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思读后感(优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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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读后感篇一

要写好读后感，关键在于把握好“读”与“感”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结合实际，写出真情实“感”。

在教学中，我发现了学生写读后感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读”和“感”分离。有些同学写读后感，只
写“读”而不写“感”，成了这本书或这篇文章的“内容简
介”。也有同学写读后感，只写“感”而不写“读”，成为
无根底的随意而发的感慨。

第二、“读”和“感”在读后感之中两分天下，这也是不对
的。前边的“读”实际上是写文章内容简介，后边发一通感
慨。

第三、不会结合实际，。感想很空泛。

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我做了如下的指导：

1、精心细读课文。

首先要指导学生用心地“读”，理解地“读”，有情感
地“读”。没有这样的“读”，不可能有“感”。

2、要选好“感点”。



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的读后感，可“感”的点很多，要写
好读后感，必须选好“感点”。感点是由书中某一个地方的
内容引起的，引发我们体会的地方，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一
篇文章，给学生的感受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学生从中得到的
体会不止一个。面对众多的感点，我们必须指导学生从众多
的感点中选择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
最善于写的一个或几个感点，作为自己写读后感的切入点，
不可面面俱到。

3、联系实际谈感受。

读了一篇文章，产生了对现实生活或自己思想上某些问题的
思考，于是激发了“感”。首先，是联系个人实际。这
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人
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没有情感的读后感苍白无力，有情感的
读后感才能感染人。用作品上的人物、事迹观点，联系实际
生活中的人物言行，这样的读后感才是有价值的读后感，这
样的读后感才是真实感想。

反思读后感篇二

《在反思中成长》是一本由幼儿园一线教师写的可读性较强
的书。书中的一篇篇案例体现了作者的真心和细心，体现出
一线教师在平凡的工作中发现的不平凡，融合了他们对教育
现象的理解和对事件深层意义的思考。一个个富有教育意义
的小故事，给人以启发，让人产生共鸣。

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去理解孩子，体会童心，是当好幼儿
园教师的第一要务。书中有许多案例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
《让你再咬我！》这则案例中的孩子因为口腔溃疡，吃饺子
时嘴巴疼而对饺子生气了，说这是饺子咬了她的嘴巴，这正
是孩子幼稚可爱的想法。一般的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很
奇怪，甚至会觉得这是孩子不想吃饭故意捣乱，但是案例中
的这位老师却非常细心，她能够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想到孩



子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经过仔细观察，她发现了孩子口腔溃疡的真相，从而理解了
孩子的行为，避免对孩子妄加批评，不仅使孩子的健康得到
了保障，而且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没有使孩子受到委屈。
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很多言行在大人看
来可能是很怪异的，有时甚至会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只
要你把自己放在孩子的位置，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你就
会明了一切。这需要教师有耐心，当发现孩子有异常行为时，
教师第一反应不应该是生气和责备，而应该是冷静观察和分
析。比如在《种子发芽了》这则案例中，孩子“拔苗助长”
的行为在大人看来是非常荒唐的，但是这种貌似“荒唐”的
行为背后隐藏着孩子的好奇和探究的愿望。幸好案例中的老
师能够巧妙地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还帮助孩子认识到了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

书中还有许多短小精悍的案例反映出孩子们非常喜欢与老师
亲密接触，但他们常常会为此发生争抢。如争拉老师的手，
争站离老师最近的地方，争让老师梳头等。如果老师不理解，
可能会埋怨孩子在故意捣乱或不听话。但老师如果能够从孩
子的角度看问题，那就会是另外一种解决办法，比如在平时
的活动中增加一些与孩子身体接触的动作，摸摸孩子的头，
拉拉孩子的手，或者用眼神和孩子交流，让孩子感觉到老师
是关注他的，老师是喜欢他的。老师时不时地向孩子传递老
师爱他的信号，会使孩子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有利于良好
的师幼关系的建立。

孩子是生活在家庭这个生态系统之中的，孩子的行为会受到
家庭生活的影响，比如孩子待人接物的态度和举止会受父母
教养方式的影响，孩子的情绪状态会受到父母情绪的影响等。
所以，不能孤立地看待孩子的某些行为问题。对孩子出现的
异常行为，教师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广泛收集信息，深入查
找背后的原因，尤其是要和家长沟通，家园合作才能真正解
决孩子的问题。



《不愿认错的东东》中写道，东东异常调皮捣蛋，经常恶作
剧吓唬别的小朋友，对老师的批评和要求从来都是满不在乎
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老师眼中的“问题儿童”。但是案例中
的老师非常细心，她能够查找到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原因，
深信每一个伤害别人的孩子都隐藏了一颗受过伤的心。于是，
老师对东东伸出了爱心之手，通过家访了解到孩子出现问题
的原因是家庭教养方式不一致。通过不断地与家长沟通，以
及在幼儿园给予孩子及时的肯定和鼓励，园所和家庭的教育
形成了合力，双管齐下，这个孩子慢慢发生了改变。

