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童读后感(汇总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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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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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读后感篇一

昨天，我从爸爸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封面有点奇怪的书，书
名是《小王子》。我以为是爸爸童心未泯，居然偷偷藏了童
话故事书来读。

我翻开书，坐在书桌上静静地读者。

读了第一页，我就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中住，一口气读着不
停歇。这本书不长，我花了两个小时就读完了，读完后，我
觉得里面的故事虽然简单，但故事里的寓意却有点深刻，我
不怎么明白。

不过，我还是把我的感受写下来吧。

小王子原本孤独地住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星球上，这个星球很
小很小，犹如小王子的一个屋子。在那里，小王子种了一颗
玫瑰花，这颗花每天都陪伴着小王子。一天，小王子离开了
他的家。告别的时候，玫瑰花和小王子都很伤心，最后小王
子忍痛离开。

读到这里，我也感到眼睛酸酸的，既然他们彼此舍不得对方，
为何小王子还要离开呢？也许小王子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毕
竟小王子的家实在是太小了。

小王子一路旅行，最后来到了地球。在地球上，他遇到了一



只在等待她的王子出现的狐狸。狐狸爱上了小王子。

儿童读后感篇二

基于儿童立场的“导学”例谈

作者/徐丽萍

前人很早就在研究“学”与“导”的关系。十年前的《语文
课程标准》就郑重提出了“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是
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时至今日，放眼广阔的教育
视野，考量语文教学的现状，我们发现许多语文教师行进的
脚步依然不够坚定，课堂上依然“讲风”盛行，教师
的“导”显得很强势。

对于一篇课文来说，究竟什么样的落脚点才是最恰当的？当
然是基于学生。坚持以“学”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学生的年
龄特征、认知水平与实际需要。笔者以《水》为蓝本，探
讨“导学”的策略，做到为学而导、顺学而导，导在关键处，
导在必须时。

一、画面引思，有效启学

《水》描写了作家马朝虎回忆儿时缺水生活的经历。“缺水
之苦”是生活在水乡的学生生活体验的空白点，笔者在教学
时抓住文本内容与学生生活间的反差，创设情境，引领学生
以一种积极思考的姿态走进课文。

生：我看到了许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着取水，他们获得
一点水多不容易呀！

生：我看到庄稼地因为缺水都干裂了，农民伯伯在伤心地期
盼下雨。



师：作家马朝虎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缺水的地方，请你读一读
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想一想从哪些语句中读出了缺水的困难。

师：假设现在你就生活在这样的村子里，请你读这一自然段。

（生感情充沛地朗读）

基于儿童立场的导学，“学”是内因，“导”是外因，必须
通过“学”这一内因，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正如著名心理学
家罗杰斯所说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严格地说没有谁可
以教会任何东西，所有的教会，从本质上说都是学生自己学
会的。”因而，要让学生感受缺水的艰苦，教师的讲述是没
有用的'，只有学生体验了缺水的滋味才能建构与文本相通的
情感。课例中，教师借助缺水的画面，引导学生观察，淡感
受。学生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被调动起来，从而更主动地去
研究了解马朝虎从小生活的环境。

二、想象环境，有效助学

苏轼在论王维的画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
之画，画中有诗。”这说的是诗画不分家。其实文章也是这
样，当你醉心于某段文字里的时候，也一定是眼中有景，耳
中有声，心中有情。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充分地
想象，再现画面，领悟、感受，才是有效阅读的助推器。在
学习《水》的第二自然段“雨中洗澡”时，我引导学生这样
展开想象：

师：孩子们洗澡的画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大家好
好读一读，你能把他们的快乐读出来吗？（生练读，师指名
读。）

