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语文读后感(优秀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语文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学了一篇课文，叫，《陶罐和铁罐》。我深受启发，
也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课文讲了国王的御厨里有两个罐子，分别是陶罐和铁
罐。“你敢碰我吗？陶罐子！”铁罐傲慢地说。“不敢，铁
罐兄弟。”陶罐谦虚地回答。“我确实不敢碰你，但并不是
懦弱。”陶罐争辩说，“我们生来就是盛东西的并不是互相
碰撞的，说道盛东西，我不见得比你差，再说……”“住
嘴！”铁罐恼怒了，“你怎么敢和我相提并论，你等着吧！
要不了几天，你就会破成碎片，而我却永远留在这里，什么
也不怕。”“何必这样呢！”陶罐说，“我们还是和睦相处
吧，有什么可吵的呢！”“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你算
什么东西！”时间在流逝，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王朝覆灭
了，宫殿倒塌了，两个管子留在厚厚的土里，捧起陶罐，倒
掉土和擦干净。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不能光看别人的短处，还要看到自
己的短处。

语文读后感篇二

手捧着这本书，温儒敏这三个字引入我的视野，温老师的很
多书我都略有耳闻，今天我带着对温老师的憧憬走进了《语
文讲习录》的世界。



这本书对温教授近年来关于语文教育的新思考、新探索、新
见解和新方法有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是温教授所提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还有引导者的力量。

作为一名教师，求真务实的态度是最不能缺少的，遇到问题
就要实在的去做，专家都需要调查研究，更何况是我们教师
呢，我们不能只做情绪印象方面的思考，一切从实践出发，
实事求是，我想这也是教育很重要的要求。其次是引导者的
力量。书中说：语文老师如果不是读书种子，怎么指望学生
好好读书呢。大多数同学喜欢教学认真且有人格魅力的老师，
而且这些老师一般都比较个性化，并不会根据教学大纲来教
学，而是有自己的`风格，独立思考，并且带领着学生去读书，
将学生的思维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激发学生的灵感。让我们
用心育人。我们应当感谢温教授，他通过研究给我们提供规
范的教学方法，使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更加的有担当。同时我
想在教学过程中，我还应当引导学生去读一些闲书，更好的
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引导孩子提升素养。

读完温教授的书后，会产生很多思考，最应该让孩子们抓住
阅读，我们以引导者的力量来带领孩子们进入另一个语文的
世界，同时，我会立志做一名有人格魅力的老师。

语文读后感篇三

这个假期，我读了《学小霸漫游语文世界》这本书，我觉得
它是一本对语文学习有很大帮助的一本好书。

书中的主人翁学小霸以前是个不爱学语文的学小霸“因为怕
仓鼠给他改名为学小渣才和乌鸫鸟‘上下’学起了语文。”
通过学习他发现，语文世界是这么神奇有趣啊！悄悄告诉你
吧，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有一次，老师提了很难的问
题，我回答出来了，都是从这本书里学到的'呢！

正是因为这本书，我爱上了语文。它把枯燥无味的语文用生



动的字和美妙的插图让我们喜欢上了它。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才是提升语文成绩、人格修养的根
本方法，所以我要多读书。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语文读后感篇四

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寒假特别得长，在这段宅在家的日
子，我又来到书架前，捧起于永正老师的这本《儿童的语
文》，细细品读起来。虽是再次翻阅，却如春风轻拂一般，
驱散了我心中的焦躁。于老师虽已不在，但他却留下了许多
宝贵的教学经验，熠熠生辉。仔细阅读《儿童的语文》，就
像与这位潜心研究教学的老者面对面，听他侃侃而谈，听他
说童年老师对自己一生的影响，听他说自己备课的细致认真，
听他说精心准备的公开课中的荟萃……每读一篇，犹如发现
了一座宝藏，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宝藏。这样一位老者，他总
是不断地重新审视语文教学的目的，不断回味教学中的得失，
俯下身来教孩子。在教学的道路上，他行无言之教；漫漫育
人道路，他守常创新，终究成了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面旗帜。

