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人文读后感 感人文章读后感(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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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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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读后感篇一

考虑到暑假就要到了，孩子可以有更多的阅读时间，我最近
就去书店买了几本，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是《活着》，
我之所以买这本书，是因为我以前看过电影《活着》，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到特别的震撼。一读起来，发现这本书
很有魅力。我以前，读思想深刻的书，读一会就会有困倦感，
但读这本书却没有任何疲倦，随时拿起，随时就能读下去。

读了一半，我就去书店，又买了作者的两本杂文集和一本小
说，读了其中几“我们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
就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两个
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
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
到没有了前途，就在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
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了”.这种感觉，我也曾经历过。当年在一个计算机厂实习，
很多同学都在那里，工作特别的枯燥，我就这么想过，所以，
后来一有机会，我就离开了那里。

余华决定开始写作以后，就锲而不舍，终于被《北京文学》
发现，还被请到北京去改稿，这件事情轰动县城，不久，他
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这是他期盼已久的地方，从此，他渐
渐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



《活着》是余华1993年的作品，使他一举成名。被翻译成很
多国家的文字，还获得许多国际大奖。

《活着》是受美国民歌《老黑奴》的启发，讲的是一个叫福
贵的农民，他曾经是地主家的少爷，但因为赌博，输掉了全
部家产，然后，经历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
炼钢铁、自然灾害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家庭的命运也是一
波三折，艰难坎坷，一个个亲人先后离他而去，最后，只有
一头老牛陪伴着他。作者通过一个人自述自己苦难的一生，
反映出人活着的艰辛与无奈，也反映出一种面对人生的豁达
与乐观。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在世人中间不愿渴
死的人，必须学会从一切杯子里痛饮;在世人中间要保持清洁
的人，必须懂得用脏水也可以洗身。”既然脏水都可以洗身，
那苦难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源泉。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
中所强调的，正是外部环境的挑战，创造了人类的文明。

读这样一本书，经常会被书中的人物所感染，情不自禁地流
下泪水，每次放下书，都会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感慨，同时，
也会感觉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我想，古希腊人
之所以创造了“悲剧”的形式，也许正是让人通过体验故事
中人物的苦难，来释放人内心中压抑的伤感，并对现实的生
活更加充满希望和热爱。

回想世界上许多伟大的艺术作品，也都是如此，它们通过一
个很小的切入点，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生的坎坷。它们不
只让我们在精神上获得一次次洗礼，更让我们对身边的现实
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反思，甚至对人生有了一种更豁达
的宽容与同情。

我今天能再次阅读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要感谢我儿子，要
不是因为教育他，我是不会读这些书的，也不会主动去找来
那么多古典作品来试读。反思起来，为儿子而读书确实是一



种非常奇怪的动力，我也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获得了许多
意外的收获。

在陪儿子读书的过程中，我在不断地观察他的成长，看到他
每个阶段的变化，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联想起自己当年的一些
类似经历。年轻时一些古怪的行为和冲动，现在看来，就是
上帝在不同时期，打开了我们身上不同的开关，我们自己甚
至都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多年以后，当我们看自己孩子身上
的行为，听他们讲他身边同学的一些怪异事件时，我们好象
突然明白了，理解了，宽容了，淡定了。

最近读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有很多感
受。也许，人只有在回忆与现实的穿梭之中，才能更深刻的
理解过去与现实。我们都从年轻时走过来，但是，回头看，
我们并非完全理解当年自己的所做所为，也许，只有在回忆
与现实的交织中，我们才真正认识了自己和人生的本质。

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虽然看上去似乎通俗肤浅，但却有着其
他文艺作品不能替代的作用。讲故事和讲道理不一样，专门
讲道理的作品往往确定性很强，而故事则能给人更多的想象
空间，每个人都可以从一个故事中，读出不同的味道和内涵。
而且，伟大的作品一旦产生，就不再完全属于作者本人。好
象一个孩子一旦出生，就已经不完全是父母所给予的内涵，
他将渐渐成为他自己，并拥有自己的生命。

读完《活着》，让我更加深刻的感到，人只有经历人生的一
些苦难，才能真正理解和珍惜现实生活中的幸福与美好。伴
随孩子一起成长，使我明白，人必须经历几次不同方式
的“重生”,才能真正读懂人生这部经典所蕴涵的真谛。

人文读后感篇二

《人文和科学素养》这本书，向我们介绍了许多与自然、社
会和自我相关的内容，看了以后，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居



里夫人吻师》这篇短文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居里夫人对
老师的尊敬之情让我感动。

