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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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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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名人故事读后感篇一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最喜爱的一本。其
中，最令我有感触的，便是《景阳冈武松打虎》这篇文章了。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果然名不虚传。

《水浒》有许多版本，京剧、评书以及电视剧，样样都有它
的内容。然而读一读施老先生的原著，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
痛快淋漓呢!人物对朝廷的不满，一百零八好汉的侠肝义胆和
英勇气魄，以及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正气，真真
令人佩服至极。

读完《水浒》，令我念念不忘的，便是好汉们”路见不平拔
刀相助“的魄力。在现代社会，也有不少的”不平“吧?然而
人们的态度呢?路上遇到了麻烦，只会远远地避开。尤记得小
悦悦，那个可怜的女孩。她在马路被一辆辆汽车碾过，十几
位路人却视而不见。唯有那位收垃圾的老婆婆，好心地将她
送往医院，最终却也没逃过那悲剧命运。那十几位视而不见
的路人，却比不上那位盲老人。若是人及时伸出援手，那么
小悦悦应该还在父母前玩耍吧”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仍比不
上那几百年前般的善良纯净了么?所谓“拔刀相助”，只怕已
成了“拔脚就跑”了吧!

我敬佩《水浒》英雄，也向往一个人人善良温暖的社会。我



会开始，学习那“水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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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事读后感篇二

前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压力很大，所以就和小蒋(我的闺
中密友)聊天，聊天之际，她推荐我看一本书，说这本书很值
得一看。我怀着既好奇又试着看的心态拿过来详阅后，正如
朋友所言，恍然大悟的自嘲一番，然后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积极去面对各种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它就是《谁动了我
的奶酪》。

其实，小老鼠嗅嗅一早就嗅出了奶酪的变质，那个奶酪站不
见了奶酪，两只小老鼠并不感到惊讶，对它们来说，问题和
答案一样简单：奶酪站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它们也应该
随之而变化，采取行动去寻找新的奶酪。

生活中，人的思维往往受限于各种所谓的阅历、情感等控制，
当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过多的思前
顾后，因害怕困难而变得胆怯、畏缩，就这样反复深思熟虑
的过程里，错过了好的时机，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会和机遇。



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像小老鼠嗅嗅和匆匆一样，
以灵敏的嗅觉和触觉去发现其中大大小小的变故，进而迅速
调整自己的步伐，适应新的环境。人不能改变大环境时，就
要积极去适应新环境。这时候如果思想固执，不懂得改变，
就一定会被淘汰。

两个小矮人唧唧和哼哼在失去奶酪的一段时间内常常愤
慨“到底是谁动了我的奶酪”，难于接受突然的变故，怨天
尤人，怒气冲天。每日往返于原来的奶酪站，期望等待奶酪
回来。后来，其中的一个小矮人唧唧在几经思想斗争后，终
于明白——正是恐惧让自己裹足不前，事情发生了改变，就
再也变不回原来的样子了。这就是生活，日子在往前走，就
要随之而改变。

人一旦醒悟，意识到自己并非是没有能力、其实是脑子里有
诸多因素在制约着自己的行为才望而怯步时，就能够调整好
心态，改变前进的思路，学会舍弃一些陈旧的东西，吸取教
训，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去迎接新的东西。人是有着复杂思
维的高级动物，有时候要把繁杂的事情简单化来处理，不能
有过多的情感和包袱，有时候也要去深思事情的原委，分析
事物的本质，不能被表面的量变所蒙蔽，这两种方式并不矛
盾，它在唯物辨证法上是对立而统一的。每一种环境和事件，
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分析如何处理和解决问题。我们不该像
小矮人哼哼那样，因惧怕变化而否认和拒绝变化(外部环境不
是个人所能够左右的)，应该学唧唧一样，认识到其实变化也
可以使事情变得更好，要及时的调整自己去适应新的变化，
这样才能在变化的年代找到我们正确的道路，才能找到属于
你的奶酪，才能获得成功。

诚如一名人所说——

这就是真
理。ifyouhaven'treadthisbook，justreadit。it'sworthreading。



名人故事读后感篇三

在这个假期里一直是《中外名人故事》在陪着我。这本书中
的名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书中的名人
都喜欢读书，他们为了读书甘愿牺牲，废寝忘食，时间都没
有了，因为他们爱读书。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不懈
读书的精神。书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我国古代的文学
家——孔子。

孔子从小就热爱读书。他听说了老子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定
要去拜老子为师。孔子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老子。见到老子
时，孔子很高兴地上前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孔子是个有礼貌、
谦虚好学的老实人，就收孔子当徒弟了。孔子被老子收了徒
弟之后就更加刻苦学习了，老子说的每一句话孔子都铭记在
心。老子离世后，孔子也自己收了很多徒弟，孔子收的徒弟
个个都好学。从此，孔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

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大名人，他们都和老子、
孔子一样好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也在慢慢地向他们学习，慢慢的做一个
好学的孩子。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理想，我就每天利用空闲
时间练单词，背句型，读课文。在我的坚持下，我的英语已
经有了进步。

因为读书，我有了改变。我今后还要多书，从中学到怎样学
习，怎样做人。

名人故事读后感篇四

她一头乌黑的秀发，总是扎着马尾辫。圆圆的脸上，一双水
汪汪的眼睛镶嵌在上面，嘴边总是挂着从满自信的微笑――
陈艳青。她是我们苏州的一位体女法官遭枪击殉职：育明人。



