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读后感悟(汇总8篇)
心得感悟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我
们写心得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阅读读后感悟篇一

《追风筝的人》，一本透明人性的书，人性的弱点，人性的
善良，当时阿富汗的历史，都会让你深入思考。

有办法再次成为好人。没有什么是无法弥补的。我开始相信
每一个错误都有机会得到补偿，尽管是的，你必须付出更多
的代价。

诚实，让沟通更有效。把罪行埋在心里是最愚蠢的做法。当
你不想说的时候，感觉有多好！

伤害，从出尔反尔开始。即使是个孩子也会清楚地记住你对
他的承诺，更不用说你周围的人和你一样聪明了。如果你做
不到，请不要轻易承诺。

琐碎平淡的东西会构成世界上最美好最温暖的东西，比如亲
情、友情、阳光、写作。就像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读完这
本书后的感受一样。

阅读读后感悟篇二

本书讲述了桑桑即将离开他整个童年生活的油麻地，他回忆
着他以前个同学，回忆着他养的.白鸽，回忆着他以前生活的
一点一滴，眼中闪起了泪花。

几乎是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本书。作者描写介绍的草
房子打动了我毫不对农村生活感兴趣的人。“油麻地的草房



子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座座草房子，在乡野
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而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
草房子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想想那样辉煌。

阅读读后感悟篇三

从年初把这本缘于朋友推荐的书列入读书会的书单，却一直
没有机会得以阅读，最近终于将这本书拿到手中。无论从书
名到封面，都与其他的家庭阅读类书籍相似，并无长处。书
的开篇讲述一个父亲关于为什么要阅读、如何阅读的解释，
很在理，我简单的做了笔记。

1、共读的关键词，不在“读”，在“共”。共读是亲子之间
的纽带，是传递爱的重要方式之一。

2、选择书籍首先必须是自己所喜欢的。因为发自内心喜欢的
幸福情绪会传染给孩子，让孩子也感受到阅读真的是幸福的
事。

3、不要让看书变成强迫，或是区别待遇。对孩子说看书去！
自己却看电视；对孩子说学习去！自己却玩电脑。谁都不可
能使孩子真正去热爱那些连自己都不热爱的事务。动物世界
的动物如何教授子女求生的技能？做，做给他看！

4、有趣的书排在第一，意义和价值排第二。首先需要通过有
趣的东西，培养兴趣，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意义和价值这
些功利性阅读，首先要建立在自身的需要上，否则不但不能
获得点意义，反而连阅读的兴趣的.损害了，实在得不偿失。
这一点，我才悟到。回想起读书会挑选的一些书籍，有会员
反馈不感兴趣。再好的书，没人读的书，就没有意义。因为
没有挑选到合适的书，而损害了大家对阅读的兴趣，这与初
衷南辕北辙了啊。

5、鼓励提问。旨在鼓励思考，不思考是无法产生问题的。书



中介绍了一些鼓励提问的办法。

6、用书的权威代替家长的权威训导。无可置疑，毕竟书籍是
大多数都认同的，被广泛出版发行的言论。即使相较于相信
某个人的观点，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书本上的观点。

书中虽然讲的是家庭中的阅读引导，但是，放大到社会中是
同样适用的。无论在家庭中，在读书社群中，好的阅读引导
才能激发更多的人阅读的兴趣和坚持阅读的习惯。在读书会
成立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点点摸索经验和教训。初心不忘，
我们坚持做这件事的初衷，是为让更多的人爱上阅读，养成
阅读的习惯。希望所有会员也和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越走
越宽。

阅读读后感悟篇四

每当我打开这本《新阅读训练营》时，我就会踏着轻快的脚
步，来到一个阅读的王国。

阅读是我们了解社会与自然，获得知识和经验的主要方式。
是提高我们儿童语言能力的主要途径。是打开儿童智慧之门
的钥匙，窦桂梅老师曾经说过;阅读是终身学习的基础，是基
础教育的`灵魂。

在这本书中，每个单元的前面，它会告诉你这个单元的作文
要怎样写，要注意那些要点，书中的文章后面还有许多的美
词佳句，让你在知识的海洋中收到智慧的贝壳。

语文知识它需要日复一日的点点积累，只有阅读成为了我们
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我们才会从容的坐在书本面前，细细地
品读，深入的思考，采集智慧的果实。

朋友们，这本书这么好，你们也看看吧!



