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岁暮到家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岁暮到家读后感篇一

看过了《夺冠》和《急先锋》，又迎来了《我和我的家乡》与
《姜子牙》，但是不管哪部，都没有让我有叹为观止的感觉，
好像都有些不如人意。终于，在看过了《一点就到家》之后，
我可以确定，原来国庆档最好的片子，是它！

本片讲述了：

魏晋北（刘昊然 饰）、彭秀兵（彭昱畅 饰）、李绍群（尹
昉 饰）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
机缘巧合下共同创业，与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用真诚改
变了所有人，开启了一段非常疯狂、纯真的梦想之旅。

电影里，那些些需要治愈的，已经治愈的，都是成年人藏在
内心深处不可言说的“秘密”。把创业作为梦想，一步一步
地实现，本身就注定是个治愈的过程，治愈的是成年人的少
年心。其实，片中魏晋北，彭秀兵，李绍群的实际年龄并不
下小了，是演员的外形给了大家他们还很年轻的错觉。

实际上，魏晋北在云南种了三年咖啡后已经马上三十岁了，
彭秀兵离开家乡十年后才回到家乡，种咖啡又是三年。李绍
群从北京回村种咖啡整整五年，彭秀兵叫他“绍群”哥，然
后创业种咖啡又是三年。所以，片中的三位主角实际上都是
三十上下，却几乎一事无成的人。他们还算年轻人，可实际
上却遭受了多年社会的毒打。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机会成
功了，更可能淹没在人海里用永远做普通人。



一直认为喜剧片是很难拍的，但这部电影的笑点，完全不生
硬，彭彭长了一张看到就想笑的憨憨的脸，而刘昊然身上有
一种一本正经搞笑的气质，所以电影里连“你马死了”“我
不干净了”这样的梗，都显得非常妙。而喜剧片比制造笑点
更难的，是如何引发思考和煽情。

这部电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就是淡淡地来这么一笔，关
于新旧交替的思考，关于父子亲情的和解。。。都只有一点
点，但正是这恰到好处的一点，造成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
面”的效果，足够让观众慢慢回味，却也不会在电影院里因
为硬煽情而尴尬到脚趾抓地。

这无疑是一部有诚意的，轻盈的喜剧，少年感浑然天成，活
力炸裂，电影生动的剪辑，配乐，无处不张扬着这种青春的
生命力。我相信观众一定能感受到，因为这是一种极具感染
力的真挚。就仿佛一位穿白衬衫的少年站在你面前。他的裤
脚有泥巴，脸上有汗水，没有精致的外表，但是他真的讨人
喜欢。

那青涩的天赋和真挚的情感异常难得，主创的个人气质深深
的融入了电影里，时而飓风飞舞，时而麦芽疯长。看着几个
大男孩在屋顶跳舞，吃烤串，喝啤酒，睡一张床，拉小手，
吵架，和好，再吵架，再和好…很容易让你陷入他们的情绪
里，分享他们的青春张力。

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最好的地方可能不是它好笑的梗，而是它
提到了农村的留守问题。我的家乡也是一个人口流失大市，
小的时候身边总有人外出务工，或是家里亲戚或者同学爸妈，
去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云南的这个小村子也是这样，因为村
子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家乡，去外面寻找更好的生活，
但主角团不一样，他们是再外面打拼过，但选择回到家乡，
建设自己的家乡。

在中国合伙人那个年代，所有人想的都是走出去，因为外面



的月亮更圆，但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家乡也
很好。

岁暮到家读后感篇二

一、以识字为主，为朗读感悟打好基础

3、让学生在反复朗读中初步了解诗文大意。

三、营造诵读氛围 激发学生兴趣

总之，从小让学生直面古诗文，诵读古诗文，培养学生对古
诗文的兴趣，是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民族的一大功德无
量的事。通过诵读经典古诗文教学的开展，学生一定能够积
淀丰富的文化知识，形成良好的语文素养，对中华民族优秀
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真正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岁暮到家读后感篇三

