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文学读后感(大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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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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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一

本书主要讲述了高尔基在上大学的时候，高尔基的父母亲去
世了，但高尔基仍然还不断的坚持学习和读书。

想想自己，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还不用功去读
书是没办法解决困难的，我们以后到了社会是不会等着你的，
只要你差一点儿都是不能工作的，因为你的资格不够，所以
是不能工作的。只有我们上课认真听讲，不开小差，遇到不
懂的问题能马上告诉老师，让老师帮你解决困难，这样你不
断的学习才能有很大的进步。

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要向高尔基这样勤奋好
学的精神，使我懂得了我们要珍惜时间，从每一分每一秒做
起。大家行动起来吧！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
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
叫做“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
的滋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
打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
无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最让我久久难忘的是高尔基从小就善良的内心，特别是在外
祖母的哺育下，生成了一颗善恶分明、是非分明、能爱能恨



的灵魂。他勤于学习，刻苦耐劳，严峻的生活使他锻炼成长
为一个意志刚强、有理想有作为的新人。他性格中最重要的
东西是：对知识的渴望，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生活的困苦并
没有使他退却，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未来将会一片光明。

高尔基这个形象是俄罗斯一代新人的代表，他的成长道路是
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的道路。我要象他
一样，认真刻苦地学习，汲取广博的知识，如同即将冲锋的
战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二

静谧的夜晚，关上门，推开窗，打开音乐，翻开书，心情瞬
间平静下来，只随着爱玲的思绪流连在一段段悲戚的爱情故
事之中。

半生的'缘分，一生的思念和遗憾!这是我看过最悲的一部小
说，还记得每晚合上书后久久不能入眠，同情曼桢的凄惨命
运，埋怨世钧的懦弱和对曼桢的不信任，更痛恨曼璐的荒唐
可笑和祝鸿才的良心泯灭。

顾曼桢，对于她，我既喜欢又敬佩，有同情也有气愤。一个
出生清贫的女子，坚忍、倔强，在姐姐出嫁后毅然扛起家庭
的重担，为了亲情牺牲自己的感情。在被姐姐和母亲私心合
谋下，遭到姐夫的残忍伤害，囚禁。而坚强的她又一次挺了
过来，在病友的帮助下逃离医院，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这是一个有气节有思想的女子，可偏偏还是在命运面前犯了
糊涂。关键的时候，她的善良懦弱又一次将自己拖进命运的
漩涡。她恨祝鸿才，曾咬牙切齿的说不会嫁给他，可最后仍
然忍气吞声的嫁了。即使她想这一切是为了孩子，可终归是
不值的、错误的决定。可喜的是最后的最后，她再一次走了
出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也许这就是她最好的结局了吧。
顾曼桢和沈世钧的爱情错别只能怪老天对他们的捉弄和这个
时代的遗憾，当然还有我对世钧的懦弱所不满。他没有一点



男人的气魄，不敢像父母坦诚和曼桢的关系，怀疑曼桢对自
己的感情，是他的多疑和不信任毁掉了自己和曼桢的幸福。
甚至，他一再低头和翠之结婚，维系着他们不幸的婚姻。14
年后，再次遇到曼桢，那一句再也回不去了让无数人心痛。
两人默然，让这深沉的爱情在时间里沉淀，任由缘灭.....这
是一个失败者，可又能把所有的过错全推到他身上么?终究都
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

顾曼璐，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女子。从单纯少女到妖媚的舞
女，再到无耻毒妇，最后可悲的死去。她的一生就是这个时
代的写照。她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抛弃和慕瑾的爱情，钻进
灯红酒绿的舞厅，陷入了浑浊的人生，变的市侩和狠毒。她
是可恨的，又是那样的可悲。一个柔弱单纯的女子，要不是
生活命运的捉弄又何至于此?当初的有情人又怎能一个堕落、
离世，一个选择离开故土。。。

正如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于时间无涯的的荒野中,没有早
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惟有这一句:哦是你吗?而曼
桢和世均,叔惠和翠芝,曼璐和豫谨等等终究在那个束缚思想
的年代是晚了一步或早了一步于千万人海中错过。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生缘灭还自在。浮生若梦，只叹情深缘
浅!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三

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注重方法，有方法才有成功的道路。

读书要知道为什么学习，从哪里学和该如何学习。这对我们
正在学习时的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致命的缺陷。

