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未眠读后感(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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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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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花未眠读后感篇一

几天前曾有机会接触到川端康成的作品——《花未眠》感触
颇深。

有些美是短暂的，错过了，或许就再没机会感受了，正如一
颗流星划过天际，瞬间打破了黑夜的宁静，却又转瞬即逝，
划出一道短暂完美的弧线，但很快再也看不到了。重新回到
最初的黑暗。天空是那么的宁静，仿佛从没发生过一样。又
如烟花的绽放点亮了夜空，瞬间将世界照耀得五光十色。却
也是匆匆一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黑暗等你承受!可细细回味，
无论美丽一刹的烟花还是瞬间即逝的流星，不可否认他们都
曾经绚烂过，况且他们的美不正是在于它的短暂吗?如果你把
握了，你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美的享受，或许宁愿去承担美
后面的冷落，那是多么凄美啊。

其实有时美就在你不远处等着你，他焦急地等待正如你也希
望快点有美好的事物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一样，美和欣赏者是
相辅相成的，其实万物的存在都有它的道理和价值，一切都
有它美好的一面，就看你是否曾驻足留心过。而事物往往是
有了欣赏他们的人才凸现的美丽!或者说是为了欣赏他们的人
才美丽!



花未眠读后感篇二

川端康成

[教学目标]

1、感知课文内容，培育分析概括能力；

2、把握课文的主旨；

3、揣摩一些富有深意的语句，提高品味语言的能力；

4、仔细阅读、理解课文主要段落，并从内容出发，培养想象
和联想能力。

[教学重点]

1、理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理解文章的启发性，提高审美能力。

[教学难点]

1、深入领会作者的观点

2、让学生建立感受生活美的意识。

[教学设想]

1、课文强调自然美，强调艺术要尽可能反映自然美，这与作
者一贯的艺术创作理念相一致。在学习本文之前，可以先给
学生提供一些川端康成的材料，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解读文章
内容，并作出自己的理解。

2、文中涉及一些有名的画家，让学生预先查找一些相关资料，



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3、解读课文从段落入手，在梳理文章脉络的基础上，把握作
者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

4、对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让学生结合课文以及自己的理
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于同学交流。

[教学时数]1课时

[教学内容及步骤]

一、导入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是北宋著名词人苏
轼夜半醒来，面对寂然盛开的海棠，留下的千古佳句。无独
有偶，千年以后，一位日本作家发现了凌晨四点海棠的美，
心灵有所启迪，写下了随笔散文《花未眠》，这位作家就
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川端康成。

二、检查预习

1、字词

壁龛（kan）绽放(zhan)邂逅(xiehou)陶冶(ye)

凝(ning)神迥(jiong)然红釉(you)拜谒(ye)

2、辨音

禁：（jin）情不自禁应：(ying)应答模：(mu)模样

(jin)禁止(ying)应该(mo)模型



3、解释

不可思议众所周知邂逅迥然

三、作者简介

川端康成是日本著名作家，一生致力于对日本美的探索、守
护和塑造，写下了大量艳丽伤愁的小说和美文，他凭借《古
都》、《雪国》、《千只鹤》在1968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为日本文学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而川端文学的精髓正
是表现在《雪国》等代表作中。从文章的角度看也一样，
《雪国》是这样一种作品，它挖掘到了川端这个作家可以将
自己优秀的资质作为不朽的作品留给后世的矿脉。

四、初读课文，理清文章的脉络。

引子：“发现花未眠，我大吃一惊。”因为这虽然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但我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而且这在夜中绽放的
额诶眠之花显得格外美。

慨叹：“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是有限的。”

美的获得：“美是邂逅所得，美是亲近所得。”任何意见细
小的东西都可能引发人的美感。

慨叹：‘我们仔细观赏画中化，却不怎么留心欣赏真的
化。“

3、从自己观察到的晚霞联想到长次郎的名茶碗和坂本二郎的
画，说明与自然相契合的作品是可以提高人队自然美的感受
能力的，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是可以彼此融合的，可以相得
益彰。

自身经验：“自然是美的。不过，有时候，这种美只是有些



人看到罢了。”

