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变化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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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变化读后感篇一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有什么体会呢？写一份读后感，记
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新课程中教师行为的变化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目前，我市轰轰烈烈的进行着新课程的改革，每位教师对新
课程的改革实施都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师教学行为
的转变则起着主导的作用。教师必须适应现代人才培养的需
要，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只有教师的教育观念、
教学行为转变了，学生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新课程中的教师行为的变化》这本书从教师小传――案
例――访谈录――案例评析――我的回应，层层剖析，清楚
地叙述了教者的别具匠心和风趣幽默，给人以启发。课程已
经改变了学生的生活，也改变了教师的教学生活。古人
云：“乐思方有思泉涌”教会学生学习方法，鼓励学生运用
所学的方法，思维就会被激活，被巩固，创造的火花就会不
断闪现。

它的真正来源不是“文本”而是教师实践经验的升华，是教
师课堂生活的新感悟，是教师 教学反思 后的新变化，在新
课程中教育理念的变化是不再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获
得知识，不再过分强调学科本位，不再偏重书本知识，加强



了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加关注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

“新课程”是前辈教师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在工作中摸索出
来的教育经验，教学心得中吸取精华，同时也借鉴了国外教
育研究成果。从这本书中我们可发现，优秀教师们的经验心
得并不是一朝一夕可得到的，也不是在新课程提出后才有的`，
是通过总结过去的工作，加上个人创造性的加工得到的。这
个社会上，教师就得教他们懂得关注社会的发展，培养他们
各方面的能力，这也就需要我们教师改变以往只顾埋头苦抓
教学成绩，无暇顾及“社会事”的工作方式，树立新的教育
观念，将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有选择的带入课堂，使学生获
得更多的知识，适应现代社会。

《新课程中的教师行为的变化》中提到了在新课程下“不再
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学生获得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
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不再过分强调学科
本位，不再偏重书本知识……，注重学生终身学习比被的基
础知识和技能。”“改变了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
机械训练的现象，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学
生评价体系不再是分出等级的筛子，而是激发前进的泵。”
等观点，这些新课程以人为本，体现了教育的 “人性化”的
理念，教育不应该是让孩子们去适应教育，而是教育去适应
社会，适应孩子，引导孩子们学会终身受益的技能。书中还
提到“不需要学生人人升学，但要人人成材”,这是教育对于
社会发展的一个使命。所以，教育要去适应社会需求，重视
学生综合素质，道德品质的培养。而新课程要培养的正是这
方面的人才。

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教师队伍总体的水平参差，各地区发展
不平衡，而师范教育又相对滞后与新课程的要求，而一线教
师队伍长期受到以前教育制度的影响。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
学习生活，新课程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生活。新课程中的学
生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新课程中的教师也将焕发出新的生



命。教师将与新课程同行，将与学生共同成长。

变化读后感篇二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国
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再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
究所长，曾多次访华。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
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
和争论。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
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
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
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
百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所
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
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
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
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
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的世界。因此，据我所
知，中国学者对我1993年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所作的评论
总的来说精深而富有洞见，虽然他们有时也误解了我论证中
的政策含义，并对之持相当批评的态度。为此，我的完整著
作现在尤其应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样他们便可以了解我对世
界政治所作的分析的更全面、更精确和更详尽的版本，而不
仅仅是从一篇30页的文章中可能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
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
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
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
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
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



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
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
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

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
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
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
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
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
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它也提
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
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
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
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
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
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
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
极的和多文化的。

变化读后感篇三

当人类从史前史走向文明史，世界就充满了血腥与贪婪，冲
突与战争，无论是古巴比王朝还是阿拔斯王朝，古希腊或是
古雅典，这种精神更是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流淌在每
个人的血液里。然而在近现代的历史，不再是以各个国家间
为单位暴力与荒芜，世界的冲突基本根源不再是人们对于国
家个人这一意识形态，而是民族的差异，文明的差异。著名
的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
建》中清楚的阐述了冷战后的世界新的意识形态与所谓
的“文明的冲突“。

本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共十二章，首先从一个一超多极的多
文化世界谈起，阐释了世界各个地方之间的各种现实主义和
对未来的看法。书中把世界分为七个或八个主要的文明来阐



述：中华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
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在《文明的冲
突》的作者看来，现代的世界不在把个人或国家的某种作为
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而会是整个民族文化。并将之作为
区别于其他人类的根本判断标准。他认为现在的所谓现代化
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而且非西方地区也不会被西方化，西方
化也不会出现，也不会形成所谓的普世文明，世界终究会以
各个文明为单位做为世界各地的区分。

接着在第二部分，作者从世界各个地方的力量及综合实力为
论述中心进行展开。萨缪尔认为，在新的21世纪，西方会渐
渐的退出霸主的地位，非西方世界的各个地方会重新发展壮
大，他们会进行自我认定，文化肯定，渐渐打破西方垄断世
界的局面。21世纪，将会是在西方文明衰落的背景下，非西
方文明的崛起与竞争和与西方文明的冲突。

