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阅
读的力量(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篇一

《阅读的力量》这是一本由枯燥数据和生动结论相结合的书。
作者极力想证明的是自由阅读（free・voluntary・reading，简
称fvr）的重要性。fvr就是无压力阅读，为了兴趣而阅读，不需
要写读书报告，不必回答每个章节后的问题，也不用为每个
生字查字典。fvr不仅仅对学习母语有帮助，也是让外语能力
登峰造极的方法。与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相比，“阅读是唯
一的办法，唯一能同时使人乐于阅读，培养写作风格，建立
足够词汇，增进语法能力，以及正确拼写的方法”。

《阅读的力量》中提到，直接教学是两种程序的组合：技能
培养――刻意学习一种规则、词义或拼写，然后让这个规则
变成一种“自动化”的输出过程；纠正错误――当错误被改
正时，老师就希望学生能意识到自己对规则、词义或拼写的
知识都应该被改正过来。这不正是我在过去词语听写这一环
节所采用的方法并期望得到的结果吗？尔后，读了克拉生例
举的许多反对直接教学的事例后，我才终于明白，学生在听
写环节的“糟糕表现”是因为我的愚蠢，而非他们态度不认
真。

“传统的语文教学仅是测验，而这种测验方式只能让在书香
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顺利通过，而那些不幸生长在图书资源不
足的环境中的孩子则会失败。”细细一想，不就是这样吗？
那些在听写中每次能拿全分的学生态度确实认真，然而他们



花在记忆词语的时间却明显比其他人少，而这部分学生在课
外阅读方面显然比其他人多得多。曾记得我以往教过学生的
一件事，班级里语文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肯定不是学习最
认真刻苦的，但却一定是班里阅读最多的一位学生。另有一
名学生，曾经因为听写不出，单独就一篇课文中的词语准备
了近二十分钟，最后听写时也没有全部正确。而他，平时是
最讨厌读书的，每周两次的读书笔记，也总是想方设法与我
讨价还价，要换成写随笔。其实，他所谓的随笔也就是生活
流水账。但我想，写总比不写好，因而也只能这么为此了。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篇二

一个人外在的教学行为的改变，实质是一个人教学思想的改
变。翻开《阅读的力量》，第一次只读到序言，就让我热血
沸腾。王林说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阅读是唯一的办法，
唯一能同时使人乐于阅读，培养写作风格，建立足够词汇，
增进语法能力，以及正确拼写的方法。”最让我震撼的
是“直接教学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没有功效”这一观点。
从事语文教学已经的我，在书中大量研究数据面前，开始质
疑：到底什么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呢?对照正在上一年级
的女儿，上学已有5个多月了，从幼儿园充满对语文课的渴望
到现在不太爱上语文课，老师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备课，讲解
课文中字词句。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精力，我们的孩子却不喜
欢语文啦?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作为一个称职的妈妈，我
们到底应该给孩子们什么?我迫切的寻找答案——自由自主的
阅读。

从《阅读的力量》中我学到了一些适合并且我可以做到的提
升阅读兴趣的方法：1、制造亲近书的机会，解决书源。在家
里，不怕乱，客厅、书桌、床头、卫生间都摆上适合女儿看
的书，让她随手就能拿来一本阅读;在学校，要求每人用压岁
钱给自己增添一本或一套喜爱的图书，每天书包里都
有1——2本课外书，从学校图书室定期给他们借来图书。2、
全垒打书籍。最近在带孩子们做《阅读力测试》，里面有不



少优秀的故事选自彩乌鸦系列。正好我之前买了一套，借此
机会，向孩子推荐《弗朗兹的故事》《风鞋与火鞋》《我和
小姐姐克拉拉》《妈妈走了》。希望一次美好的阅读经验，
一本“全垒打书”可以造就一个个热爱的书的人。3、提供充
足的阅读时间。每天下午课前自由阅读20分钟。4、对家长宣
传阅读的重要性，在征得家长的支持和配合下，对6名成绩暂
时相对落后的孩子采用广泛的阅读的训练方法，每天在家给
孩子20分钟的阅读时间，并对自己读的东西负一点点责任，
即为所读的内容写上一句话总结或感受。若孩子不愿意读，
就由家长大声读给孩子听开始起步。5、把阅读带到箱庭游戏
之后，每次推荐并借给孩子一本优秀的读物。

《阅读的力量》让我更加坚定的相信：自由阅读有力量!最后
与大家分享书中记忆深刻几句话，(重复是最好的强化!)

持续默读有“安静效应”，可以让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静
下来，而且对有潜在行为问题的学生形成约束。

幼年与青少年时期无所不读的经历，与这个人此生最后的成
就之间有正向的关系。

我们可理解信息是在低度焦虑的情况下呈现的。

父母念故事书给孩子听对孩子语文能力的发展作用极大。

(想起龙应台的一句话：做父母是有有效期的!)

