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中读后感评语(大全8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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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一

在两百多年前，此书一出就惊动了当时的社会高层。一边是
烧书，一边是捧书，一边是“伤风化”的书，一边是“风情
旖旎”的奇情书。

其实我倒认为《红楼梦》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贾宝玉与林
黛玉的爱情悲剧也不是中心故事，但这一败涂地的悲剧确实
是整部书的主要线索，无论怎样我们也都曾经为这两人的结
局深深地感到遗憾。

当然在地主阶级的两个叛逆者企图主宰自己的婚姻与命运，
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先说说林黛玉的个性与思想。她“孤傲自许，目下无尘”，
同周围的环境表现出明显的不合拍，“所以贾府里除了宝玉
这个知己是很少有人喜欢她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刀剑
双寒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一
首葬花词就写尽了周遭环境的污秽，逼迫的激愤和对茫茫前
途的绝望与哀愁。她的尖酸刻薄和好哭的特点，也源于此。
是一个具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的典型。

而贾宝玉也是一个精神叛逆的典型，作为大观园里的富贵闲
人，贾宝玉自然有许多公子哥儿的习性，在他身上深深地打
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烙印。但是，他同贾珍，贾琏，薛蟠之流
相比，确实别具一样的性情。他不走所谓读书应举，出仕做



官，立身扬名，光宗耀主的正道，反而攻击那些热中于功名
利禄，仕途经济的人。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
是“混帐话”，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
只钟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写渣滓浊沫而已。”他甚至怨恨
自己“为什么生在候门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
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着粪窟泥沟：富贵二字，
真正把人荼毒了！”这些思想与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
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

所以宝黛他们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她从来不认为宝
玉说的那是混帐话，认宝玉做知己，他们的爱情也是建立在
这种共同的叛逆精神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
征：一是贯穿于他们的思想性格中的对封建正统，特别是对
程朱理学以及八股科举的反逆思想；一是对自己，对自己的
家族，也就上对本阶级的前途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的感觉。
林黛玉也许是因她是个女子，又处于无权无势，孤立无援的
地位，所以生存的压力更重，愁与恨也就郁积欲多。一个是
希望“一杯净土掩风流”，一个则希望化成飞灰，化成轻烟，
或者死后被“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
再不要托生为人。”一方面是与周围极不相符的叛逆精神，
一方面有对这种阶级产生的绝望感与没落感。

这种叛逆的思想，在当时反映在爱情上是带有相当强烈的病
态，畸形，伤感的。也只能落个“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
亡两不知”的结局了。贾母与王夫人处心积虑策划了一场骗
局，硬是要把薛宝钗嫁给宝玉无非是为了使联络有亲的四大
家族，亲上加亲，便于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旦到了维护
自己利益的关键上贾母即使将自己的命根子，心肝宝贝，置
于死地也在所不惜。而宝黛他们却把自己婚姻的希望一再寄
托再贾母身上，希望得到贾母的支持与允诺，简直是迂腐，
软弱之极。

悲就悲在我们看尽了这种荒唐的阶级观念产生的爱情悲剧，
还是无法避免在现实的社会中仍有被迫门当户对的才能成婚



的想法，让婚姻远离了爱情，直至枯萎，永远不断延续着悲
剧。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二

最早接触《透视课堂》，是因为它包含了各类量表，让我一
下子较清晰地了解各类指标，各种描述、观察方法。为了上
好找次品一课，我开始进一步阅读此书，并与我们的教学问
题进行比较。

在《透视课堂》的开篇，提出美国课堂中关注的四大问题：
动机、管理、教学、期望。随后在一个案例中，初步揭示了
四大问题包含的具体内容。比如：动机涉及到学生学习的动
力，管理则是教师构建课堂关系、管理结构，教学则是除提
问以外，还有教师的体态、处理学生回答的方法。期望则包
含教师的性别评价等许多潜意识的思维内容。

