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通用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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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篇一

如果你没有嫁给爱情，或者你们的爱情已到期，而你还想维
系你们二人的婚姻，怎么办?

读完《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我心里有了答案：

爱他!

爱情是个名词，或许是一种荷尔蒙刺激后的对异性的近似神
魂颠倒的迷恋;

爱是个动词，是你对身边人实施的、让对方感受到温暖和美
好的言辞或行为。

那问题又来了：

“怎么爱?”

“说他的爱的语言”

“什么是爱的语言?”

“爱的语言是每个人喜欢的接受爱的方式，包括五大类：肯
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和接受礼
物。”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英语、汉语、日语、西班牙语等等语
言。而作者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把这五种表达爱意的方式比喻
为不同的“语言”，如果你爱人最主要的爱语是“肯定的言
辞”，那你在适当的时候表达一下对他的肯定、鼓励或者赞
美，比你每天给他送“礼物”都管用，因为只有你说他“听
得懂的语言”，他才知道“你爱他”。又比如，你爱人主要
的爱语是“服务的行动”，那你把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生
活安排的妥妥当当，比你一个劲的鼓励他要管用。再比如，
你爱人的主要的爱语是精心的时刻，你不需要刻意的说鼓励
的话语，也不需要什么家务都做，你需要的是静静的陪着他，
一起看日出日落，共同经历悲伤快乐，听他讲出他内心的故
事。

所谓“精心的时刻”是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经历的一些美妙的
时刻，包括精心的活动或者精心的对话等，比如两个人一起
旅行，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吃大餐、打球，或者面对面
的聊天，互相说一说心里话。其他四种爱的语言不需要过多
的解释。

那么接来下的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怎么知道我的或者他
的爱语是什么?”

试着回答以下问题：(1)你最常请求你配偶的是什么事?你最
常请求的事，可能是最能使你感觉到爱的事。(2)你的配偶做
什么事或者不做什么事，伤害你最深?跟这件事相反的，可能
就是你的爱的语言。(3)你通常以什么方式向你配偶表示爱?
你表示爱的方式也会使你感受到爱。

如果有两种语言似乎对你都同样的重要，说明你是“双语”
之人，会的语言越多，越容易感受到爱。

我只能帮你到此了，如果你完全顿悟了，可以不用看这本书;
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可以去买这本书来读，上面还有一些
实用的操作指导和很多作者作为婚姻咨询师所接触到的案例。



另外，“爱的五种语言”可以扩展的其他关系中，比如亲子
关系。

爱他，就说他的“语言”。希望你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篇二

在【语言与文化】下编这部分，一开头就开始讲明了字与文
化的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文化就没有文字，没有了
文字文化也会慢慢失去传承。

作者的态度在这本书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这辆车上，
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
也许通过这个我可以猜测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载体，文化是
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表现。感觉就像文字是
文化的附庸。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作者的陈述中也能感觉到的是文字
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语言、绘画、音乐一样，将
文化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其他人可以轻易接收的方
式表达出来。就像女书，就像各个民族的文字。书中所提到
的女书的形成，就和当时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不能通
过和男性一样的方式——上学读书——来学习文字这种书面
的表达方式，可是她们又需要向远方的人倾诉，那时又没有
传音的物件，于是女书这种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出现解
决了当时妇女对于向他人倾诉而又无法传达的问题，其实进
一步说，就是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妇女没有
社会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样拥有倾诉和争取幸福
的权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样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况，特
别是文字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
现牛羊，农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
象，农耕民族文字更规矩——或许是当时游牧民族的社会结
构简单，条文和规矩更少，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简单，而
农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权制度，人们生活在规矩方圆中，这种



情况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来。

而是利用简单的几个意象，比如常见的“明月”，“垂柳”，
“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环境，再加几个字的补
充，就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让诗人想表达的意象自动
浮现在读者脑海之中。从诗句中能感觉到，这时的社会环境
已经失去了那种简单淳朴，上层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腐败，奢
靡之风盛行，有愿者众多，可也难以扭转。诗句词句中透露
出来的点点滴滴，无论对也好错也罢，都忠实的反映着当时
的文化，或者说就是文化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很多看法和
作者表达的态度不同，或许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许是
误解了作者的观点。但是这就是读完了这部分的最大感受。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篇三

一直以来，我在寻找让自己内心安宁，恢复家庭关系的方法。
读了很多书，受到一些启发。但是这些启发大多还是从自己
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接纳对方。主要是是调节自己的心态。
可是夫妻关系是双方的，即使自己努力的调整自己，但是对
方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还是会很困惑。所以，一直以来，
我虽然努力的反思，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等等，我依然有一
种迷雾之中的感觉，找不到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前几天，我开始看《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
是美国的盖瑞。查普曼博士。他在美国举办婚姻研讨会，并
帮助已婚人士做婚姻指导。他通过研究12年里辅导过的夫妇
记录，根据他们的回答，分成了五类，通过分析形成了爱的
五种语言。分别是：肯定的语言，精心时刻，接受礼物，服
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每个人所理解的爱的行为不同，造
成我们对对方的行为认识的'偏差。所以出现了我们夫妻之间
彼此都认为自己在付出，对方却认为得不到爱的误解。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有了一些模
糊的想法，但是还没想明白具体该怎么做。看了这一章，我
觉得清晰明朗起来。我觉得我找到了可以尝试的方法，虽然
需要时间，但是，至少有了努力的方向。

