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儿童读后感 儿童文学读后感(优
秀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
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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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读后感篇一

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天安门护旗卫士，为维持弟弟的学业一次
次的做出牺牲，在

艰辛打工供弟弟读书和痛失一条腿中，竟然还不忘自己是一
位天安门护旗卫士，依然尊敬国旗，为国旗致敬。

读到这儿，我的眼帘湿润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
样，“扑塔扑塔”的泪花一朵一朵的绽放在桌子上。王励志，
这位普通的天安门护旗卫士，他为了让弟弟继续读书，辞掉
了上级给他的士官军务，当上了保安攒钱供弟弟上大学。因
为当保安站的时间过长再加上营养不良，竟被查处了骨癌，
需要截去一条腿，这对于以保安职业为生并以此供弟弟上大
学的王励志来说，失去一条腿，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正在这
焦急的时刻，他受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关爱，人们纷纷伸出
了援助之手，让他度过了难关，可是他为了让弟弟好好学习，
一只撒谎骗他。

王励志，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他是一个坚强、不气魅的
人，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深思、去学习。

儿童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儿童文学中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心中国旗永



飘扬”。

故事讲述的是一位x护旗卫士，为维持弟弟的学业一次次的做
出牺牲，在

艰辛打工供弟弟读书和痛失一条腿中，竟然还不忘自己是一
位x护旗卫士，依然尊敬国旗，为国旗致敬。

读到这儿，我的眼帘湿润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
样，“扑塔扑塔”的泪花一朵一朵的绽放在桌子上。王励志，
这位普通的x护旗卫士，他为了让弟弟继续读书，辞掉了上级
给他的士官军务，当上了保安攒钱供弟弟上大学。因为当保
安站的时间过长再加上营养不良，竟被查处了骨癌，需要截
去一条腿，这对于以保安职业为生并以此供弟弟上大学的王
励志来说，失去一条腿，就等于没有了希望。正在这焦急的
时刻，他受到了全世界所有人的关爱，人们纷纷伸出了援助
之手，让他度过了难关，可是他为了让弟弟好好学习，一只
撒谎骗他。

王励志，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他是一个坚强、不气魅的
人，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深思、去学习。

儿童读后感篇三

观察儿童能够让我们知晓儿童的发展状况，帮助我们评判儿
童的发展水平，指导我们设计儿童的发展目标，并提醒我们
关注超常儿童的发展需要。《观察儿童——实践操作指南》
解释了为什么要观察儿童，并且详尽明了地讲解了如何进行
观察。

观察儿童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但是必须做好一定的准备。如
果只想简单地观察儿童今天能否学会画圈，那么只需要我们
做简单地书面记录，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可以进行观察。但是
如果要想了解每一位儿童对区域活动的教玩具使用情况，就



得需要在几个区域放置几部摄像机，因为无法同时观察那么
多儿童。除了硬件设施的准备，作为一名观察者，无论是家
长还是幼教工作者，我们必须有一颗热爱儿童，想了解儿童
的心，这样才能使得观察持久。同时，我们要努力使自己成
为一个专业者，把自己的观察和评价建立在儿童发展知识的
基础上，千万不可以主观臆断。

儿童读后感篇四

我正在找写作文的题材，无意间发现了在角落里的《儿童文
学》，也无意间发现了这篇文章。

说真的买了这本书就没看过，也没看过这篇文章，可现在一
看，我哭了，我是为“于小果，姥姥，杜袁柯”哭的。

于小果是一个没有父母，只有姥姥一个亲人与她相依为命，
于小果的成绩很差，品行非常不好的女孩，一次意外她失去
了唯一的亲人，而凶手竟是班长的父亲———杜袁柯，从此
于小果就住在了他家。几次事情之后，于小果变好了。

我很为于小果伤心，但她很坚强。我看到于小果闯祸后一点
也不感到生气，因为我理解于小果。其实于小果很大度，在
她被同学用小石子打后并没有找同学麻烦，于小果还是有很
多优点的。

