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分析与思考读后感 红楼梦职场分析
读后感(优秀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
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一

一、作品的第一回至第五回，是全书的“序幕”

在交待了上述一切之后，从第六回开始，以刘姥姥一进荣国
府为契机，全面展开了《红楼梦》的故事。这一大段的主要
内容是秦可卿之死和贾元春省亲。这两大事件，都发生在全
书开卷不久，以惊人的豪华排场来表现当时的贾府正处
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珠宝乾坤、玻璃世界”的兴
盛时期。秦可卿，作为一个孙媳妇，其丧事居然可以如此隆
重，如此奢华，而且在出殡时竟然有北静王亲来路祭，并对
贾政、宝玉父子大加奖誉。这都充分显示了贾府的显要地位。
而元春省亲，则更直接说明了贾府乃是封建社会中最有权势
的皇亲国戚之家。作者正是通过这两大奢华热闹场面向读者
表明，最终一败涂地的贾府曾经是怎样的炙手可热、不可一
世。

在秦可卿的丧事中，曹雪芹着力塑造了王熙风这一重要人物。
可以说王熙风的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如有才干且卖弄才干(协
理宁国府)，为夺取金钱而不受任何道德乃至“阴司地狱”的
约束(弄权铁槛寺)等等，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王熙风作
为整部《红楼梦》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开卷不久就得到如此
深刻的刻画，正为以后凤姐性格的发展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还应提到的是，这一大段中虽然充分表现了贾府的繁华气派，
但作者却同时告诉我们，在这繁华的后面，潜藏着无告的悲



辛——贾元春泣诉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
处„„”。秦可卿死后给凤姐托梦的情节，也表明这个繁华兴
旺、“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三、第十九回至第五十四回为第三大段

这一大段，是在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亲之后，即在极力渲染
了贾府的奢华富贵之后，从四个侧面来展示贾府的生活画卷。

1、以贾母为首的贾府的主人们，穷奢极欲，“福深还祷福”。
清虚观打醮，两宴大观园，宝钗、风姐过生日等豪华享乐的
情节都安排在这一大段之中。他们想尽了人间一切享乐的法
子，尽情地享乐，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情趣而得到满足：大
观园中，一大群贵族小姐加上“富贵闲人”贾宝玉，今日赏
花，明日赋诗：这是高雅的享乐;呆霸王薛蟠，又有薛蟠式的
享乐。而这一大段中的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正是通过刘姥姥
的眼睛写出了大观园这个贵族的天堂。刘姥姥客观上成为贾
府奢华生活的见证人。

2、但是，就在这一派温柔富贵的气氛中，却发生了“叔嫂逢
五鬼”(第二十五回)、“变生不测风姐泼醋”(第四十四回)
的情节，这却是耐人寻味的。第二十三回，写宝玉、黛玉等
遵元妃谕搬进了大观园，这里的确成了“花柳繁华地，温柔
富贵乡”。但到了第二十五回，先写贾环故意烫伤宝玉，接
着写赵姨娘请马道婆“作法”，几乎害死了宝玉和风姐。这
虽然是一场迷信的闹剧，但却反映出贾府内部的你死我活的
矛盾。第四十三回至四十四回，正写风姐春风得意过生日的
时候，突然发生了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的轩然大波。总之，
在一派温柔富贵的气氛之中，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灾难”，
打破了盛世的假象。

3、在这一大段中，比较集中地安排了宝玉与黛玉、宝钗三人
之间的故事，写出了这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如第十
九回，通过袭人之口写宝玉不仅自己不爱读圣贤之书，而且把



“凡读书上进的人”都叫作“禄蠹”，认为那些书都是“前
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二
十回又写宝玉有个呆主意在心里，“他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
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
渣滓浊沫而已”，“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
无”;第三十六回写宝玉十分反感宝钗等人对他的'劝诫，
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
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
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秀阁中亦染此风，真真
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同时，宝玉、黛玉的爱情故事
也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大段之中，既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纯洁、
执著的爱情，更表现了他们受到的压力和痛苦的折磨。而宝
玉、黛玉的叛逆思想与贾府中正统思想的矛盾，也正是在这
一大段中形成激烈的对抗，第三十三回的“不肖种种大承笞
挞”，就是集中的表现。