我非常崇拜她。

“您好！我是沧浪新城二实小《水声报》的小记者李楷烨。
能否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出生于苏州西山镇的一个果农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有两个姐姐。1994年入选江苏省举重队。1995年全国锦标赛
第四名。1995年第一届亚洲青年女子举重锦标赛冠军。1995
年入选国家队。”

“请问您拿到的第一块世界级金牌是在哪一年？”

“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的58公斤级冠军。”陈艳青不女
法官遭枪击殉职：紧不慢地回答。

“能否介绍一下，您当时是如何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的以及
比赛时的情况？”

陈艳青沉思了一会儿，“奥运会前夕，我回了省队。进行闭
关修炼，当时成绩提高了1。5公斤。在最后的选拔赛上，
以247。5公斤的成绩搭上了飞往雅典的班机。”

“我记得在雅典奥运会上，因为中国应拿的'一块48公斤的金
牌丢了，所以我当时的压力特别大。场馆内到处是加油声、
助威声。我只能站在举重台上直直的盯着前方。”

“在比赛过程中，有没女法官遭枪击殉职：有什么特别的事
情让您记忆犹新的？”我急切地问道。

“在那次比赛中我不适应日本杠，所以手上的皮被生生的磨
掉了，鲜血浸湿了杠铃。我走下举重台时，还没意识到自己
的手已经惨不忍睹。直到下一位朝鲜选手抱怨杠铃太湿。我
才意识到自己的手受伤了，而且血已经浸透杠铃。”她微笑
着告诉我。



听到这里，我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
年功”。是啊，正因为陈艳青坚持不懈地练习，所以才有了
她今天的成就。

陈艳青，一位女子举重运动员，她是我们家乡―女法官遭枪
击殉职：苏州人的骄傲！她的名字会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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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事读后感篇五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这本书里面，谈了关于教育的方方
面面的问题，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当然不是金子，虽然存在
国家、社会、民情、地域等种种因素的差异，但书中许多宝
贵的经验仍然能够为我们所借鉴。看这样的书，领人感悟到
了很多东西，作为一名刚刚参加教育工作的年轻教师，我读
这本书的时候，被深深的触动了。下面我就根据自己读到的
内容，谈谈自己的感受：

一、世界上没有好的教育方法，只有适合的教育方式

苏霍姆林斯基在第一个建议中提到，“我们作用于学生精神
世界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教师的话语、周围世界的美和艺术的
美……”

我想，一个语言贫乏单调、枯燥无味的教师吸引的学生恐怕
也很有限。作为教师，我觉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应该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无论我们采用的是哪一种风格，只要能吸引
学生就是成功的语言，教育的方法我不敢妄言，只是感觉如
果这种教学方式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就是好的方法。

二、课堂质量是我要诛求的目标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本书中，我还读到这样一段话“'批改作



业本占去了全部业余时间。'面对着一叠叠作业本要批改，不
止一个教师会不寒而栗，这不仅是因为要耗费许多小时的劳
动——令人苦恼的是，这是一种单调的非创造性劳动。”

这让我想起一则黑色幽默，说有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英年早逝，
死后在人们办丧事的时候，突然诈尸，从棺材中坐了起来，
边上的人都吓呆了，两股颤颤，手足无措，幸好，这位老师
一个熟悉的朋友较为镇静，扯起了嗓子喊道：“那个，某某
某老师，快来改作文。”话音刚落，尸体应声而倒，再没反
应。这当然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从中可以看到许多老师
在作业堆中疲惫不堪的影子。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了减轻老师负担的三个方法：第一、在每
堂语法课上抽出一定时间，让学生书写和记住可能犯语法错
误的词语;第二，为家庭作业的完成做细致、周密的准备工作，
以防出错;第三，定期抽查：教师有时收几个学生的作业本批
改，只有测验时才全面批改所有学生的作业。

前两个方法是避免学生作业出现大量错误，教师批改起来才
能健笔如飞，节省时间。我觉得，这是向我们课堂要质量的
另一种说法，课堂质量上去了，批改作业的时间少了，等同
于我们教师的生命就延长了。所以，可以这样说：“课堂质
量是教师生命的延长线。”后一个方法的提出，我觉得可以
稍作修改，采取平时分层次、不定期抽样检查，测验时候进
行全面批改的形式。

三、使自己的教学更加有效

在探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是真正有效的”这个问题时，
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非常诙谐有趣：“我不由得想起波兰
的着名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的话：'指望别人给你拿出现
成的思想，无异于让别的女人替你生产你怀胎的孩子。有些
思想是要你自己在阵痛中去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思想才最宝
贵。'如果你们想成为真正的能工巧匠，那就不要等待'别的



女人替你生产你怀胎的孩子'。只有你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智
慧、自己的活的思想的教学方法，才是最好最有效的方
法。”

比喻生动形象，很能发人深省。确实，现在各种各样的教学
方法、教学模式充斥耳目，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不能盲目地
跟从，一味模仿不是明智地选择，我想说：“克隆永远到达
不了艺术的高峰。”别人好的东西应该吸收借鉴，但决不能
生搬硬套。

那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教学方法呢?我个人认为，除了苏霍姆
林斯基所说的“倾注自己的智慧、自己活的思想的教学方法
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能最大程度发展学
生能力、挖掘学生潜力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方法才应该是我
们追求的目标，追求的终点，但这个终点不像是高山，我们
爬一辈子、几辈子也不一定能到达顶峰，而且，个人的顶峰
又不等同于全社会的顶峰。我觉得，在教学这条路上，只要
你遵循上面提到的这两个原则，才可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