生：我看到孩子们在雨中仰起头，张大嘴巴，去吃来自天空
中的水。



生：我看到他们在雨中翻跟头，玩耍嬉戏。

生：会欢呼跳跃，也会大呼小叫。

生：会尽情感受雨水的清凉和抚摸。

师：我们合作读一读，在雨中，大人们和孩子们一样，他们
也会――

生：（齐）在雨中奔跑、跳跃，大呼小叫。

师：也会――

生：尽情享受雨水带来的抚摸与清凉。

师：也会―一

生：仰起头，张大嘴巴，去吃来自天空的水。

课文的语言，被我们的想象丰富了，就能看到生动的画面！
这样既实现了语言的迁移、运用和内化，又增强了学生主动
积累和主动运用的意识。

三、矛盾发掘，有效品学

歌德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语文教学的价值就是使孩
子们获得言语的智慧。例如，《水》的第五自然段就细腻地
描写了四兄弟用一勺水冲凉的情景，这些文字并非只是“语
词的组合与排列”，它流淌着的是作者内心深处生发出来的
情感。有情有味的语言给学生的感觉、知觉、情绪与往常完
全不一样，而这种感觉学生们是不可能有的，更是写不出来。
所以，在这段话的教学中，我通过引导学生发现寻找矛盾点、
讨论突破矛盾点、朗读回味矛盾点三个层次，引领学生在文
学中漫步，感受散文的文化情韵，获得丰富而细腻的感觉。



第一层次：发现寻找矛盾点。

师：请同学们仔细读第五自然段。读着读着你可能就会发现：
这段文字中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或者是反常的地方。如果你
发现了，就在这些地方打上问号。

生：母亲只用一勺水给“我们”冲凉，为什么作者说成像一
条小溪流，这是矛盾的呀！

生：“我听得到每个毛孔张开嘴巴的吸吮声，我感觉得到血
管里血的流动在加快。”这不合理，人不可能听到毛孔的吸
吮声。

第二层次：讨论突破矛盾点。

师：这些矛盾的地方是不是作者写错了？聪明的你们愿意去
探究吗？我建议大家选择其中的一个问题，和同桌进行讨论。
（生讨论，交流。）

讨论一：水“滑过”全身。

生：我们讨论了三个“滑过”，写出了水带给“我们”的舒
服感受，也写出了水的珍贵。

生：作者把水流过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感觉都写出来了，非
常细腻，并不哆唆。

讨论二：一勺水似小溪。

生：我们讨论了作者因为很久没被水滋润过了，所以即使是
一勺水也让他有一条小溪一样的兴奋，这也是不矛盾的。

师：当一勺水倾注而下的时候，作者在心里仿佛对水说了些
什么？在作者的心里，一勺水绝对抵得上一条小溪给他带来
的舒服。



师小结：通过大家的交流，我们发现，这几处看似矛盾的地
方，恰恰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地方，值得好好咀嚼。

第三层次：朗读回味矛盾点。

师：请你朗读这段话，你准备用怎样的语气和节奏来朗读？

生：我会用舒缓的语气，读的节奏要慢。

师：让我们停下脚步，站在母亲的面前，静静地等待这一勺
珍贵的水……

（生配乐读）

这一自然段的教学，教师遵循学生的审美特性，旨在引领学
生探讨文本语言，获得文本的直觉意义。学生在讨论中，体
会到了作者在极度缺水的环境中的独特感受；在朗读中，领
略到了作家语言的生动、形象。此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语言鉴
赏能力，有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成尚荣先生说：“教师应当有大智慧，才能在儿童立场上挥
洒自如。”有智慧的语文教师，会从教师本位转向学生本位，
会从“我怎么教好”转为“怎么让学生学好”。有智慧的语
文教师，会好好地发挥“导学”功能，导在问题的感悟点上，
导在学习的关键点上，导在学生认知的迷茫处，真正做
到“导而弗牵，开而弗达”。

（作者单位：江苏金坛市西岗小学）

儿童读后感篇三

作为小学教师，“儿童”一次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与中心。如
何站在儿童立场，为儿童思考，研究儿童，是我们的终身课
题。全书的核心观点是：儿童研究视角的坚守、调整与发展



