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鸟的语言读后感(模板6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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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的语言读后感篇一

在【语言与文化】下编这部分，一开头就开始讲明了字与文
化的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文化就没有文字，没有了
文字文化也会慢慢失去传承。

作者的态度在这本书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这辆车上，
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
也许通过这个我可以猜测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载体，文化是
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表现。感觉就像文字是
文化的附庸。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作者的陈述中也能感觉到的是文字
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语言、绘画、音乐一样，将
文化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其他人可以轻易接收的方
式表达出来。就像女书，就像各个民族的文字。书中所提到
的女书的形成，就和当时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不能通
过和男性一样的方式——上学读书——来学习文字这种书面
的表达方式，可是她们又需要向远方的人倾诉，那时又没有
传音的物件，于是女书这种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出现解
决了当时妇女对于向他人倾诉而又无法传达的问题，其实进
一步说，就是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妇女没有
社会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样拥有倾诉和争取幸福
的权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样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况，特
别是文字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
现牛羊，农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



象，农耕民族文字更规矩——或许是当时游牧民族的社会结
构简单，条文和规矩更少，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简单，而
农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权制度，人们生活在规矩方圆中，这种
情况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来。

而是利用简单的几个意象，比如常见的“明月”，“垂柳”，
“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环境，再加几个字的补
充，就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让诗人想表达的意象自动
浮现在读者脑海之中。从诗句中能感觉到，这时的社会环境
已经失去了那种简单淳朴，上层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腐败，奢
靡之风盛行，有愿者众多，可也难以扭转。诗句词句中透露
出来的点点滴滴，无论对也好错也罢，都忠实的反映着当时
的文化，或者说就是文化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很多看法和
作者表达的态度不同，或许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许是
误解了作者的观点。但是这就是读完了这部分的最大感受。

鸟的语言读后感篇二

这个暑假，有幸拜读了刘波老师的《教师阅读力》一书。一
方面深深地佩服刘老师在本书中所展现的魅力，句句在理，
解剖深刻，另一方面对自己作为教师，却对阅读那么不重视
深感惭愧。

本书分四辑，从教师要成为真正的阅读者、阅读是成长的必
由之路、推进教师阅读的路线图以及读写结合加快成长步伐
四个方面，作者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方法等。看了刘波老师
的博客之后，更是对他崇敬。他自己就是关于“阅读的力
量”最好的证明，这比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更有说服力。

唤醒教师的阅读意识，积极行动起来。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本书无疑就是一盏希望之灯，让我更加看清来路，也更加明
白去路。



记得读书时代，自己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阅读。现在反而以各
种理由推脱，把不读书归结为工作忙碌。现在想想实在可笑，
记得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
一份精神宝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两百本书。”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连作为文化传播者的教师都不读
书了，祖国的花朵们又当如何？我没有做到尽量多阅读，更
不用说苏霍姆林斯基的境界了。秉烛夜读，仿佛是很久远的
事情。而且，真正的阅读也绝不仅仅是读教科书和各种教辅
书籍。

20xx年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
读书64本，欧美国家年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北欧国家达
到24本，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中国在这方面
差距非常大。在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
天，教师理应成为全民阅读的领跑者。

本书中“因为我们不读书，所以工作很忙碌”，让我很深思。
平时，就是因为不读书导致视野狭窄，上课缺乏新意，千篇
一律的教学方法，讲课枯燥乏味。教师讲得辛苦，学生忍着
昏昏欲睡的感受听课也是有苦难言，课堂效率微乎其微。尤
其我作为班主任，初次接触那么多孩子，很多处理事情的方
法和能力都是在大学课堂中无法学习到的。更多的时候是当
我处理完一件事情，才发现其实还有更妥善的方式，收到更
好的效果。其实很多优秀的班主任，在教育书籍中肯定都有
自己的独门秘籍来处理解决这些琐事。如果不曾阅读，或许
总是把事情处理得一塌糊涂或者总是不知道如何更快地完成
工作，任务积少成多，也就会越来越忙碌。

