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藏戏读后感 藏戏五年技读后感(精
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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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戏读后感篇一

暑期漫长，便在书柜中翻动着，突然，一本有着洁净封面的
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是韩寒的《五年文集》。这书是我在去
年秋季买来的，那时我看书只为凑个数，看完的书多了，却
不精益求精，此时翻出，想仔细一看。

再次阅读，全察觉自己漏去了太多的细节，这是才朦朦的懂
得了什么叫“韩文辛辣”。韩寒在最初被人称为“学生作
家”，在继处女座《三重门》之后又出了《零下一度》，最
后其在最近五年的作品便都编入了《五年文集》。韩寒是一个
“被子是用来睡的，何必去叠”的不羁作家，他桀骜不驯却
又才华横溢，曾经采访他的记者也为他能言善辩又不失稳重
的性格所倾倒。他的笔风也成为了众多学生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看来，韩寒的作品，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辛辣和叛逆，
青春的气息充溢在其中，他对童年时期的那些所想所做好不
掩饰，这倒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同样是那么疯狂，幼稚
和热血。

小学毕业之时与一群男生对天发誓，要做一辈子的朋友，不
会忘记对方。但毕竟有时自己对待誓言也会力不从心，有的
人到别处去读书，联系也渐渐断了，有的人互相忘却，与前
者也无什么区别。渐渐的，“朋友”这个字眼从我的生活中



消失了。

曾经，也努力过，不让这关系断开，毕竟上下六年的时光，
或许是不甘心。后来才发现，有时你去挽救一些事，失败的
不在于你自己，而在于对方的冷漠扼杀了你的想法。或许也
正是这样，让我们失去了太多。

我追忆小学时光，并不是因为它有着太多的美好时光，那并
不是我的小学时光，我的，更多是仇恨和厌恶的色彩。只是
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段还记得的校园时光，它很疯狂，也很幼
稚，让我成长，让我懂得。

我记得有人和我说过，有些誓言是用来忘记的，是的，我们
每天都在发誓，时间却总是可以打败他们，我们不能一直为
此后悔，为此操劳，该忘记的就该忘记，该放手的总要放手，
这就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吧。那些存在或不存在过的，都已成
为了过去，我们该做的是更好的过我们的今天，让我们在以
后回首毫无悔意，这才是美好的青春。

但毕竟，韩寒是以为“学生作家”，写出了批判性如此强的
作品，少不了的是来自社会各界人生的不同极端看法，有人
说完美，有人说荒谬。在我看来，韩文两者皆备，完美是因
为作为一个“学作”，却写出这样的作品，已经很完美。幼
稚，也正是因为韩寒是一个“学作”，和我们一样，处世不
深，对社会看得不全面，还不可以做出一个很圆满的结论。

但这也不可以说明韩文的不好，它的主题是青春，在我看来，
它就如青春，有批判，有青涩，有人说青春好有人说青春差，
但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青春，它也必然存在，存在于我们每
个人的血液当中。就如年轻的荆棘鸟般，只想每日都唱歌，
而不是只在意那最后的绝唱。青春不会是全部，但青春，那
充满叛逆和回忆的，会让我们去发现全部！



藏戏读后感篇二

有人跟我说，一听到藏戏，尤其是身在他乡，就仿佛又回到
在辽阔的草原上，感受着高原的蓝天白云，《藏戏》读后感。
这话并不夸张。藏戏的声音悠远而铿锵，象冰川汩汩的流水，
它是唱者全身气力的投入，它的感情充沛而丰富，曲调跳动
而激越，带点悲伤，带点忧郁，更包含沧桑;藏戏是高原的艺
术，自然融入的高原的气魄与雄浑。一顿一扬，忽高忽低之
间，贯穿消融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因此听藏戏实际也是在感
悟和体会，一曲一调，一章一节也许正应和了你心灵深处的
真性情，所以有人在听时便边舞边合，这便是藏戏唱功的神
奇了。

藏戏的形式也大有可说之处，仅面具就多样而且表意丰富，
这有点象京剧，借助脸谱能够反映人物的性格形象，不过前
者的色彩不是直接勾勒在人脸上，藏戏佩带的面具造型粗犷、
抽象，读后感《《藏戏》读后感》。从形状上分，藏戏面具
有直板式的，也有形象立体的，而质地则多为皮革、绒布，
也可以泥塑而成。至于颜色的表意：黑色代表阴险，红色代
表权力，黄色代表智慧……传统悠久，博大精深，这就是藏
戏得以传世的根本所在了。有着千年悠久历史的藏戏艺术，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洗礼之后，时至今日，犹如一朵
盛开在西藏高原上的雪莲花，深深地扎根在西藏人民的心灵
深处。藏族人民通过它歌颂生活的真、善、美，鞭笞现实中
的假、恶、丑。可以说，她是藏族群众衡量生活的一把尺度，
是高原儿女创造的一个艺术奇珍。

