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诚实的读后感(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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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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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实的读后感篇一

2.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康德

3.忠诚的高尚和可敬，无与伦比。———裴多菲

4.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毛泽东

5.没有诚实何来尊严。——西塞罗

6.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大仲马

7.失足，你可能马上复站立，失信，你也许永难挽回。——
富兰克林

8.真话说一半常是弥天大谎。——富兰克林

9.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拉罗什富科

10.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要自己要诚信。——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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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读后感篇二

一天深夜，我驱车从外地回布鲁塞尔。天很黑，又有点雾，
尽管有路灯，能见度仍很差。

快到家时，汽车刚从快车道进入慢车道，便听到“咔嚓”一
声。我以为汽车出了故障，赶快停了车。一检查，发现右侧
的反光镜碎了。我往回走了五六十米，看见一辆小红车停靠
在路边，左侧的反光镜也碎了。这辆车的车头超出停车线二
三十厘米，但它毕竟是停着的，责任应该在我。

我环顾四周，看不见一个人，便在路灯下写了一张字条，压
在小红车的雨刷下。字条上，我写明自己的姓名、电话，希
望车主与我联系。

事隔三天，一位陌生男子打来电话，他就是小红车的主人。

“噢！是你，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汽车的反光镜碰坏了。
”

“没有关系，已经换上了。我打电话是向你表示感谢的。”

“不，是我要向你表示歉意。请你把购货单据寄来，好让我
把钱寄给你。”

“不用了。你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给我留下字条，这使
我很感动。”

“这是应该的，这笔费用应由我来支付。”



“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
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我再一次谢谢你！”说完他
搁下了电话。

我很后悔，居然没有问他的姓名、地址，也不知道他的年龄、
职业，但他的话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诚实与信任》教学设计的想法

一、钻研教材——重识文本的美丽。

对语文教师来说，要回归语文，练好内功，教师应该重视对
文本的深入钻研，尽可能正确、到位地理解文本所蕴含的感
情，把握文本的价值取向，如果对于文本的解读与把握不甚
到位，就会大大削弱教学的有效性，使得学生难以进入情境。
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对于钻研本课教材有这样的尝试。

1、紧紧扣住课题展开教学。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诚实与信任》，为
什么以此为题呢？《教学参考用书》上就是这样解释
的：“只有诚实才能获得了他人的信任。”我读后总觉得不
准确，熟读课文，再一琢磨，恍然大悟，事实上，是因为作
者的诚实（主动留下字条要承担责任）和对一个陌生人的信任
（留下真实姓名和地址）才赢得了对方的信任的。正因为这
样，让学生理解“你给我留下了诚实与信任”就成了课文的
难点。在教学中我紧紧扣住课题展开教学，首先抓“诚实”，
让学生找出能表现‘我’诚实的语句并认真品读，在学生深
入理解了“我”的诚实以后，我问了这样的问题：“我怎么
敢把自己的姓名地址留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他不怕对方
贪财吗？不怕对方敲诈他吗？不怕对方狮子大开口吗？”学
生很自然地会回答：“因为‘我’信任小红车的主人。”学
生一语道破，理解了“信任”在这里的涵义，同时也理解了
小红车的主人为之感动的是‘我’的诚实，更是‘我’对他



的'信任。这样，以题目为突破口，围绕着题目“作文章”，
就牢牢把握住了中心。

2、深入挖掘语言文字所蕴藏的涵义。

语文教师要成为文本作者的“知音”，文本中的语言文字应
该认真推敲，反复琢磨，逐句体味。初读《诚实与信任》，
觉得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没有什么“读头”，可是一静下心
来，认真研读，就发现了不少可以挖掘之处。教学1——3节
时，我问学生这样的问题：“我在留下纸条时，有没有犹豫
呢？”学生立刻回答“没有犹豫”，我请学生再次读书说说
从哪儿看出“我的毫不犹豫”，学生通过读书，有所发现：从
“毕竟”、“应该”、“便”能看出“我”毫不犹豫，从而
更加凸现了我的“诚实”。在学习第三节时，我请学生再读
本节，让学生思考：“你能看出作者不光是个诚实的人，还
是个怎样的人？”学生从“环顾四周、”“压在小红车的雨
刷下”、“写明自己的姓名电话”看出“我”是一个很细心，
考虑问题很周全的人，从而学生进一步理解了“我”要用具
体行动来承担责任的“诚实”的高尚品质。

