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后一课读后感(精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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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一

这一课主要讲了小弗朗士一天上学到了教室后发现了不寻常
的.气氛，后来老师告诉学生们今天是最后一堂法语课，从明
天开始就只许教德语了，并给孩子们上完了这最后一课。通
过阅读，我觉得小弗朗士已经从贪玩，幼稚，不懂事，不爱
学习转变成了成熟，爱学习。同时也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小弗朗士的老师韩麦尔先生也是一位爱国志士，他坚持给学
生们上完了最后一课，他既可怜又伟大。

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我们：祖国的语言代表了自己的祖国。
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二

《最后一课》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谭老师真是一位伟大
的好老师。

谭千秋老师在地震前给学生上课，可是天公不作美，谁也不
知道刚上课就地震了。谭千秋老师马上组织同学们急忙地跑
出教室，他也跟在同学们后面。可是，别的班老师告诉他，
班上还有几个同学在里面。谭老师毫不犹豫地回去救孩子们，
就再也没出来了。(.)

谭老师本可以躲过这场5·12地震，可是偏偏他跑进了教室。
他用自己的肩膀，把四张桌子合在一起，将黄婷婷等三名男



同学藏在桌子下面，而且还叫他们抱住头。为了挽救孩子的
生命，战胜恐惧，谭老师再三叮嘱孩子们不要说话、不要哭
泣、保住体力。他呼喊着，可惜外面已经没有人了，连一丝
光亮的地方都没有。可悲的是，余震不断，谭老师又受伤了。
三四天后，谭老师带着遗憾，匆匆地离开了人世。他让学生
将钱转交给天天盼望他回家的父母，把连环画交给女儿。

这部电影不但象征着老师对同学们的关爱，还想让我们懂得
如何珍惜生命，学会自救，学会呼救，让我们同学知道老师
的伟大。让谭千秋老师的作为进入老师、家长、同学的心里，
让我们知道老师是爱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我
们一定要珍惜生命，爱老师，爱课堂。

老师您辛苦了！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三

当我仔细读完《最后一课》这篇课文的时候，我的心久久不
能平静，《最后一课》看起来是那么不起眼的几个字，在我
们平时的生活中，如果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堂课，我根本无法
听下去，恨不得马上跑出教室，在广阔的蓝天下大声的喊几
声：“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然而，在这篇文章里，《最后一课》这个字眼，似乎显得如
此的沉重，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隐隐的一种悲凉，国语，曾
经让我们觉得土气，在我说话中时不时的刻意夹杂几个英语
单词，来证明我们更加时尚，可是当我读完了《最后一课》
文章时，想到，如果我们有一天也像小弗郎士一样，丧失了
使用国语权利的时候，才陡然间感觉到，原来母语如此的神
圣，而且，瞬间变得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试想一下，当我们乐此不疲地去学外语的时候，当我们不知
道玩什么更好玩的时，当我们在语文老师的课堂呼呼大睡时，
我们能否想到，敌人的铁骑踏遍我们身边每一寸土地，街上



的牌匾改成了外国字，旗帜换成了外国旗，手机的文字也换
成了难以拼出的外文，每天必须用外语讲话，一旦听到用国
语讲话就会遭致雨点般皮鞭的殴打，关禁闭甚至酷刑，来强
迫我们忘记自己的母语。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已经难以遏制喷涌而出的泪水，
小弗朗士直到失去使用母语的权利时才感觉到母语的珍贵，
我们生活在一个用无数烈士鲜血换来的繁华盛世，可以用母
语随意编织绚丽的辞藻，用国语尽情去创造刚毅和婉约。

我们要懂得去珍惜，不要在经历了《最后一课》的惨烈现实
后，才知道，说国语曾经也是一种奢望！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四

故事讲的是在“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的一个晴朗的早晨，
小弗朗士上学迟到了，害怕老师韩先生会责怪他，他想逃学，
可是后来，他还是决定去上学。路过一个告示牌，很多人都
围在那里。他却丝毫没有留意上面写了什么。到了学校，他
本来打算趁喧闹溜进去，可是那天却异常的安静，他只有害
羞地走进教室，却意外听到老师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堂法语
课了，他十分吃惊和后悔。老师让他背书，他不会，可是老
师讲的东西，他却全都听得懂，在上完了历史课和习字课之
后，钟声响了，普鲁士兵收操了，韩先生在黑板上使出全身
的力气用法语写下：“法兰西万岁！”

