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模板6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
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
的报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篇一

读一本好书，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总想一口气读完。
近日，有幸读了丛智芳老师的《语文教育的理智与情感》，
就读出了这样的感觉。

那温润的语言，那细腻的情感，那善良的心灵，那美好的观
点，都吸引着我跟随她一起走入语文课本，走近了她身边的
老师、朋友，了解了她熟知的名人，重温了童年，品味着经
典。这是一次心灵上的绝美瑜伽，一段情感上的愉悦旅程。

丛老师的情感细腻，语言流畅，读她的文章如水入口，舒爽
自然；如酒入心，醇美醉人。捧书细读，如同流连在香气四
溢的小径上。在沁人心脾的甜香里，时而会为一朵小花驻足，
时而会被一株异草牵引，正是“掬水月在手，弄花满衣香”。

读丛老师的“细读文本”，常常被她对教材品读之“细”而
惊到，她怎么就能有那样的独特视角，怎么就会有那么敏锐
的触觉：《不要小瞧一只狗》中，那狗竟是个温暖的存在，
有了它，画有了趣，人有了情，家有了生机。《晏子的语言
艺术在哪》中，晏子的语言艺术是把难听的辞语说婉转，把
硬话说软和，声色俱厉却不动声色，义正词严却嬉皮笑脸。
《草原之外》中，“这次，我看到了草原。”这句竟然是因
为老舍看到草原后，颠覆了以前对草原不好的印象。《这般
写花为哪般》中，这般写“花钟”，原来是为取其形象灵动、
华丽之美和简洁之美交相呼应，长句和短句彼此照应，读起



来有音乐般的错落感。

丛老师书中关于语文教学所举的例子，都是她亲自上过或听
过的课堂实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丛老师所倡导的语文教
育观：“品味词语的表达效果，如果看不到它身上作者的情
感因素，语文味还是淡的，还是浅的。”“随文说写要立足
文本，选择合适的路径。训练要从文本中来，又到文本中去。
”“解读教材要有成人的视野，儿童的视角；科学的视野，
语文的视角；原著的视野，篇章的视角。”“教师一定要知
道每一课要教什么，怎么教要完全服务于教什么。”“教语
文本体性内容，就是语文味的体现。”丛老师反对对教材的
过度解读、定式解读、偏执解读；反对朗读教学中标注重音
的机械“教”，反对教师朗读前给学生定个情感的调子等等。
这些观点都促使我们在被课改热潮冲得头脑昏昏时，冷静下
来对以往的教学进行理性的回视和思考。

读丛老师的书，还能认识丛老师的良师益友。在读丛老师的
文字时，丛老师所热爱和熟悉的人便会跃然纸上，让你也觉
得熟悉和热爱起来。诗人风度、文人做派的程郁缀教授，儒
气雅致的曹文轩教授，还有那爱读书的王文儒校长，主
持“真人图书馆”的官员魏子华等等，都让人自然地感觉到
很亲近、很可爱。读丛老师的《是真的吗？》为她遇到谭国
军老师感到幸运，不由自主给她发了个信息：“真希望我们
的教师队伍中多一些谭老师，他们会让更多的孩子在童年学
习中充满幸福和快乐，谭老师们就是孩子生命里的阳光！”读
《丁培忠老师二三事》，虽然文字既不煽情，也不渲染，但
平实的小事中却蕴含着对丁老师的敬佩、爱戴和缅怀之情，
读来让人鼻子发酸，感动不已。读着读着，就感觉这些人，
那些事，早已融入了一個挚爱教育的人的生命里，并成为她
的气质，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我和孙志毅老师有同感：“丛老师酷爱文字、文学、文化。
表达已经到了自然流畅、不着痕迹的地步。鸡零狗碎的小事，
在她的笔下却韵味悠长。”读她书中的“阅读儿童”部分，