小孩子学古诗，大家可能认为最多也就是摇头晃脑的背诵几
句而已。

但是我给孩子学古诗不会这样，我希望他们明明白白的学。
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个古诗小孩子怎么懂得了？其实很早的时
候我就发现学习古诗只是让孩子死记硬背，他完全不知道所
以然，很难记得住。

但是如果你一旦给他讲明白了，让他的脑子里呈现出那首诗
的画面来，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记忆力是很神的！这是为
什么呢？今天就以最简单的一首《草》为例子说一说。 我说：
孩子们，我们今天要学习一首古诗《草》，老师现在来描述
一个场景，你们来想象，好吗？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

（给孩子一点想象的时间和空间）然后问： 大草原上有什么



你想出来了吗？大草原的景色怎么样？孩子们都是沉思状：
有牛和羊！还有很多的草和花！大草原很美，很漂亮！我：
是呀，多么美的景色，尤其是那些小草，郁郁葱葱的，长的
多茂盛啊！（突出小草）那用诗来概括这个景色就叫做：离
离原上草。孩子：哦，那“离离”是什么意思呢？ 我：离离
就是草长得很茂盛，郁郁葱葱的。

我继续：那你们说那个草它在春天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在秋
天又会怎么样呢？孩子：春天的时候它就发芽了，长绿了。
秋天就变黄了。

我：对！那用诗来形容就是：一岁一枯荣，枯就是变黄了，
荣就是发芽了，长绿了。一岁呢就是一年的意思。

（孩子一听基本理解了，没有什么疑问，于是继续） 我：那
你们说，那个草如果变黄了，枯萎了，如果遇到火会怎么样
呢？它会不会被烧死啊？孩子不确定的：会烧死吧？火好厉
害的！房子都烧的掉！我肯定的：嗯，火是很厉害，很危险
的，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玩火呢？孩子：不能！ 我讲解：
小草到底会不会被烧死呢？听老师给你们讲。小草它看起来
很弱小，但是它不怕火。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小草它的叶子虽然被烧了，但是它
的根在地里面，火烧不到，所以它永远都烧不尽，到春天的
时候啊，春分一吹，这个小草它又发芽了！要不你看一到春
天，大草原又是一片绿色，是不是？所以这就叫：野火烧不
尽，春分吹又生！ 通过这样的讲解，孩子脑子里有了一个很
清晰的画面。（接下来领着孩子连读了三遍，然后通过提示
让孩子们试着把整首诗的含义叙述一遍。）

接下去是继续讨论阶段：（深入了解学习草的精神） 我：大
火那么厉害，但是小草怕不怕啊？ 孩子：不怕！因为它有根，
它还会发芽的。 我：嗯，小草很厉害，也很坚强是不是？那
你们要不要像小草学习？比如一点小事情还会不会哭鼻子呢？



摔倒了是哭呢，还是自己勇敢的站起来呢？ 孩子：下次摔跤
不哭了，别人不小心碰我我也不哭了。

要向小草不怕火一样！这时一个孩子说：但是我们怕火，我
们不玩火（我笑：对！我们被火烧了会受伤，很危险。所以
我们要注意安全，很好！） 我：小草不但坚强，它们还很团
结，相亲相爱。

当他们手拉手站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连大风，大水都不怕
的！你们想，一棵小草小不小？如果它不团结别的小草，它
会怎么样呢？ 孩子：那它就会被大风吹走，被大水冲走！
我：那你说小朋友像不像一颗颗坚强的小草呢？如果我们不
团结小朋友会怎么样呢？孩子：我们也要向小草一样相亲相
爱，不吵架，不打架。如果我们不团结小朋友，就没人和我
玩了。

（我：肯定，支持孩子的观点） 我继续：我们看到许许多多
的花朵，它们开得非常美丽，但是它们只能在温暖的环境里
长大。每天要给它们浇水，施肥，天冷了要在温室里才不会
被冻死。

但是小草不用，它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它什么都不怕，它
在石头缝里都可以长出来。所以老师觉得花朵虽然好看，但
是娇气，经不起风雨。

