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走进青岛读后感 走进西部读后
感(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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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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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一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这是
一首赞美青藏铁路，歌颂着青藏高原的歌，这歌唤起了多少
中国人的心声啊!

这学期我们学习了许多关于西部的知识，了解了许多关于西
部的故事。

高原，雪山，草原，戈壁，一个个美丽的景色众星拱月般镶
嵌在西部——这块特别的土地。西部，是祖国版图上一块神
奇而耀眼的土地!西部，也是世界历史上，促进东西两方友好
往来，沟通文化的巨大桥梁!如今，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
得热火朝天，在许多建设者汗水的灌溉下，西部已焕发出勃
勃生机。随着课文的学习，让我走进了西部，亲近了这片充
满希望，充满朝气，充满阳光，充满活力的土地!

在这组知识广泛的课文里，我感受到了草原的无限风光与那
里的风土民情，以及蒙古人和汉人的情深意厚，民族的团结
友爱。让我看到了繁忙的丝绸之路。它是促进亚欧各国交流，
友好相处的友谊之路。也品味到了老一辈那种不怕困难，勇
敢顽强的精神，是他们凭着超乎想象的毅力坚持下去，把青
藏铁路修成了一条造福人民的路，一条艰难的路。我想：那
一定洒满了老一辈的血汗，也一定凝聚了那些老一辈的无穷
智慧!



我国的西部，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息，埋藏着许许多多可歌
可泣的辉煌的事迹。

西部，我爱您!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二

走进西部，你可以看到那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戈壁，大戈壁上
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人烟，到处都是寸草不生的，只有
沿着铁路线的那一行白杨树，能给这里带来少许的生机，能
给迷路的人带路。一阵狂风吹来，夹杂着沙土，飞砂走石，
到处狂舞，令人十分讨厌。

此外，便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了。除了荒凉
还是荒凉，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幻影的作怪，让经过这里的口渴人被折腾得更累更渴。人们
往往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向前望去，会看见一个湖泊，湖泊旁
边有草、有花、有树，湖泊里还有鱼，就飞快地赶过去，在
眨眼之间，湖泊突然又不见了，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的，便摊
倒在茫茫的沙漠中。(戈壁=沙漠，在西部，人们往往把沙漠
叫作戈壁)

还有，西部的新疆可是个有名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个葡萄沟。
葡萄沟除了主要生产的葡萄外，还有庄稼、无花果、棉花、
石榴......那里的葡萄甜而不腻，一进口就能流出汁儿来。
那里的葡萄干也是十分畅销的，新疆的环境为葡萄变干开起
了一条捷径——那里拥有特有的干燥热风。只要让它把无籽
葡萄吹上四十几天，美味的葡萄干就做成了。葡萄干用来配
稀饭、夹在面包里、煮粥等，真是美味可口又健康啊。

西藏的风景我只能用一个“美”字来代替了。那里的天，那
里的云，那里的草原，那里的马，那里的鹰……用一首歌来
代替最为好了——韩红的《天路》。蓝天的清爽，白云的纯



美，草原的碧绿，飞驰的马儿，翱翔的鹰，啊，这幅画真美
啊!

美丽多姿的西部啊，你如果是一幅画，我一定会自私地把你
带回家，时刻让你与我相伴的，那是因为你太美了，我已经
沉醉在其中了。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三

高原，雪山，草原，戈壁……西部，祖国版图上神奇的土地!
西部，搭建起了东西方友谊的桥梁!如今，西部大开发的号角
已经吹响，在建设者辛勤汗水的浇灌下，西部又焕发出勃勃
生机!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西部去，去感受西部的美。

土地辽阔

西部，占领中国的土地六分之一，是一片很大的地方。那里
的草原也很广阔，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到处翠色欲流。
羊群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走来走去，就像是给绿长裙点缀
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真是见证了古人所说的“风吹草地见
牛羊”啊。在草原上行车十分洒脱，旁边的山也是连绵不断，
一路上风光秀丽，仿佛车子永远也开不到尽头。

风土人情

西部草原不仅风景美，人情也很美。蒙古族人民十分好客，
待人很热情。进了蒙古包后，人人都很有礼貌，待人如己。
好客的主人端来手抓肉，奶茶，奶豆腐等特色食物，客人们
也毫不拘束。少数民族姑娘们穿着各色的衣裳来跳舞，与客
人们一起唱歌。小伙子们表演套马，摔跤，热闹极了。

恶劣天气

西部的天气也有不好的一面。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乌



云压顶，大大小小的冰雹劈头盖脸的砸下来，或下起了倾盆
大雨。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突击队员和科技人员仍然修
建成了造福广大人民的青藏铁路!

