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匠与画匠读后感 小木匠奇遇的读后
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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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
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木匠与画匠读后感篇一

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书叫《木偶奇遇记》。这本书讲了小木
偶匹诺曹经历种种磨难，最终长成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孩子的
故事。

小木偶是老木匠用木头做成的，他把小木偶当儿子。老木匠
很爱他，小木偶却很调皮。老木匠卖了衣服，让他上学，他
为了看戏把课本都卖了。他的五枚金币，在回家的路上，被
狐狸和猫骗走了。他因为对仙女撒谎，鼻子长长。因贪吃人
家的葡萄，被抓住当了看家狗。他自由后，想当一个爱学习
的好孩子，可又被坏同学骗去看鲨鱼，还到玩儿国，玩了几
个月之后，变成了一头驴。后来，他在鲨鱼肚子里见到了他
爸爸，还想办法逃了出来。为了让爸爸喝上牛奶，他每天提
一百桶水换一杯牛奶。他还每天编竹篮，卖去攒钱，等他攒
了40元时，他想买衣服，仙女有病了，他把钱给仙女看病。
后来仙女把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孩子。

这个故事，让我知道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一定做一个听话，
爱学习，爱劳动，并帮助爸爸妈妈的`好孩子。

木匠与画匠读后感篇二

在《园丁与木匠》中，国际儿童学习研究泰斗―――――艾



莉森・高普尼克，引领着我们如何解读孩子看似不可思议的
行为背后的学习规律，并引用大量经典而富有创造性的实验，
向我们剖析了孩子在看、听、玩、做的时候，都是怎么学习
的，以及他们在幼儿期、学龄期、青春期不同阶段的学习特
性和习性。

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是）国际公认的儿童学
习与发展研究泰斗级专家，牛津大学心理学博士，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教授及哲学系客座教授，推翻了经典
的“白板说”，还是心理理论创始人之一。首位从儿童意识
角度深刻剖析哲学问题的心理学家。对于孩子的心智、大脑
和学习方式，没人比她更了解。在《纽约时报》《卫报》
《科学人》等各大媒体发表了大量科学文章和评论，ted演讲
点击量过300万次。

高普尼克以其毕生的研究深刻地揭示出，每一个孩子都是天
生的学习高手，如果你想做有远见的父母，那千万不要让孩
子过早进入成人学习模式，更不要用成人的思考模式给孩子
设限。

这让我想起了平时在我们的课间休息中，我所观察到的一些
孩子的表现：那些被释放的、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奔向操场
的男生们，好像这类的孩子特别机灵，但学习成绩并不拔尖。
不过当我说要注意安全时，无论他们怎么急切，都会小脸涨
得红红的大声回应我，尽管每每回教室时，都是各种告状，
而我总是在心里发笑，因为下一节课后，他们几个关系居然
会更密切，这种每天每节课都上演的“重蹈覆辙”的玩耍方
式，常常令我啼笑皆非。孩子比我聪明、敏感，他们往往能
从我的神情中捕捉到我接下来会如何处理并处置，也无外乎
叫嚣“各打五十大板”而已。

高普尼克认为，打闹是一种社交演练。打闹的游戏包含满地
打滚、摔跤、轻咬、压制等动作，以及我们常常在男孩子身
上看到的“闹翻天”。其实在小男孩的世界里，打打闹闹是



友谊最明确的标志。科学证明孩子们是对的。在人类儿童中，
早期的打闹游戏与长大后更好的社交能力有关。当然，这种
相关性可能指向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这些成人，无论是父
母还是教师，都要学会区别孩子的打闹和真正打架，用科学
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待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些“不可思议”的、
无从理解的行为和心理。

我们的孩子在玩的时候，究竟在学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学的？
孩子能从父母身上学到什么？

《园丁与木匠》指引我们走出传统“让孩子成才”的教养误
区，告诫我们，养育孩子不是让他成为另一个你。什么样的
教养方法和方式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以及你与孩子的关系怎么样。高手父母与普通父母的
分水岭在于――――――你是园丁，还是木匠。真正意义上
的高手父母，他们一定懂得为自己的孩子构建利于孩子成长
的和谐亲子关系和科学养育方法。《园丁与木匠》直面当代
父母焦虑的核心根源，给予了我们养儿育人中教养思维的全
新升级。

木匠与画匠读后感篇三

看了这个故事：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老板问他是否可建一
座房子，老木匠只得答应了。但老木匠的心已不在工作上了，
用料也不那么严格，做出的活也全无往日水准，这时他的敬
业精神已不复存在。老板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在房子建好后，
把钥匙交给了老木匠。“这是你的房子，”老板说，“是我
送给你的礼物。”老木匠一生盖了多少好房子，最后却为自
己建了这样一座粗制滥造的房子。