作为教师，应该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常态，一种长久坚持的
良好习惯。阅读，是教师由合格教师走向优秀教师的有效路
径。最新鲜的教育一定是来自生活，与我们生活的社会息息
相关。生活中每天发生的故事，都有可能成为教学素材，而
能否捕捉到，就取决于阅读。面对越来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越来越大的压力，与书为友，远离喧闹，抛开浮躁，享受读



书之乐，不是很惬意吗？试想在劳累了一天下班之后，坐在
家里的书柜前，独自一人泡一杯清茶，拿起一本钟爱的书籍，
慢慢品味，多好。睡觉前，慵懒地斜躺着，细细翻阅床头的
爱书，伴着书香入眠，幸福满怀。某些无所事事的假期，还
可以和学生族们一起，在图书馆专注于阅读，瞬间感觉年轻
不少。或者是在柔软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一边欣赏文字，一
边欣赏蓝天白云。在阅读的点滴中，捕捉智慧；在平淡的细
节里，感受幸福。阅读，如此美妙。

于我而言，这本书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教会我重视阅读。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要努力挤出时间用于阅读，提高自己，
更好地服务学生们。

鸟的语言读后感篇三

戴建荣古诗教学的秘密武器是丰富、优雅的体态语言；丘吉
尔演讲魅力四射的原因是整个身体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会做
算术的马成功的秘诀是观察人的体态语言……无数事例告诉
我们，体态语言是何等的奇妙！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陆续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忙着做课
前准备，有的仍旧说说笑笑，有的蹲下来扒拉书包……此时
一声“上课”，有些孩子会停止手中的事情，但也会有少部
分孩子忙自己的事情。如果此时，换做体态语言，静静地看
孩子们几秒钟，传递自己的信息，教室里会很快安静下来。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学生与老师相处时，不仅在“察言”，更在“观色”――老
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细致入围的影响着学生的心
灵和情感。

正是因不同体态语言特定的内容，影响了让孩子的行为甚至
心灵。



……

教师是“公众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教育。做学生欢
迎的老师，我不能不懂体态语言。《教师的体态语言》为我
打开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神奇世界，他帮助我以优雅的姿
态，进入到学生的生命世界。

好书绝对不厌百回读的！

鸟的语言读后感篇四

在假期阅读了了《教师阅读力》这本书后。我有了深刻的感
受和体会，从中受益颇多。

此书讲述了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凸显了阅
读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教师，教育的根本任
务是“以德树人”，而这一任务相对应的“公民道德规范”、
“科学文化知识”、“身心健康标准”等都是昨天形成的。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面对昨天理解昨天甚至是记忆昨天，这实
际是文化的传承，阅读如此重要。而阅读在现实生活中却不
被重视，当我们还在为阅读现状焦虑时，一场阅读革命正悄
悄地进行着，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对阅读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中提到教育素养应终生修炼，当认真阅读后，不禁让我陷
入了沉思，也伴随着汗颜的感觉。的确作为老师，是急需提
升自身素养的，这包括学科素养、研究学生素养、语言素养。
学科素养，就是要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我们可能只熟悉本
学科初中的教材，没有系统的研究教材。但在学科素养方面，
我们仍需补很多的课。在研究学生素养这一方面，我自认为
在教学中最大的欠缺是缺少与学生沟通，虽然我们常说
以“生”为本，但却忽略研究学生。我想，研究学生要了解
学生的思维，他们对什么有兴趣？他们怎样思考问题？他们
怎样进行学习？他们对课本的内容的了解程度是多少？已知
是什么？未知是什么？著名美国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说



过：“如果不得不把教育心理学的所有内容简约成一条原理
的话，我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已知的内容，弄
清这一点后，进行相应的教学。”这里的“已知”，应理解
为不仅指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还包括学生的认知结构，
其实如果单单只是让教师讲一节课太容易了，认真备课就行，
不了解情况，上课的效果就无法达到预期。因此学生可选择
听讲，也可以选择不听讲，教师很辛苦，讲来讲去，而学生
却做别的事。

