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真情读后感(精选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
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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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读后感篇一

忠诚无畏

――读《三国演义》有感

八年级二班王粟裕

《三国演义》描述的是东汉时期至西晋初期，以刘备、孙权、
曹操为首的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为独霸天下、登上帝位以至
互相攻伐的故事。在书中，作者塑造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
的人物，将故事情节描写得栩栩如生，仿佛历历在目。在那
个人才济济的时代，有野心勃勃、独霸一方的乱世枭雄，悬
壶济民、广施仁义的一代义主，横刀立马、英勇绝伦的大将，
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军师谋士……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忠诚的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一生的写照，“受任于败
军之际，受命于危难之间”。当时，刘备新败，诸葛亮出使
东吴，舌战群儒，力挽狂澜，联吴抗曹；与周瑜火烧赤壁，
打破曹军；面对东吴的盛情邀请，他毫不犹豫地拒绝；而后，
兵进西川，为刘备取下立足之地，面对白帝托孤，，他全心
全意地辅佐新主刘禅；他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他六出祁山，
只是为了兴复汉室，上表《出师表》，表达了他对蜀汉政权
的忠诚。他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万分敬佩。

从古至今，忠诚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屈原的投江自尽，以



身殉国，是忠诚；苏武牧羊，持汉节而不失，是忠诚；荆轲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忠诚；岳飞的精
忠报国，是忠诚；文天祥宁死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忠诚……忠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歌颂，去发扬！

现在的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享受多了，像金钱、名誉、权
势等利益，深深地诱惑人们，有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从
而不择一切手段不达目的绝不甘休，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
只要有利可图，就将一切抛之脑后。这样的'人，往往只能享
受一时的风光，最终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忠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流逝的时光，社
会的改变，逐渐销蚀了忠诚的光芒。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
背负着民族腾飞的重任，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违背忠
诚，要使忠诚永放光芒。忠诚是青春冲刺的格言，是生命的
指南针，是安身立业的根本，更是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

我们要做一个忠诚的人，一个忠于事业的人，一个忠于人民
的人，一个忠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指导教师王立花）

真情读后感篇二

人间万物皆有情，友情，亲情，爱情，师生情……但人间真
情胜过所有。一天放学，天色灰蒙蒙的，立即一场交响乐随
风响起，沙啦啦—轰隆隆，这是大自然的音乐会，我撑着伞
在回家途中，我看到了一个卖水果的老爷爷，脸色苍白，身
上盖着一件薄薄的衣服，白发苍苍，正在收拾档口，我的同
学小徐走过去帮老爷爷一起收拾，他说：〝老爷爷，雨下得
这么大，您拿我的.伞去用吧。〞〝那你怎么办呢〞老爷爷担
心的说。他微微一笑，拍拍自己的书包，说〝我有伞啊，出
门带了两把，还有一把在书包里呢〞老爷爷听了笑着走了。



我想：小徐真是个好人啊。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不见小
徐上学，下课了，我问老师，得知原来他感冒了，说是昨天
被雨淋病了。嗯？我心里有个问号在打转，小徐昨天有带伞
啊，怎么会淋病了呢。为了查明真相，我当了一回〝福尔摩
斯〞。我猛的想起昨天小徐的话：〝我有伞啊，出门带了两
把，还有一把在书包里呢〞我去调查。原来昨天小徐只带了
一把伞啊。原来他看到老爷爷年纪大了，所以好心借给了老
爷爷。他真傻。我悄悄的走进他的房间，我看到他正躺在床
上，我顿时眼睛湿润了，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一
颗助人为乐的心，一颗纯净。善良的心，一颗助人为乐的心。
我默默的站着，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这人间真情。

真情读后感篇三

教育的智慧与真情读后感
我认真的通读了肖川博士所着的《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一书，
全书共分为九编：《教育的方向》、《教育的真义》、《教
学的智慧》、《教师的解放》、《文明的星空》、《语言的
世界》、《心灵的阳光》、《自由的言说》、《书的芳香》。