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相信西部也会发展的越来越
美好!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四

读了李老师的《走进心灵》这本书后，我深深地知道：与学
生以心换心是作为一位老师能得到学生信任的关键。老师不
能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更不能满口教训学生，而要用朋
友的道义去规劝学生，用亲人的情怀去关爱学生，用教师的
严厉去要求学生，这样才能走向学生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
是广阔而迷人的，远离这个心灵世界你会觉得离学生很远，
工作茫然；走进这个心灵世界，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教育难
题都会找到答案。对学生细致入微的了解，能使班主任的教
育工作有源头活水，常做常新。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树
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新的学生观
和人才观，让班级工作从过去的约束型向疏导型转变，不再
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进行说教，而是做学生的知心朋友。这样
才能使自己的工作不再是生硬的控制，盲目的说教，而是体
贴入微的关怀和真诚的教诲。老师走下讲台是学生，学生走
上讲台是老师，师生融为一体。老师敞开胸怀让学生走进来，
学生又有什么理由把老师拒之于门外呢？亲近学生，走进学
生，很多事便会在萌芽状态得到根本解决。然而我们老师总
是对学生提这样、那样的要求，却从没有在学生面前对自己
提什么要求，把老师和学生分得清清除楚楚。陶行知
说：“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
教职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矩，教职员要躬亲共守。我
们深信这种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
学生要做到的我首先做到，学生做的任何事情我能一起做，
这样才能体验学生的感受。



在这本书中李老师说的话“教育是美丽的，教育的美，美在
理解，美在机智，美在创新”，李老师提出的观点“教育工
作的对象是人，更具体地说，是人的心灵。”在我心里留下
深刻的印象。

李老师为学生搭起的是一座平等的桥梁，他让学生给老师提
意见，并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提倡向学生学习。这种互相监
督的民主的形式，给师生平等对话搭建了舞台。有了师生的
互相理解和信任，就有了彼此的交流，从而走进学生的心灵。
读了李老师《走进心灵》这本书之后我体会到：要走进学生
的心灵，应该理解、尊重学生。由于老师与学生因其角色不
同，导致看人、处事的方法不同，这给班级管理工作的.开展
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作为一名老师，要把自己置于学生
位置去认识，体验和思考，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他们的心
理活动。站在学生的位子，为学生想一想，假如我是学生，
用什么方法对我进行教育我能接受。对任何一件都能事都能
替学生多考虑考虑。爱学生，就必须走进他们的情感世界，
就必须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去考虑，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
乐。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觉得自己要学习的真是太
多太多。高度而真诚的尊重发自于教师心底的自觉与自律。
以后我会把尊重、理解学生作为师德修养的第一要义，尽量
做到不在办公室批评学生，不在大庭广众前批评学生，不在
情绪对抗的时候批评学生，不严声厉色地批评学生。当然，
要时刻尊重、理解学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冤枉学生
了，还要敢于向学生道歉。

想做一个优秀的老师吗？走进学生的心灵，让我们的心与学
生的心交流。我相信，沿着李老师的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
会在教学工作中奏响一首首和谐、动听的歌曲。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五

亲爱的同学们，你一定听过或读过不少古典名着吧?《三国演
义》、《西游记》、《水浒传》中的人物故事，你一定能娓



娓道来。在我国浩瀚如海的文学艺术宝库中，还有许许多多
的经典名着，每一部都博大精深，每一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
味。