不论在学校或在家中，孩子越常看到别人在读书，就会越爱
读书。(潜移默化的模仿和示范，阅读课时，学生在读书，老
师也应该静静的阅读，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学。)

很重要的一点是，carson的母亲允许他阅读任何自己想读的书。

鼓励只有在读到真正喜欢又有能力读得懂的书时才有效。



轻松的读物是许多孩子学习阅读以及培养阅读习惯的方式。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篇三

?阅读的力量》这本书，一个美国教授斯蒂芬·克拉生所写，
放在我们中国称之为教育家。利用比较短的时间简单粗略的
看了一下，走马观花，我就文中所提的自由自主阅
读freevoluntaryreading的说一下感想。

自由自主阅读，是提高语言能力的有效手段，这一点母庸置
疑。国外的阅读资料我不是很熟悉，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
环境中，我想自由是指阅读范围的广泛性。年前一天我带子
岩去金华书城买书看书，他在很多小孩的地方看了一下午，
呆的地方也是小学生最多的地方，看的是少年儿童的书目，
人集中，看的书也很集中。后来我就把他带到文学书籍，中
医药书籍，电子书籍，收藏书籍区，一样也能走马观花看两
下。很感谢我们老师给子岩打下的良好的语文基础，看这些
多门类很广泛的书籍完全不是问题，在这里我也不要求他能
看多少懂，能看，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再深入一点，在
我们的眼里就是收获。

自主阅读指的应该就是主动性目的性，没有广泛的阅读这个
也是无从说起的。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有更明确的指向性，
而且往往是精读，这个就和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关，没有一点
兴趣，还真读不下去。和老师要求的一样进行边读边注，更
加是精细活。就目前看来子岩还没有这个习惯，这个像我，
看的快，记得少。希望他能做的更好的，先把一本书读厚，
再化繁为简，把一本书读薄，吸取书中的全部营养为己用。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老师引导之下，争取在新的一年里子
岩能读更多的书，收获更多知识和能力。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篇四

“胸藏文墨虚弱骨，腹有诗书气自华”，书籍滋养成长，阅
读润泽少年，我们要有读万卷书的雄心壮志，因为书籍增加
知识修养；书籍陪伴我们成长；书籍洗涤人类魂灵，也许有
人会问：阅读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人说：阅读是一种习惯。
也有人说：阅读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阅读是一种修行，
与阅读同行，我们在路上。

在我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
个益友，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她还告诉我，在
她们那个年代，能看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从那之后，爸
爸妈妈一有时间，就和我一起看书，我很享受阅读带给我的
感觉，我的小学班主任是一名充满了书卷气的老师，她会介
绍给我们许多好看的书，与此同时，我喜欢上看不同种类的
书，她也会时不时的让同学们做好书推荐的ppt，了解每个同
学的读书习惯和种类。

我有一本非常喜欢的书，百看不厌，那本书叫《天才在左疯
子在右》，/的。每当闲暇之余，我就会兴致勃勃的跑到书柜
旁，迅速的找到那本书，坐到书桌前，翻开那本厚厚的黑色
外表的的书，慢慢的品味起来。

这本书是一位心理咨询家记录的一些他咨询过的病人，其实
当我知道这本书的时候，我对它的印象是：应该都是大白话
吧，毕竟纪录文能写的有多好呢？随之，我又产生了一个疑
问，如果写的不好的话，为何如此著名？会有那么多读者呢？
我带着种.种疑问，去书城买了这本书。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内容丰富、文辞优美、思想深邃，
我久久的沉迷在它的一词一句当中，不能自已，忘却了周围
的一切。读书如树木，不可求骤长。植诸空山中，日来而月
往。阅读使我强大，知识就是力量。



多年来，阅读带给了我诸多改变，让我从懵懂无知到腹有诗
书，让我从不善言辞到侃侃而谈，让我从止步不前到昂首阔
步。阅读能让我们筑梦、逐梦、圆梦。我阅读，我快乐！让
我们喜欢上阅读，与阅读同行！与知识为伴！

阅读的力量读后感篇五

?阅读的力量》这是一本由枯燥数据和生动结论相结合的书。
作者极力想证明的是自由阅读(free·voluntary·reading，简
称fvr)的重要性。fvr就是无压力阅读，为了兴趣而阅读，不需
要写读书报告，不必回答每个章节后的问题，也不用为每个
生字查字典。fvr不仅仅对学习母语有帮助，也是让外语能力
登峰造极的方法。与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相比，“阅读是唯
一的办法，唯一能同时使人乐于阅读，培养写作风格，建立
足够词汇，增进语法能力，以及正确拼写的方法”。

?阅读的力量》中提到，直接教学是两种程序的组合：技能培
养——刻意学习一种规则、词义或拼写，然后让这个规则变
成一种“自动化”的输出过程;纠正错误——当错误被改正时，
老师就希望学生能意识到自己对规则、词义或拼写的知识都
应该被改正过来。这不正是我在过去词语听写这一环节所采
用的方法并期望得到的结果吗?尔后，读了克拉生例举的许多
反对直接教学的事例后，我才终于明白，学生在听写环节
的“糟糕表现”是因为我的愚蠢，而非他们态度不认真。

“传统的语文教学仅是测验，而这种测验方式只能让在书香
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顺利通过，而那些不幸生长在图书资源不
足的环境中的孩子则会失败。”细细一想，不就是这样吗?那
些在听写中每次能拿全分的学生态度确实认真，然而他们花
在记忆词语的时间却明显比其他人少，而这部分学生在课外
阅读方面显然比其他人多得多。曾记得我以往教过学生的一
件事，班级里语文成绩最好的一位同学，肯定不是学习最认
真刻苦的，但却一定是班里阅读最多的一位学生。另有一名



学生，曾经因为听写不出，单独就一篇课文中的词语准备了
近二十分钟，最后听写时也没有全部正确。而他，平时是最
讨厌读书的，每周两次的读书笔记，也总是想方设法与我讨
价还价，要换成写随笔。其实，他所谓的随笔也就是生活流
水账。但我想，写总比不写好，因而也只能这么为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