这就是作家都德非常著名的《最后一课》。

小弗朗士的故事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姥爷曾经给我讲过日本侵
略东三省时的旧事：当时，日本军阀不仅屠杀中国百姓，还
疯狂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各种农业物资，同时他们还想要
统治我们中国人民的思想，不让中国人学习汉语，所有的学
校必须设立日语课，熟人见面必须说日语，还要对日本国旗
敬礼，对日本人敬礼，中国人不许吃大米，只能吃粗粮，这



么做的目的是，他们要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贱民，低日本人
一等，从而在精神上统治摧垮中国人。回想起姥爷的这些话，
我就更加理解都德所描绘的小弗朗士和韩先生当时悲凉的心
情，也深深地体会到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东三省，在日本
人的统治下的中国人被侵略者从精神到肉体上进行双重摧残，
他们是多么艰辛和无奈。

抚今追昔，我由衷地慨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得来不易
呀！我们要珍惜时间，珍惜目前美好的生活，认真学习知识，
因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每时每刻时光都在从我们的指间
溜走。转眼之间，我们已经长大，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
等到后悔才开始学习，正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
切。”

时光如水，稍纵即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把握每分每秒，
为祖国的明天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相信：少年强则中
国强！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五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电影。

看这部电影，说是休息，倒不如说主人公给我们上了一节课，
一节生动的教育课。

上课的老师是谭千秋老师，他使我了解了应该做一个怎样的
人和怎么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谭老师讲的使我深为震撼的一句话是：“人有三种，一种是
对社会有益的人，一种是不危害社会的人，还有一种是有害
于社会的人”。

许多人肯定会选择第一种。



但是，在关键时刻，很少有人能够使自己说的和做的一样。

可谭老师不是这样，他用自己的生命验证了他的话。

当地震来临时，他不但疏离学生逃生，自己也准备逃生，当
他得知还有几个同学因恐惧还落在教室里后，便再次义无反
顾地冲进了教室。

地在颤抖，教学楼已经不堪重负。

屋顶塌了，钢筋、瓦片纷纷下落，出口的路已被重物封死，
谭老师只得让四名学生躲在讲台的课桌下。

就在这时，一块巨大的水泥建筑板从天而降，只见谭老师纵
身一跃，死死的扒在了课座上。

我曾经想过：他在门口，完全有可能能够逃脱地震的魔爪，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放弃了自己的生命，丢下了自
己的妻子和女儿。

但是他若不那么做，就会有四个年轻的生命将被死神给带走，
他坚定抉择的那一刻，深深的感动了我。

其实，在我们的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如黄山风景
区牺牲时仅24岁的张宁海同志。

在20xx年的一次救援上海复旦大学18名登山探险者的任务中，
在返途的路上，一心为大学生照明，未发现身边危险，跌下
悬崖，离开了人世。

其实在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这样舍己为人的英勇事迹。

我也希望成为谭老师所说的那第一类人，我一定好好学习，
从小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六

《最后一课》曾经在中学教材中就有出现，如今再次阅读，
是以不同的眼光再次阅读。所得到的体会感受与认知与小学
时学到的截然不同。阅读的过程中更加关心《最后一课》当
时所发生的背景。《最后一课》作为阿尔封斯·都德的短篇
小说是在1912年被首次翻译到中国的，它被长期的选为中国
的中学语文教材，它是最具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篇之一，
它作为“爱国主义”的符号是都德的代名词。

围是那么的寂静，没有平常同学们的吵闹声与嬉戏声，迟到
了原以为会被韩麦尔教训受罚，可是却没有，小弗朗士才注
意到韩麦尔先生今天穿着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
边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
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在之后听到韩麦尔先生说到这是
他为我们上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时小弗朗士为从前的荒废学习
而悔恨。

在以前的学习这一篇短文时还记得老师的一些对我现在阅读
这篇短文有利的分析。小说在艺术上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
地方，一是巧妙的叙述视角，作品的主题十分严肃，但对这
一主题的表现却选用了一个巧妙的角度，以一个调皮淘气的
小男孩的无知稚气的口吻及其心理变化间接地写阿尔萨斯地
区人民由衷的悲痛和对侵略者无声的抗议，通过生动的人物、
场景、细节、心理描写表现出了他们对祖国的恋恋深情和伟
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这种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的影响
下不同身份的人相互感染着，影响着，这种合力形成了一种
民族集体意识，读者也深深被其感动。