从汩汩溪流般的文字中读到了别人的童年、自己的童年、书
中的童年、生活中的童年，也看到了丛老师的童年：她爬过
的大树，她养的小鹌鹑，穿着自己印了杨树叶子图案的老三，
会讲故事、有很多小人书的姜富，家里熟了杏子的小蛮，眼
睛看不见却多才多艺的奇人二哥……一切在丛老师的笔下都
充满了童真之美、童趣之美、童言无忌之美。丛老师是在留
住童年的懵懂、天真、幼稚和傻气，是在赶走可恶的教
者“行脚僧”，做一个美丽的天使，保护孩子们稚嫩的自尊
心，给孩子们保留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童年。

只有多读书，才有消化生活的胃。早就知道丛老师爱读书，
却没想到丛老师读书如此之多、之广、之深。仅本书中谈到
的就有《语文教育一家言》《今日花开又一年》《生活十讲》
《借我一生》《红楼梦》《蒋勋说红楼梦》《世说新语》
《诗经》《论语》《庄子》、《孟子》《退步集》《没有围
墙的学校》《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给教师的建议》《今
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叶圣陶教育名篇》《冯友兰谈教育》
《顾随诗词讲记》《简·爱》《第二性》《爱弥尔》《大教
学论》等等达二三十本之多，都是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教育
经典。由此可知，丛老师为什么对教育有那么理智和鲜明的
思考，为什么写起文章来有那么精准和诗意的表达。如果教
师朋友还不知道该读什么书，该怎样读书，那就先读读本书
中丛老师“读书生活”的篇章，然后再去读丛老师读过的书
吧。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一位智者谈话。”我还
要加一句：“何况这位智者是一位美丽的、博学的、知性的、
温婉的女性呢！”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篇二

《理智与情感》与《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丁同时代的两
部小说，是她的姊妹篇。都是以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的乡村为背景，书写中产阶层家庭女子的爱情与婚姻。书中



主要写的达什伍德家的两个女儿的爱情与婚姻，给人留下了
较深的印象。

大女儿艾丽诺是个冷静稳重，遇事沉着有主见的女孩，既感
情充沛又保持冷静，有爱时能好好爱，无爱时能克己复礼，
不亢不卑。艾丽诺爱上了嫂子的弟弟爱德华·费拉斯，她喜
欢爱德华坦率热情又随和，并且爱德华受过良好教育，头脑
灵泛，为人低调实在。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艾丽诺感觉爱
德华也是喜欢自己的，只是他始终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后来
得知爱德华早在两年前与他的照应人的外甥女露西订有婚约，
而爱德华也认为不能轻易与恩人的外甥女毁除婚约，心里却
又很喜欢艾丽诺，因此而闷闷不乐。艾丽诺尽管很悲伤却也
只能竭力克制自己，平日里的交际应酬，行若无事。

因怒于爱德华私下订了一门没有利益的婚约，爱德华的母亲
废弃了爱德华作为长子的继承权，当艾丽诺得知了爱德华的
困境，在尽可能的情景下帮助爱德华寻得谋生之路，不求回
报，她只希望他可以过得好一点。而露西见爱德华没有了财
产收入，转而去勾引他的弟弟并与之结婚了。爱德华一接到
婚约解除书，谁也没有告诉，直奔艾丽诺家来找她，向她表
白。艾丽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真爱！而当爱情来临，艾丽诺
真诚地迎上去，没有丝毫的怨言和扭捏做作。你不来，我真
心祝福你；你来，我便好好爱你。

二女儿玛丽安浪漫热烈爱憎分明，一心想找个风度翩翩浪漫
多情的男子为对象。威洛比英俊潇洒，浪漫热情，与玛丽安
在山坡上邂逅后一见钟情，他们感情发展迅速，恨不得时时
刻刻待在一起，如胶似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们情投意合
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威洛比爱慕虚荣超出自己收入水
平的高消费行为已经使他负债累累难以为继，当威洛比在城
里遇到一个富家女后，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玛丽安的联系。
而玛丽安还在苦苦等待，却始终音信杳无。

