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的类型(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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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后感的类型篇一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经过了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建造了一个
博物馆。为了建造博物馆，他们做了周密的计划，也遇到了
很多困难。比如，他们在森林里寻找遗迹，那里条件艰苦，
大家吃完饭，都没有地方洗碗。孩子们看到一条小溪，于是，
孩子们端着各自的盘子和勺子走到小溪边，洗了起来。尽管
如此艰苦，但大家还是很开心。还有，他们去山洞探险时，
孩子们发现发了大水，水越灌越多，已经淹到他们的脚背，
但孩子们还是克服恐惧逃了出来。庆幸的是，他们找到了很
多古印第安人用过的东西，还有人体骨架，并把那里取名
为“印第安之岬”。

读了这套书让我明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退缩，要
笑着面对生活。

读后感的类型篇二

这段时间，我们学习了有关鲁迅的文章，其中的《少年闰土》
让我感触特别的深。

课文讲了“我”和闰土相见相识的情景，虽然时间短暂，但
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闰土的机智勇敢、活泼可爱、见多识
广深深吸引了“我”，而他自由的生活环境也让“我”十分
的羡慕，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自由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国家到处爆发战争，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性命都
随时可能受到威胁，更何况是自由。

“自由”是一个好遥远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伟
大的鲁迅先生才用自己的`一生为人为服务，创作出不计其数
的文章，他的文章中字字句句都透露出为天下疾苦而抱不平
的心情。

那对自由的向往，对黑暗社会的愤愤不平，都使人感动不已，
无不激励着我们中华儿女顽强拼搏，虽然鲁迅先生不在了，
但是他的精神将一直延续下去，永不消失！

读后感的类型篇三

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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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常常困扰着很多教师。因此，实施有效教学，如何做
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对于每个教师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
我以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谈点个人的做法：

形成学困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生之间存在着个体差异，
少部分学生不能适应群体教学，学习上出现了障碍。学习态
度消极，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有些学生
一遇到计算量较大、计算步骤较繁琐的题目，就容易产生畏
难情绪，缺乏克服困难、战胜自我的坚韧意志和信心。另一
方面是由于学生贪玩，没把学习放在心上，基础知识没掌握
好，积少成多，导致成绩差。成绩一旦滑坡就容易产生自暴
自弃的念头。个别学生由于年龄小，学习的自主性差，没有
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往往是课堂上听课，课后完成作业了
事。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忽视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等重要
环节，也不善于比较、归纳、总结，不能使所学知识形成网
络，从而影响对数学知识的掌握。



学困生形成的原因不同，在转化过程中，教师切忌眉毛胡子
一把抓，应该有意识地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教
育，不断优化育人环境，改进教学方法，制定有效的目标和
措施，逐步转化学困生。

1用热情去激发学困生

当学生喜欢一位教师时，就会喜欢他所教的学科。因此教师
要关心、热爱、尊重学困生，时刻把他们放在心里，有意无
意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问一问学习状况，谈一谈生活中的
困难，找一找他的进步。这样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在老师心目
中的位置，感受到老师的关心，从而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
离，点燃学困生学习的热情。

2用良好的课堂环境激发学困生

在有效教学的课堂上如何面向全体学生，(教学论文)让成绩
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在一堂课中都能得到较好的思维训
练和知识发展呢？这就需要做到“顾此又顾彼”，不能采
取“一刀切，齐步走”的教学方式。为此，我认为教师必须
做到以下几点：

1认真、科学地备课。在备课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的学生，
上课时才能面向全体学生，发展全体学生。

2教学内容难易得当，教学的内容安排要求难易恰当，既能发
展成绩较好的学生又能顾及成绩差的学生。对于较难的问题
可以先让成绩好的学生回答，然后再让学困生补充回答，两
者都给予鼓励。对于相对简单的练习，例如：长方体有几个
面，几条棱和几个顶点？可以让学困生多回答，锻炼他们的
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并通过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激发
其学习的积极性。大大地增强他们的学习信心，从而使不同
层次的学生均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3教学形式多样化