比方法更重要的是方向，作为一个学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目
标、梦想。有时一本好书、一篇好的文章会使我百读不厌;一
首好的诗会让我陶醉，像带我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只有细



细品味才会体验在学习的乐趣。

当然，比方向更重要的是态度，比态度更重要的是要有毅力。
如果只一天读书，轻松;如果你一生都坚持读书，那就不容易
了。无论谁都可以使自己的梦想成真，但必须有实现梦想的
信念，坚持不懈，有坚强的毅力才能成功。

读一本书的时候,我总是手里拿一支笔,遇到共鸣以及有疑惑
的地方，就在底下画一条线，并简单的作出旁批，长时间这
样做,不仅对阅读提供很大帮助,有时翻阅会有温故知新的感
觉。

我看文章都会做笔记，甚至看完一本书，都会写观后感等等。
这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灵感。

阅读体验有很多种，有的纯粹是感觉;有的还可以是小论文，
先解释问题，展示观点，然后找证据，用看书来学习，解决
这个问题。我把这段时间的学习的收获，整理出来，并以知
识书籍或大纲的形式进行总结。

在阅读生活中，我感受到了学习的真谛:学生在学习中，拥有
创新精神。

我们要做“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创新型学生。我们读书要
有蚕的精神，蜜蜂的勤劳，蜡烛的作风，绿叶的性格和牛的
斗志，要有吃苦耐劳、乐于探索、无私奉献的精神。

阅读和思考常常使我勇敢，因此问我常常要求自己多读。

我不应该害怕面对我的缺点，我要在学习中探索补救方法。
也要善于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从中提炼精华，以利于
学习的突破。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四

一书友借我一本陈从周先生的大作《说园》，草草读过，便
被索去，丁点笔记也没做成。但仅靠这点水般掠读，竟也有
了些许游园鉴景的眼力，足下历过南北园林处处，终有了许
多入心入脑的领悟。

此书，今亦名《梓翁说园》，盖因先生晚年别号梓室，自称
梓翁。

《说园》，人誉“大家小文”，作者卓然大师，此书却小而
含菁。先生从园林建造的立意、组景、动观、静观、叠山理
水、建筑栽植诸多方面，娓娓叙来，文笔清丽典雅、说理处
处入心。诗词歌赋随意入文大有园林里移步换景、景随步移
之妙趣。陈先生毕生从事园林艺术的研究，足迹遍布五湖四
海，踏遍天下名园。用他的话说是“半生湖海，未了柔情”。
那么，有人把学问当财源来做，有人把学问当脸面来做，有
人把学问当喜好来做，有人把学问当事业来做，先生则是把
学问当生命来做了。《说园》没有凌厉深奥的西方化学术观
点，没有咄咄的说教语气，而是深入浅出的论述，谦恭平和
的治学态度。文中倾注了作者对园林艺术的深挚感情。有真
正的热爱，才能写出真正充满感情的文字。

陈先生推崇的园林境界和诗词的境界一样，天然即最
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耐看耐听，经得起细细推敲，
蕴藉有余味。穿山引水，花木栽植、亭台水榭，一切的人工
斧凿痕迹要尽可能地掩饰和隐藏，成就自然之美，符合中国
哲学中“天全”、“化育”的思想。人在园中如处山林，有
濠濮之趣。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五

我读书的理由，喜欢。家人都很爱看书读报，老师、同学和
朋友们也很爱看书，经常一起交流读书的感受，这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啦！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体会是书或一篇文章要
读三次，每次的体会都不同，对文章的理解了。比如说读课
文，要默读，找出中心句，体会文章的魅力和要传达的目的。
名作名家的优秀作品，更要吸取精华，熟能背诵。随时勾出
好词好句，体意，推敲意境，在旁边标注，学以致用。在对
话或写作的恰如其分地脱口而出或是下笔。学识从哪里来呢？
“学而知之”也，要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跟文字，思绪飞扬，让渺小的我
到世界的博大，到生命的鲜活。好书的相伴，平淡的日子了，
平凡的心跃动了！