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像于小果这样的`人，他们其实本性
并不是这样，只是他们的心里需要释放，他们需要关心，需
要我们心与心的与他们交流与他们沟通。

儿童读后感篇五

在我的家里，有着许多的书，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儿童文
学》，因为这本书里面有着许多散文和作文。这些作文都有
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这本书里面，大多都是我们易懂的作文。是中学生的真实写
生。有着‘暖心阁’过招‘’自由地‘等一系列栏目。

《儿童文学》，一个为儿童出书的地方，我一见到她就被她
迷住了。我相信你们也是。

《东方文艺》、《少年杂志》都不如《儿童文学》，因为他
们毫无魅力，无法引诱我！而《儿童文学》用一种独特的魅
力迷惑了我！

在没有《儿童文学》之前，妈妈的话总是：“别看电视了，
快去拿本书看！”有了《儿童文学》后却变成：“别看书了，
快去床上睡觉！”《儿童文学》的诱惑力就是这麽
大！！！！！

儿童读后感篇六

读成尚荣老师的《儿童立场》感触颇多。儿童研究是教育研
究的母题，儿童立场是教育的基本立场，其实就是让孩子站
在教育“舞台”的中央。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每个孩子都是
自己人生的主角。苏霍姆林斯基说：相信孩子。相信孩子，
也就是坚持儿童立场。

从教至今，已经干了将近二十年的班主任。初为班主任时，
总是喜欢自己说了算，事事独裁，尤其是班干部的任命，全
凭一己喜好，成绩好的，讨老师喜欢的，看着顺眼的，就任
命为班干部。这里面出了部分优秀的班干部；但也有一部分
是撵鸭子上架，对班干部本人和班集体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

经过几年的锻炼，我渐渐从前台走到了幕后，把“舞台”让
给了孩子，让学生成为班级的主角。班干部自愿报名，进行
竞选演讲，由同学们投票选举产生。自愿报名担任的班干部，
工作热情都很高，相对来说，生命力就比较顽强，遇到困难



挫折，大多能迎难而上，很少有叫苦叫累的。由同学们选举
产生的班干部，群众基础比较好，在进行班级工作时，能得
到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班级管理工作自然就顺畅的多。

当然班干部选举产生后，班主任并不是可以当甩手掌柜，而
是要进行培养，也就是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班干部选举本身也不会一帆风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去年，六位同学竞争一个班长席位，如何安慰鼓励落选的同
学？今年，直升班选拔之后，班干部选举就出现了冷场的局
面，如何调动同学的积极性？这些都是班主任需要解决的问
题，考验着班主任的教育智慧和能力。

课代表的任命我实行的是任课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既要照
顾任课老师的需要，同时也要尊重同学的意愿。让学生站在
教育“舞台”的中央，并不是不考虑任课教师的工作实际。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让学生站在教育“舞台”的中央，
就是要让学生站在课堂的中央。我的课堂我做主。教师在备
课时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学情。不仅地区之
间、学校之间学情不同，就是同一所学校，班与班之间学情
也不同。

课堂授课时，既要有预设，更要重生成。课堂预设，体现了
教师为主导；课堂生成，就是以学生为主体。课堂教学要跟
着学生的生成走，教师是陪伴着、引领者。

有的老师担心把课堂还给学生，自己的教学任务完不成。这
是在实际教学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因为完成教学任务，
而置学生的需要于不顾，那样的教学任务不完成也罢。学生
不仅是教育教学的对象，而且是发展需求的出发者，是教育
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也完全可以成为创造者。

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的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



称其为真正的教育。

义务教育阶段，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总会遇到一些特殊儿
童。他们比同龄人成熟的晚，生活自理能力差，或者有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但家长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提供具体
的帮助，把他们放到了学校，就成了老师的孩子，从课堂到
课后，从学习到生活，从安全到纪律，都考验着老师的爱心
与耐心。