于老师告诉我们，要守住语文教学的“常”。“识字、写字、
读书、作文、激发兴趣、培养习惯就是小学语文教学
的‘常’。”我暗自庆幸，自己多年来坚持的教学竟然与名
师默契，心中不禁暗喜。

于老师说“写字就是育人”。是的，我在教一年级的学生写
字的时候，就是让学生从写好“横、竖、撇、捺”开始，不
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横稍斜、竖要直，撇捺要舒展，要撇出
笔锋来，捺出笔锋来……固执地教孩子们区分垂露竖和悬针
竖，苛刻地要求学生们书写生字时要匀称、美观……这样的
要求我曾经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拔高了，读了于老师的文章，
更加坚定了我写字教学的信心。



于老师说“语文，是读会的。”对于朗读，我跟写字一样情
有独钟，为了锻炼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朗读能力，我曾
经在微信群中要求学生天天朗读优美的句段。还记得人教课
标版四年级的《骑马上天山》、《花的勇气》、《麦哨》
（虽不是精读课文，却经常让孩子们朗读），“溪流轻轻荡
漾，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像绵延无尽的织锦那么华
丽，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
想想都觉得美的景象，孩子们怎么不会好好朗读呢？经常朗
读，孩子们不光读得流利，还积累了好词佳句，有的还运用
到了自己的作文中，真是一举多得啊！

然而，当我翻阅到于老师在备课本上练的字时，我又有些自
惭形秽了。同样受过柳体的影响，于老师受益一辈子，而我
呢，偶尔罢了。“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于老师坚持一生的
教学理念，他说，“老师就是一本教科书，一本学生天天看的
‘无字之书’。”“我在学生面前不敢造次。”写字教学，
他总是按程序来，读帖、描红、临帖，每个字的起笔、走势、
结构他都熟记于胸。如此执着地练习，哪有不成功的？他
说“师傅不明弟子拙”，读到这里我深觉汗颜，总是认为小
学生所学的生字，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常用字了，很少那样认
真的研究、练习，这这大概就是名师与教书匠的.区别吧！作
文课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老大难”，而于老师却自信满满
地说，“我以为，我上的作文课要比阅读课好得多。”在于
老师的作文课堂，他几乎都“先下水”，他说“一‘下水’，
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难易深浅、起承转合，都在我心
里了。”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先做到，他的作文教学设计
就是一篇篇生动的、高质量的下水文！对这样一位勤奋耕耘
的老者，我不由得再次心生敬佩。这样的课堂上，师生共写，
无言的教学切切实实地走进了学生的心中，自然是其乐融融
了，这样的作文教学，怎么能不成功呢？这比老师干巴巴地
讲多少都要有作用的多啊！“下水”，就是于老师在作文教
学中的“无言之教”。

有人说：“一个人一辈子若能把一件事做得极其出色，那就



是最大的成功。”于老师的一辈子，专注小学语文教学，他
把自己的教学标签为“儿童的语文”，把教学中的每一个细
节都做到极致，用无言之教来诠释一个小语人的责任与担当。
读一本书，倾听一位老者的谆谆教诲，受益无穷。

语文读后感篇五

翻开《定义语文》，我先被《自序》吸引，对作者成尚荣老
师的很多观点都感同身受。在阅读全书时，有些观点看不懂，
有些看得半懂不懂，幸好还有些能结合实际有所感悟，整体
感觉自己读得囫囵吞枣。偶有所得，欣喜若狂，如沧海拾珠。
全书由：用专业的眼光看语文、语文的世界眼光、语文教育
家和知识分子、种诗的人四大部分组成，以理论结合实际，
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不虚度每一天，读书、读报、思考、写作成为一天的主要
生活内容，也成了我的生活方式。”这是作者对自己生活的
总结，也是我学习的方向。“走这么久了才知道现在才是开
始。”“人生没有统一的深度和高度，也没有统一的进度和
速度，全在自己努力，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努力了，达
到自己的高度才重要，把握自己的进度才合适呢。”看到这，
我满心感慨，我也是落后了十年，现在才意识到，才开始追
赶。栽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从现在
开始努力，总比从未觉悟好。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与成长。尤其在读专业教育类的书籍上，
我是有心但不尽力。读这类书，不比读小说，有吸引力，要
靠自己的毅力、专注力，经常买了书不读，或读了几页昏昏
欲睡。如果能每天定下任务，逼逼自己，所得应该比随心所
欲更多。