回顾我们身边的课堂研究，恐怕最关注的是教学部分。而教
学部分中，最关注的是技术层面的教学策略，即提问内容，
情境创设，教师的过渡与小结，媒体的运用，对学生基本应
答的引导以及课堂训练。在《透视课堂》中，教学部分则包
含更多的师生互动，就是目前我们绝大多数教师缺乏的课堂
生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观摩那么多优秀的课，却无法
实践的原因。因为没有人系统、科学地分析“学生反应后教
师的提问”（18页）究竟如何进行。还有“如何叫学生”
（19页），以及后文涉及到的教师语调、体态等方面内容。

仔细翻阅书目，你还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学生之间相互作
用”以及“学生多元化班级教学与因材施教”的详细研究。
可以说，这两部分也是一直我们日常教学中一直想要突破的
问题。但我们限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总是将合作学习变成公
开课的一个点缀。而“学生多元化班级教学”一般停留
在“多层次作业设计”层面。



再来看我们平时最易忽视的问题--课堂管理，也列入本书的
重要章节之内（第4章、第5章问题的防范与有效处理课堂问
题）。我想，这也许是作者针对美国基础教育一直存在的松
散问题而提出的。

但另外一方面它确实又是一种大视野下的教育。因为它充分
提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性平等，充分地体现教师应有的管
理艺术，而绝不是控制能力。在我们目前的教师成长过程中，
几乎都经历过课堂管理的考验，但它慢慢似乎划归到德育之
中，公开课又从来不会出现所谓的管理问题。于是，管理只
是停留在教师个人经验累积德范围之内。随着新课程的出现，
教学内容被极大丰富、提升，学生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
课堂教学中的不可预计因素增多，课堂管理应该也是我们要
面对的问题。《透视课堂》将给我们这方面有益的启示。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三

20xx年我们一共带天浩看了三部舞台剧，以《功夫熊猫》开
篇，以《大头儿子》收尾，三部舞台剧为娘我是精挑细选，
也算是在芸芸众生之中选得三味适合儿子的口味的美味，让
天浩初尝下舞台剧的魅力所在。

直到大头儿子看完的第二日，我和他爸要去看今年的麻花剧，
我告诉天浩，今天爸爸妈妈要去看大人可以看的舞台剧，等
你再大些就可以一起去。他表示点点头同意，已然在脑海里
形成了对舞台剧的感性认识。

如果说功夫熊猫是一场武术与中华艺术的国粹传承，那么巧
虎和大头儿子则是家庭亲子的小情节展现，前者更侧重于童
话故事的主线塑造，从引线寓意来提示孩子和父母那层更好
的`亲子关系，而后者则更直接于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展现，
直接了当地来歌颂中华传统美德，告诉我们哪些该做，哪些
不该做。



无论上述哪一场，抑或哪一种表现形式，都是好的，其实，
只要被大众所接受，且场场座无虚席，就是一台不错的舞台
剧。

而对于天浩来讲，我的用意所在已然明了，三岁的他，能够
看下来一场，认认真真地看完，从头坐到尾，对于我就是相
当受益了。他的感知，自在过程中，不用特意要求。如若能
一场比一场认知更多，带入更多，自然就是进步，也自然在
其过程中，就更为受益，再加上，又是难得的家庭亲子时间，
这种自然的关系融合，必然受益。

另外，对于舞台剧中设计的和小朋友的互动环节，这部剧也
很不错。这一次对此认为特别有趣的是，当月亮姐姐每每出
来阐述好的生活习惯，传统美德时，小朋友的声音可谓余音
绕梁许久也。当墨镜叔叔出场的时候，大家还会喊出
来，“不要不要”，孩子啊，多么纯真。

妈妈喜欢舞台剧，也不是刻意要把天浩你来往这方面来引导，
不过，原生家庭的影响，母亲的影响还是会有的。这当然也
没有什么不好，毕竟，在舞台剧的过程中，绝对是利大于弊
哦。好与不好也不是我都说了算，您不妨也可以参与一下。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四

