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观读后感(优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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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阅读观读后感篇一

读书可以感知社会，了解自我。读书可以给人智慧，使人勇
敢，让人温暖。读书是最好的学习手段，作家们读书如恒，
笔耕不辍，正是因为读书，他们才有了更多的灵感和创作的
源泉，他们的思想和对生活的感悟，离不开书籍的滋养。对
于读书，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胡适认为，读书的目有三点。第一点：读书为了生活。读书
是为了获得应付环境、解决困难的方法，同时还可以获得一
些思想的来源。第二点：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人类文化遗
产。因为书是先人传给我们的知识遗产，我们只有在接受了
这些遗产以后，并在这些遗产的基础上，方可发扬光大。第
三点：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不读书便不
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读书
主要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读书能力。

易中天对读书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读书分为两种，一种
是为"谋生"，一种就是为"谋心"。有些人读完大学，找不到
工作就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也找不到工作，结果就读博士
生，博士生读完还找不到工作，就读博士后，博士后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就不知怎么办了，这种人读书完全就是为了"谋
生"。为"谋心"而读书，是为了给心灵寻找寄托与安慰，易中
天认为要为"谋心"读书才算是读书。读书需要一些"呆气"，
也需要一点"灵气"。他建议大学生们要多读一点专业之外的
书，文科要读理工科的书，法学、理工科的要多读一些人文



艺术方面的书。作为文科的研究生，起码要"通一经"，就是
要通晓一本"经典"。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因为能从经典
中读人，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

阅读观读后感篇二

一碗心灵鸡汤

――《我的阅读观》读后感

裴秀红

如果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高人、大师进行心灵的交流，
那么读了朱永新教授的《我的阅读观》，更让我的心灵得以
洗涤、净化和认识上的提升。

“不读书的孩子是一个没有潜力的孩子；不读书的家庭是一
个庸俗的家庭；不读书的学校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学校；不读
书的社会也必将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一句话，阅读可以丰
富一个人的有限人生，可以增长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提
升一个家庭的文化品位，可以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阅
读可以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不但富有哲理，还是很现
实的话!

曾经饱受苦难的犹太民族，之所以能今天崛起于沙漠之上，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其民族优秀的阅读传统有着密切的
关系。据统计，19―1995年，在645位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
人有121位，获奖人数居世界各民族之首。马克思、爱因斯坦、
乔布斯等，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犹太裔思想家、科学家、世
界富豪。究其原因，酷爱读书是其不可忽视的因素。

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追求中积淀了很多读书格言，留下
了很多刻苦读书的故事，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



正是这些读书的警言和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以
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

同时，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改变”二字。有“读”就必
有“行”，有“行”才有变。我们许多人读书，以读而读，
并不思“变”。看了朱教授的书，我们感受到了读的精彩，
那就是一个”变“字。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我的女儿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读化学专业的女儿毕业后通过了南京
大学的保研生，但是她想转专业，改为经济学，这对于一个
经济学零基础的学生参加面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试官来
自于台湾的经济学家，马来西亚的经济学家，对考生很挑剔，
面试开始了，老师没有问及经济学知识，而是问平时的爱好，
我孩子回答是读书，老师又问喜欢东方文学还是西方文学，
她说都喜欢，于是，老师问了西方文学《禅学》读过么，我
孩子不加思索的回答了本书的设计理念，因为西方经济贯穿
在禅学之中，多么巧妙的问题，就这样我的孩子在众多的考
生面前脱颖而出，让面试官点头赞许。在二百多名的面试考
生中仅选拔了两名，我的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因为这些考
生最低来自于厦门大学的保研生，后来，我和女儿聊天时问
在哪读的书，她说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的图书馆，
是阅读又给了我孩子一个提升的.机会，让它变得出类拔萃。

通过读书，可以修养内涵；通过读书，可以提升品位；通过
读书，可以促进专业发展；时代的发展，更注重人的内涵美，
生活的美。人的外在美很象一层薄纸，很容易看透，而唯有
喜欢读书的人，能通过外在的言行告诉人们他的精神追求与
生活的品位。因为读书可以平衡我们的心态，可以让思想走
向高远，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朱教授说，读了的
才叫“书”，没读的只能叫“纸”，我心中不禁鼓掌叫好：
读了的，并提升了生活品位的才叫“读”，不然只能
叫“看”。所以读书要“读进去”，再“读出来”，才叫读
书。这个“进去”和“出来”就是“研读”，读出了品位。
用心读，就读出了我们教师的绚丽人生。这，就是朱教授说
的，通过读书，让自己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