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七一小学读物——《走进西部》，这
一翻我就再也舍不得放下，虽然它不是什么名着，只是一本
阅读丛书，但我深深流连其中，不能自拔。这些文章让我或
感动、或惋惜、或开怀大笑、或深深向往。这本书一共分八
个部分，主要描写了美丽的西部风景、西部文化和开发西部
所付出的艰辛、还有大家的缤纷童年故事。书中的第一百二
十个雪兵让我泪水盈眶，为了修好青藏铁路的无数英雄让我
佩服，小旦为了让在外打工的爸妈回家而故意考的零分让我
心酸，桑格格的快乐童年让我向往，开怀。每往后阅读一篇，
都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对于自己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也
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这本书让我感触最深的文章是汪夕禄写的《零分，故事的主
人公小旦平时考试总考全校第一，但是为了让爸妈从黑龙江
回来看他，故意在此次考试中考了个零分。他的这一举动让
老师和爷爷对他很失望，其实爷爷又何尝不明白小旦的希望。
所以爷爷哭了，小旦哭了，我也哭了。在我的身边就有许许
多多这样的同学，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为了能给孩子一个良
好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生活而外出打拼，作为爸妈这样的做
法固然是对的，但作为孩子的我们，多么想在放学后能在爸
妈的身边撒娇，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后可以有爸妈安慰，
在考试开了好成绩可以和爸妈分享……可这一切因为爸妈的
外出都变成了幻影，每当上学放学时，在看到别的同学扑在
爸妈的怀抱里撒娇依偎，这些同学哪个没有心酸，羡
慕。“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吧，咱们这也可以挣钱养家，
有爸妈陪伴的童年才是幸福的，别让孩子的童年留有遗
憾。”我想，这是所有留守儿童的共同心声吧。

感谢你，我的朋友——书，你让我快乐，也伴我成长中的每
一天。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六

这本书真是让我百读不厌，它讲了宋江、吴用、林冲、武松、
扈三娘等108个好汉被逼梁山，虽然立下了不少大功，为民除
害，替天行道，但被官府、朝廷认为是梁山草寇，可我认为
他们都是好草寇，英雄。

”其实，我觉得“天”字的意思是老百姓。意思就是：老百
姓们有什么苦难，我们就要打抱不平。

走进了水浒里，我学到了许多的计谋，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还学到了宽容的境界，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亏欠别
人，宁可别人欠我！《水浒传》真是一本好书。

想了解更多读后感文章信息，详情请登录：p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七

仰望天空，我躺在院子里的草地上，双手抱着后脑勺，眨巴
眨巴着眼睛，看着悠蓝的天空，我觉得很无聊，便起身走进
书房，随手拿了一本书看了起来。记得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
感恩是发自内心的。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他人，要用
不同的方式感恩。感恩父母：我记得央视曾播过一篇感人的
广告：一个男孩子，吃力的端着一盆水，对妈妈说：“妈妈
洗脚。”

这样的事，谁都能做到，却不愿意去做。感恩老师：老师的
爱无私中透着平凡，平凡中又透着些伟大，他们的幸福，是
学生唤他们一声“老师”。感恩他人：一位生活贫困的男孩
子为了积学费，挨家挨户推销产品。傍晚时他疲惫万分，他
希望有人给他一杯水，当他敲门时，一位美丽的女子，给了
他一杯牛奶。许多年后，他成了一位外科大夫。

无意中，他发现病情严重的妇女正是给他热牛奶的女子！昂



贵的手术费灵妇女非常难过，在手术费用单上看到的是：手
术费，一杯牛奶。像这样的事，我已经经历过许多次了。一
天，我还在书房里打着电脑，忽然妈妈的叫声把我专心的神
情夺走了，我一下子跳了起来，赶紧到楼下去看看，妈妈多
我说：“你二奶奶的神经麻木，现在还躺在楼梯下面呢！”

我和妈妈连忙拨打120，没有几分钟，救护车就来了，尽管已
经上了救护车，但二奶奶还是不停地吐。到了医院，医院把
二奶奶推进了手术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本来稍
微平静的心变得焦急起来。经过两个小时的手术，二奶奶被
推进的`病房，我么都送来一口气，在奶奶康复的几天，我们
天天都去看她。

会议起我刚出生的时候，二奶奶连续好几天都没有出门，给
我缝了整整一麻袋的小衣服，至今那袋衣服孩子啊我的小衣
橱里，一直舍不得扔了。现在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二奶奶，我
还会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

二奶奶出院了，我天天去给她读报，讲新闻。在她生日的时
候，我邀请了好朋友为她过生日，买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感恩可以消解内心所有积怨，感恩可以荡涤世间一切尘埃。
懂得了感恩，学会了感恩，每个人都会拥有无边的快乐和幸
福！

