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弈的读后感(大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学弈的读后感篇一

《学弈》一文中记载：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足以可见，
弈秋棋艺精湛。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弈秋是一位称职的老
师吗？在反复咀嚼文本，并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考证，我
发现，弈秋并不是一位称职的老师。

首先，弈秋只是把他的所知所学传授给学生，却未顾及到学
生上课时的状态或态度。从“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
缴而射之”可见，他不善于观察学生上课时的状态，导致学
生中的一人分心走神，无法取得良好的成绩。我想，一位称
职的老师，他是决不会也不允许在自己课堂上学生如此“大
阵仗”地心不在焉啊。

其次，弈秋的学生仅是两个人，就有一人分心走神，那可是
百分之五十的几率啊。如若是一个组，一个班，几十个学生
呢？他又如何顾及？如何教授？家长们信任他，相信他，他
却无法让学生成才，这怎么能称之为称职的老师呢？从“为
是其智弗若与”句，我们得知，这个分心的学生并不是智力
不行，而是智力不在线——他掉线了。所以，在学生智力都
正常的情况下，俩人落差竟如此之大。我想，为师者，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学生上课认真与否，学习态度如何，便都在
老师的眼里了。不是吗？一位称职的老师，当学生在课上出
现异常举动时，他都会采取恰当、适当的方式，正确引导这



位学生重新进入课堂，及时纠正学生的行为，让学生重回正
轨。

再次，若是一位称职的老师，他讲的课必定会使人兴趣盎然，
学生们听着也是喜欢的。那么弈秋所教的课，是有多无聊才
会让学生“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若是只有真正热爱下棋
的人，才能听得进弈秋的教诲，可见弈秋的课并不大众化，
他的课不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没能勾起学生们对下
棋的热爱。可见，弈秋并不是一位称职的老师。

当然，一位称职的老师得学识渊博，这一点“通国之善弈者
也”的弈秋是完全有资历的，除此之外，他还要有一定的专
业素养，要有丰厚扎实的教育教学经验，这也成为称职老师
的关键啊。称职的老师应该以全面为基础，尽可能做到因材
施教，否则，他的课程只能授给一小部分人。

最后，称职的老师要懂得将单纯的以传授知识为目标，转变
为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目标，使学生
可以在遇到另一种从未见到，难以解决局面时，能做到自主
思考，想到解决方法，尽可能游刃有余地解决困难。这才是
一位称职的老师该做、会做的，然弈秋并没有做到。

所以，综上所述，弈秋并不是一位称职的老师。

学弈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中国思想家孟子《学弈》一文后，让我懂得学
习不能三心二意，专心致志才能有所收获。

《学弈》这篇课文主要讲全国有一个下棋能手教两小儿下棋，
一人专心致志，另一个却想拉弓射空中的天鹅，结果两人的
学习效果不同。

中国有句俗语“笨鸟先飞”，一个人即使比他人笨一些，只



要他刻苦学习，不耻下问，也会有所成就的。对于一个不认
真学习的，即使教授来上课也没有用。态度决定一切，好的
态度才有好的人生。

《学弈》这一课告诉了我们取得优异成绩不完全在于聪明，
而绝大因素取决于一个良好的态度。学弈读后感500字（三）

最近我学习了《学弈》这篇课文，学弈就是学习下棋。一个
人专心致志，结果学得很好。另一个人三心两意，结果一事
无成。这说明了做任何事情都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两意，否
则什么事也不好。

学弈的读后感篇三

上一个学期老师带着我们学习了六年级的很多课文，让我感
受最深的就是古文《学弈》这一篇课文了，它让我生受启发。

《学弈》这一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奕秋叫两个小孩下棋，
一个专心致志的学习，只听奕秋的教导；另外一个人三心二
意，一心想着有天鹅飞过想搭弓拉箭把它射下来。结果前一
个人学得好，后一个人学的差。

而我就像那个学的差的人。只要我觉得无聊的东西我都会放
弃，或者是心不在焉的。比如说：妈妈把我报了围棋的兴趣
班，起先我很是高兴。可是到后开学习了一两节课后，我就
觉得没有心情再学下去了，我就每堂课都看着窗户外面的小
鸟。结果到了考级的时候，我一无所知，结果就下的一塌糊
涂，而且我连最基本的下围棋的基础都不知道。