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
由、勇于反抗的品格。“西天取经”表彰他见恶必除、除恶
务尽的精神。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
的镇压，被唐僧放出，同往西天。他已不再是一个叛逆者的
形象，而是一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专为人间解除魔难
的英雄。作者在承认这种处境变化的前提下，从另一方面，
即抗魔斗争中，歌颂了他的战斗精神。在重重困难之前顽强
不屈，随机应变，就是镇魔者孙悟空的主要特征。红孩儿捏
紧拳头，口吐“三昧真火”，烧得他九死一生;他依然抖擞精



神，强行索战。小雷音群神被擒，孙悟空却孤军深入，仍旧
与恶魔相斗。他又善于变化，以假为真，把妖精愚弄得不知
所以。他经常变作蟭蟟虫、小蝇子钻到妖洞里去摸底，或者
化为妖精的母亲、丈夫去欺骗它们。他好几次运用钻肠入肚
的方法反败为胜。例如狮魔张口来吞，他立时顺水推舟，在
它肚子里“跌四平、踢飞脚”，“打秋千、竖晴蜓”，疼得
狮魔满地打滚，满口求饶。等他决定钻出来时，知道妖精乘
机要咬，便机警地先用金箍棒探路，反叫它迸碎了门牙。他
跟妖精纠缠得越久，经验也越丰富，斗志也越昂扬。比起八
戒、沙僧来，孙悟空是最得力的护法弟子。

然而孙悟空的性格仍有其前后一致的地方。这除了抗魔的英
勇顽强外，还表现在他对神佛的桀骜不驯上。参加取经，他
先讲条件，观音菩萨才答应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取
经途中，他经常驱遣山神土地、四海龙王、值日功曹前来效
劳，稍有拂逆，那就要“伸过孤拐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
孙散散心”!仅仅为欺骗两个小妖，他便要玉帝闭天，“若道
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所以连玉帝也无可奈何
地“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终于答应他“犯
上”的要挟。对慈悲的观音，孙悟空敢骂她“惫懒”，咒
她“一世无夫”;对庄严的佛祖，他敢说是“娇精的外甥”。
而他那种斩尽杀绝的斗争风度，更直接抵触了佛教的戒律。
这位“西天取经”的孙悟空还屡屡以“大闹天宫”的历史为
荣，但最忌讳别人提起“弼马温”的旧名。因此可以认为，
孙悟空前后的命运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在性格上却自有一致
之处。现在，再回过头去认真看待《西游记》中的这只可爱
猴子。起初，他的可爱像不懂事的孩子，看似缺乏教养，其
实天性热爱自由习惯率性而为。尽管他将天宫搅和得天翻地
覆，我们还是觉得他可爱，因为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天性，
这就是他孙悟空的特色五百年后得以重回人间的孙悟空，在
经过了多年的沉寂之后，变作了另一种成熟的可爱。他再不
会那么骄狂，他的心中拥有了一个更宏伟的目标，不再为个
人的自由奋斗，而是为全体人民的幸福奋斗。克服重重困难，
清除祸害，完成伟大的事业，造福人群。最终我们欣喜地看



见他完成了这样的使命。

《水浒传》是中国经典小说之一，它真实地描写了以宋江为
首的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
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最终却
落个四分五裂，死的死，走的走，这不免使人为他们打抱不
平。

读完整本书后，在我脑中对好汉的印象总结成两个字"忠、
义"。他们忠是忠于亲人、人民、国家。他们在种种威逼利诱
之下，绝不改心，始终对国家忠心耿耿、赴汤蹈火，为在水
深火热中的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他们义在义于兄弟、
朋友。他们可以为朋友冲锋陷阵、两肋插刀。"义"还可以理
解为正义，他们都是一个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一个品
质高尚的人，他们为了正义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
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告诉他们，什么事应该奋不顾身而
奋战到底，什么事应该不用拔刀相助。一个义字虽然只有简
简单单的几笔，但要实现这个字所包含的意思，相信这个世
界上能做到的人也没几个。因为大多数人们的"义"已经被内
心的自私、贪婪等邪恶的品质吞噬掉了。

