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亲子读后感(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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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读后感篇一

寒假，我们一起读了《希腊罗马神话》，有一种久违了的感
觉。我们一起认识了宙斯，普罗米修斯，阿波罗，知道了潘
多拉的盒子----在亲子阅读中，我们共成长。

对于这些神话故事，我本来不是很熟悉，但是一起读书的过
程中，也跟着孩子增长了见识，比如潘多拉的故事，比如折
桂的由来。而孩子也在读书的过程中练习了一下拼音，懂得
了很多词语的意思，培养了文字感悟能力和一定的人文素养，
比如卑鄙等词的意思，知道爱是什么，还找到了中国古代与
希腊神话的共同之处：都有用泥土造人一说。更为重要的是
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对家长增加了依恋。

由此，增加了为孩子读书的信念，以及，必须为此作出的努
力。

亲子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和孩子共同读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之后深受感触。
本文的主人公也就是本文的作者海伦.凯勒是在一个黑暗中度
过一生的盲人作家，可她却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
聋哑人。在海伦凯勒一岁那年的一次发烧导致长达87年的眼
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嘴巴说不出的孤独岁月。但是，她
仅仅只是在身体上是一个弱者，在精神上，她——海伦.凯勒
绝对是一个强者。她用她的勇敢和毅力震撼了全世界，直到



现在，她的精神还在鼓舞着我们大家。海伦.凯勒在没有光明
的岁月里，凭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克服了生理缺陷，考上哈
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她为了帮助残疾人四处奔走，建起
了一家家慈善机构。她凭借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和顽强坚毅
的品格创造了这些堪称奇迹的伟大成就，并获得了无数个荣
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美，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
为20世纪美国是大英雄偶像之一。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希望自己有三天光明去看世
界就很满足了，第一天就是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最想看到她
的老师——莎莉文老师，是传授她知识让他受益终身的恩师，
让她有能力去了解这大千世界。第二天，海伦.凯勒想看到大
自然，看到太阳缓缓升起，给大地带来无限光辉。她无比的
爱大自然，她想在黎明前起身看到黑夜变为白昼的奇迹。我
将怀着敬畏之心，仰望壮丽的曙光全景，与此同时，太阳唤
醒沉睡的大地，是多么普通的景象呀，正常人都可以看到的。
第三天，海伦.凯勒想要看到的还有很多，她已无法作出明确
规划了，她多想和正常人一样看到周围的一切，她多么渴望
光明啊。

亲子读后感篇三

儿子天性文静，从小就非常喜欢听爸爸妈妈讲书。书读得多
了，也让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学会了有感情的朗读，做到
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慢慢地，儿子也会随着故事中的情节
而喜怒哀乐。

上小学以来，儿子就逐渐开始自己阅读。刚开始因为受到识
字量的限制，拼音也刚刚起步，读书遇到一些困难。正好学
校开展了争当“书香家庭”活动，鼓励亲子共读，争当书香
少年。活动大大地增加了儿子读书的动力，对阅读产生了更
浓厚的兴趣，每天有时间，就会要求我们跟他一起读书。刚
开始，我们会和他一起挑选一些色彩鲜艳、充满童趣的书籍，
一起阅读。遇到不懂的.问题或不理解的词语，我们会引导启



发他主动思考，耐心给他解答。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儿子已
经可以顺利地读完一篇文章，而且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比如：科普类，小说类，童话类。看书更多了，慢慢地孩子
会有许多“为什么”，为了解决这些“为什么”，他又愿意
看更多的书。儿子现在基本可以自主阅读，大部分时间我们
只是一起读书，他读他感兴趣的，我们读我们需要的。随着
陪伴孩子读书时间的增加，我们自己也多读了很多的好书，
以前想读但又以种种借口耽搁没读成的书，现在都拿出来好
好读了一遍，从中受益非浅。随着阅读速度的提高，家里适
合的图书全都看完了，我们及时到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为全
家每个人都办了一张借书卡，每月去图书馆借阅一次。每次
去借书，儿子都是兴高采烈，因为可以在书本的海洋里尽情
地遨游。

亲子阅读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它使孩子和我们都体会到读书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激发孩子读书的愿望，而良好的阅读习
惯会使孩子受益终生。学校举办的争当“书香家庭”的活动，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和孩子一起读书，让我们
在亲子阅读中共同成长，学到更多的知识！当然，孩子毕竟
是孩子，他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做事慢，上课注意力
不集中等等，希望他能在我们共同阅读中懂得和领悟更多的
道理，改正缺点，身心都能的成长。

亲子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一本书——《三国演义》。这本书
人物描述得栩栩如生，故事叙述有声有色。

这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一本书。书里的人物有：有料事如
神的诸葛亮，有阴险狡诈的周瑜……在这些人物里面，其中，
我最喜欢诸葛亮。没错！周瑜和诸葛亮一样聪明过人。可周
瑜嫉妒心很重，心胸狭窄，处处想设险井害诸葛亮。而诸葛
亮神机妙算，足计多某，是个顾全大局的`人。



封建统治时期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臣，这就是诸葛亮。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文能
武，足智多谋，而且鞠躬尽瘁。他孔明借东风，草船借箭，
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空城计，
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
到的。我以为这种人就应相貌非凡，书中描绘的十分简单：
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他的所做所为
给后人很深的印象。

从文中人物的事迹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在生活中做人要像
诸葛亮一样宽宏大度，不要像周瑜小肚鸡肠；做事情应像诸
葛亮全面思考，做到心中有数，不要像马谡那样，只会纸上
谈兵；正义要向张飞那样有胆量，不要像夏侯杰那样肝胆俱
碎。

