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朗读学读后感 朗读手册读后感(汇
总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
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朗读学读后感篇一

“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一箱箱的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
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
这是《朗读手册》下面的一行小字，我却感到了这话的分量，
因此喜欢上了这本《朗读手册》。

这本书是美国的吉姆。崔利斯写的，他是美国着名的阅读研
究专家。《朗读手册》是他数十年儿童阅读指导研究与实践
之总结，书中通过众多具体、可信的案例，指出孩子在阅读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阐明了朗读的作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等。它帮无数的家长、老师解决了棘手的教育
难题，让无数孩子成为终身的爱书人。

孩子的阅读能力和听力在八年级时会达到相同的程度，在这
之前，通常听力比阅读能力强。因此，孩子能够听懂并理解
那些复杂、有趣的故事，却无法自己看懂故事书。既然我们
已经知道了孩子听故事的理解能力和阅读能力之间有很大的
差异，孩子大一点仍应该继续读故事给他们听。听故事时，
除了家长和孩子（或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之外，你
同时也将较高程度的词灌输到他们的耳朵里，最后，他们会
把这些词传输到大脑，并记忆下来，进而增强他们的阅读能
力。

读了这本书，使我更坚信:坚持为孩子大声朗读，能使孩子爱



上阅读，而阅读能给人带来终身发展的幸福，一个人知识的
丰富、精神的陶冶、智慧的启迪无不来源于阅读。所以，我
更坚定地说:坚持为孩子大声朗读吧，让他们也成为幸运的
人!

朗读学读后感篇二

《朗读手册》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儿童阅读指导的好书。生动
的事例引人入胜，确切的数据佐证事实，书中字里行间溢出
作者深厚的文学和学术功底，处处折射出深思熟虑后的简洁
与深刻，读起来轻松易懂，常有欣喜。可以说，这是一本具
有指导性、操作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科普读物。

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发现，很多父母总以为给孩子吃好的、
穿好的那就是爱孩子。可对于孩子的学习，却不舍得做出牺
牲，这就是我们孩子的悲哀。而《朗读手册》却教给我们方
法，教我们如何激起孩子兴趣？如何引导孩子？如何大声为
孩子阅读。现本人就书中的几个观点谈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什么时候开始朗读最好？书中讲到幼儿六个月左右，
父母就可以开始提供简单的图画书给孩子，虽然他不见得会
看，但是透过声音，他会将图与名称结合在一起。一岁左右，
就可以抱着他坐在膝上，一页页地念给他听。这一点我有很
深的体会，我有个侄女她才7个月的时候，家人经常念诗歌和
一些故事短篇给她听，或者有时候念顺口溜给她听，每次一
念到这些熟悉的诗句，她就会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活蹦
乱跳，好像她自己很想说话的感觉，经常逗得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现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希望这样能够成为一个习惯。

第二，看书与阅读的效果不同。例如常看电视的孩子会影响
学习、影响情感的发展、影响孩子的注意力……其中讲到看
电视会打断人们的注意力，没法让孩子与成人互动，没法提
问、与家长对话。可以说现在的孩子们都喜爱看电视，而且
看电视会占去孩子很多的时间，甚至有家长让孩子在做作业



的时候边做作业边看电视，这样使孩子在做作业的过程中既
不能把作业做好，又影响孩子的智力，导致学习下降。因此
我觉得父母应该对孩子看电视定下规矩。

第三，规定孩子读书，使孩子在读书中得到乐趣。我觉得这
里的“规定”一词用得比较人性化。作者认为让孩子阅读也
可以像我们规定孩子每天早睡早起一样，时间长了，习惯了，
孩子就会坚持下来。当然，这个规定的最初制订也需要讲究
方法，书中作者举了不少让规定变得美好而吸引人的方法。
这里我对“大人一定要做好榜样”颇有感触。在工作中，经
常会有家长跟我说自己的孩子不愿看书，家长苦口婆心强迫
孩子看，或者有的家长根本不舍得花钱给孩子买书，结果往
往令人失望。我在开家长会上给家长的建议是，请家长先陪
着孩子一起看书，可以同看一本，看完后一起讨论书中的问
题。爸爸妈妈和自己读一样的书，孩子们会觉得有意思。在
随后与家长的交流中，家长们反馈和孩子一起看书的效果非
常好。能陪着孩子读书的大人——她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比
较好，平常也比较喜欢看书，特别是考试的阅读题得分就很
高。

由此可见父母的榜样对孩子的影响巨大，有一句话：父母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做好了榜样孩子也会跟着父母学，
同时我觉得作为教师也应该作为学生阅读的楷模，做一个学
生阅读的引领者，通过自己的阅读实践来引领学生的阅读。

朗读学读后感篇三

在写这本书的读后感时我的内心非常高兴，这是一本好书，
因为我有幸能读到它，是唐老师强烈推荐给所有家长的。不
用多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阅读热爱阅读的大家庭里。

