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阅读地图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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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教学阅读地图读后感篇一

寒假期间购买书，并阅读完了《小说教学教什么》。这本书
给我的感觉很新奇，以往读的书都是条理分明，目录之后直
接进入书的内容，或阐述主题，或讲述故事。但是这本书却
是主题学习、共同备课、课例研究三大块共同组成。更特别
的是每章节都会出现反思、要点提炼、还要自己提炼要点，
章节后还有问题需要回答。不过对于网师中已经经历过深度
阅读的我来说，当然不在话下。书中的重要的知识点都用绿
色加粗字体标注了出来，我需要阅读的是字里行间的的沧海
遗珠。很快的读完理论章节，并用铅笔在书上写了问答题答
案。

3月开学，讲师公布作业，二选一，我选了思维导图。思维导
图等于帮我又筛选了一遍知识点，对于文中的脉络已经大概
清晰。但是结合自身的阅读，我还有话想说。

要明白读出什么，就要明白什么是小说。文学理论是这样给
小说定义的：小说是用散文携程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的
一个故事。那么重点就应该放在虚构和故事这两个关键词上。

作者用虚构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世界，然后让读者通过这个虚
拟的世界去感受一种别样的人生，这就是小说的价值。虚构
的真正目的，在于能够更好地表现出生活的真相。

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所以虚



构对于小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小说，就是作者用虚构的
世界，把故事展示给读者。这个故事如果能让人若有所思、
若有所悟、怦然心动、潸然泪下，而又无法言说，那么这就
是好小说。

现在市场上有太多的小说，当当网随便一搜就是一大堆的小
说，但是真正好看的小说却不多。我也曾购买过几本，读完
之后就是若有所思但是又无法清楚地表达出来，看来读者的
感受是相同的。

读小说还要注意小说的话语系统。叙述的语言、叙述的视点、
叙述的时间等都是要注意的。我以后阅读小说的时候会向这
个方向走，自己揣摩一下小说叙述的语言，比如是文中人物
的语言呢，还是旁观者的叙述呢。还有叙述的观点，小说中
的这个人物除了他自己，是否还有别的观众在评价他、看待
他，要读出一个立体的人物，读出一个立体的人生。生活不
总是黑白分明的，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好坏就可以评定的。
就如同《芳华》一样，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呢？你无法
一下子言说明白，但是读的人一句自己的人生经历，一定是
读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还有叙述的时间，可以看一下叙述时
间和实际实践的差距，对于不符合的地方一定要多品味，读
出作者把时间放慢了、放大了、细化了的用意，读出丰富的
一位。

小说阅读还有一些关键需要注意。

对话特意的地方需要细细研究。邓彤教授教给了两个理论：
一个叫对话合作原则，一个叫话轮的转化和控制。小说中的
许多对话，是违背合作原则，答非所谓的时候，我一定要注
意，为什么答非所谓，这得仔细推敲了。还有控制说话进程、
话题转换的人物是主要人物，这一点一定要明晰。举个例子
来说，高中教材有一段《红楼梦》节选《诉肺腑》。林黛玉、
贾宝玉、袭人、史湘云，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好几个人
说话，谁先说，谁后说，谁转移话题，谁插了一句，把他们



的话给中断，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人物非常微妙的心理。
也就是说，邓教授告诉我们生活中要会察言观色，阅读小说
中也是如此，辨析对话，辨析人物，辨析微妙的心理，这样
的小说才能读出滋味。

细节暗示的地方，小说中有人叫“前景突出”，这里面要认
真想一想，阅读小说时留意细节，也是阅读的关键。

还有就是多品味小说的语言。语言就是情感，形式就是内容。
汪曾祺曾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高到
内容的高度来认识。他还说，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是和思
想内容同事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可以像橘子皮一样剥
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
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这段话，就是读小说品味语言的指导方针。