走进青岛读后感篇八

事描述了一个叫叶麦的小女孩，她家里没有钱，父母对她非
常粗暴。她每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学校退学。可就是生活
在这样一个灰暗环境里的小女孩，却意外地得到了班主任赵
老师的帮助，并且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在这些朋友中，叶
麦最关心的就是班主任赵老师的女儿赵颖，因为她得了一种
怪病，只能坐在轮椅上，从未出过她的房间，而且生命也即
将走到尽头。尽管叶麦生活得非常不幸福，但她却给了赵颖
最后的温暖和友谊。最后赵颖离开了人世，叶麦失去了她最



好的朋友。后来，叶麦一直坚强地靠捡垃圾维持着生活，她
从未放弃过希望，因为她始终相信天堂就在前方。

读完整个故事，我觉得感慨万千。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得非常
幸福，但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孤儿在外面流浪着，她们是多么
痛苦呀！她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
颗美丽的心灵，去照亮整个世界。就象叶麦虽然家里没有钱，
却能做到有菜自己不吃，给更穷更需要的人。她的好朋友生
病了，她甚至放弃了学校，天天来陪伴她度过最后的倒计时。
我觉得叶麦是一个好女孩，即使命运对她很不公平，但她仍
然不放弃努力。我相信，她将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因为老
天爷一定能看见她所做的一切。

我希望大家都来看看这本书，向叶麦学习，都拥有一颗像她
一样美好的心灵，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

你知到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吗？不，天堂的样子没人知道。但
在生活中，人却可以感受到天堂一样的温暖。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爱。爱是人们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世界上，无处
不有爱的`存在。

我很敬佩这本书中的主人公――麦子，虽然她家里很贫困，
到了连交学费都交不起的地步，但她还是在认真地传递爱的
种子。她帮助老师的孩子走出了寂寞，帮她找回快乐。在故
事快要结尾时，老师的孩子赵颖得了重病，麦子想帮她，让
她的病快点好起来。于是，她就想法子去弄一只鸽子，给她
做药材，但最后赵颖还是悄悄地离去了。

文章最感人的地方无非是那对蝴蝶发卡了，这对发卡是赵颖
的妈妈留给她的，她声称这是天堂的钥匙，每一刻都在细心
的保留着它们。在她离去前，把发卡忘在了医院，麦子把它
们拿了回来，放在赵颖的相框上，“告诉”她让她不要把钥
匙忘带了，要不可进不去天堂呀！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内每一次地震发生后，人们都会从四面
八方向灾区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送去自己的一份力量，帮
助他们共度难关，重建家园。每一次地震发生时，学校的老
师和家长们，哪怕拼尽自己最后一丝力量，也要保护身边的
学生和孩子们，尽最大所能让他们活下去。

世界需要热心肠，不管有没有人来关爱我们，我们也都要向
他人献出一份爱！

头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因为书名的特别。梦想中的天堂，是
一个白得一尘不染的宫殿，漂浮着像棉花糖似地云朵，宫殿
里的人个个都穿着白色的衣服，脸上永远洋溢着幸福的笑脸，
圣洁美丽，无忧无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天堂里会发出
凄厉的尖叫，那，是地狱吧。

于是，怀着满满的好奇，看了下去，越读越觉得悲苦，凄凉，
却又透着点点幸福。每一声尖叫，都是幸福的快感。愈加痛
苦，愈加幸福。我不禁想到了《幻城》，其实这算是两本截
然不同的书，只因我除了《天堂里的尖叫》只看过《幻城》
这本悲情的书。

红莲初绽，樱花飘逝，一次次的轮回，只为并肩看，漫天大
雪。唯美得有些不真实，这是我对《幻城》的唯一评价，如
烟花般灿烂易逝。反过头来，看《天堂里的尖叫》，只是一
个小女孩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虚幻，有些巧合，但是，我
还是被感动了，流泪了。从人物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希望，
一种笑对人生的勇敢与坚持。月儿很圆，星星很亮，尖叫是
最真最美的声音，天堂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这真是的是个很
通俗易懂的道理，故事情节或许也并不新奇，有些俗套，但
是，至少那失去至亲的痛，失去挚友的疼，我能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仿佛可以看到叶麦，这个坚强倔强的女孩嚎啕大哭
的样子，哭过后，拉着自己的疯子妈妈，笑成了一朵花
说，“我真的很幸福，真的”。每一本书都是在诉说一种人
生态度，该坚持的坚持，该放弃时放弃，该哭时，好好哭，



