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读后感受 作品家中学生读后感(精选5
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家读后感受篇一

上周五下午，上课回来，正百无聊赖地收拾桌子，一低头，
突然看到了邻桌老师桌子上赫然放着一本《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我的情绪立刻兴奋起来，伸手拿过来，翻看起来。

第一篇《迟暮》，第二篇《秋雨》，看着看着，近几日心情
一直在浮躁状态中的我竟渐渐浸入了张爱玲细腻、柔婉、深
刻、独特的文字中。

这是第一次看她的散文，那种感触真是细腻又与众不同啊。
再看她的生平，她写这些文章时竟然只有十多岁。

在《迟暮》中，她写道“多事的东风，又冉冉地来到人间，
桃红支不住红艳的酡颜而醉倚在封姨的臂弯里，柳丝趁着风
力，俯了腰肢，搔着行人的头发，成团的柳絮，好像春神足
下坠下来的一朵朵的轻云，结了队儿，模仿着二月间漫天舞
出轻清的春雪，飞入了处处簾栊。”喜欢这句话里她对桃花
的描写，拟人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桃花的艳丽娇柔，一
支桃枝上缀着那么多开得茂盛分外娇艳的桃花，此刻静倚在
封姨的臂弯里，真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啊。再看她笔下
的柳，那么多情，那么俏皮，正借着风儿，骚乱行人的发，
那柳絮在她眼里，就是春神脚下的祥云，正模仿着春雪，飞
入帘栊中。这样的句子，从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笔下流淌出
来，真是让人惊叹啊。



在《秋雨》中，她写道“雨，像银灰色粘湿的蛛丝，织成一
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多么形象啊，雨如蛛
丝般闪闪烁烁、牵牵连连、绵绵不断地笼罩于天地间，丝丝
缕缕，缠缠绵绵，如梦如幻，这是十六岁的张爱玲眼中的秋，
从她细腻多情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个温婉含蓄、眉宇间蹙着
淡淡哀愁的少女，那棵宿舍墙外种的娇嫩的洋水仙，似乎也
看懂了她的少女轻愁，此刻正垂了头，含着满眼的泪珠，在
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原来它们在叹息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
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熏蒸的雨天。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样
的描写中流露出了她怎样细腻的女儿心啊，再往下看“那墙
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
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
望”，淡淡的轻愁中不乏新生的希望，在那样一个如花的`年
龄里一味的愁怎不叫人心疼呢。

家读后感受篇二

上个星期我们数学组一起认真学习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学习以后自己有了一点。

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办学质量

我们的办学思想中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要
求。它突出了现代教育的片面精神，体现了对人，尤其是对
学生个性的尊重，它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学习者多样化选择
的教育，即是民主的，开放的，法制的，建立在信息技术平
台上的教育。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肯定，新
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学生
的就学率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成绩
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从国内外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
本上知识掌握的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
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
和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
力的培养。其实，我们早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一直在
强调素质教育，但成效不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
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
缚，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
索和改革。不仅如此，我们国家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
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
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别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
于教育事业。我们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二、提高质量必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
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把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
准。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注重教育内涵发
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建立
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教育资源
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
来。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建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作为一线教师，学习贯彻纲要精神，就是要加强自身师德修
养，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研究，不断学习，努力提高教学业务
能力，爱岗敬业，爱生如子。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把自己
的教学工作当做一种职业，做实做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
学质量，一句话，教师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家读后感受篇三

《银杏》是郭沫若写过的一篇文章，在我读完这篇文章时，
情不自禁的心里总觉得有种东西在升腾，虽然说不出来是因
了什么，可又一字一句地映在脑子里，慢慢的有了些顿悟，
而且越来越清晰。

作者文中虽然在描述银杏，但却是另有所指。难道他不是在
借银杏表述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明？不是在表述中
华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吗？端直、蓬勃、坚牢、庄重代表
着他的气质；媚妩、青翠、莹洁、精巧代表着他的魅力；滋
养、燃料、云冠、华盖则代表了他的美德。然而就是这样的
精神，人们渐渐淡忘了，他们吃着白果，却想着洋槐和幽加
里树。难道不是指他们喝着黄河母亲的乳汁，却在依阿取容，
做着媚外降敌的勾当。作者忧心忡忡，长此以往，中国会不
会从地面上隐遁下去。因此作者包含深情、发自肺腑地呼喊：
爱银杏吧！爱我们的国家吧！不要让我们中国几千年所传承
下来的历史文明和民族精神隐遁吧！