在我的眼里，书中的贪官都是一条条贪婪又邪恶的大肥虫，
我一直在想，梁山好汉的结局不是这样该多好，结局如果是
好汉们因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打抱不平的思想，替天和百
姓行道，除去了大多数贪官，使百姓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想这肯定是当事所有百姓和正义之士的迫切愿望。

总而言之，梁山好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我
们不该向往贪官的这种生活，要具有正义感，内心拥有怎么
也擦不去的"忠、义"二字。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五

尽管海伦最终也没有再见到过光明，但是我知道是莎莉文老
师点亮了她心中那盏希望之灯；尽管残疾的海伦用惊人的毅
力取得了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莎莉文
老师的引导和陪伴，那么残疾的海伦也许会永远任性和顽劣。

海伦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但我更敬佩她的老师：莎
莉文。童年时，莎莉文接近全盲，又因母亲的去世和父亲酗
酒，她和弟弟被远亲强行送进了孤儿院。柔弱的她学会了用
暴躁态度对待外界的欺辱，学会了用拳头保护自己。管理员
威胁她：即将与弟弟吉米永远的分隔管理！狂躁的女孩突然
安静下来，停止暴跳如雷，逐渐松开攥紧的双拳，只为了唯
一的亲人能够留在身边。看着曾经不羁的女孩把弟弟紧紧揽
在怀中，我理解她流落的泪水，曾经的暴戾只是遮掩内心的
恐惧，曾经的拳头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点安全感。同所
有善良的女孩一样，莎莉文视亲情胜过一切。她的确是位可
怜，可爱又可敬的女孩。莎莉文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盲校争
取到了治疗眼疾的机会。痊愈后，她过上了常人的生活，选
择家庭教师为职业。她来到了残疾儿童海伦的身边，见既聋
又瞎的海伦在无理取闹，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因为经
历，所以理解；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因为宽容，所以引导；
因为引导，所以严格；因为严格，盲童海伦在莎莉文的教育
下开始转变，成为了一个有气度、有规矩、有学识、有能力的
“四有好学生”。海伦就读于哈佛大学时，莎莉文一直伴随
在海伦的左右。同堂且同桌，半盲的莎莉文快速把教授讲述
的内容拼写到学生海伦的手掌上。因为残疾，她们师生二人
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更多：莎莉文每天都要在海伦的掌心拼
写单词达五个多小时！海伦喜悦捧起大学毕业证书那一刻，
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为了不耽误海伦的学习进度，莎莉文
老师在校四年时间里，超强度、超负荷用眼，把仅存的半盲
视力也彻底丧失了。坚持，是莎莉文老师对学生海伦最负责
任的交代，让手捧书本的我感慨万千。



莎莉文老师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我想她在天堂里定是一
位美丽的使者，有着洁白的翅膀，有一双明亮睿智的眼睛。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六

《冰心散文集》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其中，我最喜欢《一只
小鸟》文章。

《一只小鸟》讲述的是一只小鸟对大自然充满了新意，它飞
到枝上唱起了歌，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清–轻–和–美，唱的
时候，好像“自然”也含笑倾听一般。树下的许多孩子听见
那歌声后，觉得非常优美动听，从此，孩子们每天都来听它
唱歌。可不久后，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天，小鸟正唱着
动听的歌儿，突然，一颗子弹从下面射了过来，小鸟翻了个
身从树上跌了下去。这时，两只老鸟从丛林中飞了出来，接
住了它，衔上巢去。它的血从树隙里一滴滴的.落到地上来。
从此，孩子们再也没听到那歌声。

读了这篇文章，我为那只小鸟而感到伤心。我们不能去伤害
它们，而是去保护它们，因为只有和谐才能创造和谐。

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我就被受感动。我仅仅读了第二篇文章
连我这个男孩子都情不自禁的掉下了眼泪：

