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精
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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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好书，书的名字是《青鸟》。《青鸟》的
作者是梅特林克，这本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樵夫的儿子
狄狄和女儿美狄在圣诞节前夜梦见了仙女，她要两个孩子外
出给她生病的孙女寻找青鸟。兄妹俩用仙女赐予的魔钻石，
召来了面包、糖、火、水和猫狗等的`灵魂。在光的引导下，
他们相继来到了记忆之乡、夜宫、森林、幸福乐园、未来王
国等地寻找，最终在未来王国找到了青鸟。梦醒后邻居贝尔
兰戈太太来找狄狄，说她生病的孙女想要狄狄的小鸟。狄狄
答应把鸟给她，这时，他发现笼中的鸟正是他在梦中寻找的
青鸟。贝尔兰戈太太的孙女一见到青鸟，病顿时痊愈。最后，
青鸟飞走了，小姑娘伤心痛哭。狄狄劝慰她说，他们还会把
青鸟找回来的。

一开始我还不能理解这个故事的寓意，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
细读、揣摩。我这才发现，其实文中的青鸟代表的是幸福。
狄狄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的青鸟，其实就是他自己一直养
在笼中的一只斑鸠，这只普普通通的小鸟，只有当狄狄无私
的爱心萌动，要把它送给邻居生病的小女孩时，它才变成了
青鸟。作者想通过这一点告诉我们：其实幸福并不那么难找，
幸福无处不在，虽然我们总是难以发现它的踪迹，总以为幸
福离我们很远，但是经过千难万险就会发现，只要我们努力
去寻找，总能找到属于我们的幸福。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我相信，只要人类寻找幸福的努力永不停止，《青鸟》的感
人魅力就将永不止息地存在于天地之间。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二

这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代表作之一。
我被主人公在大海里的种种奇遇深深地吸引了，它让我对神
奇的海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主要讲了法国生物学家阿伦纳斯受邀参加追捕“独角
鲸”，不幸落水，掉在了“独角鲸”的背上，发现这是一艘
潜水艇——鹦鹉螺号，于是他带着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手内
德·兰德随着尼摩船长开始了九个月的海底旅行……想要知
道这本书里别的故事，就请你自己来看这本书吧。

它的内容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随时会给你以紧张感，让你
的眉头时而紧锁，时而松弛。

但是书里的知识让我觉得它更是一部科普小说。我想把它推
荐给还没来得及读它的人们，因为它太值得一读了，你会从
书中学到很多海洋知识的。

这本书是19世纪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它，带
着我们参观了一个海底世界，带我们体验了一次动人心魄的
海底远游。尼摩船长驾驶着鹦鹉螺号，以飞快的航速，在海
里行驶，让他的客人饱览了大海无穷的奇异景观。

大海中的资源十分丰富，人类也可以利用它，当然，我们不
可以过量利用。雨果说得好：“大自然是善良的母亲，也是
冷酷的屠夫。”如果我们人类任意地去破坏它，浪费它，它
就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更多的秘密藏在大海里，让我们一起探索与发现吧！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三

知识要点：1、读后感是读了别人的文章或着作之后，把自己
的感想、体会写出来的.一种文章形式。2、读后感通常包括
两个部分：读和感。"读"是基础，"感"是由"读"引发的，只
有读懂原文，才能有"感"可言。3、读后感有叙有议，以议为
主，属议论文范畴。

考试说明：我们平时读书，读文章，思想上有时会受到启迪，
懂得了某个道理;感情上有时会受到触动，产生某种联想……
懂得的道理，产生的想法，统称为读后的感想。把自己的感
想写出来并加以阐述，便是读后感。

写读后感应注意哪些问题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吃透原文有感而发

要写好一篇读后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对原文的基
本内容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另一个是有一定的文字表达的能力。
而就这两个条件的关系来说，前者是基础，是前提。因为读
后感的写作，要求从原文出发，联系实际，发表感想。如果
对原文的内容缺乏理解或理解得不够准确，那就无感可写或
者感而不当了。

