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插画读后感(通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
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插画读后感篇一

这个学期，我学习了一篇发人深省的课文《金色的脚印》。

在童话和寓言的故事中，狐狸往往与“狡猾、诈”这些词紧
密相连，而这篇课文中的狐狸是慈爱的，它们和人类父母一
样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课文讲述的是正太郎抓到了一只小
狐狸，它的父母千方百计地想救它。正太郎与狐狸们慢慢熟
悉了，还给它们送食物。一次正太郎遇到危险，狐狸爸爸妈
妈救了他，正太郎感动极了，把小狐狸送回了山里，狐狸一
家终于团聚了。

学完这篇课文，我忽然想起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我的
一个朋友抓到一只很讨人喜欢的小鸟，红红的小嘴，金黄色
的羽毛，非常可爱。朋友也是爱不释手，将它装在笼子里，
挂在窗台上。小鸟自从被关在笼子里开始就一直不吃不喝，
无精打采的，朋友也就渐渐忘记了它。

一天晚上，朋友起来上厕所时，无意瞥见了窗台上的小鸟。
冷清清的月光下，孤零零的小鸟呆呆地望着远方。忽然，小
鸟变得欢快起来，不停地“吱吱”叫着。只见一只大鸟飞过
来，落在笼子上方，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朋友赶紧躲了起来。
大鸟见周围没有危险，就嘴对嘴地给小鸟喂着什么。朋友这
才发现大鸟嘴里正衔着一条不断扭动的虫子。喂完食，大鸟



便开始用力地扭咬着竹制的笼子。

待大鸟离开后，朋友迫不及待地冲出来看：天哪，笼子的几
根栏杆已经快断掉了!

插画读后感篇二

一、分享阅读是让孩子从“听故事”过渡到“读故事”的安
全桥梁。

美国著名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说过：“你读得越多，你就知
道得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聪明;你越聪明，你在学校
学习的时间就越长;你学习的时间越长，你获得的文凭就越多、
越高;你获得的文凭越多、越高，你工作的时间就越长;你工
作的时间越长，你赚的钱就越多。”人类80%的知识都是通过
阅读获得的，而获取知识最好方法就是阅读，它是最直接有
效的学习途径。因此，学业成绩取决于阅读能力;学习障碍很
大程度上因为阅读障碍引起;阅读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与学习的
主动性相关度最高。

目前因孩子小，只能听故事，对于纯文字的书籍还瞧不懂。
而分享阅读就是利用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根据儿童认知规律
编写的分享阅读读本，配合特定的分享阅读教育方法和教育
辅助材料，它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提
高孩子的阅读能力，让孩子在互动中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在快乐中学习阅读，在阅读中悄悄成长。在学校，老师指导
孩子，并和孩子在轻松、愉快的亲密气氛中共同阅读一本书，
回到家，家长和孩子再共同阅读一遍，一起完成亲子作业，
在这个活动中使孩子对父母之爱的需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
足，这样让孩子与家长有更亲密、更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
也逐步提高孩子对阅读活动的参与水平，最终让孩子过渡到
自己独立读故事(也就是阅读)过程中。

二、分享阅读是一种工具，重要的不是在阅读中学习而是学



会阅读。

据有关资料统计44%的天才男童和46%的天才女童在5岁前就开
始阅读了。越早开始阅读的孩子，智力发展越迅速，比较容
易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由于分享阅读的故事语言优美
自然，词汇丰富，最重要的是每个词语，每个句子都经过了
认知心理学家的反复推敲，文字及内容简单易记，充分考虑
了孩子的可理解性、熟悉性和生动性，完全符合孩子言语能
力和理解能力。孩子听这些故事时，会觉得生动有趣;孩子尝
试模仿和自己阅读时，会觉得简单而易操作，同时学校利
用“大h和小h”智力玩具将每内容所讲融入游戏活动，使孩子
在阅读中得到快乐。

三、分享阅读不以识字为目的，却可以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
学习汉字。

分享阅读活动中，同样的一个字，孩子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
中多次遇见。一方面，看到似曾相识的老朋友，孩子会有一
定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理解同一个字的不
同意义，可以让孩子不断加深和丰富对该字的理解，从而加
深孩子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现在孩子通过学习在生活中能
准确运用词汇，让我们听见后都感到特别惊讶和自豪，觉得
孩子真的长大了，知识面广了。