也就是我们教师应该追求的教育境界。

阅读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阅读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阅读
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对生
活的认识，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使我们更加理性的看待
现实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投入到阅读中来吧，一起来享受阅
读带给我们的快乐。让阅读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品吧！他会
让我们的人生走得更长，更远！

阅读观读后感篇三

《我的阅读观》是朱永新教授写的，他是推广阅读的“第一
人”。他在书中表达了对于阅读的意义和价值的基本观点：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
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
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美丽的城
市。他在新教育实验过程中总结出这样一个阅读理念：共读
共写共同生活。

朱永新教授从“个人、民族、学校、城市”四个方面来阐述
了阅读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教师这一群体来说，阅读就显得
更为重要，我们在这四个方面都将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首
先，作为一名老师，必须时刻保持一颗学习上进的心，时刻
走在教育的前沿，就必须不断地从各类书籍中获取新知识。
其次，作为一个学校，它良好的阅读氛围必须是每一位老师
的引领，从而带领学生走上“共读共写”的阅读生活。再次，
城市就是一个个家庭组成，相信每个爱好阅读的孩子一定会
让家长们也沉浸在书香的氛围中，从而构成一个书香充盈的
城市。

朱永新教授在《我的阅读观》中详细地介绍了“小学生基础
阅读书目”、“新教育儿童阶梯阅读文学书目”、“小学生
阅读推荐书目100种”、“中学生阅读推荐书目100
种”、“大学生阅读推荐书目100种”和“教师阅读推荐书



目100种”。这些书目为我们的阅读指明了方向，通过阅读经
典，可以让师生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让我们脱离庸俗。

老师们，让我们一起来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根的人！

阅读观读后感篇四

近期，有幸读了一本非常好的书——《我的阅读观》。这本
书，是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教授自己的阅读观念和新教育实
验阅读项目的成果汇集。读这本书如饮一杯清新香醇的下午
茶，给人愉悦的感官享受的同时，更滋润心灵，发人深省。

全书从一个人的自身成长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从一所学
校的书香充盈到一座城市的生机盎然、直至整个社会的和谐
共生，全方位论述“阅读”的魅力和作用。我主要从“个人
成长”这一块谈谈我的感受。

作者在全书第一章第一节“阅读改变人生”中，有这样一段
非常经典的论述：“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欣赏无限美景，体验精彩人生；通过阅读，我们不一定能延
长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我们一定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通过
阅读，我们不一定会变得更加富有，但我们一定可以变得更
有智慧；通过阅读，我们不一定能实现我们的人生梦想，但
阅读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人生梦想。”

我认为，一个自然人、一个社会极小分子的普通人，可以没
有雄才大略，可以缺少家国情怀，但必须“有用”——对家
庭有用，对社会有用！这使我想到了一个让我终生崇拜的偶
像——我的父亲。父亲只上过三年学，识字不多，却是附近
村社有名的“能人”：会木工、懂水电、维修门锁家电、缝
纫裁剪……几乎样样精通！所以整天忙碌着不是为这家做家
具，就是为那家修电器。

正因为父亲对社会“有用”，才格外受人尊重！父亲的这些



手艺，除了“木工”是跟我爷爷学了两年（算是有师傅），
其余的全是读书自学成才！这正是让我对父亲一生崇拜的原
因。

我小时候就记得，我家的书架上摆满了门类繁多的书目：
《农村百事通》、《万事不求人》、《木工家具》、《裁剪
入门与设计》、《实用中医学》……其中有一本缺了封皮的
《四角号码字典》还是我的启蒙字典，是父亲亲自教我的查
字方法。

然而，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部分“短视”者
“一切向钱看”，妄谈“读书无用论”，并用个别不学无术
却侥幸“成功”的“小暴发户”来欺骗世人，这真是“一叶
障目，不见泰山”！好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知识
的重要性。

他们知道，没有文化，就只能下苦力干重活；他们知道，没
有见识，就不会保护自己而更容易上当受骗；他们知道，没
有知识，如“盲人骑瞎马”，更易误入歧途甚至丧失生命！
他们更知道，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化、信息化促使社会生活进一步智
能化。而知识和信息从何而来？从读书而来！爱上读书并养
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是每一个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人必须
用一生来做的事！