布兰登上校是个三十五岁的未婚男人，十七岁的玛丽安最早



断定布兰登“年老体衰，不能结婚”，嘲笑他得穿法兰绒马
甲保护身体。布兰登虽然有不菲的身价和地位，但性格内向
沉默寡言，不会说好听的话，根本就不是玛丽安喜欢的类型，
却偏偏对玛丽安一见钟情而且痴心不改，明明知道她与威洛
比相爱着，他却不能自已，总是经常出现在玛丽安姐妹面前。
姐姐艾丽诺在妹妹不陪布兰登的时候，就陪着布兰登，姐姐
俨然已成了布兰登的知己，布兰登的心里话都喜欢跟艾丽诺
说，艾丽诺也越来越了解布兰登，便也越来越认可布兰登。
布兰登其实早就知道威洛比是个花花公子，知道在玛丽安苦
苦等待又不得音信的时候威洛比早已跟富家女打得火热，但
他不便于告知，而当威洛比把布兰登的养女弄得怀孕了又抛
弃了她时，他才对艾丽诺略有暗示。当玛丽安遇见正与富家
女约会时的威洛比，被他拒绝，然后又遭到书信的正式回绝
并退回了一切信物时，玛丽安痛不欲生，天天以泪洗面，进
而不吃不喝，一段时间后终于生了一场大病。在玛丽安生病
期间，布兰登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从不曾远离，默默地做着
需要男人承担的一切事务。玛丽安生命垂危时，他去接玛丽
安的母亲来见她，在路上忍不住情真意切地跟老人表达了自
己对玛丽安的深深情意，不管玛丽安是怎样的，他都爱她，
一如既往地深深爱恋，处在深深痛苦和担忧中的老人被这个
不善言辞的男人打动，在路上就答应了只要玛丽安还活着，
她就一定想办法让女儿嫁给他。

玛丽安在抢救了两天后终于醒过来了，她慢慢在恢复，布兰
登依然默默陪伴着她。玛丽安也慢慢不觉得布兰登有那么碍
眼了，觉得他变得可亲起来了，也慢慢的愿意和他说些话儿
了。死过一回的玛丽安，终于明白了感情里需要理智，她感
受到了姐姐的理智的光辉，并以她为榜样，学会控制自己的
感情。痛过，才知情深意浓！现在的她，已经愿意屈服于一
段新感情了，她感受到了布兰登上校的一往情深。默默守望
默默付出的布兰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的豪宅终于迎来
了自己最爱的女人。

威洛比得知玛丽安结婚的消息，感到极度悲痛，他感觉自己



已经彻底失去了她，即便自己愿意离婚也不可能获得玛丽安
的爱了。威洛比享受着富家女的物质条件，却又发现自己深
深厌恶她，她完全没法与玛丽安的美丽，纯情相比，他终于
发现，这辈子，玛丽安才是他真正爱的女人。小说的结尾处
写：“尽管失去玛丽安以后使他变粗野了，但他一直对玛丽
安怀有明显的敬恋之情，使他对降临到她头上的每件事都深
感兴趣，是他暗中把她视为女人十全十美的典范。在以后的
岁月里，出现了不少美丽的少女，只因比不上布兰登夫人而
被他嗤之以鼻。”呜呼！玛丽安终于成了这个浪荡公子心口
上的一粒朱砂痣。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篇三

人的心灵生活原是一种混沌，可以理解为我们出身以混沌，
认识开始也是以混沌开始，然后有所感唔，理性与情感的划
分只具有十分相对的意义，相对来说理性、意志、情感、它
们自已分别有高低之别。

