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大全8篇)
安全是责任，防患于未然，远离危险才能保护自己。安全标
语要具有警示性，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小编为大家搜集了
一些优秀的安全标语，一起来看看吧！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一

《顶碗少年》这一课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在生活中我们不
管遇到了多大的挫折，也要再接再厉永不放弃，这样才会有
一个好的结果。

这篇课文中那个少年面对两次失败，还是坚持不懈、敢于尝
试。他这种精神我们都应该学习。读完这本书使我想起了一
件事。

那是在两年前的一天。这一天，正是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
包饺子。同样我们家也不例外。那一天，我回到家见妈妈在
包饺子。我妈妈见我回来了，就叫我学习包饺子。我就认真
地听妈妈告诉我怎么包饺子。可是当我包完第一个饺子的时
候，发现自己包的不如妈妈包的好看。看到自己包的这么难
看的饺子，对妈妈说：“妈妈，我不学了，我包的这么难
看”可是妈妈对我说：“慢慢来呀！才刚学当然包的不好看
了，慢慢学就会了。”听完妈妈的话，我又重新包了第二个，
发现还是包的不好看。这时候爸爸看到了对我说：“你慢慢
学就会了”听了爸爸的话，我包了第三个，这一个终于成功
了。妈妈看到之后就说：“你看，这不就学会了，多包两个
就好了。”接着我又包了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等等，数
不清多少个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做什么事都要敢于尝试，不轻言放弃，
才能成功，同时让我想起了一句人生格言，“失败乃成功之
母”。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二

今天有幸学了一篇文章《顶碗少年》。一位少年上台表演杂
技，开头精彩纷呈。我就想是亲身坐在那看杂技表演一样。
忽上忽下。突然，碗摔了下来。我担心了起来，他会继续演
下去吗?只见少年从容一笑，又重新开始了表演。碗，有一次
掉下来了，我不禁捏了一把汗。他一定会放弃吧!可少年却勇
于面对失败，终于成功了。读完这篇文章我不禁愧疚了。想
想自己，一遇到难题，就请家长。和顶碗少年相比真是差远
了。他从不顾别人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想完美的结束自
己的演出。他做到了，困难再他面前变得渺小，显得微不足
道了。

古今中外，有多少伟人就是因为在失败、挫折面前顽强不屈，
才成就了他们。鲁班曾是学堂里手艺最差劲的孩子，可他却
端正态度，不顾别人的嘲笑，成为了木匠祖师。艺术家罗丹
考了三次都未考进医师学院，可他不气馁，终于成为了杰出
的艺术家。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大学因成绩太差被退学，可正
因为他勇于面对困难，才成为人人知晓的作家等等，不胜枚
举。瞧瞧，困难再伟人面前丝毫无用。我们也只有勇于面对
困难，挑战困难才能成功。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苦尽甘来。在面对挫折时我们应
该冷静的处理，平静的对待。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去顾虑
别人说什么。而要注意你心里想什么。愿大家像顶碗少年一
样，勇于面对困难战胜它。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三

作者：林忆南

少年强，中国强！

今天，我读了一篇名叫《少年中国说》的文章，读完之后，



我懂得了要想国家强大，少年就先得强大起来。所以今天的
责任不在别人身上，而全在我少年身上。

读了《少年中国说》之后，我知道了做为一个中国少年，我
们应富有智慧、强大、独立、自由，进步并且胜于欧洲而雄
于地球。少年与国家的关系是密切的，少年的努力会成就祖
国的光辉前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潜龙丛深渊腾跃而起，它的鳞舞
动飞扬。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受到了中国的突然崛起之
象，感受到了作者迫切希望中相国崛起的思想感情。“鹰隼
试翼，风尘吸张”。鹰隼展翅试飞，掀起狂风，飞沙走石。
从中我体会到了祖国的作文冲天气势，一种自豪之情在心里
油然而生。“天戴其苍，地履甚黄。”头顶着苍天，脚踏着
黄土大地。从中我又感受到了少年中国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身在祖国，成为中国人，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如今，中国
对疫情的控制也是十分乐观的，中国现在也有余力对别的国
家伸出援助之手，我为我生在这样一个富有爱心的大国而感
到骄傲和自豪！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
无疆！”我相信，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一定会与天地共存
不老，而处在这个国家的健康少年，一定会与国家万寿无疆！

作者：于欣怡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这朗朗上口的读书声是哪里来的呀？原来是
同学们在读《少年中国说》。

这是《少年中国说》的一小部分，也是最经典的一部分，其中
“少年智则国智”这句话我很赞同。



少年时期正是成长的好时机，努力学习，长大后成了一名人
才，可以为国家效力出谋划策。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也不
会失传，有句话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少年。”小时候有了好
习惯，纯真的本质，那么长大后又充满了正义感，就是一位
英雄，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将来便是世界的主
宰者。