都德的这一短篇小说无疑是成功的，它成为文学史上一直是
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它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眼
球并得到他们的喜爱，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以来都被人们所歌
颂，都德将这一小说创作提到了另一个新的高度，小说中无
不透露着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也成为读者喜爱它的原



因之一，其次它为高度精炼的范例以平易朴素的语言表现出
来，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学习意义。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七

我的成绩在班里不算太好，但也算不上太差。若这是我在学
校的最后一天，我本应该高兴，为终于摆脱了“机器人”般
的生活的纠缠而高兴，可仔细想想，我却高兴不起来。

最近学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从中
我受益匪浅——不仅仅学到了爱国的情怀，也悟出了学习的
真谛。

想到这些，我不禁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奔涌而出。

回想起我刚进校门的时候，还是个懵懂的小孩子，整天痴人
说梦般的幻想着：如果有一天不用上学该有多好啊！这样我
就可以一直陪伴着可爱的电脑游戏与动漫了。可现在到了最
后一天，我却不想走了。

有时候，人的心还真是奇怪呵！

虽然我不可能像小弗朗士一样失去学习的机会，但若是真让
我离开这个朝气蓬勃的校园，我还真的有些依依不舍了。教
室前的桂花开了又落，我们就像树上的桂花一样，不可能永
远地粘在树上，只有离开大树，我们才能够香气扑鼻！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八

《最后一课》是法国小说家都德的短篇小说，那么，下面是
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最后一课》的读后感，供大家阅读
参考。最后一课读后感1

《最后一课》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文章主要讲了小弗朗



士上学差点迟到，却听到了个坏消息：以后不许上法语课，
只许上德语课。小弗朗士忽然觉得自己对法语课堂依依不舍。

读完这篇文章，我被韩麦尔先生所深深感动。韩麦尔老师因
为自己的国家被敌人攻占了，他将不得不离开教了四十多年
法语课的学校，他在万分悲伤的状态下，十分注重自己的仪
表，还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努力坚持给学生上好最后一节课。
从“韩麦尔先生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中，
我感觉韩麦尔先生在心里非常重视这堂法语课，即使小弗郎
士迟到的时间再长，他也愿意等待下去。他为了让自己的学
生不被普鲁士人瞧不起，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知识，一股脑
地全塞进学生们的脑子里。他真是一个敬职敬业、热爱学生
的好老师。在文章的末尾，韩麦尔老师因为心情过于激动和
难过，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放学时因为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
自己的学生了，内心悲痛欲绝，他只能打个手势来和学生告
别。我从“他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
岁！’”中，我感受到了韩麦尔老师身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爱
国精神。读到这里，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我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我比小弗朗士幸福多了，我一定要
好好珍惜每一分钟，认真学习，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将
来可以为祖国的强盛、社会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课读后感2

《最后一课》这篇文章是由法国著名的小说家都德写的。文
章主要讲述的是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
林两省。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所见所闻与
内心的感受，表现了法国人们强烈热爱祖国的感情。

文中最感动我的是在这最后一堂法文课中，一辈子不曾上学
读书的老爷爷捧着一本破旧的识字课本坐在了座位上，平常
上课总是跑神迟到的弗朗士，在最后一堂课中也格外的用心。
老师在那一天里穿上了平时过节才穿的礼服，讲的东西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文章的最后，老师因为伤心过度而说不
出话来，就在黑板上用尽可能大的字写下了“法兰西万岁”
这几个大字。

这篇文章中老师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那就是：我
们阿尔萨斯最大的不幸，就是总把教育推到明天。这句话让
我想起了自己，总是把事情往后拖。看了这本书心里真是说
不出的难受。

这篇文章不仅交给了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还让我懂得了今
天的事今天做的重要性。

最后一课读后感2

在《最后一课》里，讲的是一个普法战争暴发后。一个沦陷
的地方。是要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母语法语，去学德语，本文
讲的是最后一次上法语课。主人公是一名叫小弗朗士的三年
级小学生。

一开始小弗朗士不喜欢上法语课，这一天，到了教室自己迟
到了却没有被骂。觉得十分异常，原来是因为这是最后一节
法语课，大家的神情都十分严肃与不舍。教室后排坐满了镇
上的人，大家的目光中都带有不舍。课上要背书，自己却背
不出来十分愧疚。最后下课了，老师不舍得靠在墙上对我们
说：“下课了，你们走吧。”