要想准确而又深刻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就必须在动笔之前，
沉下心来，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阅读原文，对原文进行分
析，找出其中心思想，并搞清层次和层次、段落和段落之间
的逻辑关系，看一看这些层次和段落是怎样围绕着中心论点
展开的。

当然，考生临场作文，时间紧迫，是很难对原文进行过细地
分析的。不过，作为读后感写作的基本程序和要求，上述要
点是必须注意的;而且，"磨刀不误砍柴功",吃透了原文，才
能有感而发，也才能写得比较顺手。有的考生写作水平本来



不差，但不去仔细地阅读原文，还没有完全弄清原文的基本
内容，就匆匆忙忙动笔写作，结果成绩很不理想。

(2)抓注重点精心立意

近几年中考作文平分标准都提出了"立意新颖"的要求。就一
篇议论文来说，"立意"主要指的是中心论点的确立。而"新
颖"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要有新鲜的见解，不能人云亦
云;二是内容要深刻，有独到之处，不能浅尝辄止。要达到这
些要求，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要抓注重点，生发开去，而不要
面面俱到。

扣住原文的中心思想，立意谋篇，固然算紧扣了原文;而从原
文的内容出发，抓住某一个侧面或某一点去写，也未尝不算
紧扣了原文。事实上，我们常见的许多写得好的读后感，并
不是篇篇都紧扣了原文的中心思想的。但是，抓住原文的某
一侧面或某一点去写，也必须在充分理解了原文的中心思想
的前提下才能写好。如果对原文的中心思想茫然无知，那么，
对文章的各个侧面的理解也就不会深刻，当然也就不可能写
出动人心弦的读后感来。

(3)联系实际议而不空

凡是写过一些读后感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读了一篇
文章，在某一点上有深刻的感触，便很自然地联想到与之有
关的许多事情，许多问题。这种联想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联系
实际的过程。

从近几年来的中考作文来看，许多考生在联系实际方面是做
得很好的。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一些具体
事例，来谈自己的感想，读来亲切生动。但也有一些考生，
所写的读后感尽是一些空洞的说教、政治口号、誓言之类，
使人感到生硬、枯燥。



至于联系哪些实际，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大体说来，
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联系主观的实际，即自己的思想、
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具体事例;二是联系客观的实际，即自然
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实际情况。只要是从内容的需要出发，
联想哪方面的实际都是可以的。

(4)夹叙夹议以议为主

读后感既然属于议论文的范畴，那么它的主要表达方式当然
是议论和说明。不过，它要求从原文出发，联系一些具体事
例，所以又常常用叙述这一表达方式。一般来说，读后感的
写法是这样的：从读了某一篇文章谈起，摆出中心论点。然
后再举出一些具体事例(包括引用原文的某些内容)，进而对
中心论点加以论证。这是就文章的整体来说的。就文章的某
一部分来说，也往往是叙议相间，两相结合。这样就构成了
一种夹叙夹议的形式。在这里，议是叙的纲领和统帅，而叙
是议的根据和佐证。前者是论点，后者是论据，二者紧密结
合，相辅相成。

这里需要注意的，首先是坚持以议为主的原则。我们在联系
实际、引用事实的时候，要始终不忘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和论
证中心论点。这就需要对事实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它所包含
的意义。其次，引述原文也需要注意。一般说来，引述不宜
过多过细，能说明问题就可以了。还有，也不一定去整段整
段地照抄原文，有时根据表达的需要，只在行文中引用原文
的一些关键性词语或句子就行了。

读后感是议论文中最常见的文体之一，也是初中生必须掌握
的一种文体。考试时，如果充分用好"四字诀",可以收到较好
的效果。

(1)引--围绕感点，引述材料。读后感重在"感",而这个"感"
是由特定的"读"生发的，"引"是"感"的落脚点，所谓"引"就
是围绕感点，有的放矢地引用原文：材料精短的，可全文引



述;材料长的，或摘录"引"发"感"的关键词、句，或概述引
发"感"的要点。不管采用哪种方式引述，"引"都要简练、准
确、有针对性。

(2)议--分析材料，提炼感点。在引出"读"的内容后，要对"
读"进行一番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
析;也可以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地作一番挖掘;对寓
意深刻的材料更要作一番分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
的感点。