亲子读后感篇五

我这几天陪舟舟读了读了好几本绘本。我只想说这世界上没
有不爱读书的孩子，只有不愿意陪伴他读书的家长。

小鳄鱼怕怕牙医怕怕。主要讲了小鳄鱼去拔牙的故事。他用
故事的方式教导孩子恐惧的事情，要勇敢地去面对。而且，
文末还教育了孩子不要乱吃糖会导致蛀牙。

每个小孩都不喜欢板着脸讲道理教训孩子的家长。可用讲故
事的`方式就好得多了。小朋友也更容易接受。我自己也带着
舟舟去书店买了一套有关于培养情商方面的绘本。读完绘本
后，与小朋友之间，在一问一答当中，加深了对绘本的印象。

精美的画面，生动的语言，绘本是小朋友最好的精神食粮。

对小宝贝最好的爱就是父母用心地陪伴。共读绘本的时候，
我放下了手机，和宝贝相互依偎，专注、用心，这段时光是
妈妈和宝贝的幸福时光。



亲子阅读不仅可以培养亲子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小培养孩
子的阅读爱好。都说爱阅读的人会有一个属于ta自己的精神
世界，爱阅读的孩子走到哪里都会不会无聊，爱阅读是人类
文明的阶梯，阅读帮孩子打开了知识之窗。

亲子读后感篇六

有一个星期我和孩子一直在读《一园青菜成了精》这本绘本，
这本书是我一位朋友借给我看的。当朋友和我说这绘本的名
字时就很吸引我。拿到书的时候，打开一看，书的`颜色，绘
画就很吸引我。它是一本生动充满想象力的童谣绘本。大胆
的夸张，恰当的比喻，巧妙的拟人。童谣的语言富有押韵和
节奏，像儿歌又像诗歌。可以说这本书充满智慧的幽默。我
和孩子初次阅读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房子里都是沸腾的。

整本书内容就不完全复述了，有一段是这样的：

“小葱端起银杆枪，一个劲儿向前冲。茄子一挺大肚腩，小
葱撞个倒栽葱。韭菜使出两刃锋，呼啦呼啦上了阵。黄瓜甩
起扫堂腿，踢得韭菜往回奔。”

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除了我的声音有了趣味变化，我和孩
子都会跟着做各种动作。像银杆枪的时候，我和孩子就会把
手比喻一把枪；像向前冲的时候，我就和他一起从客厅冲到
卧室；像茄子挺大肚腩的时候，我们会挺着肚子互相撞着；
像倒栽葱的时候，我们还会一起故意摔跤；像扫堂腿的时候，
我和孩子都开始各种踢腿。只见孩子满头大汗开心极了。那
一刻我感觉我们是朋友和伙伴。

我们一边读，一边模仿，一边模拟场景，一边做动作。孩子
喜欢这一切。这样的结果都是通过自己的语言和动作就能影
响到孩子的开心和热爱。孩子读完以后还有很多问题问
我：“妈妈，为什么青菜成了精，为什么黄瓜会扫堂腿，为
什么歪嘴葫芦会放大炮。”于是我一个个用拟人的手法给他



解释。

情感的表达很重要，它决定了一园青菜生命的精彩程度。也
让孩子在过程中感受妈妈的情感。潜移默化来学会表达情感。
我个人觉得想象力和趣味性是孩子最宝贵的财富。这类充满
想象力，拟人的绘本可以在较长的时间里反复阅读，孩子的
记忆力特别强。孩子很容易在2到3次重复的时候就记熟了。
而且能把整本书的内容记的很清楚，有些孩子甚至可以背读
下来。

我们的亲子阅读的互动体现在情感、语言、动作、重复和复
读，最后的成果可以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我对儿
童绘本的要求大部分来自孩子的兴趣度。当然同时也要去找
一些其他类型的绘本让孩子去触过。你会发现自己的孩子还
有其他的优点和特长。最后一点贵在坚持。还有不建议用手
机去看绘本和学习。最遗憾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家的亲子阅读
都是妈妈陪伴着。也希望孩子的父亲一起来参加。

亲子读后感篇七

“亲子共读”这个名词我是孩子上一年级时才知道的，刚开
始的亲子共读，说是一项活动但在我看来却是一项任务，每
天去完成它的情绪并不是十分的高涨，可是，慢慢地，当我
们习惯了在闲暇时，和女儿一起读童话故事，就惊人地发
现——我慢慢的喜欢上了这项活动，不再把它当做任务而是
当成享受在做。在和孩子亲子共读的时候，可以让一天繁忙
的心，回归平静，回到童年，慢慢的享受其中的乐趣！

总之，亲子共读，有很多好处，小的方面可以说培养孩子的
阅读能力，往大了说，可以让孩子修身养性，提高孩子的素
质。



亲子读后感篇八

在这个寒假里，我和爷爷一起阅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其
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象为什么用鼻子喝水不会呛着。

我们人类是用嘴喝水的，而大象不同，它们是用鼻子喝水的，
但是它们不会被呛着。大象之所以不会被呛着，是因为它的
气管和食道是相通的。在大象鼻腔后面的食道上方有一块软
骨，当它用长鼻子吸水时，水便进入鼻腔，受大脑中枢神经
的支配，喉咙部位的肌肉就发生收缩，促使食道上方的这块
软骨暂时将气管口堵上，水就由鼻腔进入食道，而不会进入
气管，因此也不会呛入与气管相通的肺内。因此，大象用鼻
子喝水时就不会被呛到。

阅读完以后，我明白了每一种生物都有一种独特的技能，别
人会的，我们不一定会，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