儿子开学几天后我买到了这本书，开始我看到这本书时立刻
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内容简单易懂，是一本能够触动我们内
心的书，书中从侧面分析现代社会不同国家的阅读水平和阅



读欠缺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经济盛行的时代还能安静
的读一会书吗？我们是该永无休止的去追逐这个社会的节奏，
还是该梳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事业的三角关系！书中详细讲
述了大量的科学例证，为我们解读了在教育上的很多谜团和
困惑。我个人从小喜欢记录我看到的所有事物，因为我喜欢
用事实去佐证生活，我观察到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离不开父
母的优良教育，他们把生活的耐心和执着全部赋予给了孩子。
朗读手册就是一本这样的书，它细致的提出了几个年龄段的
孩子该怎样去认识读书的重要性、以及我们父母怎样去配合
阅读。在书中我们看到孩子阅读活动的主导者正是孩子的父
母，也许我们有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但同时我们也有一种紧
迫感、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如果不开好这个头或者不能陪伴
孩子去正确阅读、那我们损失的是孩子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开学两周孩子的变化不少我也在改正一些错误的读书方法，
以前给孩子读书有些快，总是按照自己的速度去阅读，效果
不好，孩子表现为对故事细节体会不到，在开学前唐老师将
一个简短的龟兔赛跑讲的有声有色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那
种有声有型的讲演太棒了，孩子们也特别的爱听，回家我在
讲木偶奇遇记时放慢语速并且模仿各种角色的语气，我明显
感到昕昕一下就进入到故事里了，从这件事上我认识到了阅
读方式的重要性！看来讲的多不如讲的细，提升故事内容的
展现才是最重要的。朗读手册130页说道了朗读禁忌就是太快！
孩子大脑图像勾画的慢，他需要慢一点体会。从另一个方面
讲这也是在让孩子阅读时不但能够丰富知识也能增加耐心，
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节奏和次序，节奏快了会缺乏细
节，次序乱了会混乱而没有章程。

作为孩子的父亲我还有很多不足，但我愿意去发现不足并去
改正和孩子一起去进步。最后在这里谢谢唐老师以及二班所
有老师在教育路上为孩子们的成长点亮一盏明灯，前方有欢
乐、也可能有困难，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富足的勇气去面对。



朗读学读后感篇四

《朗读者》是德国小说家本哈德·施林克于1995年创作的一
部小说，《朗读者》读后感。《朗读者》先后获得了汉
斯·法拉达奖，以及"世界报"文学奖。《朗读者》被译成35
种语言并且使德语书籍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代杂志的畅销书
排行榜首位，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获得20--年电影金球奖、奥
斯卡金像奖。

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有机会沉冤昭雪，为何
却抛之不顾?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理解。这就涉及到一个
中西方文化区别的一个关键点--"罪"的理解。德国人大多信
奉。不管是东正教、天主教还是美国新教，尽管具体教义不
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对"罪"的理解。人在出生之
初便有罪了，也就是"原罪"。

《朗读者》是一部非常沉重的小说，埋藏着极强的宗教意味。
我在这里试图从西方宗教的角度来解释汉娜不合中国人常理
的行为。在西方看来，人是有罪的，人在世间的一切行为都
是在赎罪。人对自己罪的忽视，便是对上帝的亵渎，是远离
上帝的行为。纳粹之罪，是人类之罪，是人在出生之时便带
来的人性之罪。面对千夫所指，人往往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
不为其他，只为苟且偷生。这便是人性的缺陷。在西方看来，
因为人远离上帝太久了，人堕落了，贪婪、伪善等罪恶便显
现出来。

《朗读者》中的集中营警卫中除了汉娜，所有人都忽视了罪
性的自我。所有人都在逃避，只有汉娜一人敢于面对罪性的
自我。

汉娜的罪毫无疑问是一种个体的罪，但在接受审判的语境中，
她的罪已经成为了整个纳粹的所犯罪行的象征物，她所承受
的是整体纳粹的审判。其次，汉娜作为曾经的纳粹体制中的
一份子，无疑在接受审判时已经被先验地定罪了，审判只不



过是一种形式和过场。也许在审判的过程中，公众通过这种
治罪的形式可以转移或者转嫁出去自我的心理创伤，达到遗
忘过去的伤痛，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假若越来
越多的人加入到逃避者的行列，美丽的伊甸园还会开满智慧
之果吗?