《教育的智慧与真情》整本书很有亲和性。主要反映了教师
的需要与趣味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物、他们所困惑的问题、
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委屈和追求。我最欣赏《教师的解
放》篇里面的《成为有思想的教师》。文中解答了人生、教
育教学中的很多疑惑。读后感触颇深。我深深地体会到，要
做有思想的教师，首先要乐于接受思想。而接受思想最简单
的方法是阅读别人的书籍，尤其是大师的书籍，让阅读成为
每位教师的习惯，成为与别人进行心灵碰撞的自由领地，成
为自己不断进步的阶梯。反之，没有博览群书，只能就教材
讲教材，就内容讲内容，就试题讲试题，课堂会因此而单调
乏味，死气沉沉；没有阅读，就难有深层次的思考，而自身
思想的匮乏，展现于学生面前，就只能是面目枯槁，甚至容
貌可憎。所以说，阅读是教师获取思想的源头活水的最佳渠
道。要做有思想的教师，关键是要在反思中进步。从自己的



教育教学实践中得出有效的经验和反面教训，从经验中总结
出规律性的东西，将经验抽象成理论。不积小流，无以成江
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作为教师应当学会反思，注意
积累一点一滴的经验，不断地工作，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发
展，使自己逐步向创新型教师迈进。要做有思想的教师，还
要学会引领学生的心灵和精神。从对课程内容的发掘，到教
学策略的选择，从对问题的设计，到课堂气氛的营造，甚至
用什么语言，背后都蕴藏着一种思想底蕴，平时只是不觉得
罢了。教师的思想对学生的熏陶，也是非常关键的，思想可
以熏陶学生学习、熏陶学生做人。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要想
做一名有思想的教师真的很难，这需要自己不断地去学习和
思考。

说起教育的智慧，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课堂上的一些巧妙的
教学技法，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就是课堂上的随机事件，这
些突发的事件，也就是课堂上随即生成的教学资源，利用好
这些教学资源，会使我们的课堂变得鲜活起来，因为在课堂
上，因为我们的教育智慧，会让优异的学生变的更灵活，会
让那些学习吃力的学生在错误之后一步步的引向成功，感悟
到思考的神奇。()课堂上的互动生成，基于一种本色，就是
爱，师生之间的'爱，缺少了这些，我们的课堂依旧是枯燥乏
味的。

智慧的形成固然是不断思考不断积累的过程，但光有这些还
远远不够，对教育的追求必须充满真情，必须充满仁爱之心，
没有真情，没有爱的教育追求，只能是一种敷衍。有了爱，
教育充满阳光，有了爱，追求变的美好，有了爱，生活变的
更充实。

通读了此书，对我的教学真的有太大的帮助，真的是要多读
书，读好书。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书是生命的源泉！我深刻
的认识到自己在教育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今后的
工作中我会通过多读书，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真情读后感篇四

一群动物正在吃草，冲来一只老虎。动物们吓得四散奔逃，
唯独一只犀牛迎上前去，怒目相视。掉头走了。远远观望的
动物们蜂拥而上，团团围住这位勇士向它唱起了赞歌。老虎
并未走远，他远远窥视着。不一会儿，它见犀牛离开了这群
动物，马上返身冲来。动物们有四散奔逃。只有一只刚出生
的天真的小羊毫不畏惧，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迎上去，对这
老虎亲昵地“咩咩”叫着。这小家伙把老虎当成自己的亲娘，
想吃它的奶哩。老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愣了片刻，返身
走了。远远观望的动物们又蜂拥上来，团团围住这位不怕虎
的小勇士，向他唱起了赞歌。羊羔的母亲，一只老山羊走上
前来，制止大伙的赞美。它恳切地说：“伙计们，请你们闭
上尊口吧我的孩子由于无知，差点儿送了一条民。老虎不知
什么缘故没有吃它，这已是万幸了，还有什么值得赞美的
呢?”

