？……几个文本的解读我们只有赞叹
的份dd大师就是大师。

行走在优美的文字内，畅游于诗意的教学中，感受大师的智
慧与灵性，我想起了一句歌词“像一阵细雨撒落我心底，那



感觉如此神秘”。是的，《诗意语文课谱――王崧舟十年经
典课堂实录与品悟》带给我的更多的是甜蜜，“我满心欢
喜”。因为前行的路上明灯高照！

读后感论文参考篇四

《教师的诗意生活与专业成长》读后感

《教师的诗意生活与专业成长》读后感幸福,是每一个人梦寐
以求的。那幸福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很难给她下定义，因
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时候，感受不同。这学期开始，学校送
给每一位教师一本肖川教授撰写的《教师的诗意生活与专业
成长》，书中，肖川教授从关注教师和学生校园生活的质量
方面出发，立足于教师真实的生活情境和生活体验，并借助
教师的生活背景，选择真实的生活素材，从方方面面着眼，
切实诠释了教师职业的真谛所在。这本书不是滔滔不绝地论
述大道理，也不是凌驾于教育理论的高空上，只是“随风潜
入夜”式地滋润我们普通教师的心田。我静心地阅读着，潜
心地思考着，用心地记录着，然后小心地表达一些自己的感
受。这些想法可能还是特别幼稚，但是我不跟他人比较，只
是自己体会，还需要自己内化以后，付诸行动中，在我自己
的教育实践中提升认识。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教师，
成为一个真实、焕发着生命力的教师，积极地成为一个新时
代的新型教师。于是我们才能体会到一个教师的幸福。我在
想，我们该怎样做一个幸福的老师呢？做一个幸福的老师，
首先要自己认为幸福。幸福是母亲的关怀、丰收的.喜悦、平
静的温馨、安详、不经意间的感动、重温听潮的时刻、开满
鲜花的、一生的信仰、更多的时间、美妙的梦、丰富的想象、
寄托在纸上的希望、自己的感觉、勇于攀登、独立的梦想、
下一步的欲望、朋友的关怀……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心态，是
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幸福无处不在。如此看来，幸福并不遥
远，追寻幸福的路并不艰难。要像肖川老师提出的“享受生
活”。不管压力轻重，在学校的小小净土中，“每天给自己
一小段闲暇”，不要让幸福远离自己要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更要去自己追求幸福。肖教授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用积极的
心态面对生活，我们的生活就能达到100%的圆满。肖川教授
的积极心态16字引发了我的思考――“接受现实，悦纳自己，
心存感激，追求卓越”。一位哲人所言“你改变不了环境，
那就改变自己”，因此，我们要好好调整自己，学会接纳现
实；工作中虽说没有大的成就，但出色完成本职工作，这说
明自己能行，这就是“悦纳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纵使
自己勤奋、付出努力，但没有领导的关注、同事的帮助、家
长的配合、家人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也难成为今天的
自己，故应真诚的对众多给予我们关爱、帮助的人说一声感
谢，心中存有感激；为着这份感激，我们应该不断地给自己
加油，努力追求更加卓越的自己！做一个幸福的教师，我们
不妨在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中体验幸福。教师在享受生
活的基础之上，不跟时代落伍，要成为现代的人，学会敬畏，
学会表达自己，学会评价自己，学会宽容别人，学会欣赏遗
憾。在学校的工作中，把困难当作机会，跟同事团结互助，
捧着良心教书，不扮演圣人和神仙，与学生共同学习，让自
己的生命因为学生、因为教师这份事业更加美丽而精彩！我
们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用积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工作，就
会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从而找到幸福。

读后感论文参考篇五

“我国中小学教师缺乏的主要是文化精神、文化眼光，一种
自觉的价值追求，一种坚定的对于社会、人生和教育的理想
和信念，一言蔽之，缺乏思想。究其原因是文化底蕴不够丰
富，学识积累过于单薄，缺乏对人类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深度
的理解，特别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深度理解。其后果是，中小学教师付出的大量劳动
停留在低层次的“教书育人”上，缺乏对学生精神上的引领，
缺乏对于自身工作的高远立意，缺乏对于“课本知识”所承
载的价值观和心理结构的深刻洞察。说极端一点，把“教
育”浅化为、庸俗化为没有灵魂的认知结果的堆积。”



