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实的读后感 诚实和信任的读后感(优
秀7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诚实的读后感篇一

这学期，我们语文课本上学习了一篇课文《诚实与信任》，
这一篇课文主要讲了“我”深夜驱车回家时自己的车的反光
镜与路边停着的车的反光镜相碰而碎，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
下，主动给他留下了写着电话号码和姓名的字条，希望车主
和我联系。后来车主在电话上感谢我，不用我赔偿，并且告
诉我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诚
实和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使他深受感动。

妈妈也教育我，做人要诚实，生活中，妈妈处处要求我，也
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我与妈妈去菜场买菜，妈妈买了17元
的'菜，给了50元，结果卖主找回了83元，妈妈发现了，立刻
把多找的50元还给了卖主。卖主连声地说：“谢谢！”妈妈
对我说：“做人要诚实，不是自己的钱不能拿。”

孟子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与
人之间和谐相处是离不开相互信任的。信任别人，是会得到
别人的信任和感激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很和谐，相反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很糟糕。

诚实的读后感篇二

前几天，我们学了第七册语文书上的《诚实与信任》这篇文



章。

课文主要讲的是作者驱车从外地回布鲁塞尔，不小心把一辆
小红车的左反光镜碰碎了，但是作者在路灯下写了一张字条，
希望车主与他联系。事隔三天，小红车的主人与作者联系，
车主被作者的诚实所感动，原谅了作者。他很后悔，没有记
住车主的姓名、地址、年龄、职业，但他的话深深印在了作
者的脑海里。

是啊，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诚实与
信任。

记得我爸爸每天都出去工作，没有时间陪我。有一天，我就
对爸爸撒了谎，说肚子疼。爸爸就请了假来陪我。……但是
后来知道了真相。大人们都批评我，说我是个不诚实的孩子。

古人说：“与人相处，第一要谦虚诚实。”强调待人以诚是
立身之本。唯有诚实，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古今中外，有
许许多多的故事都赞扬了诚实这一美好的品质。本文的两位
车主就是诚实守信的'模范。他们使我懂得了诚实和信任比金
钱更重要。在生活中不管遇到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要诚实。
做一个有良好品德的人。

诚实的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我们学了语文书上的《诚实与信任》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我”黑夜驱车撞坏了一辆小红车的反光
镜，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留下字条要求承担责任，感动
了车主的故事。

课文中的这句话让我回味无穷：“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
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
要。”



是啊，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诚实与
信任。

记得我爸爸每天都出去工作，没有时间陪我。有一天，我就
对爸爸撒了谎，说肚子疼。爸爸就请了假来陪我。……但是
后来知道了真相。大人们都批评我，说我是个不诚实的孩子。

现在我已经改正了。但有时我拖拉作业，总是不主动承认错
误，不主动把订正好的作业本交给老师批。这也不好。

我们每个孩子都要讲诚信。如果我们不诚实，一而再，再而
三地欺骗长辈，最后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了。我们就得不到
别人的帮助。

诚实与信任，我要记住它!

诚实的读后感篇四

2.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康德

3.忠诚的高尚和可敬，无与伦比。———裴多菲

4.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毛泽东

5.没有诚实何来尊严。——西塞罗

6.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就没有生命。——大仲马

7.失足，你可能马上复站立，失信，你也许永难挽回。——
富兰克林

8.真话说一半常是弥天大谎。——富兰克林



9.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拉罗什富科

10.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要自己要诚信。——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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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读后感篇五

一天深夜，我驱车从外地回布鲁塞尔。天很黑，又有点雾，
尽管有路灯，能见度仍很差。

快到家时，汽车刚从快车道进入慢车道，便听到“咔嚓”一
声。我以为汽车出了故障，赶快停了车。一检查，发现右侧
的反光镜碎了。我往回走了五六十米，看见一辆小红车停靠
在路边，左侧的反光镜也碎了。这辆车的车头超出停车线二
三十厘米，但它毕竟是停着的，责任应该在我。

我环顾四周，看不见一个人，便在路灯下写了一张字条，压
在小红车的雨刷下。字条上，我写明自己的姓名、电话，希
望车主与我联系。

事隔三天，一位陌生男子打来电话，他就是小红车的主人。



“噢！是你，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汽车的反光镜碰坏了。
”

“没有关系，已经换上了。我打电话是向你表示感谢的`。”

“不，是我要向你表示歉意。请你把购货单据寄来，好让我
把钱寄给你。”

“不用了。你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给我留下字条，这使
我很感动。”

“这是应该的，这笔费用应由我来支付。”

“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
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我再一次谢谢你！”说完他
搁下了电话。

我很后悔，居然没有问他的姓名、地址，也不知道他的年龄、
职业，但他的话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诚实的读后感篇六