四、分享阅读是一种不以教育为明显目的，却能够对孩子的
发展带来长期巨大影响的理想早期教育方式。

孩子在分享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是爱，而不是被逼迫、被
评价的厌倦和压力;孩子仿佛是在和成人一起做游戏，但在游
戏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学会了阅读，喜欢上阅读，还学
会或熟悉了许多生字;表面上看起来孩子只是进行了阅读，但
通过分享阅读，他们还发展了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和交往能
力;虽然他们好象只是学会了朗读几个小故事，但这种小小年
纪就能进行阅读的成功感，会对他们的自我接纳和自信心的



发展带来巨大益处;孩子在分享阅读中养成的阅读习惯，将会
使他们受益终生。

现在我们身处知识经济时代，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
富裕还是贫穷，不要让每一个孩子在阅读能力方面落后，让
孩子们在阅读中学会词汇的运用，体会学习的乐趣，以从阅
读中获得的更多知识和信心吧。

插画读后感篇三

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对于创新教育的研究也随
之深入。

目前，在创新教育的过程中，倍加关注的是学生实践能力的
培养。诚然，实践能力的确是培养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可是作为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如果没有厚实的知识作为基
础，那么学习又该如何建构呢？这不禁使我想到了我国传统
的语文教学赖以自豪和骄傲的经验——强调“双基”的落实。
尽管这曾经让我们的语文教学进入过误区，但我们又不得不
承认，“双基”是一个人语文素养的核心部分。事实上，新
课程实施以后，“双基”这一概念已经逐渐从我们的一些语
文教师头脑中淡出。很多研究课，包括一些名师的观摩课，
早已把字词教学的落实、文章结构的把握、表达方法的揣摩
等抛诸脑后。这些东西到底需不需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回
答：文盲不识字，但只要有了共同的话题，他依然可以口若
悬河、滔滔不绝地与你“对话”，我们能根据他的“对话”
能力说他的“语文素养”好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没有
一定量的语文知识储备，不具备一定的语文表达能力，他不
会阅读，不能用书面表达，更不用说后续学习或进入相关学
科领域。因此，学习的创新完全应该从最基础的知识获得开
始。尤其是语文阅读课，由于学科特征，它对于语言文字的
积累、语感的长期训练、培养等更显得重要。无论何时，我
们都不能忽视知识获得的过程。



在这里我想通过一个案例说明一下：

应该指出，具体针对小学课堂教学而言，学习就是学生把已
有知识进行有机的筛选、合理地转换、重新的建构，从而获
得新的知识，解决新的问题，从创新教育的角度来看，学生
不断获得新知识即求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创
新，所以我们在创新教育中，应该把实践能力的培养建立在
坚实的知识基础上，也就是说，研究与开展创新教育时，应
把引导学生获得坚实的知识及其过程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的基础。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创新就是发现别人没有发现或自己尚未
发现的东西，于是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也就成了小学教育阶
段创新教育的核心任务。举一反三，学以致用，是教学的目
的。语文教学中，教师根据课文中的言语特色，要求学生进
一步欣赏、积累、运用祖国的语言，并为学生提供发散性训
练，创造性地解决课内课外学习和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在运
用过程中培养对语言文字的感知强度，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
素养。同时，学生通过交流研讨，与同学们分享成果，学习
理解和宽容，学会客观地分析和辩证地思考。

语文教学强调训练，并不是说要另起炉灶，而是要求与阅读
教学和谐共生，相互交融，让阅读过程成为训练的有益载体，
让训练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和感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
以从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的《新型玻璃》教学中找到满意的
答案。

西都是创新，而根本不去考虑其合理性、科学性、简约性，
那么，我们的创新教育很可能就会步入一个误区。因此我们
认为在创新教育中应该正确处理好求异与求同的关系，努力
做到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使学生在原有的不同的层次上都
能有所发展，都能实现创新。

例如，在阅读教学中，如果我们认识到，引导学生在原有的，



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事物、道理、想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
改造、修正，使其逐步提高、更趋完善就能够满足需要的话，
就不必强求学生去另辟蹊径，因为在这样一个加工、改造、
修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同样能够被激活，同
样能很好地做到求同思维与求异思维的同步、辩证、有机的
结合，同样能在貌似求同过程中培养学生求异的思维能力，
从而实现了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而这样一个加工、改造、
修正的过程，也就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过程。