走向。教育的中心是儿童研究。教师的第一专业是儿童研究。
教师应该坚守儿童视角的研究。这个研究，源于儿童，为了
儿童，也要有儿童的参与。学生位于学习的中心，是学习的
主体。至于如何进行儿童研究。成先生在书中用12个字来表
达儿童研究的主题，即认识儿童、发现儿童、引领儿童。成
先生说：教育的大智慧正式认识儿童、发现儿童，促进儿童
的发展。回到儿童去，首先要回到儿童原来的意义去。“儿
童”原来的意义是自由。其次，回到儿童最伟大之处去，儿
童的最伟大之处是创造性。第三，是回到儿童完整的生活中
去。第四，回到儿童的生活方式和游戏方式中去。

儿童的本质是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规之上的自由。经
常遇到家长说：我们的孩子只要快乐就行，学习成绩好不好
无所谓。这简直是谬论。成先生在书中指出，学习和勤奋并
不矛盾。我时常告诫我的学生要勤奋，并学会“玩”。人要
快乐，但这快乐，如果是建立在勤奋之上的快乐，如此便能
让自己的快乐更具意义。

儿童的最伟大之处是创造性。成先生在书中指出，教师应该
关注学生的可能性，既要关注现实性，也要关注可能性。应
当着眼可能性，着力现实性。可能性是教育出发点和目标，
现实性是教育的实施过程。同样，儿童完整的生活，也包括
现实生活以及可能性生活。既要步步生风，也要抬头览月。
游戏方式是儿童的生活方式，也是儿童的学习方式。教学方
式应当遵从儿童的学习方式。而我认为，这种游戏，并不是
为了游戏而游戏。而是创造真实的游戏情景，让学生在游戏
情景中，运用自己已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幻想
问题。同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发现或者接受新
的知识。

成先生还写到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把教师定义为成人世界派
到儿童世界去的文化使者。我相信，这是教师的最本质的专
业身份，是教师专业身份的最高境界。教师应当是一个会讲
故事的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创造故事的人。这样



儿童的立场就会萌发，生长。可能性的呼唤：儿童哲学是让
儿童拥有自己幸福童年的哲学。教育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成为
诗人，种下他们来自生活、发自内心的诗。

以上这些，无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当是哲人，
应当是诗人。当然，教师最重要的，应该是心怀爱。这两年，
我读了不少书，但是额，每当面对儿童时，还总是感觉到自
己的不足。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我还会继续追寻伟大的哲
学家、教育人的步伐，提升自己，照亮儿童。

儿童读后感篇四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工作的内容是教书育人，我们工作的对
象是孩子，该怎样教育孩子，怎样对待儿童是我们终生思考
的问题。当孩子的行为出现了偏差，我们应当站在什么样的
立场介入我每一次教育行为发生之前都要思考的问题，所以
当我一看到成尚荣先生的《儿童立场》一书，就立刻被它吸
引，立场是我们教育行为的第一步，只有正确的立场才能引
导我们做出正确的教育行为，这本书的立意可谓是直指教育
问题的核心。“教育是为了谁？是依靠谁来展开和进行？又
是从哪里出发？”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教育才有意
义。成先生在这本书里指出，一切教育的核心都应当是围绕
着儿童本身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孩子，赏识孩子才有资格去
谈论教育的技巧。

儿童的本质是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建立在规之上的自由。经
常遇到家长说：我们的孩子只要快乐就行，学习成绩好不好
无所谓。这简直是谬论。成先生在书中指出，学习和勤奋并
不矛盾。我时常告诫我的学生要勤奋，并学会“玩”。人要
快乐，但这快乐，如果是建立在勤奋之上的快乐，如此便能
让自己的快乐更具意义。

