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公开课(通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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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公开课篇一

由于小班化教学的实施，使得老师们从传统教学中以传授性
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主要让学生们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小学高段作文教学。特别是小班化环境下的语文教学能使教
师有机会并主动从高高的讲台上走入学生中间，有充足的时
间细致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新课程理念所提倡的
角色转变，成了真正的组织教学活动者，学生学习的好伙伴。
小班化环境下的作文教学更多的是组织学生就某个问题进行
交流与讨论，释放真心，从而达成自己的意识情态，提高他
们对作文在直觉、直观上的认识，使课堂教学真正开放、自
主、有人情味，有力地促进了学生作文素质的培养。

一、显露真情，敢说真心话

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叶圣陶老先生写下了朴实无华、发人
深省的肺腑之言：“作文是用笔来说话。作文要说真话，说
实在的话，说自己的话，不要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
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要求学生说真话、实话、
心里话，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写作要感情真挚，力
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
由此不难看出评判作文优劣的标准明显地倾向于求真和依此
延伸的良好作文习惯的培养。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缺少成
人化是非判断方式，天性讨厌拘束，向往自由，喜欢用直白
的话语交流自己的真情，他们往往用自己直观的视角探求问
题的答案，鲜活的个性有时令我们难于招架。我想如果在作



文教学活动中从儿童心理特点出发，紧紧抓住他们通过直觉
获得的真情，哪怕是稚嫩得可笑或零碎得只有只言片语，鼓
励他们可以有这样与那样的想法，在矛盾中磨砺自己，才能
在作文中敢于说真心话。

小班化课堂更有可能为学生提供许多认为鲜活的话题，男孩
子喜欢做英雄，他们用自己不太成熟的观点评论着好人与坏
人，希望自己本领高强，有时还可能为了一个细节的谬误而
争论不休。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牢牢记住了他们真情充溢
的观点，抱着***的态度，我特意把课堂假设成了交流会现场，
让他们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对学好语文的看法。一开始，并
没有预想中的热烈，学生对这个问题抱着拘谨的态度。后来，
我举了他们身边几个有进步学生的例子，话匣子一下子就打
开了。有的学生说：“老师，我能深情并茂地朗读课文，算
爱好语文吗?”有的则从这几天的认识入手：“我这几次字写
得端正多了，组长可以作证。”还有的红着脸说：“我有点
喜欢看课外书了，但学校图书馆的书一星期才借阅一次，太
少了。”胆大的学生在下面就坐不住了，纷纷发表自己的意
见，因为可能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能举出这么多爱语文
的表现。听了他们的话，我陷入了沉思，是呀，作文的确需
要这样真情的流露，可能是平时我只过多关注教学进度而忽
视了为他们创设言语交流的机会和时间。

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孩子各个生活形态是多样化的，在信
息灵敏的今天，他们在生活中都会有许多直面这个世界或因
与其他伙伴交流而产生的独特的感受。生活为孩子们创设了
更多直觉带来的心理感受，关注他们课外的交流，获取与他
们贴近的话题，再适机地引导一下，他们就能把真话、实话、
自己话畅所欲言地写入作文中。

把写作文当作一回彻底的宣泄、一回刻骨铭心的自律、一回
荡气回肠的抒情，我们一定能在作文中留住学生的真心。

二、借助活动，敢言纷繁事



作文教学要情真意切必须借助实践形态的情境活动和生活活
动。小班化的作文教学的内涵,就是让日常生活走进教室再现
生活，赋予教学活力;另一方面是教师提供虚拟情境，具体操
作由学生自由发挥，形式不限，充分体现自由和***，从而展
露鲜明的个性。对于这方面来说，借助活动的作文教学还应
组织得当，使每个学生都有可能参与到活动中来。生活中的
表达就成为学习中的表达，学习的表达又可能成为生活中的
表达的一种良性延续。用直觉感悟作文更能够激发学生表达
需求，写作与活动关系密切，就像生活中的说话一样自然贴
近。