所以作为教师，更重要的是尊重学生的智慧，倾听学生的声
音，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且注重教师的语言素养。
那么何谓教师的语言素养？它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准
确规范地运用本民族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观点见解等必须
具备的一种基本素养，一般包括专业语言、态势语言、情感
语言几种素养。教师无论教授何种学科，都必须具备娴熟的
专业语言、丰富的态势语言和情感语言。在传道、授业、解
惑中要做到“文以载道”“文道统一”，从而提高学生学习
的激情和课堂教学效率。这是教育本身的要求，也是教师职
业的要求，更是时代对教育的要求。

拿破仑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
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分量。”一个教师只有形成鲜明的、
独特的思想，才能在教育的星空里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不仅要形成思考的习惯，而思考更需要一份宁静，它往往在
悠闲中孕育，发展，升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
说，作为教师，面对忙碌，应该积极营造思考的空间，努力
保持闲适的心境。可以是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可以是在万籁
寂静的夜晚，哪怕是在短暂的一刻，独自一人泡一杯清茶，
远离喧闹，抛开浮躁，任思绪与时间一起自由地尽情地流淌。
在教育的点滴中，捕捉什么是智慧；在平淡的细节里，感受
什么叫幸福。周群老师在《中国教师报》发表的《感受快乐
体会成功》中向老师们道出了骑自行车上班的秘密，原来她
利用每天近1个小时的路程，回忆当天的教育教学。久而久之，



周老师的课堂教学能力竟在“骑车间”得到提高，教科研竟在
“骑车间”结出硕果。骑自行车上班，同事认为过于辛苦和
寒酸，殊不知她却享受着思考快乐，收获着成功喜悦。让教
育充满思想，让思考成为习惯，不管是寒来暑往，无论是酸
甜苦辣，让我们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进程里，追求生命的更高
境界。

所以让阅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让阅读成为同伴互助的纽
带！让阅读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吧！

鸟的语言读后感篇五

不知是巧合，还是刘波的用心，在“世界阅读日”这个特殊
的日子，我收到了宁波镇海仁爱中学刘波老师新鲜出炉的
《教师阅读力》一书。这真的让我是喜上眉梢、甜在心头。
欣喜之余，我也灵机一动，临时决定更换了本周的班会课主
题，改为了“阅读的力量――师生共享精神食粮”，受到了
学生的欢迎。

初“识”刘波，是无意关注到他的博客“海翔一号”开始的。
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他的博客充满了书卷气、书香
味，不仅分享了他的阅读、他的书斋，还分享了他在学校里
推动教师阅读方面的努力。巧的是刘波供职的学校是我曾经
求职时面试过的地方。我至今仍对该校原校长亲自打电话给
我父亲并建议我去高中任教而感到记忆犹新、心存感激，这
让我很有一种亲切感。此后，关注他的博客也就成了我经常
性的做法，总是期待着他博客的更新，分享他阅读的幸福。

再“识”刘波，是在书城购买到了他的第一本着作《从新手
到研究型教师――我的专业成长手记》开始的。不夸张地说，
从教七年，是这本书真正让我在即将而立之年有了“警醒”
的感觉。在一页页翻阅他的每一篇文字时，我感觉自己似乎
成了一个无数矛盾的集合体，内心充满着内疚、悔恨，同时
又有一种斗志、希望在燃烧。我的内心在翻滚，我的职业生



