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写语文读后感(实用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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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语文读后感篇一

《用奇兵孔明借箭》是《三国演义》里很著名的故事。

这篇文章讲得是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能，就像故意刁难他。
周瑜要诸葛亮在十天之内准备十万支箭，诸葛亮说十天太长
了，只需要三天。诸葛亮向鲁肃要了二十艘船、六百士兵，
还有一些青布和稻草。前两天，诸葛亮做了一些稻草人放在
船上，然后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士兵和船驶向曹营。快到曹营
时，他命令这些士兵打起战鼓，曹操吓傻了，马上命令弓箭
手射箭，箭全部射到稻草人身上去了。诸葛亮等稻草人身上
的箭差不多十万支了后就掉头回家了。这时周瑜已经在岸边
等候取箭了，他看到有那么多的箭，只好叹气承认自己不如
诸葛亮。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要学习他的这种机智，面对困难寻
找解决的办法，并且用知识合理应战对手的'能力。我也佩服
周瑜敢于承认自己的弱点，愿赌服输的精神。

写语文读后感篇二

西方音乐史主要讲的是欧美音乐的历史，在内容上主要分为
四个方面：

一、音乐理论的发展史;



二、音乐家的发展史;

三、音乐作品的发展史;

四、音乐美学的.发展史。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西方音乐史的重要部分，其中，西方音
乐理论的发展史源于古希腊，发展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
洛克时期，在古典和浪漫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在20世纪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最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音乐家的发展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音乐家记载在册
的很少，从中世纪开始，游吟诗人、恋诗歌手等音乐家财大
批涌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著名的约斯坎，帕莱斯特利纳
等，巴洛克的巴赫和亨德尔，古典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
浪漫的李斯特勃拉姆斯，20世纪的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
维奇等。

音乐美学的发展：音乐美学自古就作为一个音乐话题被人们
讨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在，音乐美学一直是
音乐上的重要理论学科，但是音乐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
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音乐美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浪漫主
义时期。

写语文读后感篇三

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寒假特别得长，在这段宅在家的日
子，我又来到书架前，捧起于永正老师的这本《儿童的语
文》，细细品读起来。虽是再次翻阅，却如春风轻拂一般，
驱散了我心中的焦躁。于老师虽已不在，但他却留下了许多
宝贵的教学经验，熠熠生辉。仔细阅读《儿童的语文》，就
像与这位潜心研究教学的老者面对面，听他侃侃而谈，听他
说童年老师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听他说自己备课的细致认真，
听他说精心准备的公开课中的荟萃……每读一篇，犹如发现



了一座宝藏，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宝藏。这样一位老者，他总
是不断地重新审视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断回味教学中的得失，
俯下身来教孩子。在教学的道路上，他行无言之教；漫漫育
人道路，他守常创新，终究成了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面旗帜。

于老师告诉我们，要守住语文教学的“常”。“识字、写字、
读书、作文、激发兴趣、培养习惯就是小学语文教学
的‘常’。”我暗自庆幸，自己多年来坚持的教学竟然与名
师默契，心中不禁暗喜。

于老师说“写字就是育人”。是的，我在教一年级的学生写
字的时候，就是让学生从写好“横、竖、撇、捺”开始，不
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横稍斜、竖要直，撇捺要舒展，要撇出
笔锋来，捺出笔锋来……固执地教孩子们区分垂露竖和悬针
竖，苛刻地要求学生们书写生字时要匀称、美观……这样的
要求我曾经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拔高了，读了于老师的文章，
更加坚定了我写字教学的信心。

于老师说“语文，是读会的。”对于朗读，我跟写字一样情
有独钟，为了锻炼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我曾
经在微信群中要求学生天天朗读优美的句段。还记得人教课
标版四年级的《骑马上天山》、《花的勇气》、《麦哨》
（虽不是精读课文，却经常让孩子们朗读），“溪流轻轻荡
漾，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像绵延无尽的织锦那么华
丽，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
想想都觉得美的景象，孩子们怎么不会好好朗读呢？经常朗
读，孩子们不光读得流利，还积累了好词佳句，有的还运用
到了自己的作文中，真是一举多得啊！

然而，当我翻阅到于老师在备课本上练的字时，我又有些自
惭形秽了。同样受过柳体的影响，于老师受益一辈子，而我
呢，偶尔罢了。“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于老师坚持一生的
教学理念，他说，“老师就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学生天天看的
‘无字之书’。”“我在学生面前不敢造次。”写字教学，



