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地图的故事读后感(优秀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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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的故事读后感篇一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何不
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
账”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海上电影地图》读后感，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去过维也纳。维也纳人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呼吸，你呼吸
的每一口空气里都跳跃着优美的音符。这是一座拥有莫扎特，
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勃拉姆斯的城市，维也纳人有
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去过罗马。罗马人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行走，你踢到的每
一块石头都会讲述一个千年的故事。当然，你不会去踢罗马
的石头，因为罗马的石头也是磕脚的。但面对满城千百年矗
立着的雕塑和建筑，罗马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生活在上海。上海人能不能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逛街，你
拐过的每一个街角都会碰撞到关于电影的传说。其实，作为
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和重镇，上海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开放并敏感的城市。1895年电影刚在巴
黎咖啡馆亮相，1896年它就在上海游乐场露面。中国第一部
电影《定军山》1905年在北京诞生。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第一部卡通片，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制片公司和第一批电



影导演和明星，却齐刷刷地崛起在上海。上海成为最初的中
国电影之都。

上海成为中国电影之都并非偶然。电影在上海一露面，就不
再是票友间的自娱自乐，而是一场盛大的娱乐商业与市民消
费的联姻。电影本性是娱乐，娱乐主体是市民。上海具有成
熟的商业基础与庞大的市民消费，加上电影业发展需要的汩
汩流动的资金，需要的艺术性或工业性或商业性的人才，导
致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繁华之地。

在中国电影百年中，上海电影始终是汹涌的主流。虽有潮起
有潮落。电影是上海都市的重要景观；更重要的`是，电影是
上海人生活的重要场景。上海人为上海电影贡献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而自豪；为贡献了数量最多和片种最全的电影而
津津乐道，为拥有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明星而眉飞色舞。上
海这座城市飞扬着电影的气息。

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此时此刻，《新民晚报》记者周铭撰
写了呼吁编写上海电影游览地图，以彰显上海电影历史与现
实的系列文章，引起上海社会各界的热烈呼应。上海电影集
团作为上海电影的重要传承者，义不容辞予以更加直接的呼
应。东方电影频道主持人晓露和她的团队，勤于思索，敏于
行动，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用文字和影像两种版本完成了
《海上电影地图》。

《海上电影地图》不追求电影史志般的宏阔与完整，而是选
取了散点透视的叙述思维，力求勾勒上海电影基本轮廓与重
要侧影。它以主持人的个人视点，自由流转于上海电影的显
见场景中，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随心且随意地讲述关于上
海电影的传说和故事。视点仿佛是自由甚至散漫的，讲述似
乎是感性甚至是个性的，但是，在九个篇章的架构里，却渗
透着讲述者的选择眼光，渗透着讲述者的理性点拨。所以，
它既如蛛网般链结出上海电影发展的基本脉络，也点化出上
海电影的成长基因和发展规律。大量历史照片的精心选择和



资料性附录的添加，扩大了这本书的历史氛围和实用价值。

地图的故事读后感篇二

《教师阅读地图》是一本非常厚实、实在的书，这是一本需
要细细、反复咀嚼的书。

《教师阅读地图》涵盖的内容非常广，这本书给我们介绍了
我们该读什么书，怎样去读书，那本书需要精读，那本书需
要略读，怎样做批注，而且分节梯列出了书目，共分了三个
阶梯，而且每一个阶梯又根据内容进行了分类，我们该读哪
些书，各占多大的分量，一目了然。此书不仅有教育方面的
专业知识，也有一些人文素养方面的，既有传统的，也有当
代的，既有大家的作品的简介，也有一些二线作家的精
品......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多层面的了解与专业有关的
知识，拓宽了视野。正如张校长所说：“如果把这本书独透，
其他说就不用再看。”里面推荐的书，更是给我打开了一条
通往专业发展的通道。

朱永新：“一个人的专业发展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专
业阅读史。只有真正认真的投入到阅读，喜欢、爱上阅读才
走出专业发展的第一步。《教师阅读地图》这是给了我们一
个好的指引和导向。通过阅读《教师阅读地图》部分，我有
以下感受：

一、教师作为是知识的传播着，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积淀。

二、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要选择合适的书籍，否则会与教
育背道而驰。

三、阅读专业书籍要学会思考,边看边思索,在不断的学习和
探索实践、反思总结过程中成就自身的发展。



地图的故事读后感篇三

从小关于读书听到最多的便是高尔基先生的“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长大一点又听余秋雨先生说:生命的质量需要用
阅读来锻造。而在苏大师眼中:“如果你的学生感到你的思想
在不断地丰富着,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的不是重复昨天讲
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大师
们说了这么多,可见读书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而我们教师,
作为一群靠着“知识”的教书人,首先就得是一个读书人。而
从小我便喜欢读书,各种各样的书都喜欢。