然而，现在一些少年和青年已经不管不顾，有作文的开始骗
父母的血汗钱去吃喝玩乐。像这样的人将来会被社会淘汰。
社会上需要的是有文化的人，有正义感的人。但是却有很多
人满不在乎，仍然做老师眼中的坏学生，父母眼中的不孝子，
大家眼中没有正义感的人。

那么怎样才能算是好少年呢？我觉着要有健康的身体，诚实
守信的好品质，犯了错知道改正，接受老师，父母的批评。
有担当责任的能力，有努力学习的好习惯写好中国字，说好
中国话，做好中国人。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证明你是一个好
少年，一定会成为一名有用的人。

《少年中国说》是一篇好文章，希望大家都能读，都能成为
做事有计划，有分寸的好少年，成为为国负责的栋梁之才。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四

1、以读带讲。让学生通过自由朗诵、分角色朗诵、表演朗诵，
进而使学生以充沛的情感读出内心的自豪，读出对祖国的一
片深情。

2、课前让学生大量查找和本文有关的历史典故、传统风俗的
资料、图片和小故事，课堂上给学生充分的交流汇报机会，
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对诗歌情感的把握
与感悟。

1、课堂密度过大，时间分配不够合理。如自由朗读、分角色



朗读、表演朗读过多，目的性不强，有的读后的评析不到位，
显得为读而读，整堂课只是走马灯似的一味地读，应该让学
生明白，读一次把诗歌内容和为什么这样读的理由说出来，
同时再听一听别人的评价，这样理解和实践读，自己和别人
理解的相互碰撞，才是学、思结合的好办法。因此，只是书
声琅琅的课，亦未必是好课，必须辨证地看待读这一小学语
文主要的教学形式，尤其是高年级的读，更要体现它的思辨
性，不能为读而读。

2、教学重难点体现不明显。本文是本单元“祖国在我心中”
这个专题的最后一篇课文，编排本诗的意图是让学生通过朗
读诗歌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学习本诗重在朗读做到了，
但是在有感情等技巧方面没有达到。

总之，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与策略，
不断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和发展，竭尽全力上好每一节课，
把每一课的教学目标落实到位。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五

《少年中国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
梁启超的代表作品。作品主要介绍了少年中国的美好未来以
及中国少年应该拥有的责任意识。在教学中，我采用如下方
式展开的。

对课文精读部分的教学中，我首先让孩子在课文中寻找少年
中国美好在何处？孩子们经过一番讨论，终于明白，在课文
的第二小节。然后我通过扶放结合的方式让孩子明白作者用
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介绍少年中国的光辉前景。通过红日、
河流、潜龙等具体事物来象征少年中国的磅礴气势，顶天立
地。

国之强大全在人之强大，因此要想彻底振兴中华，全靠中国
少年。作者在课文中是怎么说明的呢？接着让孩子朗读第一



自然段，然后让孩子去文中寻找，中国少年需要具备怎样的
能力，才能建设这样没好的少年中国呢？在引导学生抓
住“智、富、强、独立、自由、胜于欧洲、强地球”等几个
方面去来介绍中国少年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够取得上面的美
好前景。

通过此次教学的预设，孩子们利用一节课的时间就轻松地学
完了这一课，让我分外高兴。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六

《少年中国说》写于“百日维新”失败后的1900年。当时清
政府腐败无能，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帝国主义嘲笑中国为老
大帝国，在此背景下，梁启超写了这篇文章。

文章热情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
负着建设少年中国的中国少年寄予了无限希望。号召“中国
少年”应肩负起救国的责任，为创造一个繁荣富强的“少年
中国”而努力奋斗。课文多为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而且
押韵，多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大量
引用典故。文章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1、名言导入，激发兴趣。

课前布置学生收集梁启超的名言以及《少年中国说》原文
（试着读一读）。一开课，便让学生交流名言，简单谈一谈
自己的感受，初步从名言中认识梁启超，既拉近与作者的距
离，也为学习本文及感受人物品质作好铺垫。

2、批文入境，感知内容。

在思考中再次走进文本，进一步感知文章的内容。

3、品词析句，体悟情感。



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个探究性的问题一
抛出，孩子们便进入了情绪高涨的辩论理解之中，情感立刻
在思维碰撞中得到感染和升华。再次激发学生：今天的我们
应该怎么做呢？每个学生都畅所欲言，为中华之兴盛而努力
的志向扎根心中，使整堂课达到了高潮！