儿童的最伟大之处是创造性。成先生在书中指出，教师应该
关注学生的可能性，既要关注现实性，也要关注可能性。应



当着眼可能性，着力现实性。可能性是教育出发点和目标，
现实性是教育的实施过程。同样，儿童完整的生活，也包括
现实生活以及可能性生活。既要步步生风，也要抬头览月。
游戏方式是儿童的生活方式，也是儿童的学习方式。教学方
式应当遵从儿童的学习方式。而我认为，这种游戏，并不是
为了游戏而游戏。而是创造真实的游戏情景，让学生在游戏
情景中，运用自己已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幻想
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发现或者接受新的知识。

“教师，在赶往伟大的教育事业的路上也常常撞到孩子，不
管是有心还是无意。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不知
道儿童在哪里？儿童是谁？教育的愚蠢与错误也正是因
为“儿童缺场”，对儿童的漠视和误读。”有时候，不得不
痛心的看到，教师：高高在上，对学生：管教、施压、重成
绩……过程中缺乏温情的流动。

儿童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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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做好观察儿童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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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理选择方法观察幼儿

儿童读后感篇六

《儿童发展》这部书是美国的劳拉・e・贝克所着，这部书中，
作者的创作动机就是“奉献一本在知识性上催人上进的课
本”。这部书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阐述了儿童的内在潜能，
表明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
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说：“生长，是由于内在的生命潜
力的发展，使生命力显现出来，它的生命力量是按照遗传确
定的生物学的规律发展起来的。”教育的任务是激发和促进
儿童的“内在潜力”的发现，并按其自身规律获得自然的和
自由的发展。

他主张不应该把儿童看作是物体来对待，而应作为人来对待，
儿童不是成人和教师进行灌注的容器，也不是可以任意塑造
的蜡或泥，也不是可以任意刻划的木块；不是父母和教师培
植的花木或饲养的动物，而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
发展着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教育家、教师和父母应该仔细地
观察儿童，研究儿童，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发现“童年的
秘密”，揭示儿童的自然发展进程及规律性；热爱儿童，尊
重儿童个性，在儿童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中，帮助儿童智力的、
精神的和身体的、个性的自然发展。他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是
建立在较少（或尽量减少）干预儿童主动（或自发性）活动
的基础上的。他的培养目标是：运用科学的方法，促进“人
类的潜能”的发展，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
工作，并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保持
社会文明和科学进步，促进人类和平的强有力的新一代。

《儿童发展》这部书从总体上概括出了儿童发展过程中的本
质性的表现。从总体上把握儿童发展的规律，我们还可以发



现这些规律所反映出的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容，即儿童的生理
成熟先于其心理的成熟；每一年龄阶段儿童发展水平、特点
的充分实现，将有助于其后的发展，否则，下一阶段的发展
将会受到一定阻碍；儿童的身心发展，归根结底是儿童个体
的发展，尊重和顺应儿童个体发展的差异性，是促进儿童整
体发展水平的丰富性的根本道路。

儿童读后感篇七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辛巴的小狮子在困难中进行历练，最终成
为丛林之王的故事。

故事中，小狮子辛巴的爸爸被猎人杀害，从此他和2个弟
弟(一开始是弟弟，后来变成妹妹了……)由狼妈妈收养并长
大，还结识了小鹿巴克沙、一直想找财宝的胖瘦双鼠、城市
里的看门狗托依(后改名叫威娜)、总是想唱歌的金丝雀等伙
伴。在森林中，由熊巴鲁、蛇王卡、豹巴西拉、知识渊博的
猫头鹰教授奥古斯丁等伙伴教给他们各种技能与生存的本领，
目的就是与老虎歇利和他的手下们斗争，并夺回王位。除此
之外，为了让辛巴和巴克沙成为丛林之王、森林之王，萤火
虫女皇和树王亚波分别给了他们北斗七星的神圣力量，并且
在成长与冒险的过程中，胖瘦双鼠还得到了两块由古埃及的
鼠王鼠后赐予的圣像，瘦子的圣像可以看见过去和未来发生
的一切，而胖子的圣像可以变出任何他想要的东西。辛巴就
在这个故事里成长着，最终成为了万兽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