镇上的人都来学堂，体现出不管老小的热爱国语，热爱母语
的精神，对母语深深的不舍之情。这是值得人敬佩的。这种
爱国精神也使我想起了中国抗日时期的劳苦人民为了祖国，
不惜一切代价。虽然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不同，但是
我们的心情和期望都是一样的。日本也曾让我们改过教育方
式，去学习日语，接受奴化教育。

我认为母语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文明的承传载体。如果母语没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将
不复存在。因为一国人民语言彼此不通，就是一盘散沙。

当法国阿尔萨斯被普鲁士侵占，最后一堂法语课便显得格外
重要。“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正
道出了亡了国的法国国民心声。

“最后一课”结束了，我们的学习才刚刚起步。警钟长鸣，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在心理：要想有和谐宁静的学习环境，就
需要我们珍惜时间，从小学知识，学本领，以至于把我们的
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最后一课读后感4

我第一次读你，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就像在喝一瓶无味的矿
泉水。我没有特别在乎你，可能是因为我读不懂你吧，可能
是因为我没有认真读你。在柳老师强烈对你的赞美下，我再
次读了你。开始理解你的心情，理解你的烦恼，理解你的忧
愁。

《最后一课》，很大白话的课题，无非就是上学的时候在学
校上的最后一课呗。故事内容却不是这样。

小弗朗士因为觉得法语课没意思，就出去玩了，途中看到一
些美丽的景象还有普鲁士兵在操练，心想着：赶紧去学校，
要迟到了！他风一样的跑去学校，但是他还是迟到了，本来
他想着韩麦尔先生会责骂他，但是韩麦尔先生却很温和的说：
“快坐好，小弗朗士，我们开始上课了，不等你了。”加之
早晨班里同学们安静的坐在位子上的景象与以往吵吵闹闹的
景象大有不同，小弗朗士越来越诧异，他注意到韩麦尔先生
的着装与以往也是大有不同，最后他得知最后一课的意义，
小弗朗士愈来愈自责，说：自己当时为何不好好学习法语呢。
在一堂堂课程中，小弗朗士的爱国精神慢慢生长，同学们与
乡亲们的爱国情怀，愈发愈让韩麦尔先生不舍结束这最后一



课。

最后一课读后感5

故事讲的是在“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的一个晴朗的早晨，
小弗朗士上学迟到了，害怕老师韩先生会责怪他，他想逃学，
可是后来，他还是决定去上学。路过一个告示牌，很多人都
围在那里。他却丝毫没有留意上面写了什么。到了学校，他
本来打算趁喧闹溜进去，可是那天却异常的安静，他只有害
羞地走进教室，却意外听到老师告诉大家这是最后一堂法语
课了，他十分吃惊和后悔。老师让他背书，他不会，可是老
师讲的东西，他却全都听得懂，在上完了历史课和习字课之
后，钟声响了，普鲁士兵收操了，韩先生在黑板上使出全身
的力气用法语写下：“法兰西万岁！”这就是作家都德非常
著名的《最后一课》。

小弗朗士的故事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姥爷曾经给我讲过日本侵
略东三省时的旧事：当时，日本军阀不仅屠杀中国百姓，还
疯狂掠夺东北的丰富资源和各种农业物资，同时他们还想要
统治我们中国人民的思想，不让中国人学习汉语，所有的学
校必须设立日语课，熟人见面必须说日语，还要对日本国旗
敬礼，对日本人敬礼，中国人不许吃大米，只能吃粗粮，这
么做的目的是，他们要让中国人认为自己是贱民，低日本人
一等，从而在精神上统治摧垮中国人。回想起姥爷的这些话，
我就更加理解都德所描绘的小弗朗士和韩先生当时悲凉的心
情，也深深地体会到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东三省，在日本
人的统治下的中国人被侵略者从精神到肉体上进行双重摧残，
他们是多么艰辛和无奈。

抚今追昔，我由衷地慨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多么的得来不易
呀！我们要珍惜时间，珍惜目前美好的生活，认真学习知识，
因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每时每刻时光都在从我们的指间
溜走。转眼之间，我们已经长大，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
等到后悔才开始学习，正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



切。”

时光如水，稍纵即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把握每分每秒，
为祖国的明天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相信：少年强则中
国强！

最后一课读后感6

《最后一课》这篇文章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写的一篇文章，这
篇文章从小弗朗士的角度写出了在最后一节法语课里韩麦尔
先生和小弗朗士与以前相比的不同。