教育实践中，有些孩子身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行为，老师
要做好家长工作，一起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家长工作做得
细致了，家长就能全面关注孩子的发展，孩子的问题也能迎
刃而解了。

这本书启示我们要善于从小事情中总结和思考，感受和体会。
这里，关键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善于把握事件的意
义，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教师将自己的教育实践和身边
发生的小事记录下来，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事件进行梳理，引
发思考，从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把行动的过程作为研究的
过程，持之以恒，就能够从简单的事情中看出端倪，使自己
的思想和认识更加深入，增强自身的职业敏感度。只有让思
考伴随平凡的日常教育工作，伴随教育行为的记录，教师才
能在反思中获得专业的成长。

范文在反思中展望未来，在痛苦中学会释怀，因为每天的太
阳都是新的。今天小编就来分享范文，请各位读者好好欣赏
和借鉴。《在反思中......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积累了属于自己的
读书感悟，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
下来吧。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



反思读后感篇三

《学写读后感》是部编本人教版语文第十册习作二的内容。
这一习作题要求学生从读过的书中或者文章中任选一篇写读
后感，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感受要真实、具体。“写读
后感”在五年级的教学中是一个起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
怎样使学生在习作中能把握重点、突破难点是本次习作教学
的关键所在。

一、杜绝“复述内容式”读后感。

分析例文，引导学生明白习作中不能大段大段地复述故事内
容，要紧扣感受，用简练的语言概括故事的主要情节。

二、杜绝“无感而发式”读后感。

通过范文阅读和分析使学生明白读了一篇文章，产生了对现
实生活和自己思想上某些问题的思考，这才激发了“感”。
所以，写读后感一定要联系社会实际和自己的生活、思想实
际。联系实际一定要实事求是，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想，忌说
假话、空话、套话。

反思读后感篇四

怀着沉重的心情，终于翻完了最后一页。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作品。

这本书以祥子为主角，围绕“车”，讲述了一段令人心酸的
故事。第一次，祥子花了三年时间拉车，挣来了一辆车，但
后来连人带车都被掳去；第二次，买车钱又被孙侦探骗走了；
第三次，用虎妞的钱买了一辆车，后因虎妞难产而死，不得
不卖车给虎妞下葬。



在这段时间里，祥子身上的农民特有的勤劳，诚实，质朴与
要强，逐渐随着时光的流逝，在一次次的绝望中逐渐磨灭，
直至消失。

最让我感动的是，祥子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买到一辆车的时
候，他竟然哭了。能让一个汉子如此激动，可见这辆车对于
他的重要性。甚至还把那天定为了自己的生日，在他看来，
车就是自己的全部。祥子对于梦想的矢志不渝，让我衷心佩
服。

也许，真的只有一些人成为那个年代不可挽回的牺牲品，社
会才会觉悟。

当我读到“祥子彻底堕落”时我有些厌恶祥子。但是转念一
想，他也是被逼的呀！如果这个只会上演悲剧，只会否定个
人奋斗道路的社会变的光明起来，人们变的思想开放，平等
起来，祥子也许就不会堕落。

祥子与老车夫相处，他们瞧不起自己；与刘四爷相处，他却
认为祥子娶虎妞是为了钱；于虎妞相处，她如此霸道，与自
己是不同世界的两个人；与小福子相处，他能感到唯一的安
慰，可当他绝望后，小福子早已自杀。

从此，这个世界无人陪伴祥子。在他认清世界真面目后，他
绝望了，堕落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结尾时，去祥子内心深处想一想，是这个
社会，不让好人有出路！

真希望这个世界多出现一些绝望前的“祥子”，不要再出现
堕落后的“祥子”。这就是我的感受。



反思读后感篇五

“读”与“思”是阅读必须进行的两件事。如何写好读后感
教学反思?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作文教学反
思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要写好读后感，关键在于把握好“读”与“感”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结合实际，写出真情实“感”。

在教学中，我发现了学生写读后感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读”和“感”分离。有些同学写读后感，只
写“读”而不写“感”，成了这本书或这篇文章的“内容简
介”。也有同学写读后感，只写“感”而不写“读”，成为
无根底的随意而发的感慨。

第二、“读”和“感”在读后感之中两分天下，这也是不对
的。前边的“读”实际上是写文章内容简介，后边发一通感
慨。

第三、不会结合实际，。感想很空泛。

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我做了如下的指导：

1、精心细读课文。

首先要指导学生用心地“读”，理解地“读”，有情感
地“读”。没有这样的“读”，不可能有“感”。

2、要选好“感点”。

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的读后感，可“感”的点很多，要写
好读后感，必须选好“感点”。感点是由书中某一个地方的
内容引起的，引发我们体会的地方，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一