他总是按程序来，读帖、描红、临帖，每个字的起笔、走势、
结构他都熟记于胸。如此执着地练习，哪有不成功的？他
说“师傅不明弟子拙”，读到这里我深觉汗颜，总是认为小
学生所学的生字，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常用字了，很少那样认
真的研究、练习，这这大概就是名师与教书匠的.区别吧！作
文课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老大难”，而于老师却自信满满
地说，“我以为，我上的作文课要比阅读课好得多。”在于
老师的作文课堂，他几乎都“先下水”，他说“一‘下水’，
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难易深浅、起承转合，都在我心
里了。”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先做到，他的作文教学设计
就是一篇篇生动的、高质量的下水文！对这样一位勤奋耕耘
的老者，我不由得再次心生敬佩。这样的课堂上，师生共写，
无言的教学切切实实地走进了学生的心中，自然是其乐融融
了，这样的作文教学，怎么能不成功呢？这比老师干巴巴地
讲多少都要有作用的多啊！“下水”，就是于老师在作文教
学中的“无言之教”。

有人说：“一个人一辈子若能把一件事做得极其出色，那就
是最大的成功。”于老师的一辈子，专注小学语文教学，他
把自己的教学标签为“儿童的语文”，把教学中的每一个细
节都做到极致，用无言之教来诠释一个小语人的责任与担当。
读一本书，倾听一位老者的谆谆教诲，受益无穷。

写语文读后感篇四

温儒敏老师在书中特别强调：培养读书兴趣是语文教学的头
等大事。作为语文老师，我们都知道课外阅读对语文学习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呢？这是我教
学中一个难点。温老师提出要让学生多读“闲书”，不带功
利性去阅读。学生根据兴趣去选择阅读，教师引导学生阅读
名著与经典。我将要教一年级学生，我打算根据孩子的爱好
和建议书单，建立一个班级读书角，并每天为孩子读童话或
者诗歌，从而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温老师提倡学生“海量
阅读”、“连滚带爬”地阅读。学生要在繁忙学习时间里腾



出大量时间阅读，这需要教师教会学生粗读、猜读、跳读等
阅读方法，并让学生在课堂训练阅读方法。学生要学会快速
阅读，在阅读结束后，用几句话写下自己的观点、想法即可，
不在乎文笔。

要想培养学生读书兴趣，还要打破一些传统观念。不能书籍
分为三六九等，要让孩子有选择自由权。阅读课外书籍时，
可以不动笔墨、不求甚解、不逐字逐句细品内容，重在拓宽
阅读面，长期熏染、积累。

温老师还指出课内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很多教师喜欢喋喋
不休地说课，逐字逐句地教学，修辞说法、句型变化、各种
考试题型贯穿整个课堂，生怕遗漏某一个知识点，还为了迎
合现代教学，设置不必要的讨论环节和滥用多媒体。我们应
该对课文进行深刻的研究，让自己对课文产生感情。阅读课
文注重在“读”，尊重学生对课文的体验，在读中理解，读
中感悟。

温老师说：“老师要做读书的种子”。是的，我们要先爱读
书，感受其乐趣，学生才会爱上个读书，会读书。

写语文读后感篇五

初中三年的六册《语文》此时正静静地卧在书案的一角，我
忍不住翻阅它们，一页一页，一行一行。这三年的时光竟是
在这些纤弱的铅字陪伴下度过的，稚嫩的笔迹与粗略的勾勒
也在不经意间成了一道风景。

虽然已读过不知多少遍，我终究还是愿意再去找寻字里行间
的秘密，这也是《语文》特有的魅力。

这一篇篇或精巧或豪迈的文章竟是那样的耐读，乍读之下，
似已领会其主旨，可是再读几遍，竟是另一番体会。中华民
族博大精深的文字，此刻幻化成神奇的魔术师，丰富的含义



有些让人“顾此失彼”起来。读《语文》与欣赏乐曲倒有几
分神似，你永远无法想到作者如何能把简单的元素巧妙地结
合在一起，让欣赏者感到韵味十足。

在这些字字珠玑的文字背后，同样看到不同的时代所留下的
烙印。在祥子身上，可以瞥见尚未远去的那个时代的残酷；
在保尔身上可以闻见硝烟的血腥；在于勒身上，可以瞧见金
钱的悲哀。这些我未曾经历的时代通过一幕幕纸上的`情景剧，
毫无保留地将美与丑展现在我面前。由此，我便领会了“历
史使人明智”。