这本书并不深刻，200多页。但是，我觉得如果夫妻关系感觉
到了困惑，值得一读。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篇四

最近读了《教师语言艺术》一书。读后感触颇深，受益非浅。

《教师语言艺术》这本书结合大量真实的案例，启发广大教
师如何修炼自己的语言艺术，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它有深
入浅出的论述，也有实践案例的生动映衬，特别是总结了很
多优秀教师成功修炼语言艺术的宝贵经验和可贵素材，非常
具有启发性。

语言， 这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教师的
语言要规范，态度要和蔼，内容要得体，方式要适宜，要善
于运用语言的力量启动孩子求知的欲望，拨动孩子上进的心
弦，把知识真理和美好的感情送进孩子的心田。教师的语言
还要情理结合。要让孩子知晓做人的基本道理，让孩子在思
想上认同以后再加以行为上的引导，使他们在思想、行为上
不断积累加强自己的人格素质。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孩子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应。“教师讲的话带有审美色彩，
就是一把最精致的钥匙，它不仅开发情绪记忆，而且深人到
大脑最隐蔽的角落。”作为教师，一定要充分发挥教学语言
的艺术性，使自己的教学语言适应课堂和孩子的年龄，心理
的特点，赋予语言以情感色彩，达到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篇五

石头老师，我想对你说：“谢谢你教会了我们要仔细观
察。”落叶老师，我想对你说：“谢谢你教会了我们落叶终
究要归根的自然规律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水滴老师，我想
对你说：“谢谢你教会了我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品
质。”……大千世界，万物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花、
草、树、木，无一不例外。人不是我们唯一的老师。

一块石头是何等的坚硬啊!可谁能想到，一滴水就这样成年累
月的滴着、流淌着，一把斧子都锤不开、砸不开的石头，一
滴水竟然办到了!硬是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洞”，可不就是
要坚持不懈吗?水都能这样坚持，何况人呢!

万千世界，总有源源不断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探索。
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任何奥妙之处，全部为你而
展现!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读后感篇六

这个暑假，有幸拜读了刘波老师的《教师阅读力》一书。一
方面深深地佩服刘老师在本书中所展现的魅力，句句在理，
解剖深刻，另一方面对自己作为教师，却对阅读那么不重视
深感惭愧。

本书分四辑，从教师要成为真正的阅读者、阅读是成长的必
由之路、推进教师阅读的路线图以及读写结合加快成长步伐
四个方面，作者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方法等。看了刘波老师
的博客之后，更是对他崇敬。他自己就是关于“阅读的力
量”最好的证明，这比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更有说服力。

唤醒教师的阅读意识，积极行动起来。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本书无疑就是一盏希望之灯，让我更加看清来路，也更加明
白去路。



记得读书时代，自己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阅读。现在反而以各
种理由推脱，把不读书归结为工作忙碌。现在想想实在可笑，
记得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
一份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两百本书。”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连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教师都不读
书了，祖国的花朵们又当如何？我没有做到尽量多阅读，更
不用说苏霍姆林斯基的境界了。秉烛夜读，仿佛是很久远的
事情。而且，真正的阅读也绝不仅仅是读教科书和各种教辅
书籍。

20xx年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
读书64本，欧美国家年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北欧国家达
到24本，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中国在这方面
差距非常大。在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
天，教师理应成为全民阅读的领跑者。

本书中“因为我们不读书，所以工作很忙碌”，让我很深思。
平时，就是因为不读书导致视野狭窄，上课缺乏新意，千篇
一律的教学方法，讲课枯燥乏味。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忍着
昏昏欲睡的感受听课也是有苦难言，课堂效率微乎其微。尤
其我作为班主任，初次接触那么多孩子，很多处理事情的方
法和能力都是在大学课堂中无法学习到的。更多的时候是当
我处理完一件事情，才发现其实还有更妥善的方式，收到更
好的效果。其实很多优秀的班主任，在教育书籍中肯定都有
自己的独门秘籍来处理解决这些琐事。如果不曾阅读，或许
总是把事情处理得一塌糊涂或者总是不知道如何更快地完成
工作，任务积少成多，也就会越来越忙碌。

作为教师，应该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常态，一种长久坚持的
良好习惯。阅读，是教师由合格教师走向优秀教师的有效路
径。最新鲜的教育一定是来自生活，与我们生活的社会息息
相关。生活中每天发生的故事，都有可能成为教学素材，而
能否捕捉到，就取决于阅读。面对越来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越来越大的压力，与书为友，远离喧闹，抛开浮躁，享受读



书之乐，不是很惬意吗？试想在劳累了一天下班之后，坐在
家里的书柜前，独自一人泡一杯清茶，拿起一本钟爱的书籍，
慢慢品味，多好。睡觉前，慵懒地斜躺着，细细翻阅床头的
爱书，伴着书香入眠，幸福满怀。某些无所事事的假期，还
可以和学生族们一起，在图书馆专注于阅读，瞬间感觉年轻
不少。或者是在柔软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一边欣赏文字，一
边欣赏蓝天白云。在阅读的点滴中，捕捉智慧；在平淡的细
节里，感受幸福。阅读，如此美妙。

于我而言，这本书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教会我重视阅读。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要努力挤出时间用于阅读，提高自己，
更好地服务学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