结语：照应开头，突出美是无限的是邂逅所的，是亲近所的。

五、、研读课文

（一）朗读课文，在文中找到作者由花未眠而得到思考的句
子。

讨论明确：

1、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到的美却是有限的。

2、美是邂逅所得，是亲近所得。这需要反复陶冶。

3、艺术美与自然美是相通的。

（前两点学生不难从文中找出，第三点学生往往会在作者所
列举的例子中徘徊，可以提示他们从作者列举的例子中找共
通点，作者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什么，从而概括出答案。）

（二）这三个观点是不是孤立的？如果不是，那有何联系？

明确：不是。

这三个观点其实告诉我们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发现的美，
创造有所发现的美。这也是课文的主旨所在。

（三）把握课文主旨以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几个句子的含
义。

1、它盛放，含有一种哀伤的美。

明确：



（1）它的哀伤来自无人欣赏，凌晨四点的海棠美丽芬芳，却
少人喝采。

（2）海棠本是无情物，作者移情寄哀伤。作者深悟到，人类
感受美的能力是极有限的，而自然美是无限的。“哀伤”是
作者彻悟后的心绪流露。按理说，大自然总是有美可寻的，
只要人活着，就该毫无阻碍地享受它，可遗憾的是生命发现
美的机会并不常在。

2、如果说一朵花很美，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
要活下去！

明确：

（1）一个微小的生命都要努力展现自己的美，作为人更要勇
敢活下去。

（2）人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在有意或无意间
错过的'过程。我们可能错过了美的景色，美的音乐，错过了
山上那从没有看过一眼的野花和小草，错过了从我们身边流
淌过的清澈的小溪，但只要坚韧地活着，只有活下去，才能
不断发现美。

（3）我们要用毕生的不懈追求使感受美的能力的有限接近自
然美的无限。

（三）坂本二郎的画，长次郎的茶碗和真正黄昏的天空，三
者在我心中相互呼应，显得更美了。

明确：文学艺术家应该发扬写实精神，认真观察自然，准确
表现自然，使欣赏者从艺术美中领略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这
才是文学艺术的极致。所以我们应该睁大明亮的眼睛，不断
地发现美，亲近美，感受美，也只有这样才会创造出具有艺
术感染力的作品。美存在于自然中，美也存在于艺术作品之



中。

（这三个讨论题答案是丰富多彩的，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就行，
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看法。）

（四）第四段引述雷诺阿・米开朗基罗的例子，其意图是什
么？

明确：以这两个优秀的艺术家为代表，说明人对美的感受能
力是有限的。

（五）自然美、艺术美可以彼此融合，相得益彰，研究6-11
段

艺术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我们便可以从艺术作品中领略到
现实生活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完美结合能够给人更多的美感，
而真正反映自然美的艺术作品更能引起欣赏者美的共鸣。
（六）文章第一句话大家留意了吗？一起来读一读。

齐读：“我常常不可思议地思考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

文中这“微不足道的问题”指什么？这个“问题”在文中起
了什么作用？

明确：“微不足道的问题”指海棠花未眠这件事。在文中是
作者情感的一个触发点，作者由此思考了关于生活，关于审
美的许多哲理。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的手法。

六、小结。

今天这堂课我们从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哲理。美是
无处不在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要“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
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

人有人言，花有花语，二者交流，也是一种缘分，它来自于



心灵上的豁达与冲淡。川端康成对此深有感触，看到海棠花
未眠，于是写下了一篇素雅恬静、韵味深长的小品文――
《花未眠》。他向我们轻声诉说出一种哀伤之美，并一路领
着我们寻找这哀伤的源头，终于发现到人类感慨的是生命发
现美的机会并不常在，两相邂逅，电光石光之间，才产生一
番动人的情怀。而在这片情的背后，也隐隐透出了沉沦在日
常生活中的人的苦涩。

同学们，你们在生活中曾邂逅了哪些美呢？大家可以畅所欲
言。

（这一个环节主要学生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教师可以就校
园里某些存在的美先谈一谈，学生就会有所启发的）

罗丹说得好啊，“生活中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从今天起，让我们尽情拥抱生活，用心感受生活吧！

七、作业

完成《考之韵》有关练习

《花未眠》教学设计3由本站会员分享，,请注明出处!