小班化的教学环境本身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能关注每个孩子的
细微变化，这与作文教学所提倡的情感表述形式丝丝入扣。
只是要求将自己认为最有表达欲望的活动内容或评议用自己
认为最合适最完美的形式记录下来。即便是纷繁的杂事学生
也会有一种内心的渴望去完成。写游记虽说能引起学生的兴
趣，但如果单单确定一个框架再让学生往里钻，我想大多数
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干巴巴的。那怎样激发学生的写作热情，
唤醒学生对春天美景的感知，借助活动，并利用直觉来直书
胸臆效果更好，怎样写好作文《小学高段作文教学》。

课上，我以学校大队辅导员的身份向学生做了自我介绍，还
提出了想法：“春天是旅游的好季节，我们要加大宣传，做
好服务工作。请大家积极出谋划策，提供有价值建议。”学
生纷纷举手发言，有的说：“我们春游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
天，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所以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有的说：
“春游，应该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有的说：“轻松一下，
应该找一个好玩的地方。”还有的更绝：“最好既有诗情画
意，还能震撼心灵的好玩又有意义的地方。”听到学生七嘴
八舌地议论，我心中一喜，知道良好的开端已经形成，我充
分肯定了他们的想法，并适机要求在介绍的时候有条理，语
言尽量能吸引人。

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教室里气氛活跃极了：有指手画脚地演



讲的，有面红耳赤争论的，也有低头沉思的……我也共同参
与了他们的活动并一起动了许多脑筋，最后选三个同学上台
介绍，并通过大家的指指点点中做了修改。下午第三节课，
学生完成了习作，效果出人意料地好。

让学生在活动中习作，知道习作也可以与人交流，只要投入
自己的情感，就能找到文思喷涌。

三、勤于积累，敢动不俗念

积累，这个再平凡不过的词语，在语文教学词汇中，却被赋
予了丰富深远的内涵。尤其是在新课程理念下的小班化教学
中，使语文积累有了时间上的保证，从而能初步理解其包含
的人文化、生活化、语言化的特点。

在作文教学中，我认为值得学生去积累和体味的是包含人文
成分的课文。比如涉及到母爱亲情的课文：《散步》将哲理
般的思索蕴含在***的家庭生活图景之中;《背影》的柔情细
语更让我们看到了那如水一般渗入全身的家庭温情;《金盒子》
中无尽的哭诉提醒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珍惜;《纸船》
更是让我们对母爱伟大的抱着缠绵的期待，这些让学生动情
甚至能洗涤每个人心灵的佳作不正是最好的典范么?深深地去
体味，把自己新鲜的感受写出来，哪怕是借鉴性的片段，只
要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把自己处在一个作家的位置，直观
地享受带来的愉悦，相信学生一定会告诉我们一些不俗的念
头。

还有那些博古通今的文化积累，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积累体
现了文化氛围的重要性。在了解一定的文化背景，阅读欣赏
了一些优秀的人文作品后，教师要灵活地发掘其中的人文教
育价值，指导学生带着批判和创新的眼光传承传统文化和吸
收外来文化，丰富文化积累。我常常举清代才子纪晓岚的故
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改成了“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还振振有辞地



与别人争论说：“这样表意才明确。”虽然这有点牵强，但
作文本身就是让我们去争辩的方寸之地，学生能把心中积淀
的念头敢于直露露地表述，这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不凡的成功。

学生只有丰富的积累，在头脑中建立了语言库，实际运用时
才会有取之不劲信手可拈的语言材料。丰富多彩的积累才能
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形成情感
高尚的生活理想，积累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感受，
写作才有深远的底蕴。语文课程标准极为关注学生个体的发
展、主体地位的实现，关注学生除书本知识以外的道德、情
感、价值观等综合素质的提高。说到底，是关注学生作为生
命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基。语文积累是
学生学习的重要过程，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学生
多方面的能力更能培育他们灵动的不俗念。

