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分钟学会写读后感 自主学习读后感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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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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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学会写读后感篇一

中学生学习信息技术不仅是获取有限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取学习信息技术的方法，所以应该让学
生学会自主学习。但真正做到自主学习真的很难：

如：在教学画笔工具时，我介绍完“圆、椭圆”的使用方法
后，让学生自主创作，以这个工具为主画一幅画。尽管生活
中的圆的素材很多，但不限定画什么，没有提示，一大半学
生只是在画面上不断地画着圆或是椭圆，后来我口头提示了
一些，有些同学才简单的画出一些来，吸取了这个教训，在
另一个班教学时，介绍完圆的画法后，我让学生看了五环旗、
靶心等等图案。这些有次序的叠加圆给学生一些启发，马上
就有学生能画出光盘、水晕等图案，相继诞生了形态各异的
娃娃的脸、车轮、钮扣、呼拉圈、钟表、圆盘、糖葫
芦······等美丽且有意义的图画。所以说自主学习，
也需要创设一定的情境，不仅为学生的主动思维在时间和空
间上留下了余地，也激发自主学习的热情。

又如：在教学“认识word”这一课时，课文中提出了退
出“word”程序的方法。两个班，我一个班是自己演示如何退
出word，而另外一个班，我让学生自己尝试找找退出的方法，
比一比看谁找的方法多。让学生主动去探索，去发现。学生
听了都兴致很高，每当他们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时，都会产生



成功的喜悦感，最后在老师的启发下，竟然找出5种之多。显
然这个班的教学，学生的积极性高，收获也比较大，使学生
感受到了电脑的趣味性和多样性。

为了能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我采用了各种方式。如
竞赛，上课时，我经常提出“看看哪个同学能够把它做出来。
”“有哪一个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看哪位同学第一个
完成。”、“看哪一小组最先做好！”、“比一比，哪一同学
（小组）做得最好。”有时我也采用奖励机制，如：“谁先
完成了今天的学习内容。就玩一会儿游戏。”“谁做得又快
又好，我给他加平时分。”等等。

学生会学习，会主动的学习不是天生的，要有机会（改正的
机会、思考的机会、实践的机会）和方法。这个机会要靠教
师的宽容，教师的细心，教师的智慧才能得到。

五分钟学会写读后感篇二

《不咆哮让孩子爱上学习》这本书是一本偏教育类的书籍。
可以教育小孩，也可以教会大人如何教育小孩。

在书中，作者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一些家长遇到孩子不乖的困
扰的事例。并且也十分详细地记录了如何应对这些家长的困
扰。作者说过，“用对方法，才能让孩子爱上学习。”有些
家长在陪孩子学习的时候，耗费了大量精力，却没有得到满
意的成果，于是便大发雷霆，对孩子发火。孩子成绩不见提
高，亲子冲突还越来越激烈；才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有
些家长就已经管不住，随着孩子的任性，也让孩子养成了不
好的习惯。每个晚上陪孩子写作业，简直就是一场斗智斗勇
的战争，常常会弄得“鸡飞狗跳”；家长对孩子发火时，孩
子也会反过来顶撞。这些事情搞的家长头痛不已。

这本书就可以给那些有很多困扰的家长看，懂得一些教育孩
子的方法，以及对于孩子有些做法的应对方法，不再用老套



的.打骂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使亲子矛盾降到最小化。也可以
让孩子减少书中的错误，甚至不会犯和书中同样的错误，也
用于理解和接纳家长的教育方法。如果不用这些方法的话。
小孩一不乖，家长就会大发雷霆，又骂又打，这样会伤害小
孩的心灵，对大人的身体也不好。这种方法很不可取。而用
这本书当中的解决方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亲子矛盾。让
家长和孩子都可以不发脾气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可以教育家长和孩子的，是十分好的一
本书籍。让大人和孩子过得和和睦睦，不再天天吵架。

五分钟学会写读后感篇三

读《学习雷锋好榜样》有感最近我在读《学习雷锋好榜样》
这本书，书中讲了我们要学习雷锋帮助老人小孩，我很喜欢
书中的故事有雷锋冒雨赶早车，路上他看见一位大嫂领着一
个小女孩，正艰难向车站走去，雷锋脱下雨衣披在大嫂身上，
抱起小女孩与他们一起来到车站，并把自己带的馒头给他们
吃；火车站，天还下雨，雷锋一直把他们送到家里。