篇文章，给学生的感受是多方面的，或者说学生从中得到的
体会不止一个。面对众多的感点，我们必须指导学生从众多
的感点中选择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
最善于写的一个或几个感点，作为自己写读后感的切入点，
不可面面俱到。

3、联系实际谈感受。

读了一篇文章，产生了对现实生活或自己思想上某些问题的
思考，于是激发了“感”。首先，是联系个人实际。这
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人
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没有情感的读后感苍白无力，有情感的
读后感才能感染人。用作品上的人物、事迹观点，联系实际
生活中的人物言行，这样的读后感才是有价值的读后感，这
样的读后感才是真实感想。

教学预设与课堂生成的差异

教学中出现了几处与预设不同的情况：首先是学生对所选文
章读的不够透彻，对文章整体把握有所欠缺，导致了叙述过
程中的不尽如人意。其次是在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进行习作
过程中，没有安排好，使得在讲评过程中没有出现某篇文章
的完整读后感。

总之，写读后感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可以先叙
述文章内容，后集中谈体会，这种写法适于只谈一点体会。
还可以边叙边谈体会，“读”和“感”交叉写，这种写法可
以谈几点体会。不离开文章的内容，要真切联系自己的实际
抒发感想，联系实际一定要实事就是，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想。

思看成了一种公共性的、社会性的活动，它强调了教师反思
的社会意义。反思绝非仅仅是教师个人的心理活动，它应该
是面向其他教师的、面向公众的，也完全有理由在一种民主、
和谐、热烈的氛围中得到互动和交流。



怎么进行反思呢，书中介绍了5种途径，一是要撰写教育日志，
把自己在教学中随时出现的、记忆最深刻的事件进行总结和
分析;二是撰写教育案例，把真实生活引入课堂，以丰富的叙
述形式，向学生展示典型思想、行为、感情，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三是撰写教育叙事(教育随笔)，把自己从事教学中有现
实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记录心灵成长的轨迹，道出在教学
过程中的真实情感，既利于理解，又能给学生带来想象的空
间;四是通过教后记，反思教学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误，扬长避
短，不断改进，就使教师有了很多收获;五是进行网络学习，
跨区域共享集体智慧，促进研究深入，既方便快捷，又实现
了交流的互动。在反思中要反思态度、反思内容、反思效果。

教学反思是我们教师成长的阶梯，它记录着我们曾经的迷茫，
见证了我们洒下的汗水，更奠定了我们坚实的脚步。让我们
一起来善待反思，全方位地反思，进行有效地反思吧!

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批阅完了读后感，有点吐血的感觉。
写作前几周就布置学生要多读几本好书，作文写了，我伤心
了。全班的作文放到一起，能称得上是“读后感”的，不
足10篇，10篇里头也就5篇上下，还算有质量。剩下的，都算
不得读后感。归纳一下问题有这几种：第一种，是无感而做。
这是主要问题。很多学生的读后感，其实没有感想，只是因
为老师布置了作文，不得不写上一篇。至于感想，这个真没
有!也就是把书里头的内容概括一下，然后无病呻吟，空谈感
受，喊几句口号。第二种，没有感想。第一情况下，学生还
知道要加点“感想”。这种的，就是重复书本内容，甚至于把
《序》里的话摘录编纂一番，字数勉强够了，就成了。第三
种情况，就是莫名其妙了，书本的内容和自己的议论互不相
关，也不知道放在一起做什么。好像也是为了填我给的作文
框架而硬凑到一起的。

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习作。相比较而言，学生写的一
篇电影观后感就相当成功了。那是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看
了一部关于候鸟迁徙的纪录片。我没去看，但猜得出来并不



是故事性很强的。可是不少学生的习作充满了感情，他们同
情鸟儿的悲惨遭遇，为鸟儿的小小胜利欢呼，大家不约而同
地呼吁：要保护鸟类，爱护地球。

这样的习作是令我震惊的。它说明，学生并不是写不了读后
感，而是我的引导出问题了。带着学生去看电影的班主任老
师跟我说，电影过老师跟学生进行了互动，帮助学生深入地
理解了影片的意义。这样看来，学生的读后感写不好，主要
责任在我。

反思一下，原因可能就是：缺乏对书本的阅读引导。到目前
为止，我并没有以任何一本书为例，带领学生有目的的阅读。
我只是“散养式”让学生自己随意看，看完了就写“感想”。
因为思想方面、情感方面都没有给予适当的提点。学生是真
的没有感受。作文时，硬要学生写“感想”，他们只能干巴
巴凑些句子给我。所以，我想，我应该重新尝试一下让学生
再写一篇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