4、熟读成诵，丰富语言积淀。

“腹有诗书气自华！”不错的，学生积累越多，感受会越深，
表达会更得心应手。

在指导背诵时先引导观察写作特点，再以补充填空的形式呈
现，学生背得兴味盎然，而且速度非常快，准确率也很高。
今天的积累，也为明天的语言交流夯实了基础。

文章虽然不长，但读起来有难度，理解起来更有难度。但是，
整堂课却在我的预设中一步一个台阶稳步上升，由不会读到
会读，不理解到感悟深刻，为国之兴亡立下远大志向可谓是
水到渠成！抑扬顿挫的诵读环节更是让课堂熠熠生辉！

这堂课上下来，优秀的孩子一展自己的风采，也有了自己更
高的目标，但是有部分学生因自学能力和读书能力不强做了
看客，学生整体水平的发展不均衡，课堂容量也略显臃肿，
不够合理。

如果再重新上这篇课文，我会重视创设更适合中等生发展的
教学环节，补充原文内容，在对比阅读中提升学生的整体水
平，使我的教学效果趋于更圆满！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七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文，
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
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



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
喻，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
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和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
在风雨飘摇的1900年，以他的一支有力之笔饱蘸激情写下了
慷慨激昂的热血之歌——《少年中国说》，鼓舞了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青年。

本课是一篇半文言文半白话文的过渡性的文章。把课文读正
确、流利是学习本课的关键。因此我把本课的重点定位在引
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利，最后达到有感情朗读的目标。
本文长短句结合，交替出现，节奏感极强。因此我先要求学
生借助汉语拼音把课文读正确，然后用时大约15分钟把课文
读流利。课后学生们反应，当把课文读流利之后就发现自己
的`声调不由自主地变得高亢嘹亮，好像要把胸中那种豪迈之
气和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霸气发泄出来一样。这就是本文的特
点之一。

在学生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之后，我又要求学生结合
注释，尝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课文
毕竟不是现代白话文，但又比文言文好理解。所以我采用的
策略是，学生先自己借助注释说一说，然后小组内交流，最
后集体订正。这个过程中老师巡视实施点拨，但绝不越俎代
庖。

第一，要求学生在理解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之后再尝试着把
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熟读课文，达到有感情地朗读。学生们
在有感情朗读的同时达到了熟读成诵的目的，完成了本课设
置的第二个重点——背诵课文。

第二，内容拓展延伸。利用多媒体，让学生重温1940年后中
国那段屈辱的历史以及康、梁等人探求救国之路的过程是很
有必要的。



因为本文的时代背景与现在的孩子们相隔太远，虽然做了相
关的介绍，但是对于真正理解本文还是远远不够。这就需要
我在以后备课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时代的障碍、历史的
障碍、语言文字的障碍，让学生通过学习直接抓住文章的精
髓，牢固地完成了学习的目标。

少年中国说读后感篇八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
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
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
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
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
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和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
在风雨飘摇的1900年，以他的一支有力之笔饱蘸激情写下了
慷慨激昂的热血之歌——《少年中国说》，鼓舞了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青年。

本课是一篇半文言文半白话文的过渡性的文章。把课文读正
确、流利是学习本课的关键。因此我把本课的重点定位在引
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流利，最后达到有感情朗读的目标。
本文长短句结合，交替出现，节奏感极强。因此我先要求学
生借助汉语拼音把课文读正确，然后用时大约15分钟把课文
读流利。课后学生们反应，当把课文读流利之后就发现自己
的声调不由自主地变得高亢嘹亮，好像要把胸中那种豪迈之
气和屹立于世界东方的霸气发泄出来一样。这就是本文的特
点之一。

在学生能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之后，我又要求学生结合
注释，尝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课文
毕竟不是现代白话文，但又比文言文好理解。所以我采用的
策略是，学生先自己借助注释说一说，然后小组内交流，最



后集体订正。这个过程中老师巡视实施点拨，但绝不越俎代
庖。

第三，要求学生在理解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之后再尝试着把
自己的情感融入进去熟读课文，达到有感情地朗读。学生们
在有感情朗读的同时达到了熟读成诵的目的，完成了本课设
置的第二个重点——背诵课文。

第四、内容拓展延伸。利用多媒体，让学生重温1940年后中
国那段屈辱的历史以及康、梁等人探求救国之路的过程是很
有必要的。

本课的不足之处在于：

因为本文的时代背景与现在的孩子们相隔太远，虽然做了相
关的介绍，但是对于真正理解本文还是远远不够。这就需要
我在以后备课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时代的障碍、历史的
障碍、语言文字的障碍，让学生通过学习直接抓住文章的精
髓，牢固地完成了学习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