四、直面灵感，敢书创新文

很多人认为灵感似乎是一种难以触摸的情感。古典文学作品
上更是说得神乎其神，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然大
多数只对经验的描述：它常常在搔首作态，文笔艰涩中“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时文思泉涌，春风得
意。

其实，灵感只是人们对存在的事物的一次回顾和再思维的过
程。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脑的一般用表象去思考。在这种
状态中，作家会突然吐出精妙的诗句，科学家会突然顿悟。
大量的实例证明，灵感是创造者在孜孜不倦的创造性劳动中
达到情绪高度集中和极度紧张时候所处的情态，所以严格来
说创造应属于具有灵感的劳动。灵感又是长期艰苦劳动的结
晶，艺术大师列宾说：“灵感是对艰苦劳动的奖赏。”它是
以无意识阶段的基础和前提，其各种感觉和想象是灵感来源
的必经之路，换句话说，灵感来源于长期观察和思索。当然，
灵感是介于无意识和有意识之中，从而接通具象，是一种特
殊情态的直觉。了解了这些，对于我们作文教学中如何培育



和训练学生是非常关键的。

新课程理念下的小班化作文教学，因为教师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关注学生，所以引导学生作大量的、多样化的练笔已经成
为一种事实，灵感也变得不再神秘。

或许有人认为灵感稍出即逝，难以预测，不用去训练。这种
看法是极其片面的。尽管灵感的出现概率不高，但它毕竟经
过了实践和认识突变的过程，提升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对事
物形成了新的认识，这种应该属于创造性意识形态完全可以
反映在长期的训练以后逐步形成的，所谓“长期积累，信手
拈来”。因此，只要经过踏实有序的科学化训练，是完全有
可能让每个学生的心智得到一次质和量的提高。

读后感公开课篇二

我最喜欢的运员是姚明。

他今年 岁，身高两米二六。

他是一名优秀的nb 运动员，火箭队的中锋。

在体育频道，我常常看他打球。

他是一名奥运健儿。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是举旗手，领着中国队向前走。

比赛中，正是有了他的组织，中国男篮进入了前八名。

他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四川大地震后，他给灾区捐了很多很多美元。



姚明，你是中国的骄傲!姚明，加油!

读后感公开课篇三

悲观主义者从每一个机遇中看到灾难，乐观主义者从每一个
灾难中看到机遇。

——题记

仙人掌和雏菊都选择在沙漠安家。

仙人掌把根扎下去后就不停地向下探，晚上才休息一会儿。

而雏菊只顾着欣赏沙漠里的奇特风光，只把根浅浅地扎下去
后就不管了。

几天后，太阳更毒了，把沙漠表面的一点水分也吸收了。

仙人掌早已把根扎到地下十几米去了，怡然地吸收着地下的
水分，而雏菊却不能幸免，干死了。

面对同样的机会，仙人掌安然地握住了，而雏菊却没有把握
住。

因此，仙人掌在沙漠里安家了，而雏菊却灭迹了。

百合的种子，被强劲的寒风吹落到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上。

虽然寒风凛冽，萧条落寞，但它的根深深地扎在仅有的土壤
中，它的血液依然在灵魂的深处热切地流动。

它不顾周围野草的嘲笑，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
根，直直地挺着胸膛，安然地握住自己的命运。

终于，它绽放出了最美的自己。



人们纷纷慕名而至，在此许下百年好合的誓言。

一位老禅师，带着他的徒弟提着灯笼在黑夜里行走，一阵风
吹来，灯灭了。

“怎么办?”徒弟问。

“看脚下。”师父回答。

灯灭了，看不见前面的路，那么此时他们能做的就是安然地
握住现在，看准脚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向前走。

比尔}39;盖茨，微软的创始人，设计电脑程序是他心中不变
的梦想，为此，他从哈佛大学辍学，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

他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也许在他年轻时，会有人笑他狂妄，但如今，他的辉煌为他
自己做出了最有力的捍卫，他的梦想那么大，却未曾放弃过
拼搏，他安然地握住心中的方向，让梦想绚丽绽放!