在当今的社会里，也存在这样的蛀虫、垃圾。有的披着奉公
为民的外衣，拿着国家的俸禄，背地里却做着贪腐敛财、出
国享受，祸害百姓的伎俩；还有的冷漠麻木、自私自利，成
了金钱的奴隶。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气节，就会被别人看不起，
就会变成社会的弃儿，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民族精神，
就会挨打，就要受气，也必将退出这个强敌如林的世界大舞
台。所以，这篇文章也是告诫我们每一位的中国人，勿忘国
耻，牢记使命，把我们中国的历史文明传承下去，把民族精
神发扬下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像一个巨人，永远屹立与
世界的东方。

在被郭沫若的深深的赤子之情感染的同时，我还感受着他不
拘一格的语言魅力。如：端直、葱茏、媚妩、依阿取容。这
些都折射出作者独具匠心，不取已成的个性与丰富的想象力。
确实值得我们后人的借鉴。郭沫若的作品就是耐人寻味，不



管是感情的体验，心灵的洗礼，还是写作技巧的纯熟，语言
的魅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家读后感受篇四

谈起朱自清的《匆匆》，不由使人想起高尔基咏物言志的名篇
《时钟》。尽管格调各异，但两位作家不谋而合，抓住人们
日常习见而又易于忽略的物象，或寄情述怀，或生发议论，
感叹韶华易逝，人生短促，亟需珍惜时间，爱惜生命，有所
作为。《匆匆》写于1922年3月，时当五四运动落潮之际。朱
自清面对令人失望的现实，心情苦闷，念旧、低徊、惋惜和
惆怅之情不能自己。但朱自清毕竟是一个狷介自守、认真处
世、勤奋踏实的人，虽感伤而并不颓唐，虽彷徨而并不消沉。
他在1922年11月7日致俞平伯的信中曾披露了自己矛盾的思绪：
“极感到诱惑底力量，颓废底滋味，与现代的懊恼”，“深
感时日匆匆到底可惜”，决心“丢去玄言，专崇实际”，实行
“刹那主义”。俞平伯曾评论朱自清的“这种意想，是把颓
废主义与实际主义合拢来，形成一种有积极意味的刹那主
义”，这种刹那观“在行为上却始终是积极的，肯定的，呐
喊着的，挣扎着的”(《读〈毁灭〉》)。了解朱自清写作
《匆匆》时的心态，有助于把握作者对光明流驶而触发的独
特审美感受。时间，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却又实实在
在地在人们身边无情而匆匆地流逝。朱自清以他丰富的想象
力，形象地捕捉住时光逝去的踪迹。文章起首，作者描绘了
燕子去了来，杨柳枯了青，桃花谢了开的画面，以自然物的
荣枯现象、时序的变迁作渲染，暗示时光流逝的痕迹。作者
由此想起自己二十四年共八千多个日子像“一滴水滴在大海
里”无影无踪，“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作者再进一步，
具体而微地刻绘了在日常生活中吃饭、洗手，上床乃至叹息
的瞬间，时间就此“逃去如飞”，自己过去的日子犹如“被
微风吹散了”的“轻烟”，“被初阳蒸融了”的“薄雾”那
样消逝。作者深感既然“来到这世界”，就不能“白白走这
一遭”，层次井然地揭示了题旨。朱自清珍惜寸阴的思想无
疑与古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和“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箴言的精义暗合，但因朱自清
“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
也会有惊异之感”(《“山野掇拾”》)，这一写法就使空灵
而抽象的时间概念化为具体的物象，给人以真切的质感和强
烈的流动感，仿佛成为人们朝夕与共的伴侣，鲜活灵动地呈
现于读者面前。引人注意的是，在时间的悄然流动中，在仅
只六百余字的短小篇幅内，朱自清运用多种修辞方式，委曲
尽致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清晰地把握住他的意念
流动的脉络。文章开头，作者以三个排比句来描写春景，把
燕子再来，杨柳再青，桃花再开，跟与之相反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相映衬，使人想起时光的流逝，引动思绪，点出题
眼，以抒情性的设问句式，提出时间是被人“偷了”，还
是“自己逃走了”的问题，深感时不我待。然后，在第二、
三段，紧接着前面的设问，引出另外的问题，作者把自己过
去生命时间的流喻作一滴水，把大自然“时间的流”比作大
海，以渺小和浩瀚两相对比，抒发了伤时而又惜时的感喟。
在时光来去匆匆中间，以拟人化手法，赋予时光的象征太阳
以生命，说太阳在自己身旁悄声地挪移，伶俐地跨过，轻盈
地飞去，作用为此而感到茫然和惶恐。他借饶有情味的太阳
之匆匆出没，寄托奔涌的情思，深化题旨。最后在第四段内，
作者全用设问句来追寻自己过去生命”游丝样的痕迹”，显
示了对生命价值的严肃思考和对生活执著的追求，并以“我
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作结，与开头反复和呼应，
表现了难以平静的心情。作者一方面发挥奇妙的想象力，另
一方面充分运用多种修辞方法，特别是用贯穿全篇的十一个
设问或反问句，作为情绪发展的线索，借有限的物象，展示
无限的思绪，并借助于精巧的构思，把“磅礴郁积，在心里
盘旋回荡”已久的感情加以极尽“层层叠叠、曲折顿挫之
致”(《短诗与长诗》)的表达，叩人心扉，耐人吟味。朱自
清凭籍对客观事物的精微观察和体验，以流动的传神的笔触，
通过融情入景的写法，显示了绘画的美和诗意的美。譬如，
他笔下的太阳，已非通常的自然景物，而是作者创造的一种
艺术形象，是作者将主观感情和客观外物融合而成的主客观
统一体，形神兼备，情韵独特。语言具有节奏感和旋律感，