3、标点符号也含情。

在“我”和小红车主人的对话过程中，出现了两个“！”。
分别是“噢！是你，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汽车的反光镜
碰坏了。”“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
给我留下了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我再一次谢谢
你！”在初读课文时，往往会忽略这两个“！”，其实仔细
品味，就会发现“！”包含着的深情，第一处表达了我的惊
喜和期待，第二处表达了小红车主人很受感动满怀的感激之
情。在教学时，让学生重视这两个“！”，能帮助学生更深
入地理解课文，并为有感情的指导朗读课文做好铺垫，同时
为学生学习和使用标点符号打下了认知基础。

二、扎实训练——搞好“工具性”这个保底工程。



虽然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是，
在小学阶段，儿童刚开始系统地学习母语，语文教学应该扎
扎实实地搞好“工具性”这个保底工程，要扎扎实实地抓好
听说读写的训练，这是语文教学的底线，一定要实而又实。

1、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训练朗读。

《语文标准》特别强调加强朗读，中年级要求用普通话正确、
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怎样指导学生读课文？是方式多
样的一遍遍地读吗？我认为不是如此，只有学生真正理解了
课文，体会出文章蕴含的情感，才能真正的读出“味”来，
读出“情”来。教学《诚实与信任》，我重点指导学生读
好“打电话”这个环节。这一段对话，难点在“感谢”，学
生先在老师的引导下懂得了小红车主人感谢的是“我”给他
的诚实和信任，体会出我诚心诚意想赔偿的急切心情，小红
车主人发自内心的感激。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读读对话，
学生由于理解透彻，感情到位了，老师在朗读技巧上稍作点
拨，学生就能读得很有感情，再用分角色的方式、到台上手
持道具表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朗读欲望，学生的积极性就
被调动起来了。

2、要扣住文本进行思维的训练

《语文课标》强调探究性阅读，“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
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判断。”学生都有这样的现象，老
师让学生朗读课文，大多数学生很踊跃，如果问一个需要思
考的问题，学生举手的就比较少。一方面说明老师提的问题
有一些难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学生的思维没有得到训练，不
愿意思考或思考不成熟不愿表达。我认为要扣住文本，引导
学生一步步思考让学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在教学“打电
话”的环节时，我问学生：“小红车主人打电话的目的是什
么？”学生纷纷说是“感谢”，我接着问：“到底小红车主
人感谢什么？别人把他的反光镜弄碎了，他自己装好了不要
赔偿，为什么还要感谢？”学生们被问住了，他们陷入思考，



通过认真读书，联系上下文理解，终于有了思维的结果：其
实小红车的主人感谢的就是一个陌生人的诚实和信任啊！学
生们经过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说明他们真正理解了“感谢”的
真正涵义。

3、要求学生的语言表达要完整准确。

《课标》中对中年级的要求是“乐于参加讨论，敢于发表自
己的意见，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发现学生有一个普
遍现象，在课堂上的表达不够完整，常常只说半句话，养成
了习惯以后，到六年级毕业都不能流畅地说上一段话。学习
好几年的语文却不会口头表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教
学中，我特别注意倾听学生的发言，如果有不完整的现象就
及时提出，如果有语病就及时纠正，培养孩子能说会道，为
他今后的发展会奠定很好的基础。在教学中，如概括主要内
容、提问：“如果是一个只想着自己利益的人，会怎么
想？”等等，都是训练学生语言表达的好机会，我认为一个
语文老师要有一双敏感的耳朵，只要学生说话，就要注意学
生是否表达的完整准确。

三、适度拓展——增加课堂的容量。

重视拓展性教学，有助于教学的开放，课堂知识的延伸，激
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但是，课堂上的拓展
要适度，要以教材为主拓展阅读空间，让学生对材料自主感
知，自主发现，再经过组合、内化，从而获得新的经验，发
展创新素质，形成自主性人格。学完课文，我请学生们阅读
课外的几个诚信小故事《鞋匠的儿子》、《孟信不卖病牛》、
《站岗的小孩》、《砍樱桃树》，请学生在阅读后回答“你
最喜欢哪一则故事，为什么？”学生自由发挥，各抒已见，
在讨论中进一步领悟到“诚实无价，只有讲究诚信，才能获
得他人的信任”。学生谈完后，我又请学生把自己的感受、
体会简略地写一写，学生们写完后再次进行班级交流，
如“一个人不诚实，就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诚实会换