小说的语言有两方面，一个是具体化，一个是抽象化。其中
抽象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汇，即非常平白、朴实、简单的语
言来勾勒，来塑造，有时称之为“白描”。这种文字写的好
的，当推汪曾祺。记得大学时现当代文学课上，老师特别推
崇汪曾祺，说汪老的语言平白、朴实，却很有味道。使我印
象特别深刻，还找来许多汪老的书来读。现在读书，我还认
为用华丽辞藻堆砌的文章不如直白朴实的文章好看。

当然，读到许多知识对自己大有裨益，对于以后的教学也会
有许多影响。更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在以后的小说阅读中使
用一两点知识，这样我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教学阅读地图读后感篇二

王熙凤是一个集漂亮、聪明。能干、贪婪、狠毒于一身的复
杂形象。作者还按照生活的逻辑，表现人物，阐发主题的需
要，对众多的辅助人物作了精心的安排，使每个辅助人物不



但具有自身的好处，而且能体现出多方面的好处和作用来。
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段，贾府在表面上正处于繁花似锦的时期。作者将刘姥姥和
贾母这样两个地位悬殊的老太太作了巧妙的比较。贾母趁此
机会极大的满足了自我的优越感;刘姥姥则为了讨得一些封赏，
心甘情愿的出乖露丑，充当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笑料。刘
姥姥第三次进大观园时，贾府大势已去，刘姥姥救了巧姐。
这样，刘姥姥无意中成了贾府盛极而衰的见证人。

最后，还是说说它的艺术成就，鲁迅以前指出：“总之自有
《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
所谓的“都打破了”指的是“敢于如实描述，并无讳饰，和
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红楼梦》没有把人物写某种思想或性格的化身，更没有把
人物当作说教的工具。作者以细腻的笔墨展现了生活本身所
固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小
说的单线结构。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
关系为中心线索，同时展开贵族大家庭的其他人物、事件的
描述。在紧紧抓住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恋爱、婚姻杯具
的同时，展开广阔的社会环境描述，从而写出了产生这一杯
具的社会根源。

其实，关于红楼梦中可论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我才刚究出
些皮毛而已。譬如今年《读者》第七期的丫鬟问题，还值得
再好好深挖，但碍于自我阅历浅薄，知识贫乏，无奈只得就
此搁笔。再不赘述，还恭请学姐在将来的学习生活中，循循
善诱，多多指教，吴达自当感激不尽。

教学阅读地图读后感篇三

咱们中国的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学起来非常困难，尤



其是小学阶段，很多孩子甚至出现了厌学的情况，老师教起
来也感到力不从心。我一直有个疑惑，外国的老师是怎样教
语文的？外国的小学生又是怎样学习的呢？自从我读了《外
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这本书，我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
这本书的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吴忠豪教授，吴教授给了我
们一双看世界的眼睛，看看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则能
更好地知道我们的教学得失。

中国的语文教学，历来以阅读教学为中心开展，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

第一，语文教学中识字、听说、写作都是围绕着阅读开展，
在阅读中识字；通过阅读学习写作，即读写结合：结合阅读
进行口语交际练习等。在听说读写四项任务中，阅读的中心
地位不可动摇。

第二，我们语文教材主要是阅读教材，听话、说话、写话没
有独立的教材。

第三，阅读课时占绝对优势，超过70%。

我曾在别的教授讲座上听到或杂志上看到国外的阅读教学，
似乎都是以学生的自主阅读为主，学生在教室里或到图书馆、
阅览室里自主阅读，不少人也大肆宣扬，似乎西方经济发展
迅速、学生创造力强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才知道，他们的那种阅读课，是指使用分编型语文教材的
阅读教学，在扎扎实实训练语言基础知识的课程之外，他们
的阅读课的确有声有色，的确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创造
性阅读为主。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他们阅读课中方法论思想
的渗透。我们都知道，掌握了规律，掌握了方法，方能事半
功倍，而分编型教材使用国家的这种思想在阅读课中体现得
非常具体、鲜明。比如美国阅读教学中的小型课，就是很鲜
明的例子。课堂教学的目标不是解读文章，而是交给学生掌
握阅读的方法、技巧。如一年级的课题《怎样理解不认识的