理性有高低之别：低级理性即科学理性、逻辑、康德所说的
知性，是对事物知识的追求，高级理性即哲学理性、形而上
学、康德所说的理性，是对世界根本道理的追求。

意志有高低之别：低级意志是生物性的本能、欲望、冲动，
归根到底是他律，高级意志则是对生物本能的支配和超越，
是在信仰引导下的精神性的修炼，归根到底是自律。

情感有高低之别：低级情感是一己的恩怨悲欢，高级情感是
与宇宙众生息息相通的大爱和大慈悲。

按照这一思路，人性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低级部
分，包括生物意志、日常情感和科学理性，一是高级部分，
包括道德意志、宗教情感和哲学理性。简言之，就是兽性和
神性，经验和超验。丝毫没有新颖之处!我只是想说明，此种
划分是比知、情、意的划分更为本质的，而真正的精神生活



必定是融知、情、意为一体的。

周老师说：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是融知、情、意为一体的。
古代思想家老子到现代伟人周恩来他们给我们这个世界创造
了保贵的精神才富，他们身上有着如周国平老师所说：融知、
情意为一体的代表人物。我们是否在学习伟人的思想的同时，
也看到了伟人的思想的足迹。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篇四

最近两天，我把理智与情感看完了。此刻写一下读后感。

理智与情感与傲慢与偏见出自同一个作者，资料有相同之处，
这是作者1797年的作品。

1、作者是想告诫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交男友的过程中，就应
谨慎从事，不要轻易动情，任性行事。如果遇见一个条件优
越而用情不专的男子来追求，就以身相许，女方会受到极大
的精神创伤，难以自参。

2、姐姐埃莉诺十分有见识，遇事冷静，她的心地极好，富于
情感。她懂得怎样克制情感。妹妹玛丽安悲哀或者欢乐都毫
无节制，一切都好，就是不谨慎。玛丽安放任情感去支配自
我的行动。而埃莉诺不愿被这种冲动所摆布。

3、姐姐埃莉诺心眼儿好，起初是为了无条件地帮忙别人，结
果却是帮忙了自我。

4、“卖马看母”，母亲很坏，她的儿女有的也很怀。费勒斯
太太的有些儿女就是这样。

5、19岁的露西漂亮，起初爱德华看上了她的美丽。其实露西
很坏，缠住爱德华不放。之后爱德华没钱了，露西立刻抛弃
了他。在婚姻问题上男人只看女人漂亮，或者女人只看重男



人的外表，都是不对的。早晚得后悔。有时还可能是陷阱。
本文中的男主人公威洛比长的很帅，他是害人精。

6、文章的作者强调，如果能有一个心地善良的配偶，会对
他(她)的另一半有好的影响。相反，如果有一个心胸狭窄，
更加自私的配偶，会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

7、本文的作者用了超多的笔墨写了威洛比。这个人坏极了，
整天无所事事，玩弄女人的感情，不止一个。他无所事事，
又虚荣心极强，只是为了玩玩，一向成为习惯，他不控制自
我的感情，用各种方法讨好女人的欢心，又极不负责。其实
他早就想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子为妻，来改变自我的经济状
况，可釉让他继续好吃懒惰，挥霍无度。上天偏偏又给了他
仪表堂堂的外表，使他骗了不少女孩子。

我认为外国文学里有一样好，它深层次的剖析威洛比为什么
会成为这样的人。作者是这样描述威洛比为什么会成为这样
的人。其实早期的威洛比性格开朗正直，多愁善感，却因过
早地独立生活而养成懒散，放荡和奢侈的习惯。他的心灵，
品格和幸福都受到了无可挽救的伤害。社会环境把他变成为
好挥霍、慕虚荣;挥霍和虚荣心又使他冷酷无情自私。虚荣心
驱使他损人利己，追求亏心的得意。最后威洛比自我对自我
心灵上的谴责，比别人受到的伤害还大。

8、找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做自我的终身伴侣，这是作者强调的。
品德，人品比什么都重要。