该笑时，好好笑，或许有很多无奈，很多迫不得已，但是，
自艾自叹，终日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是要不得的。也或许，
尘世中有太多的不可以，太多的约束，我们才会幻想有那样
一个天堂，可以肆意尖叫，尽情奔跑，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
幸福，能尖叫，也是一种快乐。相比之下，幻城中的主人公，
拥有高深的法力，拥有不老的生命，但他们却向往人间的生
活，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可曾珍惜过他们现在
所拥有的，没有，他们念念不忘的是他们失去的，至于得到
的，他们根本不在意，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要，以至于最
后，失去了全部，妖娆的红莲开遍了大地，这，哪能怪渊祭
呢，人应当在恰当的时候学会苦中作乐，可惜，在幻城中只
看见千年不化的忧伤。

看到这，我又想到了《幻城》中的卡索，那个经常被命运开
玩笑的人，那个眼里盛满了落寞与忧伤的人，那个让人有太
多的叹息人。这两个人物实在是没什么可比性，可我想，他
们同样失去了很多，但一个笑靥如花，一个满目忧愁。月有
阴晴圆缺，人生哪能事事如意？这或许就是“少年不识愁滋
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与“老来识愁，只道天凉好个秋”的
区别与距离了。痛苦的另一边是幸福，绝望的另一边是希望，
用一颗知足的心去看到，人生会更美好。

忧伤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却不是生活的主旋律。《天堂里的
尖叫》，尖叫是主旋律，可它诠释的是爱的意义。大爱让人
动容，小爱同样温馨。

雨的轻灵，雪的厚重，《尖叫》两者兼有。直白，简单，带
给你无声的震撼。书中很多人物，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比
如赵老师，大砖头，蝗虫，……于是，我总是想，现实中会
不会有这样一个叶麦呢，守着自己的那个天堂，我们眼里的
悲哀，是她心里的甜蜜。而《幻城》，或许只会在梦里出现，
现实中，有怎会有那忧伤的白色的身影？所以，我更愿意听
那天堂里的尖叫，没有束缚，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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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青岛读后感篇九

闲来之际，很喜欢去书店感受那份悠然与闲静，一个很偶然
的机会，我看到了李镇西老师的《走进心灵》这本书，当我
捧读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为他的真诚感动，更为他的智
慧折服。

教育旗帜，真诚开展民主教育实践活动。在李老师的心中，
教育民主不仅仅局限于“教人做主人”，而更多的是教育者
对教育对象的态度、理解、尊重、热爱等等。

在《走进心灵》这本书中，共有九个主题，涉及方面从集体
论到民主生活。再到向学生学习等等。件件真实感人的事情，
一份份教育的真情，一一呈现。最难忘的.莫过于手记五一深
入心灵的教育，李镇西老师说：当我们不能理解学生的心灵
时，学生也不会理解我们，我们所有的“办法”、“措施”、
“技巧”、“绝招”等等都失去了应有的教育内涵。而仅仅
成了“制服”学生的“杀手锏”——其后果必然是师生双方
互相仇视。联想自己的工作，由于班级男孩子多，不是这个
上课说话，就是那个在楼道里追逐打闹。刚制止住，又一个
学生和另一个学生因为一件事情打了起来，纠纷、矛盾不断
出现，愤怒的情绪不禁产生，罚站、训斥成了常用的办法。
教育效果可想而知。总以忙为借口，没有了解事情发生的真
正原因，也就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再读李镇西老师的《走进心灵》。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
迫不及的用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我会把那个上课说话的孩
子叫到身边，问问他上课说话的内容，让他自己讲讲上课说
话的害处。并相信他会改掉这个毛病；我让打架的孩子先握
手言和，再让他们想成对方，演一演，说一说，又会怎样做。
没等说完，孩子都知道错了……有几分耐心，有几分真诚。
把自己当成学生，就理解孩子的思维和做法。



教育只有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唤起孩子们内心积极的情感
体验，才会激励他们，以此班主任的管理必须是情感教育，
走进心灵的教育。请让我们用和蔼、亲切、关心打开学生的
心门，做一个理解，尊重学生的老师，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