儿童立场就是让儿童成为他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相信
孩子，让他们在幸福快乐中健康成长。

儿童读后感篇七

转眼，就到了小时候玛雅人谈论的最多传说的2020+年。细数
一下，毕业后与儿童打交道已有两年了；提到儿童，想到了
假期里阅读的《儿童立场》这本书。

对我而言，这本书的阅读视角有很多。有时候我是作为教育
者在学习如何处理教学中的问题，如何和孩子们建立良好的
师生关系；有时候也会让我想象成如果自己是一位家长，如
何在家庭教育中扮演好角色；有时我又感觉自己只是一个与
教育他人无关的第三者，回想起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否偏
向于“我”的立场。静下心来，慢慢阅读，会与作者朴实却
极具道理的话语产生共鸣。整本书围绕“儿童立场”这个大
主题，延伸出了丰富全面的内容，收获颇多。

整本书读完，前两辑中有些内容偏向哲学，对于经验阅历尚
浅的我来说，似乎还是挺有理解难度的。“第一专
业”、“可能性”这些术语，对我而言就真的可能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但作者穿插的相关且有趣的故事却让我慢慢理解
了儿童世界里文化使者的使命。其中整本书有这么几个小点
挺打动我的。这本书中提到了教育的目的是让儿童成为他自
己，儿童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思考



和对世界的认知，甚至每个儿童所生活的教育环境也各不相
同，如果教师只是想让他的学生都考100分的话，那这位老师
同按照模具来打造菜品的机械厨师有什么区别呢。

同时，这让我想到了我班上的一个孩子，他聪明伶俐、善于
表达，课外知识非常丰富，如果按照应试教育的结果论来评
判他的话，他获得的100分可以证明他是优生；但按照传统意
义的乖孩子标准来看待他的话，他绝对不合格。在课堂上，
他从不记笔记，但是当老师讲到他未涉猎到的知识时，他会
聚精会神的倾听，积极动手完成老师布置的科学小实验。其
中有一次我让同学们回去制作一辆小车，这个孩子给我、给
我们都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利用编程制作了独一无二的小
车。

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孩子不管在哪个科目上他都不记笔
记，但是他有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所以我在想虽然良好的
学习习惯是必要的，但是有没有个例、或者能不能让孩子们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呢？难道记满笔记本的方式才是唯
一正确的方式吗？不，我觉得让孩子们学会选择，主动思考
才是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就如书中所说“要让儿童沸腾起
来，是要让他们的情绪和思维高涨起来”。

除此以外，书中提到了课本使用，作者提倡开学时可以专门
提供一段学习时间让学生翻阅教材，引导学生初步领悟，把
握教材的整体安排。仍然强调了学生主动学习和站在他们的
立场上开始学习。由于我们学科的教材是循环教材，所以这
让我想到了日常在课堂上碰到一些孩子问我问题的场景，由
于孩子们不能将教材带回家，碰巧某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就是
与下节课有关的或者班上有同学给予了回答，在这时，我总
是因为担心提前“泄漏”知识导致孩子们会对下节课没有探
索兴趣而简单回应“下节课，你们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样
的处理并不是最妥帖的，可又恼于没有更好的方法。阅读完
该书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赞扬会提问的孩子，给予给出
答案的学生肯定，再引导孩子们了解整个单元的编排，对下



节课的知识进行重新设计，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兴趣点，或
许远比我简单回应更能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才是学习的小主人。

读完此书，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人
的发展既可以规划也不可以规划，最好的发展是让自己非连
续性发展。”淡化目的，淡化规划，非功利非刻意，可能我
们的生活会更加随性自由。就这样一句看似矛盾但于我而言
分量极重的简单话语，同时更加点醒了我应以儿童视角看待
孩子、看待教学，“随意”一点，对学生的教育也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