在朴素平淡中散发出浓郁的抒情气息，达到富于诗情画意的
美学境界。全文以格调、词藻、情意和风神的美，深深吸引
着不同时代的读者。朱自清以“匆匆”为题来抒写时间是难
得而易失的感受，这题目本身既蕴含有浓冽的情味，又潜隐
着生活的理趣。他是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往往情不自禁地以
哲人的眼光观察和思索社会人生问题，在不少散文中以诗人
一般的抒情笔调描写日常生活，蕴理于情，使作品带有哲理
意味，意蕴趋于深厚。在本篇中，作者对时间问题的思考，
围绕着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进行探索，在其间流露的寂
寥惆怅而又激情难抑、苦恼彷徨而又切实追求的矛盾心情，
固然代表了“五四”时期追求进步，一时又找不到出路的青
年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反映了时代情绪，但他那
种珍惜寸阴、热爱生活、励志向上的人生态度，更给广大读
者以启迪，由此引发联想，在生活和工作中只有捕捉住现在，
才能把握住未来。由于朱自清努力追求生活的真趣，萌生了
新异的感受，作品就会富于理趣，警世醒人。《匆匆》的格
调委婉、流畅、轻灵、悠远。全文篇幅短小，结构较为单纯，
句式大多简短，燕子、杨柳、轻烟、微风、薄雾、初阳、蒸
融、游丝等词语飘忽灵动，意境清隽淡远，通篇显得和谐匀
称，融洽得体，而这一切又是与作者为寻觅时光流逝的踪迹，
以表现思想情绪的微妙流动相一致。

春天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季节，但往往又会给人带来焕然一新
惊喜的。在描写春天的文章长廊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朱自清
写的《春》了。他那栩栩如生、独一无二的语句，像小河的
流水般灌溉进我的心里，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我似乎感觉到
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眼前仿佛呈现出一幅鸟语花香的春
景图。“吹面不寒杨柳风。”从中，我能感觉到，风是多么
地温柔呀!像是母亲的手在抚摸着一样，而且在空气中还夹着
清新的土味、酝酿着淡淡的花香。要是能漫步在这种仙界般
的美好春光里，一定是舒服极了，惬意极了!此时此刻我真是
希望能穿越时空，到达这么美、还充满了诗意的春天去啊!朱
自清给春天的鸟，“恩赐”了一个美妙的嗓子。“鸟儿将巢
安在繁花绿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唤友地卖弄着清脆的



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跟着轻风流水应和着。”这样的境
界，就像在奇妙的童话世界里似的。但是，即使鸟儿的天赖
之音再好、再美，也比不上那新春的雨水呀!俗话说“春雨贵
如油”。“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是最适合
放风筝了。朱自清在春天看到了一个热闹的场面，在“城里
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
了。”人们都以欢笑和努力，满心欢喜地迎接着春天，迎接
着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一直为现在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春天，是希望的种子、是生命的开始、是美丽的象征。我从
朱自清写的《春》中，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人们在
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从希望的春天开始，为我们的世界
多添一份光彩。请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憧憬着我们的未来，
一起来为明天而努力吧!