教师在课堂上注重直观教学，采取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时
时刻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特别是激发学困生的参与意识和
合作精神，在处理每一节课每一个教学环节上多研究，充分
考虑学生，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率更高，才能使全体学生在
课堂上注意力高度集中，积极思维，才能抓住学生的心，激
发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成绩。

3用良好的学习方法指导学困生

有些学困生学习虽然有兴趣，也肯下功夫，但是他们的数学
成绩却总是上不去，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正确的学习方
法，不会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不会反思调控自己的数学认
知过程与方法。陶行知先生曾说：“我认为好的先生不是教
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会学。”我们对这样的学生应
尽可能让他们掌握较多的基本学习方法和学习技能，培养善
于灵活运用各种方法的能力。其中包括：怎样预习、复习、
作业和总结；如何观察、记忆比较、归纳，在学习中如何制
定计划，如何掌握解题思路等，从而使学困生学得轻松，学
得愉快。

4用课后一帮一的方式辅导学困生

课后组织少数学困生进行个别辅导，再动员优等生与学困生
结对子，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做到“一帮一，一对红”
的效果。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优等生当小老师辅导
时，学困生表现出极高的兴趣，讲得学生落落大方，听得学
生认真仔细，没有拘束感，紧张感，这对激发学困生有较好
的效果。

5用“因人而异”的.作业训练学困生

大部分老师在授完课后，布置作业基本上是“一刀切”，没



有过多考虑学生接受能力的差异，给学困生带来了做作业的
畏惧感。这就要求老师在安排作业时，尽量考虑题目的难易
程度，针对不同的学生，设计不同层次的题目。对于学困生
的作业，可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加深程度，逐步缩
小与优等生的差距。帮助学困生找到作业出问题的原因，帮
助其弥补知识和技能上的缺陷，鼓励学困生有效地完成作业，
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心理。

总之，在有效教学过程中，对待学困生，教师一定要从心理
上正视他们，理解他们尊重他们，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充
分调动学困生的学习兴趣，严格要求，通过帮助学困生，使
其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有效的学习技能、方法。不断鼓励
增强学困生的学习自信心，并时刻做好学困生问题的教育预
防工作，从而使学困生转化工作取得理想的效果。

读后感的类型篇四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实施和改革，对于“学困生”这一现象的
转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主要对小学语文教学中学困生形成的
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转化小学语文学困
生的方法和策略。

一、小学语文学困生形成的原因

1.学习兴趣不浓，缺乏积极性。语文是一门语言性、工具性
的理论知识学科，因此，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枯
燥乏味的情感，从而对语文知识的学习产生厌倦，对教师提
出的问题不感兴趣，缺乏积极主动的思考动力，从而就形成
对教师提出的问题爱理不理的现象，就很难真正地学到语文
知识，最终这一部分学生就成了“学困生”一族。

2.学习方法不正确，缺乏自信心。学困生指的是在学习过程
中感觉十分困难，是想学而总是事与愿违，不是不学习。可
见，形成学困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



学习方法，无论怎么努力，但总是事与愿违，最终导致其在
学习过程中缺乏自信心。

二、转化小学语文学困生的方法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爱因
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在教学中，教师
应该想尽办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为学生营造和谐、愉悦的课堂教学环境，使学生在快
乐中学习，享受学习语文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其感受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完成小
学语文教学任务。

2.重视情感教学。学困生普遍有一个希望教师能够多关心、
能够得到教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支持的心理，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该对学困生给予更多的关心、爱护与支持，并
给予及时的表扬。只有学困生能够接受教师，能与其进行友
好的沟通，教师通过为其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充分肯定学困生的优点，不断地在其学习中进行鼓励和支持，
才能为其建立良好的自信心，提高学习效率。