遗憾的是上了大学后,数学生的我们并未开设大学语文的课程,
读书的机会少了不少,每天围绕数学公式、几何图形的我离读
书越来越远了。等到了工作岗位,才发现,书对于我们教师多
么地重要,这才开始疯狂地读书,喜欢上了买书,喜欢上了看书,
喜欢上了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笔记。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最像语
文老师的数学老师。

在入职的`这一年里,我很感谢《教师阅读地图》这本书,校长
推荐给我们新老师这本书后,第二天我便买来了它。因为这本
书,我开始慢慢学会如何去阅读一本书,何为略读,何为精读细
读。因为这本书,我认识到了更多优秀的书。出于自己教一年
级的缘故,结识了薛老师的《心平气和的一年级》这本书,这
本书差不多陪伴了我这一年的时光。看着薛老师每天记录下
的点点滴滴,就仿佛我也在他们班级中,我也是他们班的一个
成员。薛老师的一些话,一些举措都让我这个新手在辛苦的一
年级中显得不这么手足无措。遇到惩罚孩子,家长要求狠抓时,
薛老师会说:“这样的小事情,教师已经即时惩戒过了,你最好
装作不知道。

被严密看管和双重监视的感觉,是很让孩子沮丧的”。遇到孩
子调换座位不习惯时,薛老师会这样和家长说“对周围环境过
分挑剔是一种能力差的表现,不经历调换座位的纠纷,哪来成
长的机会”。观察到孩子答不出来,气馁懊恼时,薛老师的一



句话“孩子,别气馁,不着急,老师和你在一起呢”鼓励着孩子。
碰上孩子吵架互相指责时,薛老师笑容可掬的“现在,我不想
追查是谁先扔的。现在,我只想听见有人主动跟对方说对不
起——谁先?”一句话化解了孩子之间的争吵。还有许许多多
这样那样的情景,在每个情景中,总能感觉薛老师的“淡定”,
也怪不得班中的孩子总能心平气和。

在《教师阅读地图》的推荐下,我还去看了《孩子们,你们
好!》,《特别的女孩萨哈拉》等。阿莫纳什维利的《孩子们,
你们好!》以极其亲切,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和我们这些读者
分享着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被作者所感染,作为教师,
我们要去接近孩子,接纳孩子,喜欢孩子。开学的第一天,他把
学生们的资料全部拿回家,他去了解了每个儿童的情况,希望
第一次与孩子见面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读的时候也时常反
思自己,开学后一个星期,我才记住了孩子的名字。这前后时
间上的差别,其实在日后的教学管理中产生了很大的差别。

有人曾说过:认真去做事,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去做事,才能
把事情做好。能不能记住,其实是在于你是否用心。还特别感
动于阿莫纳什维利与孩子见面时的问候语“孩子们,你们
好!”,不是叫“同学”,不是叫“学生”,而是“孩子们”,这
是爱的表现,我相信孩子们也肯定能体会到老师的爱。后来当
读到《特别的女孩萨哈拉》,又一次心都化了,再一次相信了
一个老师,用心的老师对孩子的重要性。校长说过一句话,永
远不要给孩子下定义,定义他不好,从此一无所成。每个孩子
的发展都不一样,而我们需要耐心地等待,教育是慢的艺术,静
待花开,也许下一秒她将绽放出特别与众不同的花朵。

每一次读书都能安抚我躁动的心灵,能让我安静下来转身去看
看身边的孩子,去想想自己的行为,希望自己也能心平气和地
完成一年级的教学,也能每天对学生说一声“孩子们,你们
好”,也能做一个对于这些孩子而言重要的老师,用心的老师。

英国作家培根在《谈读书》中提到:“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



彩,足以长才。即陶冶情操,给言辞增添光彩,增长才学!此为
读书循序渐进之关系,顺序颠倒不得。”而教师读书的脚步不
能停止,又想到我们班的读书口号: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
读好书。我应该和孩子一起行动,充实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读到老。

地图的故事读后感篇四

《世界地图》是由地球爱好者、作家、bbc电视节目主持人—
尼克·柯雷恩，地图绘制者—大卫·迪恩著述完成的。

在这次阅读环球旅行中，我将要在全球的大洋里航行，穿越
变幻的环境，探索东方和西方。结交不同的人，了解他们的
生活方式，遇见令人惊奇的野生动物，发现最新的保障地球
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

从“地球的故事”中我知道了太阳系的行星大家庭，知道了
太阳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知道了生命的最初形式竟然
是细菌，又经历了许多年的进化再有了人类的出现。知道了
地球是由四大洋、七大洲组成。