以上是《教师的诗意生活与专业成长》中的一段话，读到时
令我心痛和深思了良久。或许其言辞的尖锐也刺痛了你的心，
觉得所指太失偏颇。但痛定思痛，平心静气地想想，身处如
今这样一个浮躁功利的时代，现实其实真的在把我们的文化
和思想一点点击垮，不是缺乏，而是丢失，不是没有，而是
忘了。该如何去改变？我想，作为每一个有良知的教师，其
实我们也都在努力地追寻了，懂得好好去珍惜了，力所能及
地在自己的岗位上让“‘教育’少一些浅化、庸俗化的没有
灵魂的认知结果的堆积”，让我们自身拥有“一种自觉的价
值追求，一种坚定的对于社会、人生和教育的理想和信念”。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谈谈我在近年教学中所作的一
点探索和实践。

怪兽，是一个现代孩子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

熟悉，是因为现在太多有关国外的怪兽文化，尤其是影视作
品，已充斥和冲击着孩子们的生活，甚至有些怪兽还成为了
孩子们膜拜的对象。陌生，只是因为远离得太久。孩子们不
知道，在我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怪兽早已是老百
姓耳熟能详的祈福事物，它远比外国文化中的怪兽出现得早，
更比那些凶猛、恐怖的外国怪兽亲切可爱得多，其内涵更丰
富、更具价值。

通过对教材、课标的深入研读，我得出了这样一个思路：本
课的教学设计从教学目标出发，并着重以下两点思想的融入：

1．拓展审美。让学生学会对表面看似凶猛、丑陋的事物探究
其本质，看到它独特的美。在生活中学会不以貌取人，多看
到别人的长处。

2．拓展视野。现代儿童，是动画片、游戏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受快餐文化、外来文化影响很深。通过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
感受劳动人民的智慧，增强民族自豪感，摒弃外来文化的糟



粕，学会沉淀，潜移默化中把人类优秀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把美好祝福送给每一个人。

诚然，这些美好的想法的实现是需要过程的，但我就是这么
去做的。

在具体的教学中，我首先设计了“画动物比赛”和“变魔
术”环节，教师通过把学生画的动物进行错位组合，在黑板
上快速“变”出了一个奇怪有趣的形象，一下子就牢牢地吸
引了孩子们的视线，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兴趣。而这一新颖的
教学形式其实是对本课学习难点的巧妙突破，学生在一个直
观生动的过程中初步了解了怪兽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不同特
征的动物进行巧妙组合。“猜猜它是什么？”我的话音刚落，
“怪兽”，孩子们的反应也快极了。带着对“怪兽”更大的
好奇和充满探究的心情，孩子们满怀兴趣地进入了新课的学
习。接着，通过“认识中外怪兽”、“寻找怪兽特征”等环
节使孩子饶有兴趣地了解了“镇墓兽”等等怪兽文化，一个
个争先恐后地分析那些或头顶尖角、耳朵大大或身形奇异、
背长双翼的怪兽。尤其了解到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其
实也是怪兽之一后，他们不仅耳熟能详地纷纷介绍龙的特征，
并且对怪兽产生了美好而深厚的感情，课堂气氛也达到了高
潮。此时，我不失时机进入了“赏析怪兽作品”环节，与孩
子更加深入地探究怪兽的表现方式、变化规律，启发儿童抓
住动物形象特征进行组合创造怪兽。随之进行的“谁的年兽
最特别”环节，一幅幅想像独特的年兽作品纷纷诞生。因为
此时的孩子，心中已经装满了自己的“年兽”，他们迫不及
待地希望向大家展示自己或可爱或威猛的丰富多彩的“年
兽”，他们都在把自己美好的新年祝福带给大家，他们也已
经从学习过程中最初热情的好奇者成为了积极主动的创造者，
从盲目的“奥特曼迷”变成了有思想、有正义感的“龙的传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