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渠读后感 一面五星红旗读后感(汇
总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红旗渠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课文《一面五星红旗》，非常感动。

当我看到李含冰在生命危急的时刻，需要吃的'时候，面包店
老板让他用国旗换面包，他拒绝了，这时我眼睛红了；当我
看到他什么也没有在大山里转来转去时，我伤心地呜咽着。
恨不得现在拿一点东西去让他充饥，此时此刻，我为我帮不
了他而感到伤心。

每当在星期一升旗的时候，主持人让我们向国旗行注目礼时，
我却左顾右盼，嬉戏打闹；在敬队礼的时候，我不仅不注视
国旗，还偷偷地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国旗的不尊敬。

读过这一篇文章，我懂得了我们要尊敬国旗，不要出卖国家，
今后升旗时我一定要认认真真。

红旗渠读后感篇二

前几天，我们学了《一面五星红旗》这篇文章。

我真想对这位爱国的少年说：“你，非常爱国，为了一面五
星红旗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不要，你，像一只从祖国妈妈身
边飞到南方过冬的`展翅飞翔的大雁一样，虽然身在遥远的南
方，但你的心。还在祖国妈妈发热怀抱之中。你，像一只远



走高飞的雄鹰一样，虽然自己已经能够独立生活，但是永远
不会忘记自己在鹰窝里，鹰妈妈不管风雪雨露地为他捕捉食
物。你是一个爱国、有志气、有骨气的中国人，你赢得外国
人的尊重，我为你骄傲！”

我很敬佩你爱国的精神，它很值得我们学习。

红旗渠读后感篇三

我从小受的文学教育，用第三人称上帝视角写小说非常蠢。
所以我不明白一个能写出陈金芳的作家怎么会决定这么干。

三百五十万个字两天看完，非常容易读进去。不知道是因为
母语还是作品本身只是言情小说。事实上，哪怕是北大文学
系出品还是曹雪芹再世，它底子已经定位成言情小说了。

很多角色塑造的都很丰富唯独主角，恐有些前后矛盾，不合
理，不魅力，不有趣。并且书名钻了一个空子，其实红旗是
红旗，果儿是果儿。

前期和中期非常无趣，事件上的象征意义也非常简单的不让
人高潮，但好歹作者本身功力在那，就像让陈凯歌张艺谋拍
电视剧，在中国也能够上八十分。

当然，在这本书里我非常喜欢对孤独的描写和解决方案，我
看到了很多我自己。

同时，更让我坚信了一个道理。短篇中篇写得好不代表能驾
驭长篇。就像拍烂片的导演，他们曾经创作的短片肯定是春
光乍泄的，要不然他们也没资格拍长片。

最后，仔细一琢磨，陈金芳能拿鲁迅文学奖这么重要的奖项，
那当年王朔岂不能拿到手软。



红旗渠读后感篇四

《一面五星红旗》是人教版实验教材三年级下学期的阅读课
文，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课文讲述了"我"——一名中
国留学生，在一次假期漂流旅行中遇到了危险，在极度困难
的处境下，"我"坚决拒绝了面包店老板用国旗交换面包的要
求，用自己的爱国精神维护了国旗的尊严、祖国的尊严，也
赢得了外国朋友的尊敬。这是一篇人文性浓厚、思想境界高
的文章。

说话训练就像课堂的调味品，组织得好，不但能提高孩子的.
表达能力，还能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对理解课文的内涵也能起到帮助。为了唤起学生真实的情感
体验，我用了角色转换的方法，老师变成了文中的面包店老
板，学生就是那位中国留学生，这样，学生和我都能入情入
境，亲近文本。如在理解文中的"我向老板说明了自己的处
境"一句，我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和我进行说话训练，"我们"
之间到底进行了哪些对话？结果如何？让学生基于文本，发
挥想象，大胆对话，这样就引起了学生说话的兴趣。

课本是情的载体，依附着情，浓缩着情。在拓展延伸的环节，
我设计了一个问题：学到这儿，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在"
我"的心目当中，五星红旗会这么重要呢？同学们，这国旗仅
仅是国旗吗？它还代表着什么呢？引导学生想象：我们的祖
国母亲、可爱的家乡、富饶的土地、日夜思念的亲人。最后
让孩子们配乐的朗读课文发现孩子们的眼睛闪闪发光，语言
灵动亲切。

本节课也有很多不足，比如指导朗读上，虽然也分层次、多
形式读了，但是一直"扶"着读，没有适当放手让学生自主感
悟，自主学习，自主从朗读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