长期以来，有关结果与过程的讨论已是老生常谈，重结果、
轻过程的问题已是学科教育费时低效的瓶颈所在，在原有问
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研究创新教育的问题，就难免
会陷入这个长期积淀的泥潭。

而著名特级教师王崧舟强调语言的体验和感悟，关注学生语
文素养的全面提升，关注学生精神生命的自由发展。他执教的
《爷爷的芦笛》就是他对学生精神生命的不断唤醒，是切实
关注学生语文素养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创新教育的
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在四十分钟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培
养学生综合素质还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在课堂阅读教学
中实施创新教育如何体现合理性与价值观，以避免给课堂教
学的某个环节机械地贴上“创新教育”这个标签。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而创新教育的关键又是发散性思维的训
练，同时今后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综合的、多向的，因此我
们在进行发散思维训练时一定注重学生培养思维的广阔性、
深刻性、灵活性。

总之，创新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我们不能把创新教育
仅仅作作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喊在嘴上，也不能在宝贵的课堂
教学中让学生作一些无谓的所谓的创新。要让学生在主动的
参与、扎实的训练、自由的表达中进行高效的、自主的学习，



从而实现创新，发展素质。应该说，创新教育在强调学生的
主体作用的同时，教师的指导作用也无法忽视，其实施对于
广大教师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进行更多的创造性的劳动。

插画读后感篇四

它就像是走过我们生命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我们意外相逢，
立即就很喜欢他们，无奈他们总有离我们而去的一天，去到
另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世界，比如我们的长辈，比如一些
不同寻常的人。

虽然“雪人”消失了，可留在男孩心里的雪人永远不会消失，
留在我们心里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人永远不会消失，那是一份
不会被磨灭的记忆。亲身经历了，体验过了，便永难忘记。

我的看图讲故事：

清晨，小男孩睁开眼睛，发现窗外已飘起了白雪，所有的房
屋和树木都穿上了厚厚的雪衣，大地一片银白。男孩快速的
穿上毛衣和裤子、和妈妈说了一声、而后坐在门槛上穿靴子、
刚戴好帽子便冲出了屋门”、小男孩急急忙忙得把帽子都跑
丢了，也顾不得去捡。

于是他跑回了家，向妈妈要了帽子和围巾，给雪人系上围巾，
戴上帽子。男孩又拿来橘红色的糕点作鼻子，最后男孩又来
到放煤块的小屋，选了几个大煤球当作扣子，两个小煤球当
作眼睛。”再画上一个大大的微笑，纷飞的雪花中男孩和雪
人静静地对视着，大功告成实在是令人开心啊。

夜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电视，小男孩的心思却全都留
在了窗外。爸爸妈妈烤面包时他一直往外瞧，爸爸妈妈看电
视时他跪在沙发上向外瞧。刷牙的时候向外瞧雪人，临睡觉
前他又走到窗前望了一眼雪人。



已经晚上九点了，妈妈走进房间，给男孩盖了盖被子，晚安
宝贝，做个好梦，妈妈说。

夜深了，午夜12点，睡不着的小男孩仿佛感觉到了什么，他
起身、走向窗户，小男孩趴在窗口，望向熟悉的雪人…但是，
这一次，似乎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小男孩疑惑地回到床上，
又恍然大悟地奔出屋外，此时，雪人，转身，摘帽，跟小男
孩打了一个招呼！

他们像绅士一样互相握了握手。男孩请雪人来家里坐客，这
让这个冰冷的巨人非常兴奋，它看了猫、看了电视、试着开
了开灯、把厨房的纸巾全都扯了出来，它喜欢大嚼冰块，但
它怕火。少年“嘘”了一声，轻手轻脚地把它领上楼，带进
爸爸妈妈的卧室，让它看熟睡的爸爸妈妈。它盯着爸爸浸在
杯子里的假牙看了半天，还戴上妈妈那顶缀着一朵紫花的宽
檐帽，系上爸爸的领带，戴上爸爸的眼镜，穿上爸爸那条系
不上扣子的裤子，照起了镜子。