4、晴雯的不可辱以及鸳鸯抗婚等情节，也是这一大段中的重
要侧面。既写出了这些女孩子的纯洁优美，更写出了她们的
刚烈和抗争。而第五十三回所写的乌进孝进租，一方面可以
看出贾府奢侈生活的巨大耗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贾府实
已人不敷出。

整个第三大段就是由以上四个侧面交错结构而成的。在第二
大段的基础上，把表面上的、整体上的繁华富贵与已见端倪
的衰败趋势、种种矛盾冲突紧紧结合在一起，真实地展现了
这个贵族之家的生活画卷。

四、第五十五回至第七十八回为第四大段

第五十五回，是这一大段的开端，也是全书的一个转折点。
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此后的贾府，已经走上了无可挽救
的衰败之路。在第二回书中，冷子兴说贾府“如今外面的架
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但从五十五回开始，贾
府不仅“内囊”已经尽上来了，而且“外面的架子”也有些



支撑不住了。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二

《开天辟地》这篇神话讲的是名叫盘古的巨人开天辟地的故
事。故事极富想象力，文字叙述具体而生动。课文的脉络非
常清楚，把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的过
程描写得非常清楚。课文处处充满了神奇的想象，用生动准
确的语言塑造了盘古雄伟、高大的形象，赞美了他为开辟天
地而勇于献身的精神。

我们研究的主题是“精心设计提问，提高课堂效率”，怎样
设计出高效率的问题来统领整篇课文的教学正是本堂课的研
究主旨。《开天辟地》这篇课文的脉络非常清楚，主要是描
写了盘古用他的整个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的过程。从宇宙
的一开始“昏天黑地”，到盘古醒来以后的“开天辟地”，
不让天地合拢的“顶天立地”，以及最后用自己的身躯化生
出世间万物的“改天换地”。四个“天地”的成语清楚地贯
穿起了整篇课文，学好了这四个成语，就意味着学好了课文，
达到了教学目标。因此，引导学生概括出这四个成语，再准
确地去理解、体会就成了这堂课的教学主线，也就是我们精
心设计的主要问题。

于是，任老师在读课题之时，便已让学生积累“天地”的成
语，丰富学生的词汇量。然后在整体感知课文之后，便提问
学生“刚才积累的哪些成语可以用在这个故事中呢？”，再
从学生的回答中提炼出本文的重要主线，即“昏天黑地、开
天辟地、顶天立地、改天换地”四个成语。下面的所有教学
都紧紧围绕着这一根教学主线，带领学生在朗读、体验、想
象等多种形式中感受盘古雄伟、高大的形象，体会盘古坚忍
不拔、勇于献身的精神，从而达到本课的情感目标。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三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虽然也用技术分析，但炒作概
念、投资以短线为主并追求短期效应的特征也明显。

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来判断其投资价值，而恰当财务报表分
析可以说是价值投资的基础所在。

我们可以将投资策略分为消极型投资策略和积极投资策略两
大类。消极型投资策略

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他们宁可不以信息分析为基础，而是通
过投资组合策略来进行投资，比如采取简单的指数投资法。

他们是市场的无条件接受者，并将市场价格等同于价值。

有效市场的怀凝者往往会选择积极的投资策略。花费成本进
行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法，首先单个公司或者某个时间截面上的某个公司
组合，然后对这些公司的相关信息（特别是财务报表信息）
进行分析，试图搜寻出公司内在价值的合理区间，并据此获
的超额回报。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四

对工作和思维提升实实在在有用的好书~!理论和实践结合，
国内首次数据分析方法论和实战案例相融合，二十位一线分
析师倾情相授。

人工智能时代，想要利用数据洞察业务的第一选择。搞定老
板，升职加薪必备！

周围多位大厂小伙伴人手一册，赞不绝口。对于数据分析小



白、互联网人转型者、提高工作思维者，都非常友好!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五

一、听课、评课是提高学科课堂教学效益与学科深入改革发
展的需要。课的种类：实践课、研究课、汇报课、选拔课、
亮相课、推门课。听课后，总要对各堂课根据不同的要求、
内容，做不同的评价。