惰性和拖延症是阻碍进步的最大杀手。经常在上了一节成功
或失败的课后，有很多感悟，但没有及时写下来。慢慢地，
那些感悟就消失了。等要写论文，写材料时，那些事例就想



不清楚了，真是非常可惜！如果能经常及时地写下所思所悟
所得，那进步肯定是显着的。作为语文老师，提升自己的语
文素养，要一直在路上。

学无止境，不仅仅是对学生说的，对老师也一样。在教育教
学的路上，也要不断学习。正如语文课程标准也在实践中不
断修改，我们的语文课也不应该是一谭死水，一成不变，而
应与时俱进。从生本教育到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出，语文的课
改是一直在前行。现在我们“文心.梦想”工作室在探讨的低
段绘本课，是以前没有的课型；还有对课外阅读课程的探索
与推进，也是随着大语文观不断深入。反思自己，在旧有的
课型上止步不前，在新课型面前没有大胆探索。

《定义语文》一书中，关于听课与评课，成尚荣老师写道，
应更多关注在教学设计、教育理念上，不能一直停留于细枝
末节。我想起了这学期郭福兰主任对陈小林老师那节《四个
太阳》的评课，也是更多的从教学设计上进行指导，让我们
旁听的人都受益匪浅。从备课、上课、听课、评课，每一个
环节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学习。在研究型老师的路上，我
还有很多课题需要去探究。作为语文老师，提升自己的专业
教学水平，也要一直在路上。

成老师在书中说，要做一个种诗的人，学生就是一朵朵鲜花，
让他们诗意地开满田野。他在书中列举了很多教育专家，对
于学生，对于教学，对于发展的各种观念，让我大开眼界。

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每一届的学生是不一样的；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们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他们身上的特质也是不一样的。

犹记得教的第一届学生，他们看的课外书很少，我可以给他
们讲各种课外书中的故事。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
越来越富裕，家长越来越重视教育，给孩子看的各种书就更
多了。到现在班上这届的学生，很多他们看过的书我都未必



看过，他们的知识面已经很广。好些孩子已经能够完全跟我
对话，视野观点远超他们的年龄，后生可畏。

学生的不断发展变化，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知识要能跟得上时代，跟得上他们的发展，我们的教
育教学方式也要越来越适应这种变化与发展。

在看《定义语文》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个感悟特别深：成
尚荣老师对名人名言信手拈来，随手列举各种教育教学专着，
而那些理论书籍，我甚少涉猎。越看收获越多，也越觉得惭
愧。

最后还是用书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学习一直在路上，在进行
中。

语文读后感篇六

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两只白猫掉进一只烟囱里，出来时，
两只白猫都变成了黑猫，其中一只，赶紧跑到河边把身上洗
干净了，又变成了一只白猫；另一只看见洗干净的白猫，以
为自己没有弄脏身体，身上也是白色的，就跑到街上去玩耍，
别人看见它都叫它黑猫，它丈二摸不着头脑。终于有一天，
它在河边无意中照见了自己的样子，可这是洗，已经洗不干
净了，从此，它就成为了一只黑猫。

这则故事是我在一张试卷上看到的，它汤我深受启发。我发
现自己就是故事中的黑猫，经常看见别人去玩，我就去玩，
别人回家我才会回家，妈妈批评我，我还强词夺理：“为什
么别人能玩，我就不能玩？”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别人做什么是别人的事，我要有自己
的'原则，不能拿别人当自己的镜子。有时别人能考好成绩，
自己就不一定能考好，要先了解最真实的自己，才有资格学
别人，镜子中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现在，每当看见别人在外面玩耍自己又蠢蠢欲动时，我就用
这个故事勉励自己，让自己的新安静下来，去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故事不是很长，但可能会让我一生受益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