9、共同的兴趣爱好也很重要。

10、作者同样谴责了女孩的母亲。强调了父母在女孩子择偶
方面的重要性，家长心中要有大局，要掌握好大的方向，要
有看透人的火眼金睛，要有见识。

11、从作者出版这篇着作到此刻，已经220xx年了。社会基本



还是没怎样变，男人择偶的要求是漂亮的女人，女人找的是
有钱的男人。我怎样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用头脑去思考问
题。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篇五

约翰．达什伍德夫人如今当上了诺兰庄园的女主人，她的婆
母和小姑们反而落到寄人篱下的境地。不过，这么一来，她
待她们反倒文静客气起来。她丈夫对她们也和和气气的，他
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之外，对别人充其量也只能如
此。他颇为恳切地请求她们把诺兰庄园当作自己的家。达什
伍德太太觉得一时在左近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如暂且呆在
这里，于是便接受了他的请求。

对于达什伍德太太来说，呆在个老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回想
起昔日的欢乐，倒也再称心不过了。碰到高兴的时候，谁也
没有她那样开心，那样乐观地期待着幸福的到来，仿佛期待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似的。可是一遇到伤心事，她也同样胡思
乱想，失去常态，同她高兴时不能自己一样，她伤心起来也
是无法解脱的。

“我父亲临终有嘱咐，”丈夫回答说，“要我帮助寡母和妹
妹们。”

“他准是在说胡话。那阵子，他十有八九是神志不清了，要
不然他就不会异想天开地要你把自己孩子的财产白白送掉一
半。”“亲爱的范妮，他倒没有规定具体数目，只是笼统地
要求我帮助她们，使她们的境况好一些，他是无能为力啦。
也许他不如索性把事情全部交给我。他总不会认为我会怠慢
她们吧。可他让我许诺时，我又不能不应承；起码在当时，
我是这么想的。于是，我许诺了，而且还必须兑现。她们早
晚要离开诺兰庄园，到别处安家，总得帮她们一把吧。”

当然，”丈夫一本正经地说道，“那可就了不得啦。有朝一



日，哈里会怨恨我们给他送掉这么一大笔钱。他一旦人丁兴
旺起来，这笔款子可就派大用场了。”

“谁说不是呢。”“这么说，不如把钱减掉一半，这或许对
大家都有好处。绘她们一人五百镑，她们也够发大财的。

理智与情感读书报告篇六

简?奥斯汀以反讽刺的手法写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情
感》，但写作技巧相当熟练。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人物个
性描述的都非常真实细腻，让人由衷地感叹简?奥斯汀对人性
的洞察。情节围绕着两位女主人公的择偶活动展开，揭露当
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以婚配作为女子寻求经济保障、提高
经济地位的一种风俗，重门第而不顾儿女感情和做人权利的
丑陋时尚。如同书名展现的那样，整个故事集中表现了“理
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

玛丽安是理智不足而感情有余；约翰?达什伍德夫妇是理智有
余而感情不足；而威洛比是感情上十分虚伪，表面上似乎很
有情感，实际上却冷漠无情，自私透顶。简?奥斯汀在故事里
对珍重感情的人物加以赞扬，尽管对哪些人在理智上的欠缺
也不时加以讽刺；然而对缺少感情仅有理智或是在感情上虚
伪的人，却表现出极度鄙视的态度。简?奥斯汀最赞赏的是埃
莉诺，因为她即重感情又有理智。这里也阐述了简?奥斯汀在
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即不能没有感情，也不能过于理智。故
事的女主角均追求与男士思想感情的平等交流与沟通，要求
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权利，坚持选择伴侣的自由。这在当时的
英国，应该是一种叛逆的行为。

理智与情感好比一把双刃剑，坚持理智，可能会伤了情感，
照顾情感，可能又失去理智。能很理智地处理情感，能在情
感的一定范围内保持理智，当然最好，这是运用这把双刃剑
的最好方式。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面临着取舍时，你
是理智多于情感呢？还是情感多于理智？或是像威洛比先生



哪样，表面上很有情感内心却很自私自利。所以，愿我们每
一个人都能驾御自己的理智与情感，而不是被它所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