小草很普通，但是它很顽强，老师想知道，你们是想做温室
里娇气的花朵还是做一棵勇敢的小草呢？ 孩子：我们不做娇
气的花朵，我们做勇敢的小草。我们以后也不娇气了。

..（目的达到，心里偷笑：下次有孩子娇气的时候我可有的
说了，呵呵） 我：小草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帮助别人（通
俗点的说法），在它长大的时候，它用自己的叶子给牛羊做
食物。如果没有小草，许许多多的动物都已经饿死了！一个
孩子出乎意料的说：哦，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大灰狼吃掉？



（老天！想象力太丰富还是我引导有误？） 我：当然不可以
啊！小草的叶子被吃了还能长出来，你被大灰狼吃了还能再
变回来不了？老师觉得呢，你不用被大灰狼吃掉也可以帮助
别人。

比如帮助很多贫困的孩子。（前面给看过资料）孩子：嗯，
大灰狼把我吃掉就变不回来了，那我把我的衣服和鞋子送给
他们行不行？ 我：当然可以，但是你们现在还小，力量也很
小，只能帮助很少的人。

但是如果你们从小很努力的学习知识和本领，长大以后就很
厉害啦，到那时就可以帮助很多人啦！孩子：嗯，等我们长
大了，有本事了我给他们买很多的书和衣服送给他们。 我：
好！ 讨论到此结束，再次带领他们读了几遍古诗，接下去是
一个古诗的视频画面，优美的音乐和景色，都是孩子们喜欢
的。

整个课程到此结束。后记：通过这首诗，有的孩子真的不那
么娇气了，有时嘴里还会冒出一句：“小草是怎样怎样
的！”好像确实学到了点什么。

而且第二天我就听他们把这首诗读的朗朗上口。

岁暮到家读后感篇四

小时候，我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就是骑在爸爸的肩膀上，一
边晃着脚丫，一边听爸爸念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些婉转的音节、抑
扬的节奏，听上去是那么悦耳。

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却忍不住跟着念、跟着读。或许正
是这些幼儿时期跟爸爸一起读过的古诗词，指引我一步一步
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道路。



如今的我，作为一位母亲，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跟孩子一起读
古诗词的快乐。女儿几个月大时，每当我开始读诗，她就会
睁大眼睛望着我，漆黑的眼珠里流动着闪亮的光彩；她在学
走路的阶段，会常常跟着诗词的节奏摇头晃脑，摆动身体，
玩得不亦乐乎；等她学说话时，我每读完一句诗，她会奶声
奶气地重复最后一个字，一边露出得意的神色……古诗词陪
伴她长大，而我也藉由她的眼光，从许多烂熟于胸的诗词中，
读出了新的感悟。

这样的亲身经历，让我无比深刻地意识到，与孩子一同读古
诗词，对孩子的成长、对亲子关系的建立，具有多么特殊的
意义。你为孩子打开一本书，同时也是为他打开一个世界。

而古典诗词的世界最是美妙，也最有助于构筑亲子阅读的独
特空间。诗词之美，美在韵律。

因此，陪孩子读古诗词，首先要“读”。汉字有四声，分平
仄，会在诗词中形成错落有致的组合。

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孩子们很容易被这种天然的韵
律所吸引。他们喜欢节奏感，喜欢声音的高低起伏。

当你一字一句、平缓又有力地念出那些诗词，便是在演奏一
首天然的乐章。你的情感，将化作声音的温度。

孩子那敏锐的小耳朵，绝对不会放过。他会不自觉地跟上你
的节奏，跟着你一起走进诗词。

诗词之美，美在画境。陪孩子读古诗词，要尽可能给孩子以
画面感。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边大漠中的一缕孤烟，长
河映衬下的浑圆落日，这是何等壮阔？“余霞散成绮，澄江
静如练”，绮罗似的天边晚霞，白练似的澄净江水，这是何