雷锋时时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一次雷锋参加的演出，为了
演好角色，他起早贪黑地背词。排练的时候，因为自己家乡
口音太重，他为了不影响演出效果，就主动要求把自己换下
来，然后集中精神为演出做后勤工作。

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
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关于挤和善于钻。很多人都说
工作忙，没时间学习，雷锋却认为问题不在于忙不忙，而在
于愿不愿学习。雷锋在部队做驾驶员，平日总是驾驶汽车东
跑西跑为了挤出时间学习，他把书装在随身的.挎包里，只要
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他就在驾驶窒里看书。

雷锋乐于助人，热爱集体，勤奋好学，不管走到哪他就把这
种精神发扬光大，他给人们带来春天般的温暖，同时也使这



种精神得到更多人发扬光大。我还记得这句话，那就是有时
间喝茶，我就用那喝茶的时间用来工作。

五分钟学会写读后感篇四

刻意学习是很有必要的，再好的潜力若不加以发展也会变得
荒芜。而如果想要学习取得进步，就需要走出舒适区。

02

人类的身体有一种偏爱稳定性的倾向。它保持稳定的内部温
度，保持稳定的血压和心率，并使得血糖稳定、ph值平衡。它
使我们的体重日复一日地保持合理的一致。当然，这些都不
是完全静态的。例如，进行锻炼时，人们的心率会加快;如果
暴饮暴食，人们的体重会增加;如果节食，人们的体重会下降。
但是，这些变化通常是暂时的，而身体最终会回到它原来的
模样。这种现象称为“体内平衡”，它意味着一个系统有一
种保持其自身稳定性的趋势。

拿健身举例子，如果你想要改变，就要长时间付出努力，直
到你的身体适应了锻炼的强度。但是此时也意味着你的身体
到达了一个新的平衡点，同样的训练时长和强度不会再使你
更强壮，你必须不断加码。对于我们从事的所有心理活动，
同样是这个道理，一旦我们抵达了某个平衡，不再去走出舒
适区，我们就不会有大的进步，但重要的是记住，选择总是
存在，如果你想变得更好，你就可以做到。

03

传统的学习方法并不会专门挑战体内的平衡，我们不会特意
地强调走出舒适区，以前的观念认为只要你训练，就可以发
展自己的潜力，而有些人多年训练无果，大概是与他本人的
天赋有关。而对于刻意训练来说，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涉及发
掘自己的潜能，而且要构筑它，让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变



得可能。这意味着要挑战体内的平衡并走出舒适区，让你的
大脑和身体来适应。一旦你做到这一点，学习便不再只是执
行某些遗传命运的方式，它变成了一种控制你自己命运的方
式，也就是一种按照你选择的方法构筑潜力的方式。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挑战平衡、发展潜力的最佳方式是
什么呢?

04

作者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1924年4月27日，俄国国际象棋特
级大师亚历山大·阿廖欣将要同时和26名最优秀的国际象棋
棋手进行对战。26位棋手面前都摆着一个棋盘，阿廖欣背对
着他们，看不到任何一个棋盘，也就是下盲棋。挑战者每下
一步，工作人员便大声念出那步棋，阿廖欣再说出自己的应
对招数，工作人员把这步棋摆到相应的棋盘上。26盘棋，832
个棋子，以及棋盘上1664个方格，阿廖欣不借助任何工具，
却依然游刃有余地应对着，这场比赛持续了12个小时，中间
只吃了个简单的晚餐，等到最后一盘棋下完，已经是凌晨2点，
阿廖欣赢了其中的17盘棋，输了5盘，和了4盘。那么他究竟
是如何做到同时和这么多精英对弈而获得胜利呢。这里作者
提出了一个概念“心理表征”。

05

心理表征是一种与我们大脑正在思考的事物相对应的心理结
构，或具体或抽象。比如，当提到蒙娜丽莎的时候，你可能
会想到那副著名的油画，这就是蒙娜丽莎在你脑海中的心理
表征。有些人的表征可能更为详细，比如他还能描述出蒙娜
丽莎的发型和眉毛的模样。刻意练习包括创建更加有效的心
理表征。比如那位能记住82位随机数的史蒂夫，当他在记忆
的时候，在心理上将随机数进行了编码，形成了他自己特有
的`记忆方式，也就是说，他创建了心理表征。实际上后来市
面上出现了很多关于思维导图的书，也是在指导人们怎么在