听课、评课的作用：1.研究教学2.交流经验3.宣传方向4.评
价教师

二、听课、评课是对课堂教学的`全方位的了解与评价

1.听、评教学内容：（1）教学目标是否达成；（2）教学要
求是否适度，是否符合课堂要求；（3）教学内容是否科学；
（4）教学容量：知识容量；思维容量。

2.听、评教学过程：

（1）教学设计：是否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教学
结构是否合理；讲例结合；板书设计合理（2）教学方法：有
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问不要指向性太
明确；“虚假”的热烈气氛不可取。

（3）教学手段：多媒体不能仅代替黑板的作用，要用在实处。

使用多媒体要有以下三方面作用：要形象化；有变换（活
动）；有吸引力，提高兴趣。教学手段也不单是多媒体，教
具也很重要。

（4）教学安排：重点是否突出，难点是否突破，关键是否扎
实，时间安排是否合理。



教学安排应遵循几个基本环节：引入；课题；新课；巩固；
小结（主要内容，好的想法、过程、用处）；作业布置。

3.听、评教师素质：（1）教学态度是否准确；教师对学生的
态度要亲切；学生做题时，教师应在下面巡视。（2）基本功
是否达标；（3）应变能力是否强。

4.听、评教学效果：（1）及时效果；（2）后期效果。考察
学生知识的掌握和对内容的理解。

三、听课、评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教师素质的好方法。
听课是评课的依据；评课可以促进听课。

听课有四“要”与四“找”：要听、看、记、想。找优点、
缺点、特点、亮点。其中亮点可以是：态度、板书。

评课有四“性”：

针对性：不同学科，不同课型，不同要求。

理论性：从理论入手，提高层次。最好有教育学、心理学的
知识为依托。

激励性：充分肯定、鼓励教师的课程。

时效性：对教师与教育有推动、促进作用。

听课、评课的时候还要注意：听课时，虚心接受评课教师的
建议，不要急于解释。评课不带个人情绪。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六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离不开数据了——在衣、食、住、
行等各方面产生数据的同时，我们也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决
策。而我们产生数据、利用数据的行为，也会被各大企业迭



代利用，来产出更好的服务。

在企业中，数据分析也不是某个行业、某个部门的固定职位
了，而是各行各业都会要求员工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将数据
分析方法与业务知识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会帮
助你极大地提升职场竞争力，从更高维度实现升职加薪。

既然数据分析这么重要，数据小白如何开启学习之路呢？图书
《数据分析思维：分析方法和业务知识》就可以帮助你一步
步建立数据分通过本书，你不仅能学习到数据分析中常用的
思维方法，还能饱览行业中数据分析的真实案例。

如果你也想通过数据分析思维来武装自己，增强自己的职
场“战斗力”，相信这本书是你不错的选择。析思维，掌握
数据分析能力。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七

1．听评课是学校教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活动，主要的目是帮助
教师提高教学设计和组织水平，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2．“听课”或“看课”,是对课堂教学活动的观察、分析和
研究。课堂教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观察分析、研究的对
象当然不能离开主体。但教师是课堂教学是设计组织者，观
察分析、研究的对象当然也不能忽视教师的教学行为。

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辨证统一。离开教师的教学行为分
析来考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行为和效果，对研究教学是没
有意义的。

3．听评课要以学评教。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情绪、学习
行为表现、学习的效果，对照教师的教学行为，考察教师对
教学内容的理解、把握，评价教师的课堂设计、组织能力和
教学基本功。



只有综合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表现和教师的教学行为，才能
正确判断课堂教学是否激发、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
学策略、方法、手段的运用是否适合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心
理特征，学习活动的设计、组织是否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
从学生的学习行为着眼，把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行为和教师的
教学行为联系起来分析研究，这才是听、评课的要义。

二一堂好课的标准：

一节好课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女
士的看法是：

（1）一堂好课应是有意义的课，是一堂扎实的课，而不是图
热闹的课。

（2）一堂好课应是有效率的课，是充实的课，有内容的课。

有没有效率要看：课对全班多少学生是有效的？好的，中间
的，困难的，有多大效率？效率的高低怎样？课必须是充实
的，在整个过程中，学生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整个课堂的能
量很大。

（3）一堂好课应是有生成性的课，是丰实的课，内容丰富，
多方活跃，给人以启迪。

课不完全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课堂中有教师和学生真实的、
情感的、智慧的、思维和能力的投入，有互动的过程，气氛
活跃。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资源的生成，又有过程状态生成。