在第三部分以“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为标题，讲述了如今
的世界，不再以冷战时因联盟或多级为代表的集团，更多的
是以文明为单位，进行多方位关于种族，宗教，文化为集体
的集团。文化认同成为国家联盟的标准。因此，以一个文明
为标准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第四部分以文明的冲突为标题，萨缪尔认为文明会成为人类
的终极部落，未来世界的冲突会以文明为单位的冲突，并指
出这种断层式的战争的原因，在亨廷顿的笔下，从历史，人
口和政治三个角度分析了断层式战争的缘由和动机。如何阻
止这种断层式战争的发生或阻止其上升为全球战争是如今留
给人类的一大重要课题。第五部分以“文明的未来”为标题，
作者提出要阻止这种文明之间的战争需要各文明的核心国要
正视世界其他文明，加强合作。在世界力量中心逐渐转移
的21世纪，所有民族都在努力探索其他世界的文化，历史，
生活，背景，逐渐的去适应去发展。亨廷顿还指出，将国际
秩序建立在多文明的基础上才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证。



周恩来先生在万隆会议就提出求同存异这一理念，中非合作，
正是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文明之间的合作。唯有和平，友好，
求同存异，放下偏见，共同发展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所
趋，才是大势所趋。我认为未来的文明主义的兴起，文明间
的利益与发展是新型合作发展的重要目的与归宿点，如何在
这历史的潮流中披荆斩棘，需要我们所有人所有文明共同注
意与思考。

变化读后感篇四

本书的描述大致是如此的：先是基本的，关于文明的概念及
其衍生意义；其次是关于当今诸文明如何的形成、发展以及
所展现的现实冲突；最后是对文明博弈的未来展望。所有观
念铺展的体系核心是为美国当代政治服务的，是为他的价值
观及行动寻找合理性根基的一种尝试。文明的冲突确实存在，
所铺开论述的事情的整体框架也基本合理，然而对诸文明的
内部关系却不是很明确，或是一种以己文明的视角所作的一
种合理的文明内根基的想象。（毕竟，文明的复杂是超越个
人智慧的存在！）

首先，从文明的诸概念来进行基本的考察

什么是文明？就词源而言，文明意指从西方近代文明崛起就
西方所遇情况所解释而衍生的含义。而就当今学界而言，至
今尚无统一标尺，且尚有狭义与广义的区别，而差别也是相
当的明显。狭义上就是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而广义则是文
化的实体、各种生活的统称、大而无界。

就广泛达成的意见而言，文明具有六种不同的性质。

1、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存在着区别。

2、文明被看做是一个文化实体。



3、文明是包容广泛的，是一个整体。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整
合。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
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
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
它们可能更多的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
上将更加相互依赖，会存在普遍的美学潮流和哲学潮流。一
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

4、文明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
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从西方
文明的视角而言，文明从诞生到确定，经历的大致阶段为：
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国家、衰落和入侵。

5、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

6、历史上的文明与今日的文明不同。文明在发展中的每个时
期所显现的外部的具体特征并不一样，但是其内核与实质的
差别，在不出现重大的问题，如崩溃和篡改之类的问题的情
况下，传承会是一贯的。

现世界文明的划分

就目前世界文明的现状而言，大致可分为五大文明：西方文
明，华夏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而每个
大文明下又多有几个次生文明。西方文明的次生文明为文明、
东正教—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华
夏文明则有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东南亚诸文明。而已经消
散的文明为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借代
重生），印加文明。

西方文明史

就西方文明生成的历史而言，近代西方文明始于公元七、八
世纪，在灭亡了罗马帝国而蜂拥至欧洲大陆各不同地区的蛮



族，即两大族群：日耳曼族与斯拉夫族纷纷建立以自己部族
为核心构建的王国，在一次次的冲击与碰撞中渐趋融合，以

为世俗的融合建立了一个神权与世俗权力相统合的神圣罗马
帝国，以维也纳与罗马为轴心统合起来的西方开始进入了自
己的政教合一的沉沉中世纪了！

中世纪的打破，不仅仅是自己内部文明的觉醒，更在于东方
毗邻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的崛起，他们的迅速扩张，一度
逼近欧洲的中心维也纳，在外敌入侵的逼迫下（以西方自己
的视角而言），西方诸国匆忙的组成联军—十字军，进行东
征。东征的结果，却是以西方联军的惨败而告结。

外部的失利促醒了西方文明内部民众的觉醒，以文艺复兴为
代表的系列觉醒斗争和国家复兴强盛的方式，标志着西方的
崛起和西方世纪的到来。

从文艺复兴开始，是以西方文明内部矛盾为主体的斗争方式，
特别是陈腐的教义以及国力的整体低下与人民的渴望富裕以
及自由、民主的理想的相冲突所构筑的文明内的斗争方式为
主线。以科学革命为主线的生产力大跨越导致的生产方式的
革命的历史，掩盖了同期西方与伊斯兰文明及古印加文明的
冲突，且最终以西方文明胜利而告终的方式强行带动历史进
入现代社会。而随着十八世纪中、末期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预示着西方内部由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的破裂，从而进入了
西方文明的二元分裂对抗时期，最终经由一战、二战形成的
美苏两大集团长达五十年的“冷战”对抗，而又最终以资本
阵营的美国胜利而暂时性的终结了西方文明内在的冲突。而
由此开始，西方文明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各诸大文明。