3.营造愉悦的学习环境。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对学
困生降低要求，减轻其在学习中的压力和负担，同时，教师
应该帮助学困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

总之，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转化学困生，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
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
点，用“爱”对其进行教育，不断地对其进行支持与鼓励，
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树立良好的自信心
和坚定的学习信念。

[小学语文学困生的形成原因和转化的方法]



读后感的类型篇五

后进生通常是指思想品德和学习成绩等方面较差的学生。一
般说来,后进生往往表现为:纪律观念淡薄,文化素养较低,知
识基础较差,理解力低下,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有限;上课注意力
不集中,对学习缺乏信心,兴趣不浓等。究其原因,往往是学生
不会学或不愿学,虽然有智力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非智
力因素的原因。

有关人士指出:“学校要十分重视对后进生的转化工作,转化
一个后进生与培养一个优秀生同样重要、光荣、有价值。”
因此,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是每个
教育工作者,尤其是班主任面临的重要问题。我根据多年的教
学实践,就后进生的特点及后进生的转化方法,谈谈一些看法,
以期抛砖引玉,与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

一、后进生的特点

1.自卑心强。

大部分后进生比较喜欢争强好胜,喜欢显示自己,企望获得同
学的认可,树立自己的威信;喜欢自吹自擂,盲目自大;有时又
自暴自弃,自卑感严重;对优秀生他们既敬佩又不服气,喜欢捉
弄他们;喜欢在集体中出洋相,搞恶作剧等。

2.精力充沛,性格开朗,兴趣广泛。

一般说来,后进生喜欢一些消耗体力的活动,如:体育活动,郊
游,做游戏,上网等;喜欢做一些冒险或破坏性的事情,较任性,
自制力差。

3.思想行为带有明显的情绪性。

他们情绪变化快,波动速度大,反复性强,喜、怒、哀、乐溢于



言表,理智往往无法驾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热病。

二、后进生的转化方法

尽量使班上没有一个后进生,这是每个班主任都应追求的工作
目标。结合自己的实践,我认为转化后进生的工作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进行。

1.理解和尊重每个后进生,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上进心。

苏霍姆林斯基说:“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走路。”每一个学生
都有自信心,都有学好的愿望,但由于后进生在学习中常遇到
挫折,造成缺乏自信或产生自卑心理,丧失自信,得不到老师、
同学的关心,感受不到班集体的温暖。他们由于担心受到或曾
经受到他人的严厉指责或嘲笑,往往比较心虚、敏感,常常主
观地认为老师对自己轻视、厌弃,甚至有敌意。因此,作为教
师,尤其是班主任,应当理解他们,怀着浓厚的感情,从多方面
关心和帮助他们,用热心和真诚赢得他们的信任,使他们亲身
体会到教师的善意,相信教师的真心;要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
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及时在班上肯定和表扬,让他们找回自信,
树立自信,力求上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后进生不断树立自信
心和上进心,也才能使我们找到转化后进生的切入点,后进生
的转化成功才有可能。

我曾经教过这样一位后进生,他的名字叫张小东。一天,我发
现张小东又没有来上课。按照学生登记表上提供的地址,我好
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家。那是城镇最北边的最陈旧的一幢居民
楼,他家的房子狭小而黑暗。家里只有张小东年迈的爷爷。从
老人的叙说中,我才知道张小东的父母离异多年,各自在外成
了新家,常年不回家,只是按时寄回生活费。张小东从10岁那
年便和爷爷相依为伴,很懂事,对爷爷很孝顺,每天放学回家,
就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还烧热水给爷爷擦身子。听着老
人的一番话,我尽量抑制住情不自禁的眼泪,笑着说:“大爷,
您放心,张小东在学校挺好的,听话、懂事、成绩有进