当我读到“典礼将要开始的时候，居里夫人忽然从主席台上
跑下来，穿过捧着鲜花的人群，来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年
妇女面前，喊着“老师”，并深情地亲吻她的双颊，小心地
推着她走上主席台”时我十分惊讶：在属于居里夫人自己的
场合上，她竟然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把老师推上主席台。
这充分看出了居里夫人是多么的爱她的老师啊！她们之间的
情谊是多么深厚啊！

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
墨客赞美过老师，歌颂过老师，又留下多少千古绝唱。“春
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名言是教师的真实写
照，读后不禁对老师肃然起敬。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想到
了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眼前便浮现了一个个平凡而又
伟大，伟大而不张扬的老师形象。

记得三年级的时候，随着爸爸的工作变动，我来到了城关小
学认识了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陈老
师。刚开始，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我感到孤单。
下课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心里开始埋怨：爸
爸呀爸爸，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看着他们在一起打闹玩
耍，我多么想回到原来的学校啊！有一天，陈老师忽然来到
班级，她看见我一个人坐在班里发呆。陈老师说：“怎么不
和同学一起玩呢？”我看了看老师，眼泪不禁流了下来。陈
老师亲切地说：“我来介绍几个同学给你认识，以后你就不
用一个人坐在教室里了。”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很快便和同
学们熟悉了。现在，我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再也不
会感到孤单、害怕了。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陈老师，或许你认为这是老师的
职责，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我觉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是终生的、巨大的。您的心血和爱心将伴我健康成长。



恩师难忘，难忘恩师，陈老师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老师的代
表，正是有了他们祖国才会有希望，民族才会有发展。

人文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一遍文章，名字叫《伦巴第的小哨兵》。

从前一个小孩是个孤儿，一天奥地利要攻打他们国家。军官
就来到了他家，这个小男孩还没穿衣服咧！但这个小孩很灵
敏，军官问有没有奥地利人来过这儿啊！小男孩回答没有。
军官说你能当我的哨兵吗？如果能，请爬到树上给我看个究
竟！小孩说好：我现在就上去。只见小孩几秒钟就爬上了树。
说：路上有两个骑兵，还有半英里路，没有人走动，树林的
墓地有闪光的东西，像是刺刀。这时一颗子弹，夺去了这个
小孩的生命。

我想这个小孩死无遗憾，因为这是为国献身，这是光荣的，
你就是英雄！

人文读后感篇四

《人文读本》中有一篇关于阳阳的故事。阳阳从老师那儿感
受到的是热情的鼓励、中肯的提醒、有效的点拨……他乐于
向老师倾诉生活或学习上的喜与忧，乐于向老师表达他心中
的不满。乐于与老师共同努力，争取成功……融洽的师生关
系，孕育着巨大的教育“亲合力”，阳阳遇上一个好老师。
教学实践也表明，学生热爱一位教师，连带着也热爱这位老
师所教的课程。“亲其师而信其道”。情感有迁移的功能，
学生对教师的情感，迁移到学习上，可以产生巨大的学习动
机。教师看到的将是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高涨，教育工作的事
半功倍。

一、课堂上师生平等



教师要确立“学生是课堂生活的主人”观念，要看到学生的
潜能，尊重、信任学生，热情地激励、鼓舞和唤醒，让学生
自主地探究、合作、讨论，使课堂学习成为师生心灵彼此敞
开、融洽对话的过程，学习才真正能成为学生主动参与、快
乐活泼的自主活动。

首先，师生共建“民―主”的教学氛围。“要创设民―主的
教学氛围，教师首先要放下“教师”架子，以真实又真诚的
态度与学生交流，消除学生的疑虑，让他们敢与老师讲真话，
乐于和老师讲心理话。我经常在课堂上范读，有时侯难免会
读错一些字，学生会毫无顾忌的指出来，我也欣然接受。教
然后知困，学而后知不足，与学生民―主平等，真诚以待，
平等对话，彼此有了收获。

其次，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我能行”。教师不能总以成人
挑剔的眼光去评判学生的劳动结果，任何的轻视和讽刺都可
能让学生从紧闭心灵之门，不再与老师真诚地交流。因此，
教师应积极支持并参与学生引发的问题的讨论，满足学生被
尊重的需要，用积极性的评价使学生感受到“我能行”，消
除自卑，树立自信。我在课堂教学中坚持“无错原则”。正
面看待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各种活动，理解他们可能出现的
错误，允许、容忍学生的错误，做到“让敢于发言的学生不
带着遗憾坐下”，“对每个积极参与的同学都画上满意的句
号。”