我很喜欢其中关于东亚的介绍。它说东亚的一切事物，都让
人感觉规模宏大——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跨越蒙古和中国广
袤的戈壁沙漠，再到海拔极高的青藏高原。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它依据不同的地理区域划分世界，探索
环境如何塑造全球各地多样化，同时它还关注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和倡议。浅显易懂的百科知识，丰富有趣的插图，将地
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地图的故事读后感篇五

万久富编著的《如皋话地图》是第一部“如皋话”方言地图
集，也是第一部大如皋话的方言地理学研究专著。全书分三



大部分。一是“如皋话小片发微”，介绍通泰方言研究的概
况，探究如皋话的历史成因、定位、特点、主要内差等。二是
“上编”，以方言地图的形式，展示与如皋话相关的83个代
表点的方言特征，包含语音地图84幅、词汇地图111幅、语法
地图26幅。三是“下编”，收录12个方言点基础音系、方言
调查发音合作者基本信息、13篇相关研究论文。

本书的贡献可以从理论性和资料性两方面来说。本书理论上
的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界定的如皋话概念。前人
研究通泰方言时也曾提到“如皋话”，但对“如皋话”的具
体内涵及分布范围多语焉不详。本书第一次正式提出将“如
皋话”作为通泰方言——也即江淮官话泰如片的一个下位分
片，并总结了该片方言的基本特征，划定了如皋话的范围：
包括如皋的全部，与海安、如东、泰兴的大部分地区，以及
东台、大丰、姜堰、靖江的部分地区。

本书资料方面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条。一是提供了细而全
的特征分布图。前作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和《江
苏省志·方言志》的地图部分。虽然也涵盖本书研究地域，
但其均以县级区域为单位设点调查，就本地区而言，调查密
度还嫌太低，同时，调查项目也太少，不足以充分显示如皋
话的个性特征。本书以83个乡镇（街道）层级方言点实地系
统田野调查为依据，所绘语言特征地图凡221幅，从特征描写
的精度和广度上看都不是前作可以比拟的。

二是为全局性的汉语方言研究甚至汉语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本书图46为“楼-流”读音异同。本书地图告诉我们，从同是
如皋话的主流，从分的地区分布于南北两翼。“楼”为古流
摄一等字，“流”为三等字，汉语方言的主流是从分的，从
合的是少数。从分者主要为粤语、闽语、南部吴语和徽语，
官话方言区中则唯有通泰方言。从全国来看，此项特征基本
沿东南沿海呈半月形分布，如皋话恰处于半月形北端的顶点
上。本书图46所展示的同言线不唯是通泰方言的同言线，亦
是汉语方言流摄三等洪化以及一三等合流的北界，在语言地



理类型学上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又如图174“父亲”的说法。
地图显示，如皋、海安、如东各有一部分城区和少量乡镇称
父亲为“父”。用“父”称呼父亲，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
只存在于书面语或者叙称中，就方言而言，面称中称“父”
的也极少，除湘语资源外，只存在于江淮官话的黄孝片和泰
如片。黄孝片如安徽岳西“父”[fu33]（面称/叙称）泰如片则
有如皋话的“父”[fu31/phu31]。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星散
的岛状区域就是古汉语基础词汇“父”的直接后裔，而其中
尤以同时保存古无轻唇音的发音特点的如皋话弥足珍贵。

三是部分特征项目反映了地区特殊的历史脉络。比如
图171“咸”的说法。地图显示本地区方言除去北部东台、大
丰一带以及西部泰兴一带其余绝大多数地区都有“䴛”的说
法。《广韵》“䴛”，相邀切，煎盐。除本区方言外，全国
未见其他方言使用的报告。通泰方言的形成与盐业文化有着
非常大的关系，通泰地区自古即产海盐，历史上是全国最重
要的产盐区，区内历史上遍布盐场，盐业文化为通泰地区最
重要的文化标签。从这一点看，用本义为煎盐的“䴛”来表示
“咸”可以说是最具本地文化特色的语言特征。

但图例中只为子缀注了音，没有对“儿”注音，也没有进一
步的说明，这就使读者无从判断儿尾的具体形式，是否为独
立音节？主要语音形式是卷舌音还是鼻音？

通泰方言处于官话方言与东南诸方言过渡区域，如皋话又分
布于通泰方言的中心地带，因此，如皋话的语言特征在语言
地理学上价值极高。《如皋话地图》提供了大量如皋话语言
特征的地理分布信息，这不仅使得通泰方言的研究上了一个
台阶，而且为整个汉语方言地理类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同时也为汉语史研究，甚至社会生活史、民俗史研究大有助
益，一册在手，鉴图可知今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