藏戏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们预学了第十五课《藏戏》。《藏戏》这篇课文，它
的作者是著名作家马晨明。下面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预习方法。

我从这边课文中找出它的优美词语，句段欣赏，和读书感想



写在了预习本上。首先我摘抄了课文的优美词语。有：哄堂
大笑，能歌善舞，吃喝玩耍，毫不嘻嘻，毫无倦意。

我认为比较美的句子是：被掀翻在野马脱缰般的激流中被咆
哮的江水吞噬，藏戏的种子随之洒遍了雪域高原，雪山江河
作背景草原大地作呗做背景。

藏戏的艺人们席地而唱不要幕布不要灯光不要道具只要一鼓
一钹为其伴奏，别无需求，只要有观众就行，不同的人物用
不同的腔调来唱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舞蹈动作来表达，不同
的流派不同的戏班更是有各种风格的表演形式。

最后我坐在桌前认真的翻阅藏戏这篇课文。品味着他的思想，
我的读后感受是：唐东杰布是心地善良的人，在他人的嘲笑
与不解中不言放弃，发誓架桥，最后架桥成功。他永不向困
难低头。我收敛了随心所欲的心情，虔诚的坐在桌前，我激
情澎湃，热血沸腾，为了我的梦想，我要展开翅膀，我要永
不止步的前行。

藏戏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我读了《藏戏》，本来是觉得很无聊，没有什么事
情做，于是就翻了一下语文书，无意间翻到了《藏戏》这篇
课文，刚开始我想：切!这作者真无聊，戏有什么好写的啊，
河南频道晚上《梨园春》栏目不是天天播么?但是我看到了前
几句后，我才知道，“藏戏”，不是普通的戏剧。

文章开头写了：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世
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
剧种一部戏可以演出三五天还没有结束的呢?只从这几句话中，
我就可以理解到“藏戏”与“豫剧”、“京剧”、“黄梅
戏”······相比来说，是比较另类的，因为我
想：“藏戏”竟然带着面具演出，而且还没有舞台，更不可
思议的是一部戏竟然演三五天还不结束演员们真厉害啊!



这就要从西藏高僧唐东杰布的传奇故事讲起了。相传在雅鲁
藏布江上没有桥梁，但是有许多人们试图想过河，都被咆哮
的江水吞噬了，唐东杰布为了架起桥梁让人们过河，就许下
宏远发誓架桥，但当时的塘东杰布一无所有，招来的只有一
阵阵哄堂大笑，唐东杰布在山南琼结，认识了七位能歌善舞
的姑娘，组成了第一个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演宗教
故事，历史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后来人们被塘东杰布感动
了，就开始支持塘东杰布，有的出钱，有的捐出铁块，有的
人跟随塘东杰布出力帮忙架桥，就这样，唐东杰布在雅鲁藏
布江上架起了58座铁锁桥，同时，人们也爱上了“藏戏”，
当人们被姑娘们俊俏的容貌，婀娜的舞姿所陶醉的时候，不
禁发出感叹：莫不是“阿吉拉姆”下凡跳舞了吧，后来，人
们就把藏戏称为“阿吉拉姆”唐东杰布成为了藏戏的开山鼻
祖。

看过这篇课文后，我明白了，只要敢于去做，没有什么事情
不可能，我想到了我自己，平时改作业时，我总是喜欢问别
人，很少自己思考写出来，现在我知道了，只要自己思考也
能做出来的。

藏戏读后感篇五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戏曲种类繁多。这篇课文主要讲了被称
为活化石的藏戏的由来及特点。王老师的这节课，既体现了
新课程的理念，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表现了平实，扎
实，真实的独特个人风格，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课
堂。

一、每一个教学环节的设计，都紧紧围绕教学目标，指向明
确，为课堂教学服务，不走过场，不摆花架子。例如导入环
节，老师为学生出示了一段藏戏的视频资料。这就真切地让
学生了解了藏戏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受生活环境影响，孩
子们平时都没有见过藏戏。这种导入方法，为学习课文内容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看了视频资料之后，老师引导学生



说出视听之后的真实感受。孩子们普遍感觉到藏戏并不好听。
这既是对学生的尊重，同时又引起了每一个学习者的思考：
为什么藏戏能够流传至今?对探究课文的主旨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导向作用。

二、探究学习过程中，老师能引导学生围绕课文内容，抓住
文中的反问句、比喻句，扎扎实实地进行语言文字训练。例如
“难道……不……”的反问句训练，而且老师能在此过程中
多元地评价学生的回答，对学生学习自信心的建立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三、抓住时机对所学知识进行迁移。在学习藏戏特点部分时，
老师结合句段引导学生思考这样写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这样
写?这样的句式可以用哪些文体中?培养学生学知识、用知识
的好习惯。

总之，我们从这节课中，看到了王老师扎实朴素的教学风格，
领略到她娴熟高超的教学技巧。这是一堂值得品味、令人深
思的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