这学期，我们语文课本上学习了一篇课文《诚实与信任》，
这一篇课文主要讲了“我”深夜驱车回家时自己的车的反光
镜与路边停着的车的反光镜相碰而碎，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
下，主动给他留下了写着电话号码和姓名的字条，希望车主
和我联系。后来车主在电话上感谢我，不用我赔偿，并且告
诉我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诚
实和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使他深受感动。

妈妈也教育我，做人要诚实，生活中，妈妈处处要求我，也
是这样做的。有一次，我与妈妈去菜场买菜，妈妈买了17元
的菜，给了50元，结果卖主找回了83元，妈妈发现了，立刻
把多找的50元还给了卖主。卖主连声地说：“谢谢！”妈妈



对我说：“做人要诚实，不是自己的钱不能拿。”

孟子说过：“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与
人之间和谐相处是离不开相互信任的。信任别人，是会得到
别人的信任和感激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很和谐，相反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很糟糕。

诚实的读后感篇七

一天深夜，我驱车从外地回布鲁塞尔。天很黑，又有点雾，
尽管有路灯，能见度仍很差。

快到家时，汽车刚从快车道进入慢车道，便听到“咔嚓”一
声。我以为汽车出了故障，赶快停了车。一检查，发现右侧
的反光镜碎了。我往回走了五六十米，看见一辆小红车停靠
在路边，左侧的反光镜也碎了。这辆车的车头超出停车线二
三十厘米，但它毕竟是停着的，责任应该在我。

我环顾四周，看不见一个人，便在路灯下写了一张字条，压
在小红车的雨刷下。字条上，我写明自己的姓名、电话，希
望车主与我联系。

事隔三天，一位陌生男子打来电话，他就是小红车的主人。

“噢！是你，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汽车的反光镜碰坏了。
”

“没有关系，已经换上了。我打电话是向你表示感谢的。”

“不，是我要向你表示歉意。请你把购货单据寄来，好让我
把钱寄给你。”

“不用了。你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给我留下字条，这使
我很感动。”



“这是应该的，这笔费用应由我来支付。”

“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给我留下了
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我再一次谢谢你！”说完他
搁下了电话。

我很后悔，居然没有问他的姓名、地址，也不知道他的年龄、
职业，但他的话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诚实与信任》教学设计的想法

一、钻研教材——重识文本的美丽。

对语文教师来说，要回归语文，练好内功，教师应该重视对
文本的深入钻研，尽可能正确、到位地理解文本所蕴含的感
情，把握文本的价值取向，如果对于文本的解读与把握不甚
到位，就会大大削弱教学的有效性，使得学生难以进入情境。
在王老师的指导下，我对于钻研本课教材有这样的尝试。

1、紧紧扣住课题展开教学。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诚实与信任》，为
什么以此为题呢？《教学参考用书》上就是这样解释
的：“只有诚实才能获得了他人的信任。”我读后总觉得不
准确，熟读课文，再一琢磨，恍然大悟，事实上，是因为作
者的诚实（主动留下字条要承担责任）和对一个陌生人的信任
（留下真实姓名和地址）才赢得了对方的信任的。正因为这
样，让学生理解“你给我留下了诚实与信任”就成了课文的
难点。在教学中我紧紧扣住课题展开教学，首先抓“诚实”，
让学生找出能表现‘我’诚实的语句并认真品读，在学生深
入理解了“我”的诚实以后，我问了这样的问题：“我怎么
敢把自己的姓名地址留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他不怕对方
贪财吗？不怕对方敲诈他吗？不怕对方狮子大开口吗？”学
生很自然地会回答：“因为‘我’信任小红车的主人。”学



生一语道破，理解了“信任”在这里的涵义，同时也理解了
小红车的主人为之感动的是‘我’的诚实，更是‘我’对他
的'信任。这样，以题目为突破口，围绕着题目“作文章”，
就牢牢把握住了中心。

2、深入挖掘语言文字所蕴藏的涵义。

语文教师要成为文本作者的“知音”，文本中的语言文字应
该认真推敲，反复琢磨，逐句体味。初读《诚实与信任》，
觉得这篇文章语言朴实，没有什么“读头”，可是一静下心
来，认真研读，就发现了不少可以挖掘之处。教学1——3节
时，我问学生这样的问题：“我在留下纸条时，有没有犹豫
呢？”学生立刻回答“没有犹豫”，我请学生再次读书说说
从哪儿看出“我的毫不犹豫”，学生通过读书，有所发现：从
“毕竟”、“应该”、“便”能看出“我”毫不犹豫，从而
更加凸现了我的“诚实”。在学习第三节时，我请学生再读
本节，让学生思考：“你能看出作者不光是个诚实的人，还
是个怎样的人？”学生从“环顾四周、”“压在小红车的雨
刷下”、“写明自己的姓名电话”看出“我”是一个很细心，
考虑问题很周全的人，从而学生进一步理解了“我”要用具
体行动来承担责任的“诚实”的高尚品质。