来真诚的友谊。”“诚心如花，应该用我们的心灵来呵
护。”学生在创造“名言”中，创新意识得到培养，课文内
容得以深化。教学的开放，开阔了学生视野，增加了知识容
量，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延伸，使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得，
学有所创造。

诚实的读后感篇三

这学期，我们语文课本上学习了一篇课文《诚实与信任》，
这一篇课文主要讲了“我”深夜驱车回家时自己的车的反光
镜与路边停着的车的反光镜相碰而碎，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
下，主动给他留下了写着电话号码和姓名的字条，希望车主
和我联系。后来车主在电话上感谢我，不用我赔偿，并且告
诉我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诚
实和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使他深受感动。

妈妈也教育我，做人要诚实，生活中，妈妈处处要求我，也
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我与妈妈去菜场买菜，妈妈买了17元
的菜，给了50元，结果卖主找回了83元，妈妈发现了，立刻
把多找的50元还给了卖主。卖主连声地说：“谢谢！”妈妈
对我说：“做人要诚实，不是自己的钱不能拿。”

孟子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与
人之间和谐相处是离不开相互信任的。信任别人，是会得到
别人的信任和感激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很和谐，相反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很糟糕。

诚实的读后感篇四

信任与被信任――读《信任》有感

上海市新黄浦实验学校五年级黄瑷佳

我最喜欢读题目字数少的课文了，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从这



儿我可以看到作者的概括能力。现在，我又找到一个字数极
少的题目――《信任》，作者还是个美国人。“这个题好像
很深奥的样子。”伴随着这种想法，我继续读了下去。

“每次去外婆家的路上，总见一块立在公路边用大红漆写在
黄色板上的告示：桃子――自采――三里路。真有趣……”
我发现这篇文章并不深奥，反而很亲切，让我感觉到有一阵
清风，把我卷入了这个十分有趣且隐含道理的文章中。

“屋前有一张木桌，桌子上搁着几只竹篮，篮下压着一张字
条，上面写道：朋友，欢迎您。每篮桃子五元钱，尽管自己
采，然后把钱放在箱子里，祝您愉快！”“怎么只放了竹篮
和箱子呢？如果游客不付钱怎么办呢？”我边想边仔细地再
读了一遍，发现这桃林的主人还用了：“朋友”、“欢迎
您”及“祝您愉快”这样的词眼。这就是信任啊！我深深地
感叹。

“我们上了车，这时又有一辆车朝这儿驶来……”那么接下
来，那个开车人也能得到信任并信任他人吗？我想。“我们
见那人读了桌上的留言，提上篮子，跟着蹦蹦跳跳的小狗朝
果园走去。”又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啊！我祝福她，也想
祝福所有信任他人或值得被他人信任的人。

不知不觉间，已经读到了最后一节，我有些遗憾：为什么不
再写长一些呢？

“在那儿，我们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被信任的喜
悦！”这句话久久地刻在我的心中。这漂亮的结尾，确实没
令我失望。也是，只要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内容，那为何还要
多写几句呢？就像我喜欢题目字数少的文章一样。在信任这
件事上，我也会信任他人，相信你们也会。我希望多一些，
再多一些这样互相信任的地方，互相信任的人。

以上，就是《信任》给我的道理。一个深刻的道理。



指导老师黄蓓芬

诚实的读后感篇五

《中彩那天》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课文。它主要写了爸爸帮库
伯和自己买了一张彩票，结果帮库伯买的那张彩票中奖了，
爸爸面临的这个问题，最终将奔驰车交给了库伯。母亲常常
告诉大家：“一个人只要活的诚实，守信用，就等于有了一
大笔财富。读了这片文章，我不禁想到我自己。

我晚上睡觉，心里十分难受，总是平静不下来。我想起二年
级学过一篇文章《诚实的孩子》。她讲的是列宁小时侯在姑
妈家打碎一只花瓶，当时没有承认，后来，他改正了错误，
做了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后来，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妈妈，妈妈睁大眼睛
说：“怎么会这样?下次去超市，把这件是告诉阿姨，然后把
钱付了。”

可是，妈妈一直没机会带我去那个超市，我也一直没有还超
市阿姨的钱……

读了《中彩那天》这篇课文，我想：一个人只要活的诚实，
守信用，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