词语》，五年级的课题《如何解决阅读中的疑问》，都是着
眼于阅读策略的教学。学生学到的这些策略性知识，可以广
泛地运用于语文学习和其他学科的学习，甚至在今后的工作
中也经常用到。

看看外国的课程设置、课程目标的确立、教材的编写，如美
国的阅读教学不仅给出了达成的目标，而且非常具体地给出
了每学年学生阅读进步的测量方法和时间，还非常具体地举
出了检测目标达成的具体表现，再对比我们自己的教材、课
程、目标，最比觉得缺陷越多，我们的阅读课完全是取决于
每个老师自己对教材的了解程度，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普通老
师所能改变的。既然不能改变小学语文教学的现状，那就只
能改变自己。现代语言学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是在活动中
获得的，是儿童生理成熟和环境教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在其与外界相互作用的活动中获得的。对于我们自己而言，
几乎所有的阅读技巧、策略都是自己在长期的阅读中摸索出
来的，既不成体系，也不见得完全科学，很多时候阅读方法
甚至还很原始。所以我们应主动积极地提供能激发和支持儿
童有意义的语言使用的情境，让儿童从使用语言中学习语言，
从说话中学习说话，从聆听中学习聆听，从阅读中学习阅读，
从习作中学习习作。我们在平时的阅读课中，教学目标要单
一，从学生的疑问入手组织教学，让学生交流自己的阅读感
受。这样我们在讲读课文环节中教学目标就能够集中，教师
无需再去考虑如何结合讲读安排、听说写作和语文知识教学
等内容，大大减轻了教师的压力，也使得阅读教学的复杂程
度大为降低。同时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操作相对简单，还避免
了什么都得管，结果什么都管不过来的尴尬局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让我们在吴教授的
《外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这本书的思想引领下，以学生为
中心，着重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跳出庐山，遍览群山，方
能更好地领略庐山的景致。



教学阅读地图读后感篇四

当今时代，孤陋寡闻的教师已无法胜任教师的角色，当然也
就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从教多年来，对知识的渴望始终是
如饥似渴。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爆炸，课堂上自己经常
感觉力不从心，每每借助于所读之书将课堂控制的游刃有余
之时，那份喜悦是无以言表、笔墨难尽的。

近日我读吴立岗主编的《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一书，较通俗
的语言对教学新理念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为我们教师提供
一本具有全面性、启示性、解惑性和可操作性的学习用书。
它讲述的内容相当丰富，从小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地位到新
课程改革发展，更全面地阐述新课程下的拼音与识字教学、
阅读教学、习作教学、口语交际教学、综合性学习的教学和
教学评价，还有关语文教学研究的设计。书中深奥的理论，
都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用字尽量通俗，句子尽量简单，行
文却不乏可读性，使老师看得懂，喜欢读，用得上。即使是
平时比较少接触教育教学理论文章的老师，也不会对文章感
到害怕或厌烦。阅读本书，使我如沐春风，既提升小学语文
教学理论水平，学到思想方法，又注重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的
研究。使我在新一轮的课改中，能满腔热忱，又保持理性，
沿着正确的方向与时俱进。

如低段的识字写字教学中，识写分开，给很多教师带来困惑，
识的不用写的，写的不一定是现学的，觉得很别扭。其实，
识写分开是我国传统识字写字教学的宝贵经验。书中讲到在
我国唐代就开始有写字教材了，当时识字教材用《千字文》和
《急就篇》，而写字则从“上大人孔乙己”开始。新课改下，
生字编排的特点是识写分离，多认少写。识写分开的好处是：
对于识字而言，可以不受写字牵累，保持较快的速度，增大
学生的识字量;对于写字而言，可以更加突现写字规律，让学
生从最基本的笔画写起，打好写字基本功。看到在这儿，感
触颇深，作为低段小学语文教师更要重视学生的写字质量。
又如作文教学章节中对于低段写话教学，认为小学低年级的