朗读学读后感篇五

很多经典的书，读起来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譬如这本。

受父亲的影响，我自问是比较重视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的。
到现在我都记得小时候每到星期天（那时候每周只休息一
天），父亲带着我们去绿门儿旁边的新华书店买一本书。日
积月累下来，家里的书越来越多，装书的箱子也不断地在变
大。到最后是装在一个大木箱子里。每到寒假，临近新年的
时候，我和姐姐早晨懒得起床，就派一个人下地，从床底下
把大木箱子拖出来，两个人各取所需，选一本爱看的小人儿
书看。饿得受不了了，就吃妈妈炸好的排叉儿。常常是我们
在被窝里边看边吃，边吃边看，一直到中午。那种悠闲自在
的日子，何其幸福！现在回想起来，童年时候的阅读，使我
扩展见识，丰富了“阅历”，增强了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
真的是受益匪浅。

和ztm聊天，她小时候借住在别人家里，也是通过听评书、看
小说来排遣心中寂寞的。她阅读的特点是量大、速度快。据
说她小学时候就已经读完了很多本武侠小说，并且一直乐此
不疲，印象深刻。至今还经常津津乐道地说起小时候读书的
感觉和对书中描写情景的种种想象。我常想，她的那些丰富
多彩、舍我其谁的梦境，估计有很多原型都来源于梁羽生先生
《七剑下天山》中的描写。

儿子上学后，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阅读，要求孩子通过指读
的方式，快速地熟悉拼音，扩大识字量。他每天读得挺痛苦。
恰巧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这本书，它让我认识到除了默读之外，



朗读也是非常重要的。总结一下，朗读的作用主要有：

1、朗读能够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2、朗读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

3、朗读能够加大孩子的词汇量；

4、朗读能够在无形之中帮助孩子扩大识字量；

5、朗读有助于孩子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

6、朗读能够丰富孩子的阅历；

7、朗读/阅读能够提高孩子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这本书还没读完，我开始实践，每天和儿子抽出一点时间来，
我读故事给他听，故事由他任选。很快，我俩都开始期盼并
且享受每天读故事的时间。我常想，即便朗读没有任何其他
的作用，就像这样一家人在一起读一本书，也是非常令人期
待的。

这是一种享受，享受朗读。

朗读学读后感篇六

吉姆·崔利斯的《朗读手册》这本书是我以前就听说过的，
前几年在书店里发现这本书，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了。打开
后，便爱不释手，书中有很多地方引起我的共鸣，同时，也
更加坚定了推广阅读的.信念。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一直把推广阅读作为一件大事和最重
要事来做，期间开展过亲子阅读，读书笔记展览，“经味添
海”等活动，带领了一批批4家长和学生加入到读书的队伍中。



每接一个班级，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家长和我达成共识，
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可有些时候，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比如有的家长不知道怎么引导孩子喜欢上读书，有的家长把
读书的任务放手交给学校，更多的家长觉得自己没有时间陪
孩子读，问题多多，推广家庭阅读的路道阻且长，有时我也
觉得会束手无策，苦于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提供给家长，读了
《朗读手册》后，我知道了一种好的引导孩子爱上读书的方
法，那就是——为孩子朗读。

为孩子朗读，可以培养孩子对于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不自觉
地爱上书籍，爱上阅读，并会成为终身阅读者，而不仅仅是
学校阅读者。

为孩子朗读，可以丰富孩子的听力理解，学会很多词汇，吸
收大量课堂上没有的信息。

为孩子朗读，会提高孩子的理解能力和思维缜密性，因为知
道的越多，理解能力就越强。

为孩子朗读，会让孩子身心愉悦，促进家庭和谐。在朗读中，
孩子感悟美好，心灵变得更纯净，同时，父母的陪伴，让亲
子间感情更加融洽，试想，柔和的灯光下，爸爸妈妈偎依在
孩子身边，充满爱的声音在故事情节中流连，一家其乐融融，
孩子长大后，也许不记得讲的什么故事，但一定会记得父母
为他讲故事的夜晚和感受，这样的感受会温暖孩子的记忆，
还会把这种阅读精神延续给下一代。

朗读，解决了很多家长寻不到读书方法的问题，那时间从哪
里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即使最忙的人，也会为他们认
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挤出时间。”那作为家长，什么才是真
正有价值的事情呢？当然是关于孩子成长的事情。而在孩子
的成长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阅读重要，所以，为孩子
朗读，让孩子喜欢上阅读，是家长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同时，我作为一名家长，在朗读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儿子
上幼儿园的时候，还能经常读故事给他听，可自从他能独立
阅读了，就不再给他读，以为没有朗读的必要了。看了这本
书后，才知道原来是我想错了，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把朗读
描述为“孩子中学毕业前都应该保持的一种习惯”，不给孩
子朗读，或提早结束为孩子朗读，都是大错特错的事情，在
孩子小学毕业之前，我们都不应该停止为孩子朗读。

《朗读手册》上就有这样一段话：“你或许拥有无限的财富，
一箱箱珠宝与一柜柜的黄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
一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爱孩子，就为他朗读吧，为了孩
子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就坚持为他朗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