阅读读后感悟篇五

读了《大量阅读的重要性》一书，我认识到了读书的好处。
作为教师更应该多读书。读书就是一种学习。学校是学习知
识的地方，办学水平高的学校，学习氛围必定是非常浓厚的，
教师一定是带头读书学习的，这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种言传
身教。爱读书、有学养的教师，往往都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让学生刻意揣摩效仿，有很多学生就
是在老师的熏染下爱上读书，读书能提升教师心灵修养。读
书不仅能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还能滋养我们的人生底气。
教师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待遇较差，地
位一般，但是社会看教师的眼光却很高。人们往往把教师看
作是有学识、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无论说话做事，都得高
标准，严要求，不能跟社会上的人一样。一个有读书习惯的
教师，经过书籍日积月累的浸润，气质就会逐渐变得高贵而
不媚俗，性情逐渐变得细腻而平静，内心逐渐变得博爱而不
自私，一句话，读书可以使教师的灵魂变得高尚而伟大起来，
这样的教师，自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读书能让教师博学
多才，悟性提高。新课程改革，对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教学不能再跟以前那样照本宣科，一味
地讲解教材，而是要师生互动，要联系实际生发，扩展。读
书能让人保持平淡的心境。有人把读书比做精神的呼吸，此
话的确有道理。工作累了，读上一段，在浮躁的现实中寻得
一份宁静平淡，这种感觉是做其它任何事情都难比拟的。当
你对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产生深深共鸣的时候，
你会觉得读书竟有如此的魅力，竟是如此地陶冶人的性情，
净化人的心灵。心浮气躁、鸡肠狗肚、名利熏心的人是干不
好教育工作的，但是，如果读书不断，不良的思想气质是可
以改变的。以改变的。书是人类一生的朋友，在哪里都有极
其崇高的地位，正如三字经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充分说
明了读书的人后天的影响。

读书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读书么？



阅读读后感悟篇六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
养。他认为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此，叶圣陶专
门写过《习惯成自然》等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写于20世纪40
年代，但至今读来倍感亲切，文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对当今
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仍不乏启示意义。

他认为，要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
践，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他以常见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他在《习惯成自然》一文中写道，“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
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
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
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认认真真去
做”，这样，我们“所知”的才能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成
为相应的能力和素质。

“习惯成自然”就是能力什么是“成自然”呢？叶圣陶先生
认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
意思”。他举例说，“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
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
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
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免
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他进而
指出，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
的意思。因此，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
人做事，需要种种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增强能力。叶圣陶认为，“我们
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
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
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
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一个学生如果生活、卫生习惯好，就有益于身体健康成长；
文明礼貌习惯好，品德就优良；学习习惯好，定能取得好的
学业成绩。总之，习惯对人的生活、学习以至事业上的成功
都至关重要。

阅读读后感悟篇七

五一假期，因为疫情肆虐，我们只能待在家里，我趁着这个
假期读了一本名著--《西游记》，这部书赢得了不知道多少
人的喜爱，这部书也使我的五一假期丰富多彩起来。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一路上历经艰险、
降妖除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其中，
孙悟空是我的偶像，他乐观、聪明、勇敢充满了斗争精神;猪
八戒身上有许多的小毛病，但是也有优秀品质—他老实有力
气，也敢于同妖魔斗争，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沙和尚任劳任
怨，坚守本分;唐僧不怕“千刀万剐”，有坚定的信念，一心
要取得真经。正是他们师徒四人的团结努力，坚持不懈，战
胜了一切的妖魔鬼怪，最终取得了真经而回。

这一部书给了我许多的感慨，那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
达到自己的目标，我们必须艰苦奋战，长期坚持，勇敢战胜
一切敌人。我们不可以知难而逃，我们只要踏出第一步就必
须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可
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为了自己的目标奋斗吧!一切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
的!

阅读读后感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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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