小弗郎士在上最后一课之前还是一个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
早晨上学，他去的很晚，且连老师前边布置的作业是一个字
也说不上来。可当老师宣布“今天是最后一节法语课”时，
小弗郎士心里万分难过和懊悔，而且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背下
那条分词用法，哪怕付出任何代价。

拥有时不去珍惜，失去时才觉得宝贵。最后的一堂课上小弗
郎士学得很认真，以至于他觉得老师讲地“似乎挺容易，挺
容易”老师讲的，他也全都听懂了。其实每节课都如此，但
不同的是小弗朗士的心态。

珍惜的时候，你可能无法去珍惜，因为你早已忘记你的初衷，
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一切都会被时光所冲淡，但有个东西
却可以在你心中扎根，成长，那就是一颗名叫“爱国”的树。

最后一课读后感7

今天在课上老师让我们默读了法国小说家都德的短篇小说
《最后一课》，读完这篇文章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顽皮、不爱学习，也不知道什么
是国家命运、民族尊严的男孩形象——小弗郎士。通过上最



后一节法语课，他认识到普鲁士军队不仅占领了他的家乡，
还要剥夺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实行奴化教育，这使
得小弗郎士在心灵上、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最后一
堂法语课上，小弗郎士有对自己的悔恨、有对侵略者的痛恨，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韩麦尔先生翻开教材，开始讲法语课
时，小弗郎士对自己平时最讨厌的语法，居然“全都懂”，
觉得韩麦尔老师“讲的似乎很容易、很容易”。

因为是最后一堂法语课，小弗郎士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他面对的残酷现实是他始料不及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
得小弗郎士的思想一下子高度集中起来，他已经敏锐地感觉
到，他不但失去了生养他的这块再熟悉不过的土地，而且失
去了一个民族赖以共同生存下去的纽带——本民族的语言。
一种懊悔、愤恨、失落、茫然的复杂情绪，一股脑儿涌上了
他的心头。面对如此不可抗拒的如此冷酷的现实，小弗郎士
突然开始感觉到祖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悔恨自己没有
好好学习，爱国之心在此时此刻也表现的那么强烈，他一下
子成熟了、懂事了，过去讨厌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那么可爱了，
他眼里的一切都跟“祖国”两个字紧紧地不可分开了。这时
的小弗郎士狠不得一下子把所有该学的祖国语言知识都学好。

让我们以此为戒，好好学习自己的母语、好好珍惜现在的美
好生活吧！

最后一课读后感8

这周我们学了都德的一片课文，《最后一课》。学完这篇课
文，让我深深的得到了体会

这篇课文主要讲的是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顽皮、不爱
学习，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命运、民族尊严的男孩形象——
小弗郎士。通过上最后一节法语课，他认识到普鲁士军队不
仅占领了他的家乡，还要剥夺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实行奴化教育，这使得小弗郎士在心灵上、精神上受到了极



大的震动。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当韩麦尔先生翻开教材，
开始讲时，小弗郎士对自己平时最讨厌的语法，居然“全都
懂”，觉得韩麦尔老师“讲的似乎很容易、很容易”。

就想喊麦尔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的预言就像监狱大门的一
把钥匙，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记住他们！

法兰西万岁！想到韩麦尔先生用尽全身的力量写下的这几个
大字，作为躲着的我，都被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打动，现在
想想我们是祖国养育了我们，祖国把我们当作掌上明珠一样
对待，给了学生力所能及的保护，我们更应该热爱我们的祖
国，更应该从现在开始努力为我们的报效祖国做努力。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来不好好学习，来用着宝贵的学习时间去玩耍，
我们要去利用这些琐碎的时间，利用骑着一分一毛，来报答
组国给予我们的。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九

今天在课上老师让我们默读了法国小说家都德的短篇小说
《最后一课》，读完这篇文章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顽皮、不爱学习，也不知道什么
是国家命运、民族尊严的男孩形象——小弗郎士。通过上最
后一节法语课，他认识到普鲁士军队不仅占领了他的家乡，
还要剥夺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实行奴化教育，这使
得小弗郎士在心灵上、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最后一
堂法语课上，小弗郎士有对自己的悔恨、有对侵略者的痛恨，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韩麦尔先生翻开教材，开始讲法语课
时，小弗郎士对自己平时最讨厌的语法，居然“全都懂”，
觉得韩麦尔老师“讲的似乎很容易、很容易”。但是一切都
已经晚了。