初读《歌声》，囫囵吞枣般粗略浏览了一遍，有些发愣，作
者写的是歌声么?再读，才品出些味道来，仿佛真有歌声围绕
在你的身边，空气飘着淡淡的甜，如置身于一幅中国淡彩水
墨画中。

作者写的是他听了“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清歌后的感受。本
文题目《歌声》，作者在文中却没有正面写歌声如何动听，
而是展开想象的翅膀，用一个“仿佛”把读者从歌声这一听
觉世界带到另一个具有多方面享受的世界观，使得原本抽象
的'歌声变得有形状、有颜色、有香味、有感觉。

作者开头;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默默洒在我的脸
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
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在一条矾石的甬道上，经了
那细雨，正如铺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歌声给作者的感觉首先是像“雨”洒在脸上，像“风”吹在
脸上。大自然的风雨以其温柔的形式引起作者“润
泽”、“轻松”、“滑腻”的感觉。这样一来，使原本是听
觉形象的歌声，转移成为了触觉形象的“风”、“雨”。



这样，感觉又发生变化了。由触觉形象变成了视觉形
象。“红、紫、白、绿”是花儿美丽的颜色，却成了优美的
歌声的视觉形象。一首首动人的歌声成了一幅日光下群花盛
开的淡彩画，画中的花儿，还会甜甜地做清梦。

最后作者写道：大约因为那蒙蒙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
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
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
的蒸汽。这些虽非甜美，却强烈地剌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
快悦倦怠之感。

一转移，歌声又换成了嗅觉形象。歌声让作者心情通过嗅觉
感观轻松地表现出来。通过“我的鼻观”作者闻到“一饿了
似的花香”，“草丛的气息”，“泥土的滋味”，“柳树的
蒸汽”。

作者写《歌声》巧妙地运用了移觉的艺术手法。把歌声“朦
胧”的听觉形象，从而从触觉、视觉、听觉、等多种感觉形
象，并交叠在一起，构成一幅美不胜收的江南微雨图。韵味
十足，令人不禁神往。

：《背影》是一篇描写亲情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
出色。虽然它的文字不是太多，但是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大
部分的字很浅易，而且句子通顺，因此读者很快能领悟内容。
作者把文章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感同身受。阅读期间，当
父亲去买橘子的时候，令我非常感动，我也像作者一样情不
自禁地流下泪来。

文章的主题是父子之间的感情。故事开始的时候，是描写父
子处身于艰难的困境中。作者的祖母去世了，父亲也刚刚失
业。办了丧事后，他们到了南京。父亲要在那里找工作而他
度过几天后就要从那里回北京念书。在车站上，当作者看见
父亲托茶房照应他的时候，作者心里认为他很婆婆妈妈。可
是，看看父亲那么辛苦地替他买橘子，他的泪很快就流了下



来。之后，接到父亲的信，令他想起父亲当时的背影。

我觉得这篇文章给了读者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父母常常再
三地告诉我们要小心或努力读书，他们始终都是为我们着想、
希望我们能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他们，不要辜
负他们对我们殷切的期望。

《背影》真是一篇感人及有教育性的文章。

家读后感受篇五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
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席慕容的诗，大多篇幅简短,却蕴意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她
的诗，没有郭沫若的气贯长虹，寥寥几笔之间，却有着女孩
儿细腻的情意，婉转流丽，清新动人。乡愁，青春交织在诗
篇的字里行间，隐隐间，几丝忧伤，静静地从心中流淌出来，
让我感到一种支离破碎的痛楚。

“我孤独地投身在人群中人群投以我孤独细雨霏霏不是我的
泪窗外萧萧落木”于孤独的布鲁塞尔中，没有一个知心的朋
友，只有心中对故乡古旧街巷的浓郁思念，在故乡的件件往
事逐渐浮现眼前，作者心中的愁苦，便凝成了这样的一份感
人肺腑的诗篇。

“把青春一卷而过洒下满天的星斗山依旧树依旧我脚下已不
是昨天的水流”一样的山，一样的树，一样的星斗，一样的
明月。只是人，早已不在依旧。我的眼前仿佛迷离出这样一
幅唯美的画卷：在云雾朦胧的山上，一位女子轻轻走来，深
邃的夜空点缀着一簇簇繁星，和那皎洁的寒月相应，洒下清
冷的光，女子却悄然停下脚步，望着这熟悉的一山一木，心
头缭绕着梦幻般的`回忆，却再也回不了那曾经的岁月了。



只言片语，这些对一去不返时光的精心刻画，让我不禁为之
动容。眼前的画面交织重合，在空落的心里，激起千层叠浪。
随着那最后一阵放学铃，六年的小学生涯，就这样离我和我
那亲爱的同学们远去。

曾经的我们，在老师的呵责下吐着舌头面面相觑。曾经的我
们，因为彼此间的误会而心生不快。曾经的我们，在微风习
习中畅所欲言，彼此袒露心声，间或抱怨学校刻板的规章制
度。曾经的我们，在回家的那条绿木葱葱的林荫道，欢声笑
语，徘徊在烧烤摊前垂涎三尺。一切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可
爱，似乎连风都被我们的欢乐所感染。

正如《青春》：“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
日。”

时光，再也回不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