2、“老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中加点的“这”指什么?

3、仔细阅读老山羊的话，为寓言补充一个能概括出其寓意
的'结尾。

4、谈谈你体会到了哪些生活哲理

【答案】

1、犀牛：怒目而视,表现犀牛勇敢无畏.

羔羊：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迎上去,对着老虎亲昵地咩咩叫
着……体现羔羊的幼稚、无知.

2、这指一指刚出世的羔羊不怕老虎,睁着好奇的眼睛迎上老
虎.



3、无知和无畏有时表面看来完全一样,实质却完全不同.

4、无知不等于无畏,不是相互的,无畏不是胆大妄为,无知最
可怕.

真情读后感篇五

许多人谈到做班主任工作时，都离不开一个字――爱，是不
是只要有了爱就能解决一切教育问题？我以为并非如此。22
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告诉我：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教育并不
仅仅需要爱；没有爱是苍白的教育，而没有智慧则是愚昧的
教育。就如溺爱孩子的父母，收获的却是苦果。缺少了智慧，
往往事倍功半，达不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我认为，爱是教育的前提和贯穿始终的催化剂，但绝不是教
育的全部。爱心主要体现在教师对学生及其所存在问题采取
欣赏和包容的态度，而智慧则直指问题的解决和学生的终身
发展。教育的艺术就于将问题转化为机会。学生出现问题时，
恰恰是教育、帮助学生的良机，也是教师不断修正自我、不
断进步的契机。而如何抓住这些契机，实现教育目的，光有
爱心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教师敏锐地观察、灵活地分
析、机智地处理、耐心地巩固。

班主任工作需要爱心，但更需要一颗智慧的爱心。

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的本领，而教育孩子则
是件大事。很明显，爱孩子是教育者首要的素质，是做好班
主任的前提。没有了爱，教育将变成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和
意义。但是，作为教师，光有爱是远远不够的。教育孩子，
不能乱爱，需要方法、技巧。试想，有哪一个家长不爱自己
的孩子？可是越是被溺爱的孩子，越难以管教，成长越容易
出现问题。因为他们的爱缺少智慧，缺少科学的教育观念和
方法。赞可夫说过：“不能把教师对儿童的爱，仅仅设想为
用慈祥的、关注的态度对待他们。”理智的爱应该是深刻的，



不仅关注其智力、习惯，更关注其情感；不仅关注其表面行
为，更关注其内心所想；不仅关注学生的今天，更关注他们
的明天。这种深刻的爱，来自教育者深厚的教育思想。教师
应该像淘金者一样有信心，有耐心，不为表面的沙砾困扰，
慢慢地去除沙砾，最终才能看见闪光的金子。

对班主任而言，爱心是工作的基础，但更需要一颗智慧的爱
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群需要引导、帮助的孩子，没有爱
心，就不能承担工作，而只有爱心，不求方法、策略、技巧、
规律，就难以开展工作。相信每个班级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几
个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教师常常把他们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上课提醒他们听课，有时间便给予个别辅导，发现有点进步
便鼓励,但是一学期下来，我们往往发现这些学生大都未能从
根本上改变，有的甚至收效甚微。原因何在？爱心不能包治
百病，爱心更不能解决所有的学生教育问题。

爱心不是班主任的专利，对解决教育问囊起决定作用的是班
主任的专业能力。

解决教育中各方面的问题，教师的爱心固然重要，但起决定
作用的还是教师的专业能力。在日常教育中，班主任最重要
的任务是在全面接纳、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深入具体地
分析，使他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智力类型、思维方式等有比
较清楚的了解，然后帮助他找出困难所在，制定补救和突破
的措施、方法，进而一步步建立自信，走向成功。其中所体
现出的教育智慧，是班主任能否走向优秀的关键。比如，学
生在一起相处久了。难免产生矛盾。有两个同学因为一点小
事情发生了冲突，争吵了起来，甚至拳脚相加。这种情形，
相信很多班主任都不陌生，但是仅凭对弱者的关爱、强者的
宽容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因为这样做并没有教给学生
处理矛盾的方法。有时，我们对弱者的关爱甚至会演变为一
种依赖，最后异化成一种伤害。班主任对学生的关爱，归根
到底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感动层面。
这里的“爱”，是心灵对接的“触发点”，后面有效的措施



