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刷子李读后感(优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
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
帮助。

刷子李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们学习了《刷子李》这篇课文，使我受益匪浅。

《刷子李》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刷子李专干粉刷这一行，他
刷的房子十分没，而且他干活时必穿一身黑衣服，干完活，
身上绝没白点!有一年，刷子李收了个徒弟，刷子李带他去干
活，身上绝没白点!有一年，刷子李收了个徒弟，刷子李带他
去干活。徒弟趁师傅刷完一面墙休息的时候，仔细搜索他全
身，竟然没发现白点。直到最后，他看到了一个白点，仔细
一看，原来是师傅抽烟时烧的洞，里面的白裤露了出来。

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肯努力、刻苦地学习，就
会得到回报，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以前学英语的情景：那时
我第一次接触英语，“英语”对我来很陌生，所以，我除了
二十六个字母外什么都不会，第一次英语考试，结果可想而
知。从那次后，我发奋学习英语，每天坚持听磁带、背单词，
成绩终于上去了，现在，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要肯坚持、努力，就一定会
成功。

刷子李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们学习了《刷子李》这篇文章。学后,我对课文的主
人翁刷子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刷子李是粉刷行业的,他的技艺十分了
得。有一天,刷子李的徒弟曹小三和他一起去粉刷。因为曹小
三一直都对师傅的绝活半信半疑,所以他决定这次一定要把师
傅的绝活儿给看清。每当师傅刷完一面墙,曹小三就会认认真
真地瞅瞅师傅,看师傅身上有没有白点,一直没有。当师傅刷
完最后一面墙时,曹小三突然发现他师傅身上有一个白点,于
是曹小三对师傅的敬佩之意一落千丈。后来当师傅告诉他真
相时,他才恍然大悟。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刷子李的技艺能够如此
精湛,不是因为他天生就会,而是他靠后天的努力才换来的。
这使我联想到了小时学滑冰的事。

在我6、7岁时,爸爸妈妈在我生日那天送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惊
喜,就是送我一双滑冰鞋。那天,我很兴奋,于是我迫不及待的
把这双滑冰鞋给穿上,让爸爸扶我去学。

起初,因为爸爸一直扶着我,我并没有摔跤,因此我觉得滑冰其
实一点儿也不难。不一会儿,我就让爸爸松开手,自己去滑。
这可不当紧,我就像是从温室中出来的花朵,一跤又一跤,疼死
了。这时我我想打退堂鼓了,可爸爸妈妈不同意,于是我只好
硬着头皮一直练,摔呀摔。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经过我一下
午的坚持,我终于学会了!

这两件事看似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经过刻苦练习
练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功的背后一定会付出自己
辛勤的汗水。



刷子李读后感篇三

一个普通的行业——粉刷，刷子李却能练就高超的技术，在
一个普通的行业里成为了能工巧匠！

《刷子李》这篇课文讲的是一个姓李的粉刷匠，他的技艺高
超得让人叫绝，他刷过的墙面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
屏障。

因为传说中的刷子李太神了，以至于人们半信半疑，课文却
用刷子李收的一个徒弟——曹小三亲眼目睹的经过来证实了
这一事实，大大增加了刷子李技术高超的可信度。

刷子李干活时穿上一身黑，这恰恰与洁白如雪的白浆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白的落到黑的上面，会很扎眼，但刷子李却偏
要这样，更显出了他的自信与技术高超。

刷子李“一天只刷一间屋子；每刷完一面墙，必得在凳子上
坐一会儿，抽一袋烟，喝一碗茶，再刷下一面墙。”这些都
说明好活不是急急忙忙赶出来的，要想做好就得先休息好的
道理。

刷子李的徒弟曹小三由于先前对师傅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所以在跟师的第一天，不但没有好好地虚心学技术，反而处
处时时在找师傅的不是，想证实师傅到底是不是确有其实。
结果证明师傅的名气不是虚传，而是确确实实有着和传说中
一般无二的能耐。至此，他对师傅肃然起敬，决心要跟着师
傅好好学艺！

这篇课文让我好好学习不要偷懒！就有好结果。

刷子李读后感篇四

这篇课文选自《俗世奇人》，讲了徒弟曹小三头一次跟师傅



外出工作，亲眼目睹了师傅的绝技：身上绝没一个白点！从
师父的语中，曹小三懂得了师傅教他的本事。

我不禁开始深深的佩服起刷子李来，他告诉曹小三的，不仅
仅是干活的本事，更多的则是曹小三在人生中必知的那一个
个哲理：手艺人必须要有本事，本事是靠勤学苦练得来的，
有了本事才能有自己的尊严。

我想起了自己，我在一次次困难中，不肯抬头面对，总是想，
办不到就算了，何必自讨苦吃，从头再来呢？还是尽早放弃
吧！却从来没有想过，机会总是有的，也许下次它就来了呢？
我真是让机会一次次逃走啊！

记得有一回，我突然想学自行车，却学了两天还没有学会，
我坚持不住，不肯天天耐着性子去认证学，导致自己现在还
不会骑自行车，现在想想如果当时认真学，坚持不懈，不断
磨练，忍住那一次次的跌倒，现在肯定已成了一名自行车高
手了！

所以，我觉得必须坚持不懈，不断努力，才能使自己在生活
这个舞台上，绽放出只属于自己的迷人光彩！

刷子李读后感篇五

文/郎俊娣

自2014年9月以来，孩子们的手中多了《小学语文读写融合大
观园——悦读悦写》这本书。《悦读悦写》这套丛书共12册，
是杭州师范大学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所策划，由《依托教材
读写融合》浙江课题组开发的一套教和学的辅导丛书，我们
良渚一小承担了第九册的编写工作。开学初，教导处就布置
了一个任务：用好此书，在实践中改进。本书抓住读写结合
点，设置多种读写样式，“课文回味馆”“妙法招招
鲜”“读写大看台”“知识串串烧”组成了丰富的单元训练。