是的，就像韩麦尔先生所说的“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



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
匙。”

母语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明
的承传载体。如果母语没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将不复存
在。因为一国人民语言彼此不通，就是一盘散沙。

那么，外语与母语到底哪个重要呢？

如今这个社会，不学英语你就别想上高中大学，更别想找个
好工作了。既然外语如此重要，学外语的人多就不奇怪了。
现在连幼稚园都开设英语课了。英语成了全球通用的“国际
普通话”，其他语种已经受到严重威胁，面临消失的危
险……这是不能忽视的。

让我们以小弗郎士的经历为戒，好好学习自己的母语、好好
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吧！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十

------《最后一课》观后感

师爱永恒，师爱永驻。这是我看了《最后一课》这部电影的
感受。

《最后一课》主要讲述的是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一位名叫
谭千秋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突然，所有的人都感觉到
了课桌椅和电灯在晃动，几秒之后，天崩地裂，老师为了救
四个没有逃出教室的学生而牺牲了自己。

(在这之前可以描写一些地震时的场景，增强画面感，为后面
的一个惊恐的画面做铺垫，尽量做到用生动形象的词语还原
当时的画面，那种惊恐、害怕以及后面老师的英勇形象刻画
得更加真实感人)地震发生时，所有的孩子都飞快地疯跑出了



教室，但是因为地震太厉害（用些其他的事物侧面烘托
出“地震得太厉害”，如桌椅的晃动，房屋树木的倒塌等等，
不要总是用人的惊恐去无数次描写一件事情），使得四位学
生被困在教室里。（这里情节可以再细致的描写一下，地震
发生，所有的人的心肯定都是恐惧害怕的，在逃离时即使老
师再怎么有序指挥，肯定还是有混乱，老师、学生当时在遇
到地震时面对那么多人的集体逃命，唯恐死去的表情，你可
以抓住几个写写）老师当时站在教室门口，组织着学生逃离，
在其他学生都逃离的时候，老师听到了几个孩子的喊叫，他
冲进了教室，叫他们躲在讲台底下（这里就也能应该有四个
学生的脸部表情和老师的神情的刻画以及他们慌乱的步伐和
急迫的跌撞，桌椅和楼栋的摇晃，刻画出那个危险的画面，
而老师却义不容辞的大无畏精神），然后，他便扑在讲台上，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他们。在一次次的余震当中，他时时
刻刻地安慰着学生，叫他们不要慌，叫他们怎么求生，和他
们聊天。在最后一次余震中，渐渐裂开的房顶终于倒了下来，
砸在了老师的身上，老师也因此不幸牺牲。

我们从观众的角度上来看，会觉得这个老师伟大，在这种关
键时刻不惜一切地保护学生，他忘记了自己还有妻子，还有
一个女儿。如果我们抛开一切地去把自己当做其中的一个学
生，那会是怎样的感动。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老师本能地，
不假思索地去扑在讲台上，自己承受痛苦。这是一个多么伟
大无私的举动，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本能反应！

在学生犯错时，你积极面对，相信学生，那时，我给（动词
用得不恰当）感动了；在灾难发生时，你奋不顾生地扑在讲
台上，那时，我感动了；在一次又一次的余震当中，你忍住
痛苦，安慰学生，保护学生，那时，我感动了；在你说“哪
有老师不疼爱学生？”时，我感动了；在最后的那一刻，你
的后脑被房顶的石块砸中而死，学生哭着喊着“谭老师”，
那时，我感动了。

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伸开双臂保护学生的姿势诠释了爱与



责任。这是我们心中的好老师，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昨天我曾未听说过您的名字，今天您在我心中最可敬，山摇
地动，天崩地裂，您依然沉着冷静，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
不顾一切地用身体作支撑，大爱铸就不朽的灵魂！（后面三
段的其实写得还可以）

评语：整体来说，这篇作文的字数对你们来说达标了。但是，
文章的语言缺乏感染力，虽然电影感染了你，但对于我这个
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来说，你的文章却没有让我感受到和
你一样的感动。情节空洞，有些时候，你的语言运用是否恰
当，决定了你的文章的生命力。因为这是你的即兴创作，也
很好的测试了你的语言能力和反应能力，想想，为什么影视
的语言会让你那么感动，因为他们的表情，他们流露出的最
真实的情感，特技只是那很少的一部分，没有哪部电影会专
门靠特技来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