鲁迅先生是安然地握住时间的高手，他在读私塾时，父亲患
上重病，所以常上当铺、跑药店，还得帮忙做家务。

但他还是会挤出时间来读书、写作，正如他所说过的
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肯挤，总还是有
的。”――这奠定了他日后成功的基础。

安然地握住机会、命运、现在、方向和时间，你就握住了机
遇和未来!

读后感公开课篇四

读后感作文指导课件，怎么写读后感呢?一起看看读后感作文



指导课件吧!

写好读后感活用"四字诀"

读后感是议论文中最常见的文体之一，也是初高中学生必须
掌握的一种文体.但从以往读后感训练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
尽人意.其实，写好读后感也有章可循.若活用"四字诀"，则
更容易生效.

一，引--围绕感点，引述材料.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
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
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的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
述;材料长的，或摘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
发"感"的要点.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确，
有针对性.

二，议--分析材料，提练感点.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
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
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
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

三，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
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浅.
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联，
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
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
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联系实
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联"与"
引""藕"断而"丝"连.

四，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
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结尾，都
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开
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



当回扣"读"的内容不放松.

当然要写好读后感，关键还要读透材料，抓准感点.怎样读透
材料 一般说，如果是记叙文，就要抓住人物最突出的某种品
质，最有价值的语言行动或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如果是议
论文，就要把握中心论点;如果是寓言或哲理性的散文，就要
领会其深刻的寓意.当然，读一篇文章，感可能是多方面的，
要在分析，思考的基础上，选择最值得发表，感受最深，见
解新颖独到，最有针对性和现实感的感受来写，一篇读后感
只能容纳一个感点，其他感点无论多么好，都要忍痛割爱.明
智之举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并围绕一个感点，联系实际，
谈深谈透.

几种开头方法

1，开头谈总的感受.如:最近我读了老舍先生《养花》一文，
觉得越读越有味道……接着再谈自己领会最深的那几点.第二
段逐点谈体会，结尾小结全文，谈谈自己的打算.

2，开头提出问题.如:学习上难免有挫折，一个学生该怎样对
待挫折呢 最近学习了老舍《养花》一文很受教育.然后参照
上一种写法，从第二段开始，逐点谈体会.

3，开头指出某种不良现象.如:班上有些同学把读书看成是苦
差事，在操场上生龙活虎，在课堂上垂头丧气，这是什么原
因呢 然后引出《养花》这篇文章，逐点谈体会.

读后感的写作有很多种，看你读后对哪些方面更有心得和感
悟.可以偏重思想与理趣，也可以偏重语言或结构.可以就文
章整体进行评价，也可以选一二细节做深入分析.若针对文章
观点，可赞和，可批判，也可进一步阐发.若结合文章语言或
细节，可以比较，联想，评论赏鉴.关键在于有自己的见解，
写出独有的感受.这样，就会通过写作使阅读得以条理化和深
化.在作文记录下自己思考的轨迹.



读后感的基本思路

(1)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
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
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
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
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
西.

(2)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
明确表述出来.

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这篇文
章的中心论点.

"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
在篇末或篇中.初学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
把观点写在篇首.

3)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议论文的本论部分，
是对基本观点(即中心论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
观点的正确性，使论点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
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
基本观点服务.

(4)围绕基本观点联系实际.一篇好的读后感应当有时代气息，
有真情实感.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联系实际.这"实际"可以是个人的思
想，言行，经历，也可以是某种社会现象.联系实际时也应当
注意紧紧围绕基本观点，为观点服务，而不能盲目联系，前
后脱节.