(3)联--联系实际，纵横拓展。写读后感最忌的是就事论事和
泛泛而谈。就事论事撒不开，"感"不能深入，文章就过于肤
浅。泛泛而谈，往往使读后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人以震撼。
联，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彼地联系现实生活
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实生活中的相反的
种种问题。既可以从大处着眼，也可以从小处入手。当然在
联系实际分析论证时，还要注意时时回扣或呼应"引"部，使"
联"与"引""藕"断而"丝"连。

(4)结--总结全文，升华感点。总结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
点;也可以提出希望，发出号召。不管采取哪种方式结尾，都
必须与前文贯通，浑然一体。读后感始终要受"读"的约束，
开头要引"读",中间还要不时地回扣"读"的内容，结尾也要恰
当回扣"读"的内容不放松。

当然要写好读后感，关键还要读透材料，抓准感点。怎样读
透材料?一般说，如果是记叙文，就要抓住人物最突出的某种
品质，最有价值的语言行动或事件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如果是
议论文，就要把握中心论点;如果是寓言或哲理性的散文，就
要领会其深刻的寓意。当然，读一篇文章，感可能是多方面
的，要在分析、思考的基础上，选择最值得发表，感受最深，
见解新颖独到，最有针对性和现实感的感受来写，一篇读后
感只能容纳一个感点，其他感点无论多么好，都要忍痛割爱。
明智之举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并围绕一个感点，联系实



际，谈深谈透。

以上说的是读后感，如果看了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思想上受
到触动，也要写篇感想，那就是观后感了。观后感的写法和
读后感一样，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四

哈默年轻时是个逃难人。他来到一个小镇上，他那时脸色苍
白，骨瘦如柴十分饥饿。当镇长杰克逊大叔把食物送到他面
前时，他不吃，最后经过劳动——给杰克逊大叔捶背才得到
了食物。后来，杰克逊大叔让他留了下来，成了杰克逊大叔
庄园里的一把好手。两年后，杰克逊大叔把女儿许配给他时
说：“你百分之百是个富翁，因为你有尊严！”结果二十多
年后，哈默成了石油大王。

每个人都有尊严，可他们都在经济和生活条件差等等情况下
丢掉了尊严，所以即使他们再富裕、再诚恳也会被人瞧不起。
尊严是一个人的骨气，我们要永远有尊严，向哈默学习。

我曾看过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弯弯腰，拾起你的尊严！》主要内容是：有个年轻人考了
几次音乐大学，都没有被录取，而他现在的钱已经花光了，
无可奈何的他只有在大街上拉二胡卖艺。拉得棒极了，围观
的人们都往他碗里扔钱。这时，有一个无赖把钱扔到地上，
他捡起了钱交到无赖手中说：“先生，您的钱。”无赖又把
钱扔到地上说：“这已经是你的钱了！”他说：“这是您掉
的钱，我的钱在碗里。”无赖听罢，只好把钱扔到他的碗里。
过了一会儿，他又若无基事的拉起二胡……人群里有一双眼
睛看着他，是个参与官，参考官看到了这件事后，便把音乐
大学的录取书交给了他。他又先后写了《挺起你的`胸膛！》
等许多歌曲，成了著名的音乐家。

是啊，一个人无论多么的贫穷，但他只要有尊严就是最富有



的。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五

今天，我读了《爱的教育》里面的.一个故事《小抄写员》：

叙得亚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家庭，他从小就很懂事。为了使家
里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使父亲的负担能减轻一些，年幼的
他便每天深夜起床为父亲抄写东西，自己却因为睡眠不足而
使学习下降了。父亲为此误解了叙利亚，可他依然顶着压力，
坚持每天深夜继续工作，父亲发现真相后，十分感动！

以前，我自己虽然会做一些煮饭、洗碗等简单的家务活，但
在读完《小抄写员》后，我深受教育；于是，暑假里我每天
都主动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我决定以后要像叙利
亚一样，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爱父母，努力成为懂得感恩的孩
子！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六