读经典著作，与先贤对话，提升修为；读报刊杂志，与社会
接轨，开阔眼界。有字的书我们用眼看，有声的书我们用耳
听，无字无声的“社会”这本“宏论巨著”，我们更得用心
来读！

爱上读书，不为别的，只为开化蒙昧，点燃智慧！



阅读观读后感篇五

真读书与假读书。我一直认为阅读，仅仅是读书，至于读的
内容、层次、广度、深度、意义等，我从未深思过。而朱老
师用五个章节来解读阅读，并把阅读当做改变民族的切入点，
当做一生追求的事业。相比之下，我真如井底蛙了。我自以
为自己喜爱阅读，特别是近几年，我倾心于名人传记、民国
清流类书籍的狂购、拜读，感觉自己也算是读书人吧。可读
朱老师推荐的幼儿、中小学生、教师阅读书目等，我瞠目结
舌了。他所列书目，我几乎闻所未闻。同样读传记，我只是
看热闹，八卦人物轶事，读完了也差不多忘完了，简直就是
猪八戒吃人参果。而朱老师读人物传记，是追随伟大灵魂，
从每一个人物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阅读传记成了朱老师日
常功课。朱老师是真读书，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假书生。

阅读浅尝辄止。统编教材四年级语文上册第二单元导语，引
用陆九渊的名句“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陆九渊，他有
何成就？他有何思想主张？我一概不知。没想到朱永新老师
青年时代就读过陆九渊的专辑《陆九渊集》。假如我也早读
过此书，那节课上，我一定去抛砖引玉，一定会激发学生探
索陆九渊的好奇心！朱老师的一句话引发我研读陆九渊的欲
望。希望这是亡羊补牢，正如陆九渊所言——闻过则喜，知
过不讳，改过不惮。相信我的阅读不再是走马观花。

阅读遇见最美的自己。读朱老师的书，就像与一个优秀的自
己心心相遇。朱老师所倡导的“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
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没有阅读就不可能有个体心灵的成
长。”等理念，正是我一直所企盼的教育行为。我一向注重
学生阅读，不仅为学生提供阅读的时间、空间，还经常组织
学生开展丰富的阅读活动。

争做校园阅读推广人,孩子们走出教室，把图书推荐给校园中
陌生的学生，那份阅读带来的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那
一刻，他们从心里感觉到阅读带来的甘甜。我因此也被杂志



铺评为“百佳校园阅读推广大使”。

批注大比拼活动，以“我的批注我做主”为主题，采取批注
欣赏、批注分享、批注评比等多种形式。活动中，学生踊跃
展示自己的批注。学生批注的角度不一、类型多样。从内容、
写法、结构、语言等方面进行阅读思考。感想式批注、质疑
式批注、联想式批注、评价式批注、补充式批注等各具特色，
相得益彰，处处展示着，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圈圈点点，心
有所悟，个性飞扬，笔墨追录的痕迹。学生互相传阅批注，
点评批注，推选有特色的批注给予奖励。同时，借助班级微
信群、朋友圈等，展示学生批注作品。阅读交流活动的开展，
促使学生在交流中取长补短，提高了学生的批注水平，促进
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营造了浓郁的批注式阅读氛围。

孩子们在阅读中，人人感受到自我读书的价值，遇见美好，
遇见最美的自己，留住自己童年最美的影子。

朱老师的文章旁征博引，行云流水。古今中外的名家名句，
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对叶舒宪、惠特曼、松居直等人的语
言引用自如。没有海量的阅读，没有博闻强记，怎么可能如
此得心应手？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李金玉校长。李校长每
每讲话，都会情不自禁地吟经诵典。他在全校新教育启动仪
式上致辞时，引用《礼记》《中庸》等经典语句，引用梁启
超、陶行知、杜威等教育理念，足见他阅读功底深厚，涵泳
工夫兴味长。

教育春雷催绿意，杏坛百卉吐芬芳。新教育如雨后春笋，势
不可挡。阅读是新教育最关心的问题。朱老师的阅读观为新
教育阅读打开一扇门，走进去，我聆听着春天的心语——一
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
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
的阅读水平……改变，从阅读开始。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
芳华，栖息共读共写共生活的田园，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生活吧！



阅读如镜，好书照我潜行。追梦新教育，泛舟书海润泽心田，
墨香深处，邂逅诗意的自己，完整的自我。开一朵香气袭人，
温暖世界的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