等宁静？好的诗词，总是能唤起生动鲜活的画面，给人带来
心灵的触动。给孩子讲解诗词，意思的透彻是在其次，更重
要的是画面感的营造。

孩子们的大脑本来就拥有强大的画面生成能力，当他们脑海
里浮现出清晰的画面，他们会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诗词的魅力。
诗词之美，美在想象。

陪孩子读古诗词，还要引导孩子去联想，给他挥洒想象的自
由空间。含蓄凝练是古典诗词的重要特色，随之而来的，是
无穷的余蕴，让人浮想联翩。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赶路的行人向牧童
打听喝酒的地方，牧童的回应，诗歌只用“遥指”的动作来
表现。

至于行人与牧童的对话场景，都交给读者，任凭想象。不仅
如此，这个场景还让人忍不住追问：为何行人要寻找酒家？
是因为旅途的疲惫吗？是因为思乡的愁绪吗？又或者二者兼
有？在牧童“遥指”之后，行人找到酒家了吗？他的愁绪是
否得到了疏解？……孩子们擅长想象，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
一个浩瀚的宇宙。

你给他一首想象的帆船，他就能在思想的宇宙中遨游。

岁暮到家读后感篇五

小三班的家长晚上好，从下周开始我班每周教孩子一首诗。
每周我们要把所学习古诗的内容写在博客中。古诗诗是中华
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幼儿园我们也鼓励孩子学习古诗。我也
希望各位家长每天关注我们的博客关注孩子在原的学习情况。

但正因为古诗中的语言形式凝练，词意表达委婉、含蓄的特
点使幼儿不易理解诗意，所以之前一直认为幼儿园孩子学习



古诗，理解难度大，学习形式相对较苦燥。

经过最近几次教孩子开展的古诗教学使我改变了以上的一些
看法。

例如：在古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教学中，我先用简洁、易
懂的词语向幼儿介绍古诗名字的意思：“赋”就是写，白居
易的一个朋友要走了，他写了一首原上草的诗送给他的朋友
当作分别的礼物。然后对照图片向幼儿完整朗读古诗一遍。
再请幼儿结合图片讲述自己对诗句的理解。因为有了图片做
参照，孩子纷纷产生联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进行到“野火
烧不尽”时提问：为什么野火都没把小草烧死呢！葛琦说：
因为草的根藏在土里，没有被烧死，春天它又发芽了。我立
刻对他的回答予以肯定，并抓住时机引导孩子了解古诗的中
心思想并发问：小草都这么坚强，而生活中的你们，是不是
也能够像小草一样坚强呢！你们什么时候最坚强呢？孩子们
都争相回答：有的说我到医院打针的时候不苦最坚强；有的
说我一个人在家时不害怕最坚强；有的说我摔疼了不哭最坚
强。最后把古诗编成一首歌：教幼儿演唱。活动形式丰富，
气氛活跃。达成了活动的目标：即感知了诗歌的韵律，也从
中了解、体会了小草生命的顽强。

我认为在教幼儿学古诗活动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选材要合
适。选教古诗要结合季节特征或与幼儿生活相关有共鸣的作
品，例如：清明节学习《清明》，春天雨水多时学《春夜喜
雨》、《春晓》，对幼儿进行爱惜粮食教肓时学习《悯农、。
2、形式丰富。依据诗歌内容准备挂图，这样图文结合、对照，
利于幼儿更好的理解诗句意思。只有文字，幼儿的感观刺激
减少，学习会相对苦燥。3、避免单一说教。请幼儿凭借理解
文字字面意思和图片，猜测、想象诗句的意思，老师再适时
予以引导、对比总结出诗句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再请幼儿
结合自身实际说说自己的看法，发散幼儿的思维。避免老师
直白说教的现象。4、古诗新唱。把古诗编成歌曲教幼儿演唱，
幼儿学习兴趣高即丰富了活动形式，又利于幼儿记住歌词。



这是我在对幼儿进行古诗教学中的几点感悟及心得，不知总
结出来的教学方法是否科学，希望能在以后的古诗教学中不
断的验证与总结，找到更科学、有趣的幼儿学古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