他们又来到小男孩的房间，一起玩着小男孩喜爱的滑板和健
身球。一束手电的光芒照射出来，五彩的气球在空中飘荡，
男孩和雪人的脸上都挂着大大的微笑。

接着男孩如同一个小主人那样，他还为雪人准备了一桌丰盛
的大餐，闪烁的烛光映红了两人的面庞。

男孩和雪人吃饱后，又刷了碗，这时，雪人请男孩跟他走。
原来，小男孩给雪人带来了这么多的体验与快乐，这一次换
做雪人来引领男孩进入一个更大的梦境。

雪人拉着小男孩走过门廊，冲出家门，他们不停的跑呀跑呀，
突然，他们飞了起来…越飞越高，眼前的大地越来越宽阔，
眼下的城市越来越小，此时，天上还飘着鹅毛大雪，他们飞
过了原野、飞过了城市、飞过了寂静、飞过了喧嚣，小小的
孩子和小小的雪人手拉着手尽情地飞翔，这一刻，整个世界



只属于他们。

他们降落到了看得到海的栈桥上。可看着看着，雪人突然发
现不对了，天边出现了一抹红霞，不好，太阳快要出来了！

于是，分别的时刻也就来临了。男孩与雪人紧紧地相拥、不
舍地挥别。

也许，雪人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变成了雪精灵飞上了雪花
飘飘的天空中去了。

插画读后感篇五

首先利用幼儿的泛灵性，激起幼儿对书本的兴趣。如在给幼
儿介绍书本时我说到：老师有一位好朋友要介绍给你们，它
身上有好多漂亮的图案，你如果能和他做好朋友呢，就会知
道好多好听的故事，学到很多本领，它的名字就叫做书——
以此来引起幼儿对书的兴趣，并知道前提必须是做好朋友，
要爱护书本。 接着便是教幼儿认识书的封面、底面等基本常
识，知道用手指轻轻翻书并以儿歌形式传授给幼儿，让幼儿
在边念儿歌边看书的过程中学会阅读技巧。有了一定的阅读
技巧，幼儿阅读起来才会更加的有意思。

本学期我园开展的早期阅读活动有《狗和猴》、《长长的》、
《喳吧喳吧》，《长长的》和《晚上》是我在城里实习时借
阅回来的书本，把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带回农村幼儿园，拓
展我们农村孩子的阅读面。这些绘本上的图画都简明易懂，
来自于幼儿的生活经验，如《长长的》一绘本中，幼儿了解
了各种“长长的”动物和事物；而“晚上”更是幼儿天天都
感受到的，这样寻常的“晚上”却让幼儿非常感兴趣，它们
通过观察绘本，了解了晚上应该怎么样，另一方面也巩固了
幼儿的睡觉习惯培养。

幼儿园的早期阅读以培养幼儿兴趣为主，让幼儿在轻松自主



的气氛中进行阅读、识字、游戏，其乐融融中无形的进行了
教育，用环境来感染幼儿的身心。如在开展活动时，通常我
会以游戏的口吻开始，“我带着故事滑下来咯”、“一辆载
满故事的火车开来咯”等等，随着这样有趣的导入，幼儿顿
时觉得这样的阅读非常轻松。另外，我将大书上的图片剪下
来，以各个角色的特征开展活动，幼儿仿佛在看一场话剧表
演，在很轻松的氛围中展开了阅读。除此之外，我班还开设
了阅读区，提供不同绘本，以供幼儿在区域活动时自由阅读
绘本并进行交流。

除了在集中活动和区域活动开展早期阅读，我园还充分利用
一日生活中其他环节对幼儿进行阅读熏陶，如幼儿在来园或
餐前、餐后等自由活动时间内进行自主的阅读活动，在午睡
起床后的欣赏活动及散步时都可以有意的渗透，在提供录音
带的同时也提供书本，幼儿耳濡目染，进步地很快，对绘本
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

插画读后感篇六

其实大森林里的新闻并不比城市里少。森林里也在进行着工
作，也有愉快的节日和可悲的事件，森林也有森林里的英雄
和强盗。现在所有这些，在《森林报》上都可以看到！

因此，我才会喜欢上这本书。

这本书让我了解了更多的动物，也使我更清楚它们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习惯。

这本书以童话、幽默的写作方式，写出了大自然与动、植物
们相依相随，如：把洁白明亮的雪地比作一页干净的书，有
动物走过，书面就会留下痕迹，写下一行：某某来过此地。
当有下过一场雪后，大地就像翻了一页，又是干干净净的一
面。



森林中的趣事真是数不胜数、生机勃勃呀！

“知识未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却能改变一个人。”我长
大一定要当一位动物作家，写出更多更好的动物小说，要人
们更加了解、并善待大自然中的动、植物！