而历史事实却是西方在逐个摧毁各古老文明：相邻的伊斯兰
文明，有多次的“十字军东征”事件发生；美洲的古印加诸
文明；印度文明；华夏文明体系诸藩国；华夏文明主体，中
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华夏文明，西方花了两百年的时



间布置安排，并用最卑劣的伎俩，在最虚弱的时段给予了致
命一击，在华夏处于全懵的情况下做最大限度的敲诈，又转
身给了最大的面子，进行了最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殖民，利用
国别不同而瓦解国人之心，最大限度的竖立了西方文明的优
势，而使华夏古文明几近于灭。

二十世纪初，以西方文明内各不同思潮涌入，而诱惑各文明
国家变化，以不同国家的身份，且以不同利益驱使、操作之，
而无使生怨，反以接受西化为荣，所恨唯一时一地具体之人
及事耳，而盖不知西方文明借此而甚嚣尘上，大有一统全球
之势。

然而时不与他，文明内应科学、政治、经济诸理念及隔阂所
生的怨念已凝结成板块，不通过激烈的冲突而无法解决的时
代到来了。一战、消耗了西方诸文明国家的实力，也减弱了
对其他文明的实际控制。更由此，而产生了两个对手：一个
是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一个是全民主义的苏维埃。两个极端，
却诞生于同一母体，兴盛于同一时段，历史往往留下了最荒
诞的现实。

二战，终结了法西斯，也认清了西方。然而西方文明的独大
和各文明的萧条，而使重心仍在西方，在西方文明。冷战的
结束，撕开了一道枷在诸古老文明身上的锁。裂缝，哪怕一
丝丝，也让西方文明感受到了危机和不安。四处的扑火和局
部战争更凸显了西方文明妄图维持独大的努力和无能。暂时
的胜败不足以撼动根本，则文明的大争仍将继续绵延下去，
直到一方不支，融合或分裂才有个结果。

华夏文明史

就华夏文明本身的发展史而言，从中原地区由部落一步步发
展壮大，首先是完成了本族群的融合，接着是与炎帝族群的
交战，最终完成了炎黄族群的融合。然后开始了华夏的分封
制模式。与其说是分封，毋宁说是对一种既存势力的承认，



而有了名义上的共主。而历经尧舜禹时代，中央集团的权利
越来越大，然而部族势力仍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华夏大地。直
到禹子启开创夏王朝模式，才使中央王国与诸侯一样在血统
上形成稳固的世袭，而也开始预示着中央—诸侯模式的治国
体系才开始进入稳固时期；而其中中央王国政权才有胜出的
可能，虽然时间很漫长。

再历经夏商周，中央王国在发展中逐步壮大。然而，新的瓶
颈制约着王国进一步的扩大。随着这个千年技术缓慢而有效
地发展，中央集团的管理模式与技术、经济发展所相适应的
模式发生了脱节，落后的管理手段严重桎梏着中央王国的进
一步提升。何况在此时，中央王国出现了一件足可为关键转
折的事件：周太子申夺位引戎狄入关，致周由盛而衰，丧失
关中腹心，中央王国因之而彻底不振。而诸侯在松动的周王
朝监管下，开始进行兼并和变革，由缓慢而激烈，由春秋而
战国，一系列新的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脱颖而出。其中的佼
佼者是法家，完成了对管理模式的改革，由上下管理变动为
全面管理、全面监督、全面制衡，共治、自治、法治三位一
体，最终在秦国由商鞅变法实现，而最终由秦国完成统一，
完结春秋战国，完结由黄帝开启、历经夏商周千余年的分封
制历史，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治国模式：中央—民众二元制治
国模式，没有缓冲而使治国之艰难超乎帝国开创者的想象，
而使不出十五年而发生帝国崩溃的危机。

代之而兴的汉帝国在吸收秦帝国灭亡教训的时候，做出了有
限妥协，以分封宗亲而不封异姓的有限分封模式有效的缓冲
了矛盾，却也使治国不纯粹而留了诸多难题。而在难题的抉
择中又毅然选择以独尊一家—儒家—为最后的妥协。充分发
挥儒家弱民、愚民、媚君，维护君王等级制的学说，而使国
家在此形势下定型而形成二千年的专制时期。



变化读后感篇五

《黄河是怎样变化的》读后感（小练笔）

我看了语文书里一篇《黄河是怎样变化的`》的文章，里面写
了黄河来的“表现”。原来黄河水平如静，清澈见底，可后
来因黄沙随心所欲的流进黄河，这些黄沙越积越多使河床逐
年增高，造成大水灾。也因人类无限制的开垦放牧，绿色的
植被大量减少，使森林毁灭、草原破坏……作者还运用了列
数字的方法更加突出了黄河含沙量如此之大。本文通过描写
黄河由好变坏的过程和原因，告诉我们要保护好森林资源，
保护好环境。大家行动起来，一起拯救黄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