心理上编码记忆。将杰出人物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因素，正
是前者心理表征的质量与数量。通过多年练习，他们针对本
行业或领域中自己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同局面，创建了高度复
杂和精密的表征，这些心理表征反过来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
记忆、规律的识别、问题的解决等成为可能，也使得他们能
够培养和发展各种高级的能力，以便在特定的专业领域中表
现卓越。几乎在每一个行业或领域，杰出表现的标志是能在
一系列事物中找出规律，这些事物，在无法创建高效心理表
征的人们看来，可能是随机的或是令人困惑的。换句话说，
杰出人物能够看到“一片森林”，而其他人，却只能看
到“一棵树”。

大脑的结构与运行都会为了应对各种不同的心理训练而改变，
而且，很大程度上像你的肌肉和心血管系统响应体育锻炼那
样。

五分钟学会写读后感篇五

你一定听过这句话“听了很多大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
和这句话类似的是读了很多的书，生活却没什么改变，看了
很多书，一分钱也没赚到。

今天在一个群，大家感叹：买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却因为自己的低效能，书没有看。买了克服拖延症的视频课
程，却因为自己的拖延没有去看。买了《刻意练习》却因为
太刻意而没有练习。

多年前就读了《定位》，至今没有给自己定位好。多年前就
读了《影响力》，至今没有影响力。生活没什么改变，倒是
《单身情歌》唱了这么多年。

时代在发展，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爱看书爱学
习的人越来越多。书不是读的越多越好，往往我们一味地读，
却忽视了学习方法，因方法不得当，学习的效率大打折扣。



其实我一直没有关注学习方法这方面的书。如果我早点了解
就不会吃那么大的亏了。我一共处理了两批书籍，每次都半
麻袋。读的这些书也使我受益，但我还不满意。最近我看了
一本关于学习方法，知识管理方面的书，所以也推荐一下，
这就是成甲的《好好学习》。

知道成甲是我听了他在一块听听上面的一堂课。当时就觉得
此人思路，逻辑清晰，讲的有料，有用，所以也就关注了他。
后来听说出了本书，在一些群里也有人推荐过，所以我就买
了。成甲也在罗辑思维的得到平台开了专栏《成甲说书》。
成甲做知识管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有多年的经验了，也是
这方面的专家了。

第一章：知识管理和认知优势。

第二章：掌握临界知识的底层思维与方法

第三章：发现和应用自己的临界知识

第四章：核心临界知识及其应用

知识管理就是通过对外部信息进行加工，提高我们改变认知
或行动的速度。大家对知识管理存在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数据管理的维度。比如下载，保存，归类。

第二个是信息管理的维度。这个唯独我们关注的是怎样理解、
消化和应用各个知识点。

第三个是底层规律的维度。这个维度不仅仅是具体的方法和
技巧，更关心自己的认知深度，深层次掌握普遍规律。

比如作者利用查理芒格提高的方法写文案：深刻理解问题的
实质，然后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律去解决问题。写文案



本质上是建立信任的过程，就用到心理学上的构建和增进认
同的方法。

什么是临界知识？知识和知识不一样，有些知识要比另一些
知识能够更加深刻改变我们的行为。临界知识套用了和物理
学中的一个名词：临界质量。临界质量是指要产生核爆炸需
要的裂变材料质量，只要突破这一临界值，佳能产生惊人的
核爆炸。当你储备的临界知识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产生
惊人的威力。

认知效率：如果我们的学习是在了解问题本质，了解解决方
案的底层规律，能够让我们认清楚问题表象背后的实质，那
我们就是在提升认知效率。

如果有多个兼职就算斜杠青年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比不过我
们村里东头的王大爷。在多个兼职情况下，你更多只是经历
了一下而已，认知深度并没有增加。

第一性原理：更能深刻看到做事情背后的规律：用最基础的
原理解决问题。

阅读+画线摘抄的读书方法是把一本书拆分成了一个个孤立的
知识点。事实上大脑的记忆，靠的是讲信息与旧经验联系起
来。

记忆宫殿法：构想一个我们熟悉的场景，把需要记忆的事情
放到已经熟悉的场景当中。

原始的读书方法是：花很多时间去读一本新书，去记录新的
名言警句，却从不花时间去加工这些信息，将其和已有的知
识建立联系。

读书一定要花时间，耐心和思考力，将获得的知识和已有的
经验进行网络状的联系。不是仅仅摘记名言，而是描述读书



后受启发的内容，这些启发和我过去的哪些经验相关。

心理表征：大脑在思考问题时对应的心理机构。比如下棋，
大师看到的是棋局走势与策略。

买书不是为了看完，是为了快速找出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
探索如何消除知识阻塞。

黄金思维圈：当你遇到每件事，首先问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