和持续的行动，才是真正促成学生正视问题、认识错误、自
我转化的“良药”。

教育智慧，并非单纯的管理技巧，更包含民主的管理思想和
科学的问题研究意识及解决途径。我认为，班级管理既要有
管，更要有理，“管”是要求、规范、约束、评判、督
促；“理”是思考、研究、引导，进而升华为感染、熏陶、
激励、唤醒、鼓舞。“管”体现着班主任的执行力，决定着
工作的广度和宽度；而“理”的核心就是班主任的智慧和能
力，体现着班主任的领导力，决定着工作的深度和高度。

现在许多年轻班主任一遇到问题，就翻什么兵法，找什么技
巧，却忽视了自我身心的修养和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其实，
再好的技巧，再强的妙招，离开了犹如深厚内功的教育智慧
就无法施展。比如，尊重学生的理念、多种方案的预设、妥
协多赢的策略等，都能体现班主任的教育智慧，是一个班主
任走向优秀乃至卓越的必然选择。这些策略、技巧都需要以
教育智慧为前提，对班级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反思、总结，
富有创造性地加以实施，才能发挥最佳的育人效果。

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解读和唤醒。因此，
对教育者而言，尊重学生要比热爱学生更为重要。只有给学
生以尊重，学生才能感受到师生的平等，才能感受到自尊的
存在，才能找到在班集体中生活的意义。一旦认为失去自尊，
他们就会失去向上的动力、精神的支柱，由此导致消沉。因
此，当学生有过错或问题时，教师要以宽容的心态表示充分
的同情和谅解。对某些学生身上的一些行为，我们要分别对
待，看是否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之改变；而对于
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轻易改变的行为，我们要采取包容、悦
纳的态度，积极干预、耐心化解，不能武断地处理。

优秀的班主任都善于用心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愉悦、自主
的学习和生活空间，放手让学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力所能
及的事情。在平常的班级管理中，我留心观察学生的行为表



现和个性特点，设计一系列的文体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得
到感悟和提高。我把班级的管理权交给学生，班级实行小团
队综合评价制度，让每一个学生参与到班级民主管理中，做
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干。学生都成了我的助手，班主任
做得轻松洒脱。充分了解学生，坚持读书学习。不断地在实
践中反思，是教育智慧产生的重要源泉。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讲的，“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每个孩子的
精神世界――这是教师和校长的首条金科玉律”。班主任只
有在对学生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因材施教、个性培养；
只有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个性差异、兴趣爱好、心理变化、
发展特点，我们才有与学生相处的基础；也只有走进学生的
心灵，我们才可以帮助和引导学生自己从里面打开改变之门。

教学相长，学生是我们教育教学的合作对象，是我们生命成
长历程的重要旅伴。多年来，我管理学生的诀窍，就是两个
字：商量。教师不能主观武断，凡事要和学生商量，这样也
有助于深入了解学生。我们的班纪班规都是孩子们自己制定
的，学生自己能做的事，我很少插手，对学生犯错的惩戒也
由班级纪律委员会协商，这样，学生也就逐渐由他律学会了
自律，师生关系也逐渐变得融洽而和谐。班主任和学生之间，
90％的矛盾起源于误解，慢慢地接近、了解、研究、欣赏，
教育智慧就会自然生成。同时，读书学习，是教师思想之源，
智慧之源。认真地从古今中外经典书籍中吸取精华，吸纳能
量，同时不断吸收现代教育理念，实践反思，创新思想，这
是一个教师的教育生命永远年轻，洋溢青春活力和思想灵性
的必然途径。做教师，就要做一个充满智慧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