由于升学的需要，我必须把《语文》彻头彻尾地细细研读，
通过这三年，我早已明晓，《语文》早已不单单是得分的工
具，它是社会的另一扇窗，是成长的必经之门。读《语文》
其实是在经历成长，读得越深，为成长汲取的养分也就越多，
我读《语文》之目的，更在于此。

《语文》，这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朋友，越发像一坛老酒，
越品越醇香，我读《语文》，我爱《语文》。

写语文读后感篇六

寒假期间读了文学博士、作家叶开写的《对抗语文》一书，
受益匪浅。其中“苦读与悦读”这个篇章让我印象最深，下
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在这个篇章中，叶开说：“小孩子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
有自己热爱的故事结构，等小孩子真正养成爱读书的兴趣之
后，然后可以慢慢地把他们引向其他的书。”想想自己班里
的孩子，很多孩子不是很爱读书，究其原因是孩子没能养成
爱读书的兴趣，处于“苦读”中。而想让孩子做到“悦读”，
首先就要激发孩子阅读的兴趣，所以，我打算以后这样进行
尝试：



一、

大多数的人都有追星心理，当然不一例外我们的小学生对名
人也会有欣赏甚至崇拜的心理。作为教师要紧紧抓住这一心
理特征，并相机向学生讲述古往今来名人们的读书故事，如：
岳飞“临窗听读”，匡衡“凿壁借光”，陈毅“吃墨就书”
等等。还可以利用黑板报向学生展示一些名人的读书格言，
如：“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
医愚”等等。这些名家名言让学生在无形之中认识到读书的
意义，激发了学生遨游书山的兴趣。总之，要通过多种渠道
向学生灌输读书理念，激励他们要向名人学习，多读书、读
好书，从而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和文
化素养。

二、

1、教师榜样带动。教师们都很想把全班学生都领到书籍的海
洋中去，培养起对书籍的兴趣，让书籍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
的指路明灯，其实这些完全取决于我们教师自身，同时也完
全取决于书籍在教师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一种什么样的地
位。如果一个教师他自己就喜欢读书，从阅读的过程中受过
益，他再把自身的这些经历讲给他的学生听。教师要起到榜
样示范的作用，要亲身说法，多讲一些能吸引学生的有趣的
典故，多向学生谈谈自己读书时的感想和收获，多讲讲阅读
给自己带来的乐趣，让学生在无形中受到启迪熏陶。

2、本班学生榜样带动。我们的班级里肯定都会有许多爱读书，
读过很多书的同学，让这些学生来讲一讲自己读书的故事，
在书籍里获得的哪些乐趣，从而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受
到“书籍是精神的食粮，是快乐的源泉，是智慧的钥匙”。
如：有的学生讲通过读书知道了百家姓，有的学生讲楚汉争
雄的故事，有的知道了学无止境的道理……听了这些新鲜有
趣的`故事，学生们自然而然就会对阅读产生很高的期望，也
能激发他们主动阅读的兴趣，调动阅读的积极性，激发他们



对知识的渴求心理。

三、

小学生的自觉性比较差，单纯依靠教师口头上命令式地要求
是很难收到成效的。倘若给学生找一个身边的榜样楷模，那
学生就有了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有了赶超的动力和愿望。
一次我在课堂上讲到一个成语：“三顾茅庐”，正当我刚要
讲这个成语故事时，班里有一位同学在下面小声地讲了起来，
我就让他讲给大家听，结果出人意料，他不但讲清楚了故事
里的人物，就连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人物的性格都讲得那么清
楚，这让我大吃一惊，也很惊叹他的课外阅读之广泛，我及
时地抓住时机，并在全班表扬了他，树立了榜样，同时借此
机会又给同学们讲了一番读书的意义。

四、

小学生好胜心强，开展适当的竞赛活动，让他们在一次又一
次竞赛中体验成功的欢乐，非常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有
利于小学生获得并保持阅读的兴趣。

1、比赛

可采用讲故事比赛、朗诵美文比赛、课外知识竞赛等形式。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2、趣味游戏