（4）一堂好课应是常态下的课，是平实的课。教师要做到心
中只有学生。

不少教师一旦开课，容易出现准备过度。教师课前很辛苦，
学生很兴奋，到了课堂上都拿着准备好了的东西来表演，再



没有新的东西呈现。课前准备有肋于学生的学习，但课堂有
它独特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需要
有思维的碰撞和相应的讨论，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师生相互生
成许多新的知识。课应该是平实（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
是平时都能上的课，而不是有多人帮着准备，然后才能上的
课。

（5）一堂好课应是真实的课，是有缺憾的课。

课不可能十全十美，十全十美的课造假的可能性最大。真实
的就会有缺憾，有缺憾是真实的一个指标。公开课，观摩课
要上成是没有一点点问题的，那么这个预计的指标本身就是
错误的。

三．怎样听课？

教师听课一般包括三个过程。

1、课前准备。

听课忌盲目性。教师听课前应准备那些工作呢？

b．自己思考、设计课堂教学初步方案，勾勒粗线条的教学框
架，存在的困惑与问题；

d．了解什么样的课是一堂好课，因为这样才好对所听的课有
一个大致的定性。

2、观察和记录。

听课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听课需要听课者多种感官和大脑思
维的积极参与，从以下方面观察、记录：

听课时间、学科、班级、执教者、课题（课时）等；



教学过程，包括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时采用的方
法、主板书；

各个教学环节的时间安排；

学生学习活动情况（合作、交流、探究）；

教学效果。

在观察记录中，要注意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教材处理与教学思路、目标；

教学重点、难点、关键；课堂结构设计；

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手段的运用；

教学基本功；教学思想。

3、听课思考和整理。

听完课后应进行思考和整理。比如回顾听课记录，与执教者
交谈，将几节“互相牵连”的课作比较，写“听课一得”，
或者吸取执教者的优点用于自己的教学。要注意分析、比较，
准确地评价各种教学方法的长处和短处，注意长处，改进自
己的教学；要注意分析执教者课外的功夫，关注执教者的教
学基本功和课前准备情况。

四．听课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1．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更要关注学生的学：

对于教师的教，听课时重点应该关注的是：

（2）新课如何导入，导入时引导学生参与哪些活动；



（3）创设怎样的教学情境？采用哪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6）知识的系统化、复习巩固和提高的内容、方法。

（7）课堂教学氛围如何。

对于学生的学习活动，听课时应该关注：

（2）学生是否经常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

（3）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

2．听课者应是教学活动的考察、研究者，而不是旁观者。听
课者要有“备”而听、注意观察、思考授课教师的课堂教学
活动，从学生视角考察、研究学习活动及其效果。

五．如何评课

评课要注意几个原则：和授课教师零距离，依据授课教师的
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就课论课进行分析，有针对性、有激励
性、考虑教师的个性特征与差异。

1．把学生的发展状况作为评价的关键点。

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因此学习者学习活动
的结果势必成为评价课堂教学好与坏、优与劣、成功与否的
关键要素。学生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如果思维得到激发、学
业水平得到充分（或较大程度）的发展与提高、学习兴趣得
到充分（或较大程度）的激发并产生持续的学习欲望，则可
以认为这就是一堂很好的课。

2．评课的基本要求

（1）分析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它的正确制订和达成，是衡量课好坏的主要尺度。所以分析



课首先要分析教学目标。

看教学目标制订是否全面、具体、适宜。是否依据《课标》，
体现学科特点，符合学生年龄实际和认识规律，难易适度。

看教学目标是不是明确地体现在每一教学环节中，教学手段
是否都紧密地围绕目标，为实现目标服务。重点内容的教学
时间是否得到保证，重点知识和技能是否得到巩固和强化。

（2）分析教材处理。评析一节课还要看教材的组织和处，讲
授的是否准确、科学，教材处理和教法选择上是否突出了重
点，突破了难点，抓住了关键。

（3）分析课堂教学设计的思路、程序和结构。

教学思路是教师上课的脉络和主线，它是根据教学内容和学
生水平两个方面的实际情况设计出来的。教学程序、课堂结
构反映一系列教学活动组织的编排、组合、衔接过渡。

教学思路设计多种多样。评教学思路，一要看思路设计符不
符合教学内容、符不符合学生实际；二看教学思路的层次，
脉络是不是清晰；三看教学思路的设计是不是有一定的创造
性，新鲜、引人入胜；四看教师在课堂上教学思路实际运作
效果。