文章题目《一只小鸟》讲得是有一只小鸟，它的巢搭在最高
的树枝上，它的羽毛还不丰满，不能飞;每日在巢中唱歌。这
一天早晨，它的爸妈都去觅食了。只有它一个人在巢中，它
很无聊，便又唱起了歌，它唱的歌满怀着清——轻——
和——美。许多人听到了歌声都来听它唱歌。小鸟也很乐意
唱歌。就这样，小鸟天天出来唱歌，人们也天天来听它唱歌。
可有人就是图谋不轨，想乘小鸟唱歌时用弹弓将小鸟打下来。
这一天小鸟唱歌时，一个弹子从下面射上来，它一翻身从树
上掉下来。斜刺里它的爸妈子弹似得飞了过来，接住了小鸟，
将小鸟衔到了巢里轻轻地用嘴把小鸟流出来的血舔干，可小



鸟流出来血好象无穷无尽，血越来越多，都沿着树干流到了
下面人的脚上，人们还想听见小鸟那清——轻——和——美
的声音，可是，再也听不见了，人们很后悔，就把这一天定作
“后悔日”

浮躁的心终于静下来了，也许与天气有关。也许并不，心静
自然凉。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七

“一个男孩，渴望经历另类的生活，不仅仅是浪漫。

一个男孩，轻易不会把内心世界的门敞开，因为――他自己
还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正是因为生活中的模糊不清，他才易于冲动，做出一些超常
的举动。

一个男孩长大成人后，他常常会独自苦笑，会认真地问自己：
“某年某月某日，那件事，是我做的吗？”

某年某月某日，也是纪念。”――《男孩的街》

在所有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列车，在黄昏驶过小
站”。其中，黑呜和吴声这两个人物我都对他们刮目相看。
黑呜是一个大胆的孩子，也是一个奋不顾身的孩子。他在作
文里将真实的事情写了出来，也做了很多别人都不敢做的事
情。相反，吴声则有一些懦弱，是老师们都喜爱的好学生。
当我看到这时，心中很快就在猜测结尾：肯定是黑呜做了一
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吴声却只是默默的在一旁。然而，
我错了。看似懦弱的吴声，也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然
而到最后，竟然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喜欢这个
故事在于它有很强的对比性，一个在学习上不怎么好的孩子，
却敢作敢当，见义勇为。我原以为相反的好学生肯定不怎么



讨人喜欢。结果却并不是这样的。我喜欢黑呜这样有个性的
男孩，同样，也喜欢吴声。

而在这十二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最有意味的，还是“他和他
永恒的朋友”。在这一个故事中，一个瞎了眼没有腿的小男
孩是主角。他每天会到院子里，这时，会有许多鸽子飞来。
小男孩跟其中一只鸽子“签订”了“好朋友契约”――在那
只鸽子的腿上绑了一块布。直至有一次，那只鸽子被炖成汤
送了过来。小男孩的一切都破灭了。小男孩的父母为了不让
他伤心，将每只鸽子的腿上都绑了一块布。这是一个谎言，
但善意。

男孩的内心，有些脆弱，但强大！

初中读后感评语篇八

今年寒假，我读了许多书，比如：《作文通讯》、《小学生
作文》、《童话王国》、《百科探秘》……但是让我印象最
深的，还是《撒哈拉女孩穆娜》。

罗伯特是个九岁的男孩，他和三岁的妹妹苏珊，还有爸爸妈
妈住在一起。有一天，妈妈带回家一个叫穆娜的撒哈拉女孩，
她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暑假。但是他们生活习惯不一样，闹出
了不少笑话。

罗伯特妈妈带着罗伯特和穆娜去买东西。他们来到水果店，
穆娜拿了几个橙子、一个桃子和一个香瓜。她幸福地
说：“我喜欢的.水果，可以随便拿，不用问别人，那我就把
它们都拿回家去吧。”罗伯特妈妈没法让她理解家里的水果
不需要请示就可以拿去吃，而水果店里的水果要先付钱才可
以吃。我看到这里，都快笑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