所以说：学习一定要专心致志，绝不可三心二意。

《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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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语言学

暑假学做饭随笔

符号学原理

茶学简历模板

浅谈广告语的语用学及文体学特征

试论广告语的语用学及文体学特征

学弈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学了《学奕》这篇课文，这篇课文给了我很大的
感受。

这篇课文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前有一个下棋高手，他叫奕秋，
有一天，他教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听讲专心致志，弈秋
讲的每一句话，那个人都专心听着。而另一个人呢?他们两个
截然不同，另一个一看以为在专心听着，可是，他早就心不
在焉的想些别的啦、在想些别的事情。最后，他俩的技术也
不同，一个走向了成功，另一个呢?却不如他。难道是他笨?
不不不!是他不认真学。

比如，我上课，我总是想做些小动作，总是上课想晚点什么，
每次到考试，我只能考九十多分，我们班的别人，是和我同
一个老师教的，人家能考一百，我才考九十。

同样是学棋，一个专心致志，学有所成，另一个三心二意，
技艺平平。这不是后者没有前者聪明，后者求学是没有坚持
不懈的精神，而是他没有一个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无论做
设么事都要一心一意、脚踏实地的朝着目标走下去，在同等
条件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学弈的读后感篇五

俗话说得好，态度决定一切，这篇文章就印证了这个道理。

这篇文章讲的内容是：弈秋——这个全国上下有名的.棋手教
两个人下棋，一个人专心致志，另一个却一心二用。结果，
那个专心学弈的人获得成功，而那个一心二用的人却一事无
成。是智商的问题吗，当然不是。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牛顿从小就
不太聪明，但他努力追求真理，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反
之，即使你有爱因斯坦般的大脑，不认真学习，最终也只是
一事无成。态度决定一切呃，让我们一起追求真理，一步一
步走向成功的彼岸！

学弈的读后感篇六

这天，我们学完了新学期的第一篇课文《文言文两则》，我
内心感触最深的是第一篇文言文《学弈》。《学弈》这篇古
文主要写了下棋高手弈秋教两个人下棋。虽然两人在一齐学，
但两人的学习态度却截然不同。一人专心致志，谨记弈秋的
教诲；另一个人则在做白日梦，一心以为有天鹅要飞过来，
想用弓箭将其射下。

看来这篇古文，我深受启发，我觉得有时我们和这两个学棋
的人很相似。

记得有一天，我们快要期末考试了，数学老师就帮我们复习
这一学期所有的体系及知识要点。一开始，我们听的十分认
真。可到了之后，老师讲到计算圆的周长及面积的时候，有
的同学就不再听了。因为这是本册书中最难的，老师反反复
复讲了好多遍了，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翅膀硬了，能够飞翔
了。”结果在大考的时候被扣了分（校对的时候明白的）。



其实，不管这种题讲过多少遍，哪怕是100遍，但当你听
到101遍的时候，你会对这种题有一种新的认识，同时也会收
获一份新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应认真的听老师讲题，要专
心致志，不能心不在焉，要想学弈中的前一个学生那样谨记
教诲，这样才能学业有成。

读了这篇古文，我明白了学习时必须要专心致志，认真记录，
这样才能取得好成绩。做人处事也一样，要脚踏实地，坚持
到底。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马马虎虎的学
习，你将一事无成。

学弈的读后感篇七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全国最会下棋的奕秋同时教两个人下棋。
但是他们的学习态度不同：一个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
而另个人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缴而射之。虽是与同
伴一起在学，但却心不在焉。同时学棋，三心二意的人永远
不如专心的人学得好。这个短小的故事，给了我多少启迪啊！

其实，我以前就是一个学习上不太专心的人，常常是干这件
事还想着另外一件事，有时候，心里像长了毛刺似的，总不
能脚踏实地的学习，生活中的我得到了许多教训。著名画家
达。芬奇说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克服任何障碍。”这句话
说得真是淋漓尽致啊！那个三心二意的人是不如别人聪明吗？
当然不是，因为他没有顽强的毅力，没有刻苦学习的精神。
我要向《学弈》中专心致志下棋的人学习，做什么事都要一
心一意，培养自己顽强的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