3、标点符号也含情。

在“我”和小红车主人的对话过程中，出现了两个“！”。
分别是“噢！是你，很对不起，我不小心把你汽车的反光镜
碰坏了。”“不，人与人之间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你
给我留下了诚实与信任，这比金钱更重要，我再一次谢谢
你！”在初读课文时，往往会忽略这两个“！”，其实仔细
品味，就会发现“！”包含着的深情，第一处表达了我的惊
喜和期待，第二处表达了小红车主人很受感动满怀的感激之
情。在教学时，让学生重视这两个“！”，能帮助学生更深
入地理解课文，并为有感情的指导朗读课文做好铺垫，同时
为学生学习和使用标点符号打下了认知基础。



二、扎实训练——搞好“工具性”这个保底工程。

虽然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是，
在小学阶段，儿童刚开始系统地学习母语，语文教学应该扎
扎实实地搞好“工具性”这个保底工程，要扎扎实实地抓好
听说读写的训练，这是语文教学的底线，一定要实而又实。

1、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训练朗读。

《语文标准》特别强调加强朗读，中年级要求用普通话正确、
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怎样指导学生读课文？是方式多
样的一遍遍地读吗？我认为不是如此，只有学生真正理解了
课文，体会出文章蕴含的情感，才能真正的读出“味”来，
读出“情”来。教学《诚实与信任》，我重点指导学生读
好“打电话”这个环节。这一段对话，难点在“感谢”，学
生先在老师的引导下懂得了小红车主人感谢的是“我”给他
的诚实和信任，体会出我诚心诚意想赔偿的急切心情，小红
车主人发自内心的感激。在此基础上，再让学生读读对话，
学生由于理解透彻，感情到位了，老师在朗读技巧上稍作点
拨，学生就能读得很有感情，再用分角色的方式、到台上手
持道具表演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朗读欲望，学生的积极性就
被调动起来了。

2、要扣住文本进行思维的训练

《语文课标》强调探究性阅读，“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出
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判断。”学生都有这样的现象，老
师让学生朗读课文，大多数学生很踊跃，如果问一个需要思
考的问题，学生举手的就比较少。一方面说明老师提的问题
有一些难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学生的思维没有得到训练，不
愿意思考或思考不成熟不愿表达。我认为要扣住文本，引导
学生一步步思考让学生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在教学“打电
话”的环节时，我问学生：“小红车主人打电话的目的是什
么？”学生纷纷说是“感谢”，我接着问：“到底小红车主



人感谢什么？别人把他的反光镜弄碎了，他自己装好了不要
赔偿，为什么还要感谢？”学生们被问住了，他们陷入思考，
通过认真读书，联系上下文理解，终于有了思维的结果：其
实小红车的主人感谢的就是一个陌生人的诚实和信任啊！学
生们经过思考自己得出结论说明他们真正理解了“感谢”的
真正涵义。

3、要求学生的语言表达要完整准确。

《课标》中对中年级的要求是“乐于参加讨论，敢于发表自
己的意见，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发现学生有一个普
遍现象，在课堂上的表达不够完整，常常只说半句话，养成
了习惯以后，到六年级毕业都不能流畅地说上一段话。学习
好几年的语文却不会口头表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教
学中，我特别注意倾听学生的发言，如果有不完整的现象就
及时提出，如果有语病就及时纠正，培养孩子能说会道，为
他今后的发展会奠定很好的基础。在教学中，如概括主要内
容、提问：“如果是一个只想着自己利益的人，会怎么
想？”等等，都是训练学生语言表达的好机会，我认为一个
语文老师要有一双敏感的耳朵，只要学生说话，就要注意学
生是否表达的完整准确。

三、适度拓展——增加课堂的容量。

重视拓展性教学，有助于教学的开放，课堂知识的延伸，激
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但是，课堂上的拓展
要适度，要以教材为主拓展阅读空间，让学生对材料自主感
知，自主发现，再经过组合、内化，从而获得新的经验，发
展创新素质，形成自主性人格。学完课文，我请学生们阅读
课外的几个诚信小故事《鞋匠的儿子》、《孟信不卖病牛》、
《站岗的小孩》、《砍樱桃树》，请学生在阅读后回答“你
最喜欢哪一则故事，为什么？”学生自由发挥，各抒已见，
在讨论中进一步领悟到“诚实无价，只有讲究诚信，才能获
得他人的信任”。学生谈完后，我又请学生把自己的感受、



体会简略地写一写，学生们写完后再次进行班级交流，
如“一个人不诚实，就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诚实会换
来真诚的友谊。”“诚心如花，应该用我们的心灵来呵
护。”学生在创造“名言”中，创新意识得到培养，课文内
容得以深化。教学的开放，开阔了学生视野，增加了知识容
量，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延伸，使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得，
学有所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