以上四点是写读后感的基本思路，但是这思路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善于灵活掌握.比如，"简述原文"一般在"亮明观点"前，
但二者先后次序互换也是可以的.再者，如果在第三个步骤摆
事实讲道理时所摆的事实就是社会现象或个人经历，就不必
再写第四个部分了.

读后感和评论的相同点

1.读后感和评论都属于议论文，都具有议论文的一般特点:即
具有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要素.

2.对原文的内容或所议之事都要有切实的感受和体会，并能
做一定的联想.

3.都有一个引出问题的引子，先概述原文的要点，简要地叙
述所议之事.

读后感和评论的不同点

1.对象不同

读后感涉及的对象是:写自已读了某部作品或某篇文章的心得
体会，要以写自己的认识为主，如《纳谏与止谤》即如此.评论
(包括思想评论和文学评论)所涉及的对象是:思想评论以人们
的思想现象为评论对象，如《乌飞鱼跃的联想》;文学评论的
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及文学流派，如《是一篇很好的
小说》.

2."人称"不同

议论文本没有人称的说法，这里套用记叙文的提法.读后感是
写"我"得到怎样的启示，获得怎样的收获，并不涉及第三者
如何.而评论文章总是某种思想或某部作品怎样，不必把自己
摆进去.



3.任务不同

读后感重点落在一个"感"字上，其任务主要是写自己读了什
么文章后，有怎样的感受及受到怎样的教育和启发，对文章
所阐述的问题产生了什么新的见解.评论文章的任务是:思想
评论是针对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中的现象进行分析，肯定正
确的，提出偏颇的，批评错误的，它是一种报刊文体，不失
时机地进行宣传教育.文学评论是"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判断和评价，它可以向读者推荐和阐述作品，文学评论者作
为作者的知音和读者诤友，应该使读者和作者，读者与作品
的思想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使读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作品
的思想内容，欣赏作品的创作艺术"."它还肩负着引导读者正
确地认识作品的重任，或抵制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或洞察错
误作品的有害实质，井给读者以有益的指导".

4.作者的"地位"不同

读后感一般是顺着原意生发感想，评论则是针对原意表示态
度，如果把读后感比作顺水推舟，那么写评论就是指手画脚
了.过去有句话"见官大三级"，评论文章正好处在这样一个地
位.根据这个意思还可以得出下面的公式，从而看出二者与一
般议论文的关系:

在读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
到的教育，启迪等写下来，写成的文章就叫"读后感".

一、格式和写法

读后感通常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缩写内容提纲，一种是写阅
读后的体会感想，一种是摘录好的句子和段落。

题目可以用《×××读后感》，也可以用《读×××有感》。

二、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



键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
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
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
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

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
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去写。

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感受最
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好是突
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受越深，
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三、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

我们所说的联系实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
以联系社会实际，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
以是童年生活，也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
论怎样联系都要突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四、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
情三结合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
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

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
又必须说理。

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

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
主。

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
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

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
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五、叙原文不要过多，要体现出一个“简”字

六、要审清题目

在写作时，要分辨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力求做
到“读”能抓住重点，“感”能写出体会。

七、要选择材料

读是写的基础，只有读得认真仔细，才能深入理解文章内容，
从而抓住重点，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才能有所感受，有所
体会;只有认真读书才能找到读感之间的联系点来，这个点就
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文中点明中心思想的句子。