红旗渠读后感篇五

梁斌的《红旗谱》讲述了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展现出几
代人誓死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坚强不屈、英勇无畏，塑造了一
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从锁井镇农民的革命斗争方式，可以明显看出一代比一代进
步。朱老巩是赤膊上阵，拿起铡刀拼命。朱老明他们采取所
谓对薄公堂、和地主打官司，这注定要失败的，就像冯贵堂
说的：“好像吃炸焦肉、蘸花椒盐儿。吃不完咱的炸肉，就
把他们那几亩地蘸完了！”到了朱老忠和江涛，他们接触了
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发
起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说明中国农民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
解放自己。

还有许多人物，如严运涛、贾湘农、严知孝、大贵、朱老星、
伍老拨……就不一一细说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请翻看
《红旗谱》这本小说吧！

红旗渠读后感篇六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名字。我们遍布华夏大地，鲜红是我们
的血液，五颗金光闪闪的星星是我们的徽章，我们是中国人
最伟大的象征。

2008年5月12日，一个永久难忘的日子。一场八级的地动山摇
之后，四川省汶川县陷入一片狼藉。到处可见的倒塌的房屋，
开裂的路面，凄惨与恐惧的呼声仿佛都在诉说这场灾难的可
怕后果。就在肆虐的天灾过后，我们将13亿中国心凝聚在一
起。倒塌的校园废墟上屹立着我们挺立的身影，鼓励着被困
学生顽强与坚持;抢修路段的战士们身上有我们不屈的身影，
团结着每一颗心付出最大的努力;安置区的帐篷上有我们振作
的身影，见证着志愿者与四川人民的众志成城。



我们不仅共同经历灾难，也在太空中留下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中国印象”。我们在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外壳上，随
着点火发射，我们向神秘的宇宙进发。当航天员翟志刚顺利
出舱，手中挥舞五星红旗时，我们欢呼，为目睹辽远的宇宙
而欢呼;我们骄傲，为代表13亿中国人见证历史而骄傲;我们
期待，为中华民族崛起的光明未来而期待。

八月八日，中国在鸟巢圆百年奥运梦想的日子，我们的色彩
在所有中国人的身上。中国代表队在我们的带领下雄赳赳，
气昂昂的走进鸟巢，我们在姚明的高举下展现在全球面前，
向世界人展示一个发展、兴盛的我们——伟大的五星红旗，
伟大的中华民族。

坚忍的我们战胜灾难，创新的我们创造奇迹，进取的我们奉
献和谐，未来的我们还会铭记更多，因为我们象征中华民族，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红旗渠读后感篇七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老舍先生最好的作品。后来上网了解相关
背景，得知书未完，老舍先生已自沉太湖，不免惋惜。

《骆驼祥子》是写了祥子一个人，而本书讲述了清朝末年北
京市底层旗人的生活状况，同情贫苦辛勤的普通百姓，批评
部分旗人不劳而获的心理。笔触幽默平静，在不紧不慢讲述
普通百姓生活的同时，也指明了清朝亡国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细节着实不少，如大姐如何的天
天被婆婆立着规矩，年关母亲的发愁，除夕夜姑母给二姐的
古董花糕，以及福海二哥如何替我的洗三主持大局。故而可
能觉得这书主题很轻，无非家长里短，生老病死，人生百态
而已。

老舍的文字向来朴实，一口纯正的京话儿，让人读起来



很“带劲儿”。文章在定大爷请洋人吃饭这一小高潮处戛然
而止，让人合上书不禁抹抹嘴，意犹未尽。然而真正回忆起
来，却觉得书中的情节、人物都透着点悲凉和沉重。在时代
滚滚的车轮下，个人只能随之奔流，无力回天。时代有时代
的宿命，个人和家庭又有其各自的悲剧。

历史没有放过任何人，老实本分的旗人“我”的父母只能因
没钱给儿子办满月而发愁，富贵如定大爷也不得不请洋人吃
饭。谁都有自己的苦衷，可就算门前因赊账而留下的“鸡
爪”再多，日子还是要过。然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
呢？我不知道，书中的人物不知道，或许连老舍先生自己也
不知道。

借用上的一句话说：放眼现当代中国文学，再没有谁能把热
闹中的哀伤，嬉笑中的悲凉写的如此毫不做作。老舍先生真
真当得上“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好作品，永远不怕“过
誉”。

红旗渠读后感篇八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篇感人的课文《一面五星红旗》，这篇课
文主要讲述了”我“在国外留学时的一次意外故事，我身无
分文，走了三天只要中午来到一家面包店，说明了自己的处
境。老板讲究平等交易，老板让我用红旗还面包，”我“宁
可忍饥挨饿也不愿意用国旗换面包。我摇摇头，趔趔趄趄地
向外走去。因为我当时非常虚弱，走路都很吃力。突然，我
摔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用
红旗换面包这一举动打动了老板，他深深地理解了”我“这
位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主动说出了给我付医药费，还给我
买了一盆芬芳的鲜花，里面插着我那心爱的五星红旗。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国旗，国家的'尊严，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