这篇，深入浅出，语言了流畅。

诚实的读后感篇六

康德有一次要去拜访一个朋友，约好了时间。他为了不迟到
还提前很长时间出发了，但是不幸路上遇到洪水，河上的桥
被冲垮了。



康德称作的马车不能过河，于是他四处找船。但是找了很长
时间都没有找到，眼看约会时间就要到了，他就给了附近一
个农民很多钱，把他的房子拆了做一条船渡河。这样他没有
迟到，而且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这次经历。康德是守时的典
范。

名人诚实的小故事：遵守诺言的宋庆龄

”

宋庆龄从小就注重养成遵守诺言的美德，答应的事，一定去
做，从不失信。

一个星期天，宋庆龄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做客。

小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她最喜欢到这位
叔叔家去了，叔叔家养的鸽子长着尖尖的嘴巴，红红的鼻子，
黑黑的小眼睛，漂亮极了!叔叔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小庆龄想
到这些心里就高兴，她急急忙忙跑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最
漂亮的衣服找出来穿上，准备和爸爸宋耀如一起去叔叔家。

她刚跟着爸爸妈妈走出门，突然想起今天上午小珍要来跟她
学叠花篮，于是就不知不觉地停住了脚步。小珍和小庆龄的
年龄差不多，两人可要好了。

父亲见小庆龄站在那里不动，就问：“庆龄，你怎么落后了，
难道你不想去看鸽子了吗?”

小庆龄说出原委。父亲说：“没关系，明天你到小珍家里教
她。”

她为难地说：“不行，我们已经约好了，不见不散。我走了，
会让她失望的”



姐姐说：“小珍不会怪你的，明天见到小珍，解释一下就行
了。”

可是小庆龄仍然站在那儿不动：“爸爸说过，做人要信守诺
言。如果我忘了，明天见到她，可以道歉;可是现在我想起来
了，我就得在家里等她，不然就不守信用。”

宋耀如同了女儿的话，心里很高兴，于是就对其他的.孩子说：
“庆龄做得对，你们都应该向她学习，做个讲信用的孩
子。”

父亲到了朋友家，把这件事跟他的朋友讲了，那位叔叔还让
父亲给庆龄带回两只鸽子，算是对她的奖励。

宋庆龄从小就养成的诚实善良的品格一直伴随她一生。她是
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妻子，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
她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孙中山创立了，但是统治
下的已经腐败，脱离了孙中山先生创立时的宗旨。于是宋庆
龄始终站在共产党一边，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被
尊称为“**”。

名人诚实的小故事：郭沫若与芭蕉花

郭沫若小时候很淘气，但是很孝顺。有一次，他的妈妈得了
一种“晕病”，郭沫若听说芭蕉花可以治这种病。这种花卖
得很贵，并且难得一开，于是他就和哥哥一起跑到一座花园
内找这种花，恰好那座花园里的芭蕉开了一朵大黄花，郭沫
若和哥哥把花偷偷地摘下来送给了妈妈。妈妈虽然知道郭沫
若这样做是孝顺她，可是儿子的行为很让他伤心。从此，郭
沫若再也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了。

诚实的读后感篇七

妈妈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村里有一个小孩很穷。他靠



砍柴为生。有一天他不小心把砍柴的斧头掉进了河里，他捞
不到就坐在河边哭。河上突然冒出了一个神仙老爷爷，老爷
爷问他：你为什么哭呀？穷小孩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老爷
爷马上变出了一把金斧头，问他：这是你的吗？穷小孩说：
这不是我的。老爷爷又变出了一把银斧头，问他：这是你的
吗？穷小孩说：这不是我的。最后，老爷爷就拿出了一把生
锈的铁斧头。穷小孩一见，马上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为了奖励他的诚实，老爷爷把金斧头、银斧头都送给了他，
穷小孩兴高采烈的回家了。

后来村里另一个好吃懒做的小孩知道了这件事。他也故意买
了一把斧头掉进那条河里，然后就坐在河边假哭。不一会儿，
神仙老爷爷就出现了。老爷爷也问他：你为什么哭呀？他告
诉老爷爷：我掉了两把斧头，一把金的，一把银的。老爷爷
一听非常生气。最后，把小孩扔进了河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每个人都喜欢诚实的人。
而说谎的小孩是要受到惩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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