对一篇作品，写体会时不能面面俱到，应写自己读后在思想
上、行动上的变化，摘取其中的某一点做文章。

八，写读后感应以所读作品的内容简介开头，然后，再写体
会

原文内容往往用3～4句话概括为宜。

结尾也大多再回到所读的作品上来。



要把重点放在“感”字上，切记要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九，写读后感的注意事项

1、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

2、写得有真情实感。

应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绝非“检讨书”或“保证书”。

读后感属应用文的范畴，为方便同学们学习，我们把有关读
后感的知识，整理归纳如下：

一、熟悉读后感的结构。

读后感的节后分为四部分：“引、议、联、结”，此外读后
感的第一段要简单介绍自己读的书名是什么。

引：即是引用概括自己所读文章的内容。

因为原文所引内容是些读后感的基础，概括全文必须要正确、
简洁、完整。

议：就是自己的感受，要找准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来写既俗
称的感点。

不同的文章不同的人必须找到不同的感点，但无论如何感点
必须要有意义，即：别人读了你。

以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课文为例，可以找到不同的感点。

《草船借剑》可以从诸的角度谈，顾全大局识大体的文章要
有收获，做人要宽容大度，从周的角度谈，拒绝妒忌。



《将相和》可以从蔺谈宽容，也可以从连破的角度谈知错就
改，同时也可以从两个人的角度谈团结。

《景阳冈》塑造的是武松的勇敢打虎引申到学习上的拦路虎，
要敢打拦路虎。

《猴王出世》则从猴子善于为他人着想……

联：写读后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联系自己的生活由所读之
书联系到自己的生活，从而有所收获。

同时，也是由生活中的实例来印证自己的感点是准确的。

生活中的实例既可以写自己的，也可以写他人的。

结：收束全文，点题升华。

这一部分可以恰当地引用名言来印证自己的感点。

二、读后感要注意的问题：

1.题目：读后感的题目有两种方式：

一种可写作读xxx有感或读xxx有感。

还有一种可以写作正副标题的形式，根据全文提炼出一个词
语或一句话写作文章的题目。

如：团结力量大

——读《将相和》有感

2.感有两部分：

感点可以边分析原文边议论，简称夹述夹议。



另一种可以称作对比假设式。

文中的主人公是怎么做的，而在生活中一般人会怎么做。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举生活的例来说明感点后也要谈自己的
感受，既要联系原文，也要联系实例。

3.在读后感引于议之间要做好过渡，既可用过渡问，也可用
过渡句。

总而言之，读后感并不难写，一是掌握方法，二是勤练多修
改，自然水到渠成。

读后感公开课篇五

翻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读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
我不禁心潮澎湃，那则《顶碗少年》便是其中一圈的涟漪。

故事是这样的：在上海大世界露天剧场表演杂技，场内座无
虚席，全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旅游者。一位英俊少年出场了，
他表演的顶碗，只见他头上顶着高高的一叠碗，做出各种各
样令人惊羡的动作。突然在转身的刹那间，一叠碗从他头上
掉下来了。少年没有慌张，不慌不忙地重复刚才的动作。那
一叠碗好像故意捣蛋，又一次掉下来。音乐又一次奏响，场
子里没有一点声音，那叠碗又剧烈地晃动起来，那少年轻轻
抖了一下脑袋，终于把碗稳住。场内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是的，人生是一场搏斗。敢于拼搏的人可能是命运的主人，
顶碗少年便是其中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爱迪生，经过无数次
的实验，终于发明了电灯;容国团奋勇拼搏，终于打败了，为
中国夺得了一枚金牌;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跋山涉水，风餐露
宿，终于写成了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无论是写一篇文
章，还是解决一道数学题，完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都要持



之以恒，顽强拼搏，才能成功。

说道这，我自叹不如。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我经常被困难
吓倒，总不能坚持到最后，半途而废，有头无尾。同学们，
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会有更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
只要我们勇往直前，不怕困难，努力拼搏，一定会在人生的
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地刷新自己的记录，正所谓“爱拼才会
赢”，相信我们一定能品尝到硕果的甘甜。

简评评语：

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读后感，作者通过用简洁的语言叙述
《顶碗少年》的故事，告诉大家要敢于拼搏，做命运的主人。
同时，有运用几个典型了例子证明这一点，增强说服力。最
后告诉我们遇到困难，要勇往直前，“爱拼才会赢”。全文
一气呵成，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短小精悍，耐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