涯前5年的时间去哪了？留下了什么痕迹？我的内心又在激荡，
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该怎么走？但当看完最后一个文字的
时候，我看清了前方的路，也更坚定向前走的信心和动力。
刘波在《从新手到研究型教师》一书中，用他平实而质朴的
文字，用他鲜活而真实的案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教师成长的
心路历程。这是一个教师发展的精神写照。在他的心路历程
的引领下，我也“认识”了帕尔默、张文质、李希贵等名家；
也阅读了《教学勇气》、《教育是慢的艺术》、《面向个体
的教育》等大作；也尝试了迈出教育科研的坚实步伐。他在
这本书没有刻意去强调为什么要阅读、为什么要思考、为什
么要写作，因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关于“阅读的力量、思考
的力量、写作的力量”最好的证明，是活生生的例子。这比
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更有说服力。他在书中有两个观点打动着
我、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一是教师要为自己的专业成
长“买单”，二是研究应该成为一种专业生活的方式，一种
改进教学的手段，一种丰富心灵的良方。基于这两个观点，
回想近两年走过的路，感觉很踏实，也很有收获。

三“识”刘波，是在大夏书系《教师月刊》的群里。这个群
也是在阅读刘波的着作后，我主动寻找并且加入的。他的'发
言不多，但每有新书推介的时候，总有他活跃的身影。在前
不久得知他有新书要推出的时候，我主动地向他发起了第一
次的直接交流。当我壮着胆子向他要一本签名的新书时，没
想到他竟然非常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且主动向我要了
号码，并说新书到了会第一时间给我邮寄过来。当我拿着这
本恬静又充满了绿色生命气息的新书的时候，一种迫不及待
想要阅读的心情油然而生。相对于第一本着作来说，少了一
份心路历程，多了一份心灵导航；少了一份青涩稚嫩，多了
一份大气包容；少了一份激情洋溢，多了一份责任使命。

这或许是一个转折，于刘波而言，将更加关注教师的精神成
长、更加专注于教师阅读力的提升、更加致力于教师阅读的
推广。于我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更加清晰自己的
发展方向、更加坚定自己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实自己的发展



路径。

虽未谋面，却三“识”刘波，于我心有戚戚焉。

鸟的语言读后感篇六

社会学家把能够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体
态，称为“体态语言”。

这本《教师的体态语言》，能够为老师的专业成长揭示一条
新的路径，为老师的魅力提升添加一些新的元素，能够为改
善师生关系、提升教育效益提供一点新的启示。

教师的体态语言在教育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师在
课堂上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影响着学生的心灵和情感。
因此，关注教师体态语言，研究教师体态语言，提升教师体
态语言的素养，应该是当下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环节。《教
师的体态语言》综合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教师的身
体动作、面部表情等进行了细致有趣的描述和探究，为读者
打开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神奇世界，为中小学教师的专业
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所谓体态语言，是指人在交际过程中，用来传递信息、表达
感情、表示态度的非言语的特定身体态势。

体态语言是人们在交际中用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表明态
度的非言语的特定身体姿态，这种特定的身体姿态既可以支
持，修饰或者否定言语行为，又可以部分的代替言语行为，
发挥独立的表达功能，同时又能表达言语行为难以表达的感
情和态度。

作为具有鲜明职业特征的教师体态语言，既有人类体态语言
的一般特征，又有自己的鲜明个性，教师在校园里始终处于
众多学生视线的聚焦之下，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影响



学生的情绪，给教学带来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教师的体态
语言在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关注教师体态语
言，研究教师体态语言，提升教师体态语言的素养，是当下
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环节。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的体态语言分为五类，符号性体态
语言，说明性体态语言，表露性体态语言，习惯性体态语言
和调节性体态语言。教师的这五类体态语言可以引起学生的
注意，比如，在讲解例题时，解题过程书写在黑板上，结合
口授，不断用手来指点板书，所起到的就是强调以引起注意
的作用。教师在课堂上恰当运用体态语言，可以在有限的时
空里，传递更丰富的信息，从而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读到这里，我想到自己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把体态语
言作为一项专门的教学准备，没想到教师的体态语言还可以
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如果说精巧的教学设计是一道美味的菜
肴，教师的体态语言就是这道菜肴中的调味料，少了它，再
好的材料也做不出精美的菜肴。反过来，如果加入教师体态
语言，教学设计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想到这里，我怀
着急迫的心情读下去：我要学习教师体态语言的精髓，应用
到教学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