插画读后感篇七

《简爱》，一部以一个平凡女人的精神世界为主要线索的英
国传世之作。不管是电影版还是小说，都受到极大的欢迎。
也不管是电影版还是小说，都能深深的触动人的心灵，给人
以启发。在观看电影版之后，我从内心深处钦佩这个独立，
有着强烈自尊心的女子。

简。爱是一个孤儿，从小失去双亲，接受舅母的抚养。寄人
篱下的日子让她受尽苦痛与折磨。其舅母与表格也是动辄得
咎。但是，简。爱并没有因此而让自己屈服，反而让她在一
个小小的年龄就学会了反抗，在心理埋下独立与勇敢的种子。
在一次与表格的冲突后，她与舅母闹翻，随后被送往由布洛
克赫斯特先生所开的教会学校。在学校里，简·爱仍遭歧视，
但她认识了同学海伦，第一次感受到友情的温暖。海伦却因
违抗布洛克赫斯特先生遭受惩罚染病去世。孤独的简爱仍然
生活在无助中。但是，也正是这些挫折让简。爱内心的那颗
种子发芽，逐渐成长，不断壮大。

简。爱在成年后，来到了罗切斯特的庄园，担任十岁女孩阿
戴列。瓦朗的家庭教师。而罗切斯特就是这个小女孩的监护
人。这是简。爱与罗切斯特两个人交集的开始。在刚开始的
一段时间里，简。爱与罗切斯特有过几次谈话，但是简。爱
对他的印象却不是特别好，认为他是个性格忧郁，喜怒无常
的人，并且对她也是忽冷忽热。其中，简。爱对罗切斯特说
过一句话：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
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
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 这句话，不仅让我，



更让罗切斯特收到震撼。在庄园里的交往，让他们对对方慢
慢产生了感情。

经过进一步的交往，罗切斯特对简爱求婚，并得到简。爱肯
定的答复。但是在新婚前夜，简。爱却看到一个女子将婚纱
面罩撕碎了。罗切斯特告诉她那只不过是一个梦，第二天简。
爱却发现面罩真的被撕碎了。她的心里埋下了疑问。在婚姻
的教堂里，一个不速之客闯入，将罗切斯特已有妻子的真相
说了出来，罗切斯特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带领大家看望了
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这就是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简。
爱在得知这一真相之后，离开了庄园，离开了罗切斯特。因
为她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不愿意自己的婚姻有如此的瑕疵。
她也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婚姻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她也
只能做罗切斯特的情妇，必然到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抛弃的命
运。所以，她拒绝了罗切斯特的追求。这种拒绝是十分合理，
也是十分聪明和对自己负责的抉择，这也是简。爱人格魅力
的一处所在。

回顾当初简。爱在庄园的情景。她与罗切斯特一起喝茶，吃
午餐和傍晚散步，她尽可能地若无其事，平静处之，但在独
自一人的时候，她打开记忆的闸门，他们相处的一幕幕清楚
的再现，陶醉在深深的幸福之中。她多次试探罗切斯特先生
和英格拉姆小姐的婚事。罗切斯特先生也佯装与英格拉姆小
姐亲密。他们相互之间试探，相互审视着对方，其实他们早
已在心灵上合为一体了。罗切斯特先生对简刻骨铭心爱的表
露：我有时候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特别是象现在这样，
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左边肋骨下的哪一个地方，似乎有一根
弦和你那小身体同样地方的一根类似的弦打成了结，打得紧
紧的，解都解不开。

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已经深深交融在一起。简。爱甚至把
他当做生命的全部。这也是后来简。爱最终答应罗切斯特的
缘由所在。



阁楼上的那个疯女人，其实是简。爱的另一个自己，带着简
爱的影子，也受着没有自由的煎熬，受着精神肉体的摧残。
在我看来，罗切斯特将她关在小屋子里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将她关着对别人
和她自己本身都是有益的。从后来的庄园被毁就可以看出这
一行为的可行性。当然，从罗切斯特的角度来看，对待自己
的合法妻子这样，也有点不合常情。对待自己真诚的爱情，
罗切斯特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也有着不懈坚持的优秀品质。
他的性格有着双重性。

也许《简爱》所表达的是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但是，小说
中的主要人物简。爱所散发的人格魅力，足以让读者倾心和
敬佩。简。爱对现代的女性也具有深刻意义。她让许多人明
白，爱情可以不受物质的控制。也让在溺爱中长大的孩子认
清楚独立对于自身的成长中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