爱，一个神圣又熟悉的字眼，让我感悟到了很多，而《爱的
教育》这本书，更是让我感悟到了爱的境界。(从爱自然过渡到
《爱的教育》一书，用语简洁。)

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的亚米契斯。书的主人公是一个读四
年级的小男孩——安利柯。全书以安利柯的名义，通过日记
的形式，写出了友爱、师生间的爱、父爱、母爱……《爱的
教育》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回响着爱的旋律。其中最使我难以
忘怀的就是“扫烟囱的小男孩”。(一个“最”字，突出了这
个故事对“我”的影响之深。)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在学校对面，有一个小男孩在哭泣，
几个女生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他今天给人扫烟囱，挣
了三十个小钱，可是口袋破了，钱全都丢了。他说，他不敢



回家，主人会骂他的。女孩们听了，纷纷把自己身上的钱全
给了小男孩。最小的女生没有钱，就把花给了小男孩。小男
孩看着满满一袋钱和花，破涕为笑。(简单介绍故事，便于下
文进行阐发。)

这些小女孩都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当别人需要帮助时，她
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爱心奉献出来。

其实，世界上处处都盛开着爱的花朵。就拿四川发生的大地
震来说，从人们知道这个噩耗的那一刻起，援助之手就源源
不断地伸向灾区，甚至俄罗斯、日本等国也向四川派去了救
援队、医疗队。人们纷纷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希望他们能
够早日重建家园。学生们也把买玩具、吃零食的钱省下来，
捐给灾区的小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住上楼房，早日重
返教室。这就是爱，毫不吝啬金钱，毫无保留地奉献的
爱。(汶川地震的'事例，十分典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爸爸妈妈去散步时，看到一
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向我讨钱。当时我认为这种人是不值得
我帮助的，摆摆手就走开了。读完《爱的教育》后，我深深
地自责。如果我当时帮助了她，哪怕只有一枚硬币，她也许
会因此感受到爱的温暖。(联系现实生活，进一步突出这本书对
“我”的影响。)

爱是无私的，是实在的，是博大的。朋友们，献出你的爱，
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
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结尾点题，并发出呼吁，
强化了文章的主旨。)

写读后感教学反思不足之处篇七

自读了《小抄写员》后，我心中感概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本文是讲述了一个出生在清苦的职员家里的`少年叙利奥为了



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瞒着父亲在深夜里坚持抄写签条。由
于父亲不知实情，使叙利奥一直屡受责备与冷淡，但他仍然
坚持为父减轻负担，直到四个月后的一夜，父亲才了解实情，
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慈爱。

我深深地感受到是一股爱的力量使叙利奥坚持工作。

初读时，我认为叙利奥一定会忍受不了责骂而退缩，哪料想，
懂事的叙利奥竟然坚强地用弱小的肩膀懂事地承担着一切切
的痛楚，继续为父亲抄写，令家里的经济情况有好转，为家
人撑起一片天地，有苦忘心里深埋，有累自己撑。

如果换做是我，我一定没有主人公叙利奥那种坚强的意志与
默默无闻的坚定心理。我会抄几个晚上就打“退鼓堂”甚至
向父母邀功请劳。

如果因为帮家人减轻负担而使成绩下降，我肯定不干。

与叙利奥相比，我同样深深地爱着这个家，如果家人有事需
要我援手，我会首先做好自己的义务再去帮忙，我缺少的正
是没有叙利奥的懂。

同时，读过课文，我不禁想起了一段话：“父爱，也许比不
少母爱的温柔细腻，却是如山般的深沉、温馨。父爱不仅仅
是人生的航标，指引我们前进，也能如涓涓细流，春夏秋冬
滋润不息……”这话用与文中再适合不过了，父亲正是用这
种深沉的爱哺育了叙利奥，懂事的叙利奥明白了这种爱，用
幼小的肩膀来减轻父亲的劳累。

啊！亲情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感情，却是最真挚的。亲
情似水，淡淡的，只有用心去品尝，才会发觉个中的滋味；
亲情是酒，愈久弥醇，会让人陶醉。亲情是我们最珍贵的情
感之一，他无需伪装，更无需掩饰，在故事中，我收获着一
种情感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