教学程序、课堂结构反映教师课堂教学活动的层次、环节、
教学技法，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顺序、时间分配。

在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上，要看：教学各环节时间分配和衔
接是否恰当，避免前松后紧或前紧后松，讲与练时间搭配是
否合理；教师活动与学生活动时间分配，是否与教学目的和
要求一致；学生的个人活动与集体活动时间的分配是否合理，
不同程度学生活动时间的差异；非教学时间所占的比例。



（4）分析教学方法和手段。分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教
学目标、任务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包括教师“教”的方式，
还包括学生学的方式。“教”的方式与“学”的方式是统一
的，互为依存的。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学方法的选择要量体裁
衣，灵活运用；要多样化；

要有创造性、富有艺术性；要考察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

（5）分析教师教学基本功。

板书：设计科学合理；言简意赅；条理性强；字迹工整、板
画美观、娴熟。

教态：明朗、快活、庄重，富有感染力；仪表端庄，举止从
容；热爱学生，态度热情，师生情感交融。

语言：准确清楚，精当简练，生动形象，有启发性。语调高
低适宜，快慢适度，抑扬顿挫，富于变化。

操作：运用教具，进行演示实验、示范动作、操作仪器设备
的规范和熟练程度。

（6）分析教学效果。

教学效率：学生思维活跃，气氛热烈；受益面大，不同程度
的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有进步，知识、能力、思想情操目标
达成；有效利用课堂教学时间，学生学得轻松愉快，积极性
高，当堂问题当堂解决，学生负担合理。

课堂效果的评析，有时也可以借助于测试手段。即当上完课，
评课者出题对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当场做测试，而后通过统
计分析来对课堂效果做出评价。



3．评课的几个误区

（1）只听不参加评课。不评课听课就没有意义了。

（2）.蜻蜓点水，不痛不痒，只拣好话说，使上课者和听评
者没有充分认识不足和遗憾。

（3）评课没有主次，没有重点，面面俱到。

（4）专挑毛病，只说不是不足，或者当面不说，背后评论。

（5）脱离实际，套话、空话多，没有指导作用。

分析与思考读后感篇八

那么在你印象中，调达是个怎样的人？

二、学习第三部分

2、这时候，课文中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国王。他是一开
始就像伤害九色鹿吗？

4、见利忘义的调达是怎样“恩将仇报”的？请同学们齐读第
七自然段。（生齐读）

5、而这时国王是怎么做的呢？理解“浩浩荡荡”。

联系上下文来解释词语的意思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6、这时候的山林，春光明媚。九色鹿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睡
得正香，可是死神也已经一步步向它靠近，让我们和乌鸦一
起喊醒九色鹿。

7、在这危急时刻，如果你是九色鹿，你心里会怎么想？



指导朗读

8、这一番话真是读得铿锵有力，国王听了也被感动了，他知
道真相后——（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

9、国王明白了真相后，做了哪三件事？

11、假如现在你是调达，国王要对你处以重刑，你还有什么
话说？

13、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课文的第6—9自然段，把对九色鹿的
喜欢的对调达的谴责读出来。

14、小结。

三、拓展，民间故事推荐

《九色鹿》评课

《九色鹿》是一个民间故事，讲的是九色鹿救了一个落水人，
落水人发誓永不说出九色鹿的住处。但在金钱面前，落水人
背信弃义，出卖了九色鹿，最后受到了严惩。课文情节生动，
语言浅显，学生比较喜欢。基于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在教
学时，黄老师删繁就简，目标集中，以“调达是一个怎样的
人”组织教学，贯穿教学的始终。最后让孩子明白深刻的做
人的道理：做人应当要遵守诺言、知恩图报，而不应当见利
忘义。

xx老师执教的《九色鹿》让学生的视野更开阔了，思维更活
跃了，嘴巴也更会讲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设计了让学生
多次想象练说的环节：假如你是九色鹿，你会怎样想？你是
国王，你会怎样处置调达？你是调达，你又会怎样说？通过
角色的置换、想象，试图让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



同时，xx老师善于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如，引导学生品读体
悟调达的品质后，指导了学习方法：读课文，找出关键词句，
联系上下文、运用课外知识来理解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