写话是习作教学的启蒙阶段，是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基矗 《语
文课程标准》对小学低年级的写话降低了难度，强调小学生
的写话的兴趣和个性化情感体验。本书指出低年级的.学生还
没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留心观察事物的习惯，所以写话练习
还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但在当前实施新课程的背景下，
教师在教学写话时应具有一种多-维与开放的理念，激发学生
兴趣，带领学生走进生活，体验生活的乐趣，唤醒学生心中
倾吐的需求，张扬和完善学生的个性。还提出要给学生获取
写作的素材，提供说真话、诉真情、写真文的条件，以此点
亮学生心灵的繁星。给我们的教学有了可操作性的策略，让
自己深受启发，使自己在教学工作学会抓住每一个培养学生
创造力的契机……悉心揣摩，积极践行。

小学生正处于人生的起步时期，如一株株刚破土的幼苗，渴
望吮吸知识的甘佣，以使自己茁壮成长。而这“甘佣”的获
得，除了靠老师课堂上有限的传授外，更需要学生依靠课外
读书去采集。朱熹曾经指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
一观点，充分说明了课外阅读在形成学生语文能力方面，起
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深思：应该如何及早引导
小学生去正确面对丰富多彩的阅读世界，博览群书，开拓视
野，丰富脓生的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
从而使学生身心得以健康的成长，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掘， 歌
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
”雨果则说：“书籍是改造灵魂的工具，它对于人类之所以
必须，在于它是滋补光明的饮料。”确实一部好作品就如同
是一本好的生活教科书。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和气质，教人
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知识就如浩瀚的海洋，一个人一生不
可能把所有的书都读完，更何况书还有好书和坏书之分，这
就决定了我们读书要有选择。小学生的思维发展非常迅速。
在长达六年的小学生活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水平均发
生惊人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
低年级学生喜欢阅读一些带图画的形象生动的图画故视、寓
言故视、成语故视。中年级比较喜欢读一些短小的科普类图
书，如历史故视、科幻小说、人物传记及等。高年级学生则



喜欢思辩性较强的文章，像名人成长录、名人名言等。因此，
不同年级所选的书也应有所不同。

培养小学生读书的习惯，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很关键的，古人
云：家有余粮鸡犬饱，户多书籍子孙贤。所以我们在教室内
设立图书角，同学们自己把好书推荐给大家共同欣赏。另外，
老师还坚持陪同学生一起读书，交流心得，用自己无声的行
动去影响学生。定期举行读书竞赛活动，让学生在读书竞赛
中体验到读书的乐趣，从而不断增强学生读书的内驱力，使
之成为自觉行为。

知识能够孕育知识，智慧能够点燃智慧。教师只有先点燃自
己熊熊的智慧之火，才能点燃学生的一个个火把，从而让真、
善、美薪尽火传。的确，有时候我们与谁同行，比要去哪里
更重要!这是我学习的最大的收获。小学语文教学无止境，运
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的教学实践，提高我的教学水平，受益
匪浅。

教学阅读地图读后感篇五

前一段时间阅读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卡尔维诺文集》，包
括了卡尔维诺的绝大部分作品。本来阅读卡尔维诺是为了写
篇论文的，后来发现自己水平太低，写不出来，但读过他的
作品后对卡氏还是不由得喜欢上了。

总体来讲，阅读卡尔维诺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好像在一个
陌生的国度徒步探险，一路上迎接你的都是奇谲瑰丽的画面，
令人目不暇接。不像读很多其他作家的全集，读着读着就觉
得乏味厌倦，因为作者总是难免在不同的作品里重复自己，
尤其是在写作风格上。卡尔维诺虽然也是一个风格鲜明的作
家，但他的小说就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来讲可以说是相当丰
富多彩。他在探索小说写作的无限可能中不断地挑战自我，
也给读者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卡氏的小说像一块晶莹剔
透而又坚不可破的水晶，其结构完整严谨，增一分则太肥，