有一次，学生告诉我：课上举手发言，一直生怕出错，所以
不敢举手。我和蔼的对他说：“大胆地举起你的手，别害怕，
即使错了也没关系。”以后，只要他怯怯地举起手，总是请
他发言，经过一段时间，他再也不怕了，课堂上总能看见他
的小手。

教学活动是学生知、情、意的综合体现。融“智慧碰撞、情
感交流”于一体的师生对话，会保护和满足学生情感的需要、
自主活动、成功展现自己的需要，同时也带来教育教学效果



的提升。

二、课外师生心灵的交流

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多与学生进行轻
松、自然的心灵交流，架起一座师生间心灵的桥梁，才能成
为学生信赖的大朋友。如：每天早上学生背着书包高高兴兴
来到学校，教师观察每个孩子的穿着打扮、音容笑貌，不失
时机地和学生说。如：“你今天穿得真整齐。”“今天你精
神特别饱满，老师相信你今天的表现会超过昨天。”诸如此
类的话，让学生觉得老师可亲可敬，让他们心情愉快，充满
信心开始新的`一天。又如：有时，校外偶遇学生，这是培养
师生感情，调节学生心理的好机会。教师可以询问学生在家
的学习或生活情况，鼓励他们不仅在校做好学生，而且在家
也要做好孩子，在社会上要做个好少年。如“你去哪里？星
期天过得快乐吗？”，“帮妈妈做事了没有？”“作业完成
了吧？有没有困难？”等等，这样，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如
父母般的关怀，内心感到温暖和亲切。

再如：教师在批发作业时说上几句话，如“进步了，继续努
力！”，“如果你把字写端正点那该多好！”前者给予肯定
的评价，使学生受到鼓舞，增强前进的动力。后者对学生委
婉地进行批评，比直截了当指出效果要好得多。

这样，学生们也从老师给他们的热情的、语重心长的话语中，
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友好、尊重、理解和期望。这一做法，
使学生的苦恼和困惑得以消融，帮学生辨明了是非，明确了
前进的方向。老师的爱心换来了学生进步的信心；老师的热
心、诚心赢得了孩子们向真、向善、向美的一颗颗纯真的心。

苏霍林斯基说：“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
小心翼翼地去触及幼小的心灵。在这里，谁有耐心和细心，
谁就能取得成功。”让我们通过饱含爱心、耐心和细心的情
感去打动学生的心弦，使校园不只是成为学习知识的场所，



更是学生精神的家园。

人文读后感篇五

我们是教师，都是些普通人，但我们从事着神圣的事业。我
们天天面对的是人，我们的学生，他们天真、可爱、布满生
命的活力和幻想，他们对我们无穷的信任和敬慕。我们付出
了爱，得到的是更多的爱。

读过《教师人文读本》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爱，对教育，
对学生贯串始终的是爱，最多的爱。

有句话说："活在当下"。实在，每个人的命运还是把握在自
己的手里。固然从出生到长大，基本是家长在为自己做主。
但今后还有漫长的几十年，仍然有自己选择的机会，是选择
努力踏实地度过还是空虚而回，全在自己。在学校所学的专
业直到现在也拾不起来。工作上的杂事与生活中的事情搅得
没有时间，没心情（我知道这些都是找借口）。既然经常思
考，我想这件事很快会提上我的生活日程的。

每看到书上的某一个片断，总在不停地在反思自己，自己在
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家人的态度。我慨叹自己太平凡了，
平凡得没有一双慧眼，往发现学生的优点与潜力。平凡得没
有一双巧手，把学生引领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往。

工作几年，能够得到学校领导和家长的肯定，心里自然很兴
奋，但又觉得自己做得实在是太少了，有点愧对家长的信任，
领导的表扬。

"公平公正""爱心""教师的发展""教师的专业"等等，新教育
为教师提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方向。所谓坚持，所谓勤奋，所
谓的所谓……教师自身的前进动力，外在的推动力。不论怎
样，都往做一个问心无愧的教师，努力的教师。



在《教师人文读本》中，还收录了古今中外很多名家的各种
类型的文章，每一篇都让我有所获益。《学习的革命》一文
告诉卧逗"做教师首先要相信你所有的学生都是天才 ，你才
会认真地教每一个人。"我领悟到，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
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育不是要改变一个人，而
是要帮助一个人。

教育的本体性是育人。如何在教育的过程中让一个人具备品
德的高尚？我想：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论他为金钱奋斗还
是为理想奋斗，只要是正常的奋斗，正当的争取。在奋斗的
过程中不忘父母，不忘时时帮助别人，他都可以说是品德高
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