我在使用这本书时，更多思考的是“读写”的实效性，试图
更好的体现“以读带写，读中融写，以读促写”，让孩子们
从阅读中汲取营养，从读学写，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

我以《刷子李》这一课的教学为例，说说自己的实践和思考。
《刷子李》是人教版新课标第十册第七单元中的一篇略读文
章，本单元侧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引导孩子们体会作家描写
人物的方法，并在习作中学习运用。

一悦读：为写作打开一扇窗

《刷子李》选自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语言富有地方特色，
作者用写意的笔法勾画人物形象。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只见
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点，和着琴音，
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面啪地清脆一响，极
是好听。啪啪声里，一道道浆，衔接得天衣无缝，刷过去的
墙面，真好比平平整整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孩子们喜欢读
这样的文段，有形象有声音，冯骥才就像一个画家一样，勾
画了这样一副美妙的画面，刷子李刷墙的动作是那样娴熟，
那样出神入化，给人的感觉他不是在做一项又脏又累的体力
活儿，而是在进行一项艺术创作。我指导孩子们自由朗读感
受、想象情景，再通过视频直观感受，同桌比拼读，示范
读……读着读着，孩子们眼前仿佛出现了刷子李悠然摆来悠
然摆去的身影。

古代的'一些文人学士，如韩愈、苏东坡……他们压根就没学
过语法，修辞、逻辑，但能写出千古流传的好文章，其奥秘
就在于他们熟读，并背诵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形成了敏锐
的语感。所以语言的积累，语感的形成，有赖于多读多背，
实践证明，运用语言文字，写作能力的形成与提高，也需多
读多背，课内多读，课外也需多读多背。在教学中，加强朗
读训练，使学生悦读，把课本的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储备
起来，为悦写打下基础。



二悦写：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研读了《悦读悦写》这一单元的“妙法招招鲜”，有三种
方法：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展示人物性格特征；在
人物的神态描写中赋予想象和夸张的手法，使人物特点更加
鲜明；巧设悬念，一波三折。我结合单元训练目标和班里学
生的实际写作水平，把训练点确定为：抓住人物的动作、神
态描写，刻画一个人物形象。课堂上，在学习了刷子李刷墙
的技艺高超之后，布置了这个小练笔。为了把一个个技艺高
超的人“请”进课堂，在教学《刷子李》之前（那天正好是
星期五），我请孩子们双休日去观察生活中类似的人物，孩
子们说“河坊街上有做糖人的”“演皮影戏的”“宝石山下
有抖空竹的”“我家旁边有一个做拉面的师傅”……我鼓励
孩子们仔细去观察这些技艺高超者的动作、神态，围观者的
语言、神态、动作等，由于孩子们课前积极准备，课堂中细
细品读文中的优美词句，精彩片段，反复吟诵，写作时生动
的语句不断涌向笔端。

学生a：“我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位老爷爷正在抖空竹呢！只见
他聚精会神地做着一个个高难度动作，发出的阵阵蜂鸣声不
绝于耳。老爷爷一边抖动，一边变换姿势，空竹在老爷爷的
手中好像活了，上下左右地翻飞跳跃着。”

学生b：“风筝程一会儿工笔细描，一会儿轻描淡写，他眯着眼
睛，毛笔在他的手中运转自如，过了一会，两只眼睛画好了，
炯炯有神，如同真的一样。风筝程大胆地渲染了起来，如同
伴着鼓点，和着琴音，每画一笔，那粗粗的、带着颜料的笔
便在纸上跳着舞，极是好看！”

孩子们抓住了这些人物的动作、神态进行描写，精彩片段层
出不穷，我一一给予鼓励表扬。

三悦改：梅花香自苦寒来



俄国作家契诃夫曾说过：“写作的艺术，其实并不是写的艺
术，而是删去写得不好的东西的艺术。”修改能力是写作的
基本能力之一，修改是写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常
言道“文不厌百改”，好作文是改出来的。因此，进入第三
步修改阶段。学生a和b都很具体地描绘了他们的动作，还仿
照课文用上了“悠然摆来，悠然摆去”等好词佳句，同学们
认为，他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来表现，
同学a后来这样改道：“老爷爷的手娴熟地操纵着绳子，手臂
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点，和着琴音。空竹像一
只停在绳上的鸟，时而走到这儿，时而走到那儿，久久不舍
离去。”这样一来，把空竹写活了。细细品读不难发现，他
们都只有正面描写，而缺少了侧面描写，在同学们的评议下
同学b这样写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掌声像浪花一样，一
阵比一阵热烈，一阵比一阵响亮。有的说：‘太厉害了，佩
服佩服。’有的说：‘师傅我想跟您学。’”正面描写和侧
面描写相结合，一个个精彩的片段在孩子们的笔下诞生了。
然后，我又引导孩子们从《“凤辣子”初见林黛玉》一文中
学习人物的外貌、肖像描写，迁移运用。最后加上开头结尾，
这样就完成了一篇单元写作：写一个特点鲜明的人。这样的
习作指导思路“由片段到篇章”、“由读学写”降低了学生
习作的难度，一篇篇精彩的习作跃然纸上。

纵观本次课堂《小练笔》的指导，先读后写，写后修改，写
的内容来源于学生生活，激发了学生写的“兴趣点”，从仿
到写，层层深入，悦读悦写，悦写悦改，牵手课内作文训练，
演绎一次次的课堂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