减一分则太瘦，如水晶般浑然天成，无需装饰。卡尔维诺的
语言也是恰到好处，流畅自然，在阅读中能够感觉到作者思
维的迅捷敏锐，写作也仿佛一气呵成，不磕绊，不拖沓。

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我最先读到是他早期的几部短篇小说，当
时只是因为其篇幅短小，比较利于在睡前随便翻开读一读才
看的。出乎意料的是我一读起来就被卡氏丰富大胆的想象力
以及小说幽默风趣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我觉得《马科瓦尔多
逛超级市场》、《糕点店的盗窃案》、《弄错了的车站》等
故事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思。可以说是这些小说滋润了我呆
板枯竭的思维，向我敞开了一扇通向奇异的艺术花园的大门。

要说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我最乐意读的还是《我们的祖先》三
步曲，包括《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和《不存
在的骑士》。可能很多读者跟我一样也喜欢这三部小说吧，
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祖先》采用了比较传统
的写作方法，更易被大众读者所接受，但这决不意味着这部
作品平庸，相反，这三部小说却极富张力。表面上看小说讲
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作者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安排
在了过去，使得作品看起来像历史小说。而对于历史故事，
普通读者都或多或少地熟悉并乐于接受；小说情节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这一点也类似于以情节取胜的传统小说；此外，
作者高超的文学造诣也是让读者为之倾心的最重要因素。凡
此种种构成了《我们的祖先》大众化的原因。然而它决不是
通俗小说，细心的读者能够从中读出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小
说的字里行间经常能够找到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语句，而小说
背后的哲学思想更是若隐若现，发人深省。尤其是《树上的
男爵》，它看似平淡无奇，讲述的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唯
一独特之处是这个人不像普通人一样，他生活在树上。然而
卡尔维诺正是利用了这看似荒诞不经的设计，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总之，《我们的祖
先》读后既令人拍案叫绝又让人掩卷沉思，是值得一读再读
的好作品。非但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书中提出的问题，勤
思好学的读者很有可能还会因此找来其它的相关书籍深入阅



读，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我想这也是好书的一个长处所在
吧。

卡尔维诺的代表作要数后现代作品《寒冬夜行人》了。读这
部小说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小说不同与传统的小说，
不采用线性的叙事方式，据评论说体现了作者时间零的创作
理论。对于这个理论我并没有搞清楚，而小说新颖的形式确
实是一种不错的尝试，也是对传统小说的挑战。它颠覆了作
者与读者的传统关系，给读者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虽然谈
不上对这部小说有多么喜欢，但对其探索精神我还是不由得
心悦诚服。

另一部带有鲜明实验性质的小说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
是作者运用了符号学理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创作完成的。
小说选择了塔罗牌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利用牌上的图画（符
号）杜撰故事。小说的最大成功就是将符号学与文学较好地
结合起来，因此很多符号学专家对这部小说赞赏有佳。从小
说的内容等方面看，作者为了能够将符号学运用到作品中，
确实发挥了极大的想象力。但就文学性而言，这部小说显得
滞重枯燥，并不耐看。

卡尔维诺的其它重要小说还包括《看不见的城市》、《宇宙
奇趣》以及早期作品《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烟云》、
《阿根廷蚂蚁》等。《看不见的城市》故事发生的时间是过
去，但却体现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宇宙奇趣》充满了奇
思妙想，读起来非常有趣。

除了小说以外，卡尔维诺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就是在他死后由
他妻子整理的《美国讲稿》。这部讲稿本来是卡尔维诺应邀
去哈佛讲学的演讲稿，但因其猝然死亡，演讲未能成行。
《美国讲稿》是卡尔维诺的小说创作观的集中体现，他
为20xx年以后的小说创作开了一剂良方，其理论价值不可忽
视。



卡尔维诺是个严肃而勤奋的作家，他有强烈的作家使命感和
对文学的炽烈的热爱，在他并不算长的一生中一直坚持思索
和开拓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他的作品也成为文学宝库的奇
葩，绽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