想成功就需要努力加坚持加敬业，如果你自认为敬业精神不
够，那么趁年轻的时候强迫自己敬业——以自己是主人翁的
心态对待企业。



如果说前两期员工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让员工知道怎么去想问
题，那么这一次“老木匠”的故事则是让员工知道怎么去做
好自己的工作了。同时也标志着小河所员工思想教育工作从
前期的“思想教育”转变为当下的“行为教育”上了。

古谚云：“知易行难”。让一个人明白一个道理并不难，但
却要按照自己明白的道理去做那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故事中
的老木匠即将退休，对于自己的最后一栋房屋粗心大意、满
不在乎，最后自己后半生将住在自己粗制滥造的房屋中。这
个故事传达的道理很简单，可是要真正按照道理去做事并非
易事。

如果老木匠知道这是自己的房子，也许他会盖的好些，用最
好的材料，可现在他只能自作自受，我们有时也像这位老木
匠，在建造生活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被动而不是采
取主动，我们常常找许多理由来原谅自己在生活中不去尽力，
原谅自己在工作中不去努力，然后，猛然间我们面对自己目
前的局面已经措手不及。

把自己当成那个老木匠，想想自己的房子，每天当自己要钉
一只钉子，铺一块墙板，多尽点力，做仔细点，自己的生活
只有这一次机会去完成，哪怕还再活一天，那一天也要生活
的完美和高尚。生活是一门自修课，谁还能比自己更懂自己
呢?自己今天的生活成果是来自于自己过去对生活的态度和抉
择，而自己明天的生活成果是自己今天对生活的态度和抉择
的结果，如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他会怎么做呢?现
在老木匠得住在一座粗制滥造的房子里，我们有时何尝不是
这样，凡事不肯精益求精，在关键时刻不能尽最大的努力，
等我们惊觉自己的处境，早已深困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
了。

把你当成那个木匠吧，想想你的房子，每天你敲进去一颗钉，
加上一块木板，或者竖起一堵墙，用你的智慧好好建造，你
的生活是你一生唯一的创造，不能抹平重建，无法推倒重来，



因为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创造的。

木匠与画匠读后感篇四

香樟树是有灵性的。我到婺源，卖香樟树片的农民比比皆是。
香樟树片有一种奇特的香味，放到衣柜里，书架上可以驱蠹
虫。

这是一棵很不幸的树，老木匠要用香樟树给自己做棺材，徒
儿要用香樟树给自己雕个媳妇。

香樟树还有三个月就要成仙得道了，老木匠却急不可待地爬
进来自己做的棺材，他在阴间能够安稳度日吗？看来未必。
如果香樟树真的有灵我相信它宁愿做个美女，嫁给小木匠。
当然，对于香樟树来说，最好的选择还是站在那里就是一棵
树。()

虞艳萍这篇小说要表达一个怎样的观点呢？可能众说纷纾其
实小说要表达的未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思想。小说是可
以这样写的，世间有这么一件事，或是有这么一个人，有这
么一个梦……你把它写出来，它要表达什么，要告诉人们什
么，读者从作品中读到了什么，那是读者的事。读者从作品
中有了各自的领悟，应该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木匠与画匠读后感篇五

《园丁与木匠》是艾莉森·戈普尼克的最新作品，这本书的
内容是说：为人父母，不是工作，不是木匠做桌子，重要的
不是技巧；为人父母，是园丁种花，本质是爱；这种爱的目
的，是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安全、温暖、自由的环境，
使孩子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是一本写给父母的书。

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了如何养育孩子。她解释了现在流行的
教养乃是最大的谎言，是像木匠一样，按照精美的图纸将孩



子打造成特定的样子，即使手艺再精湛，教育的结果也是不
成功的。而理想中的父母，应该像园丁一样。给孩子提供足
够的营养、空间，时不时根据需要进行修剪，任由孩子生长。
即便结果不是预期的，也许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全文先介
绍了什么是父母，什么是孩子，爱的三面手（父母、祖父母、
异亲）的教育意义，进而又从看、听、玩、练四个角度说明
了如何教育孩子，最后结合现状——科技，讲述了科技与孩
子的关系。一些观点非常新，也许并不一定很实用，但是从
理论或者理念上带来些启发。

制成品的优劣可以用来判断木匠技能水平的好坏。园丁思维
则是不去改变孩子，而是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安全、
温暖、自由的环境，或者说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面，
一个生命层层绽放，最终他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他会
塑造自己的命运，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尽量不要用成人的
视角去看孩子看到的世界，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视角。

让我感觉比较震撼的是书中对童年的解读，让我有了新的认
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童年的重要性，也知道要让孩子童年
快乐的成长，但是为什么会有童年呢？用罗胖的话说，“什
么是童年？童年期是整个文明，整个社会，对于人生一个阶
段的赦免”。身为父母，只要我们都能像园丁一样，去努力
创造一个生态系统，只是保证土壤肥沃，空间安全，花园的
花草就能以各种我们预想不到的方式自行应对环境的变化，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就是童年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