平时抽出自习课的时间搞一些成语接龙的游戏，或者成语故
事表演等，学生在快乐轻松地氛围中获得知识。

如果一个学生对阅读产生了兴趣，爱上了阅读，那他将受益
终身。那么，让我们共同携手来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吧，
让阅读深深浸入学生的血液，让阅读成为学生的一种自觉地



习惯，让我们的学生学会阅读，学会思考，让我们的语文教
学变得更加精彩，更有深度。

写语文读后感篇七

翻开《定义语文》，我先被《自序》吸引，对作者成尚荣老
师的很多观点都感同身受。在阅读全书时，有些观点看不懂，
有些看得半懂不懂，幸好还有些能结合实际有所感悟，整体
感觉自己读得囫囵吞枣。偶有所得，欣喜若狂，如沧海拾珠。
全书由：用专业的眼光看语文、语文的世界眼光、语文教育
家和知识分子、种诗的人四大部分组成，以理论结合实际，
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不虚度每一天，读书、读报、思考、写作成为一天的主要
生活内容，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这是作者对自己生活的
总结，也是我学习的方向。“走这么久了才知道现在才是开
始。”“人生没有统一的深度和高度，也没有统一的进度和
速度，全在自己努力，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努力了，达
到自己的高度才重要，把握自己的进度才合适呢。”看到这，
我满心感慨，我也是落后了十年，现在才意识到，才开始追
赶。栽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从现在
开始努力，总比从未觉悟好。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与成长。尤其在读专业教育类的书籍上，
我是有心但不尽力。读这类书，不比读小说，有吸引力，要
靠自己的毅力、专注力，经常买了书不读，或读了几页昏昏
欲睡。如果能每天定下任务，逼逼自己，所得应该比随心所
欲更多。

惰性和拖延症是阻碍进步的最大杀手。经常在上了一节成功
或失败的课后，有很多感悟，但没有及时写下来。慢慢地，
那些感悟就消失了。等要写论文，写材料时，那些事例就想
不清楚了，真是非常可惜！如果能经常及时地写下所思所悟
所得，那进步肯定是显着的。作为语文老师，提升自己的语



文素养，要一直在路上。

学无止境，不仅仅是对学生说的，对老师也一样。在教育教
学的路上，也要不断学习。正如语文课程标准也在实践中不
断修改，我们的语文课也不应该是一谭死水，一成不变，而
应与时俱进。从生本教育到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出，语文的课
改是一直在前行。现在我们“文心.梦想”工作室在探讨的低
段绘本课，是以前没有的课型；还有对课外阅读课程的探索
与推进，也是随着大语文观不断深入。反思自己，在旧有的
课型上止步不前，在新课型面前没有大胆探索。

《定义语文》一书中，关于听课与评课，成尚荣老师写道，
应更多关注在教学设计、教育理念上，不能一直停留于细枝
末节。我想起了这学期郭福兰主任对陈小林老师那节《四个
太阳》的评课，也是更多的从教学设计上进行指导，让我们
旁听的人都受益匪浅。从备课、上课、听课、评课，每一个
环节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在研究型老师的路上，我
还有很多课题需要去探究。作为语文老师，提升自己的专业
教学水平，也要一直在路上。

成老师在书中说，要做一个种诗的人，学生就是一朵朵鲜花，
让他们诗意地开满田野。他在书中列举了很多教育专家，对
于学生，对于教学，对于发展的各种观念，让我大开眼界。

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每一届的学生是不一样的；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们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他们身上的特质也是不一样的。

犹记得教的第一届学生，他们看的课外书很少，我可以给他
们讲各种课外书中的故事。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
越来越富裕，家长越来越重视教育，给孩子看的各种书就更
多了。到现在班上这届的学生，很多他们看过的书我都未必
看过，他们的知识面已经很广。好些孩子已经能够完全跟我
对话，视野观点远超他们的年龄，后生可畏。



学生的不断发展变化，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知识要能跟得上时代，跟得上他们的发展，我们的教
育教学方式也要越来越适应这种变化与发展。

在看《定义语文》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个感悟特别深：成
尚荣老师对名人名言信手拈来，随手列举各种教育教学专着，
而那些理论书籍，我甚少涉猎。越看收获越多，也越觉得惭
愧。

最后还是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学习一直在路上，在进行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