步……”看着老人欣慰的笑脸,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第二天中午,张小东来找我,怪腔怪调地说:“我知道我是差生,
你为什么在我爷爷那给我唱赞歌?”我不假思索地说:“第一,
我看到你爷爷的身体太虚弱了,我夸奖你,他心情就好,身体也
会好一些;第二,差生的帽子是你自己给自己戴上的,至于我没
有这样认为。如果我对你彻底失去了信心,就不会花时间去家
访了;第三,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孝心的好孩子。在有的同学对
家人横眉冷对的时候,你如此心细地照顾爷爷;第四,我相信,
你一定会有进步的,就算是为了你深爱的卧床不起的爷爷!”
顿时,张小东的脸涨得通红,晶莹的泪珠在眼圈里直打转,嗫着
嘴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不善言辞,您就看我的
实际行动吧!”从那次之后,张小东渐渐地变了,不再逃课上网
了,经常主动地找我聊天,问我对他有什么看法,主动要求我监
督他的学习。他认真做笔记,积极交作业,主动回答提问……
各科老师经常表扬他,同学们也越来越喜欢他,他的学习成绩
也大幅度提高。

2.用爱心去感化每个后进生,多宽容,少责备。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在后进生转化工作中,必须以人
为本。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在于如何
热爱学生。”爱,如绵绵细雨,润泽学生“久旱”之心田;爱,
似习习和风,温暖他们“长寒”之身体。心理学研究证明,一
个人意识到该做什么还不一定产生去做的意向,如果说是在情
感上想做什么便可能立即行动起来。因此,在转化后进生的工
作中,班主任一定要用无私的爱去感化他们,多宽容,少责备。
清代教育家颜元有一句名言:“数之十过,不如奖之一长。”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3.正确运用批评的艺术,促使他们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1)批评的对象应指向学生的行为,而不是学生的本身,即所谓的
“对事不对人”。班主任在批评时,应从爱的角度出发,指出
学生行为本身有何错误,危害是什么,而不可对行为的主体即



人进行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等。

(2)批评要有针对性。批评学生不仅要考虑学生的优点,还要
考虑学生所犯错误的情况,使批评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针
对性。

4.充分利用激励机制,促使后进生的转化。

常言道:“一好应百好,一错变百错。”班主任不要戴有色眼
镜去寻找后进生身上的缺点,而要拿放大镜去寻找他们身上
的“闪光点”。科学研究证明,一个人如果受到正确而充分的
激励,就会发挥其能力的80%—90%,甚至更高,否则,仅能发挥
其能力的20%—30%,甚至更低。因此,在后进生转化过程中,充
分引入和运用激励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如:开展争做文明学生
活动,要对有进步的学生给予精神鼓励和一定的物质奖励。

5.培养学习兴趣,给他们以学法指导。

后进生之所以成为后进生,许多人是从学习无兴趣开始的,他
们对学习失去信心,加上分辨是非的能力又差,而过剩的精力
得不到利用,难免节外生枝,做出越轨行为。所以,做好后进生
转化工作,一定要帮助他们提高学习兴趣。若学习方法不当,
学习效率低下,就会使他们产生苦恼,从而丧失学习兴趣。因
此,学习方法的指导显得非常重要。首先,要指导后进生的学
习方法,提高课堂听课效率;其次,要指导他们的复习方法,提
高学习效率。此外,还要提高他们运用知识的综合能力。我国
教育家陶行知说得好: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
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在转化后进生的工作中,只要给予他们
爱心、信心、诚心和耐心,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相信,
后进生一定能转变成优秀生。因此,真正的教育似水的载歌载
舞,轻柔、舒适而又不露痕迹,它存在于真情交融的时刻,存在
于无言的感动之中。这种不露痕迹的感动与激励,才是教育的
最高境界,也是转化后进生的动力。让我们像流动不息的水一
样,沉下心来,弯下腰来,多一份理智,少一份冲动,多一份宽容,



少一份苛刻,多一份耐心,少一句埋怨,将每一个石子都雕琢成
美丽的鹅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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