花未眠读后感篇三

————《花未眠》

读罢《花未眠》，我仿佛看到作者在凌晨发现花儿盛放不眠，
从而感慨道：“自然之美是无限的，但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
的。”

回想以往，我总是跟世俗一道，推崇一些被世人公认的艺术，
不屑于平凡。当我看到一朵花盛放时，无论她有多美，我都
不以为然。。因为她太平凡了。而当我欣赏某位大家的作品



时，无论我看懂与否，都会极力夸赞。正因为这种思想，我
才错过了许多次与美的邂逅和机缘。就像罗丹所说：“世界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读过《花未眠》，我
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美?是绘画?是音乐?还是川端康成所
赞赏的自然?我终于明白了：前者固然都美，但最美的是自然，
是天籁。她美在力量，美在柔和，美在灵动，美在质朴。这
也是艺术美的源泉。

人们总在形容一幅画鸟有多没时用到“栩栩如生“这个词，
而可笑的是，我们却不去欣赏真正的有血有肉的花。要知道，
一个人感受美是很难的，只有越接近自然，才能体会到当中
的那一份美丽。

我这体会到：虽不种花，但有花香缭绕;无须挂画，门外就有
一幅巨画——自然。

花未眠读后感篇四

花昼夜不眠，有种哀伤之美。自然之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
美却是有限的。

读罢《花未眠》，我仿佛看到作者在凌晨发现花朵盛放不眠，
从而感慨道：“自然之美是无限的人的感受的美却是有限的。
”

回想以往，我总是世俗一道，推崇被世人公认的艺术，不屑
于平凡的美，认为它毫无价值。当我看到一朵盛放的`花时，
哪怕它再美，我都不以为然：“这只不过是朵普通的花罢了。
”而当我欣赏到一幅名家大作时，哪怕我看不懂，我也会认
为这画好美。也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思想，我错过了一次又一
次被花打动的机缘。自然之美是无边无际的广阔，太缤纷多
彩了，而我的思想又蒙蔽了我的眼睛，以至于我没有发现这
自然之美。正如落单所说的：“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
发现美的眼睛。”读完《花未眠》，引发了我的深思：到底



什么是美?是绘画吗?是音乐吗?是我所推崇的伟大艺术吗?还
是川端康成所赞赏的自然之美?娥：前者固然都美，可最美的
却是自然，是天籁。它美在力量，美在柔和，美在灵动，美
在质朴。亦是艺术美的源泉。

忽然想起，人们形容一幅花鸟画有多美时常用一个词“栩栩
如生”，而可笑的是我们仔细欣赏画中花，却不怎么留心真
正的花。其实，自然是最伟大也是最淳朴的艺术家，他所造
就的万物各有异能，不仅有血有肉还有各种情感。

泰戈尔的《飞鸟集》中有这样一首诗：“艺术家是自然的情
人，所以它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由此可见，
自然与人是相恋的，人被自然所包容，自然也要被人所包容。
若人的心中没有爱着自然的美，那么人是无知和肤浅的。

我这才体会到：虽不养鸟，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门外有幅
巨画——自然。

花未眠读后感篇五

读罢《花未眠》，我仿佛看到作者在凌晨发现花儿盛放不眠，
从而感慨道：“自然之美是无限的，但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
的。”

回想以往，我总是跟世俗一道，推崇一些被世人公认的艺术，
不屑于平凡。当我看到一朵花盛放时，无论她有多美，我都
不以为然。。因为她太平凡了。而当我欣赏某位大家的作品
时，无论我看懂与否，都会极力夸赞。正因为这种思想，我
才错过了许多次与美的邂逅和机缘。就像罗丹所说：“世界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读过《花未眠》，我
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美?是绘画?是音乐?还是川端康成所
赞赏的自然?我终于明白了：前者固然都美，但最美的是自然，
是天籁。她美在力量，美在柔和，美在灵动，美在质朴。这
也是艺术美的源泉。



人们总在形容一幅画鸟有多没时用到“栩栩如生“这个词，
而可笑的是，我们却不去欣赏真正的有血有肉的花。要知道，
一个人感受美是很难的，只有越接近自然，才能体会到当中
的那一份美丽。

我这体会到：虽不种花，但有花香缭绕;无须挂画，门外就有
一幅巨画——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