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了书籍，就像没有了阳光；智
慧里没有了书籍就像鸟儿折断了翅膀。”列宁也曾说
过：“书籍是巨大的力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是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不管怎么说，这些名人名言都充分
表现了书对人类的重要性。的确，书对人类真是太重要了。
沉沦的人可能因一本好书而变得热爱生活，心里充满仇恨的
人可能因一本好书而变得无比关心他人，心胸狭窄的人可能
因一本好书而变得心胸无比宽广。作为我们小学生，更应多
读些有益的书籍，这样不但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提高写作能力，而且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

高尔基说过：“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
上。”对，书籍是知识的源头，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书籍，
是嘹望世界的窗口，改造灵魂的工具，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
读书，能使人愉快，使人聪明，鼓舞人的思想感情去爱人类，
爱和平。努力读书吧，它是知识的源泉。好读书的人们，让
我们一起读好书吧！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六

这次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修订，从国家层面厘清
了育人目标，明确了改革方向，优化了课程内容，是实现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再动员再部署。通读《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xx版）》，能从中看到新方案、新标准中以核心素养导
向贯穿于课程编制、课程实施的全过程，主要凸显了“四个
深化”。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深化学科育人目标。核心素养导向是本次
新课标所有课程都遵循的依据。新课标强调核心素养的整体
性、一致性和阶段性，其中小学阶段侧重对经验的感悟，初
中阶段侧重对概念的理解。把小学和初中一盘棋考虑，不割
裂小学和初中的教学，是这次新课标修订的一大特色。具体
到数学学科的“三会”核心素养，细化到小学阶段的11个、
初中阶段的9个核心词、关键词，贯穿于课标的字里行间，形
成清晰、有序、可评的课程目标。在11版课标的基础上继续
强调“四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
经验）与“四能”（运用数学知识与方法发现、提出、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抽象的素养具体到“四基”和“四
能”的育人目标，更具体、更易理解，给一线教学指明了方
向。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深化结构化教学内容。数学课程的四个领
域有了部分内容的调整和整合，课程内容的修订除将部分内
容安排的学段做了调整外，如将“负数”“方程”“反比
例”移到了初中，重点是对数学课程内容进行了结构化整合。
如在“数与代数”知识领域，将“数的认识”与“数的运
算”统整为“数与运算”，增加并单列了“数量关系”这一
知识子领域，并用加法模型和乘法模型统整常见的数量关系。
通过知识结构化，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提供路径，帮助学生
建立能体现数学学科本质、对未来学习有支撑意义的结构化
的数学知识体系。结构化、一体化教学内容的构建，注重主
题教学，使得教与学体系更明晰。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深化教学方式变革。从课标的教学内容说
明这一部分中，课程标准针对“内容要求”提出“学业要
求”“教学提示”，这一改编很明确的提出了素养的教学一



定是以学为中心的教学。01、11版课标中就强调“过程与方
法”目标，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些理
念在一线老师中得到广泛认同，在实践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
经验，但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大部分留于形式或者没有目标
导向，22版的课标更强调通过实践获取、理解与运用知识，
倡导学生在实践中建构、巩固、创新自己的学科知识。学科
实践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强烈的自主性，而且强调真实的社会
性，这一变化更加强调以学生学习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教学方
式变革。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深化学业质量的新要求。此版课标首次
将“学业质量”加入其中，明确地指出学科质量的要求就是
为了素养的达成和发展情况，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征、
认知特点加强了幼、小、初、高的学段衔接，并对每一个学
段都有具体的要求。这样的修订，明确“学到什么程度”，
引导和帮助教师把握教学深度与广度，细化了评价与考试命
题建议，注重实现教、学、考的一致性，不仅明确了“为什
么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而且强化了“怎么
教”的具体指导，做到好用、管用。

素养教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带头加强新
标准和新方案的学习，联系教学实际积极思考，用新理念新
方法落实好标准的新要求。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七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读完这本书，
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这本书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开始甚
至有点无聊，不过随着人物关系的慢慢展开，它变得有趣起
来，尤其是玛雅的出现，带给aj和岛上人们的变化，人们心
底的那棵关爱之花慢慢绽放。这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娓娓道
来，平淡中透出温柔，温暖沁入人心，让人难忘。一本书能
兼具平淡，甚至无聊和温暖治愈，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aj费克里，在一个偏僻的岛上，开着唯一的一家书店。他人
到中年，却遭遇爱妻去世，书店危机，独自生活的他，孤独
冷漠，持续消沉，生活陷入困境。两岁玛雅的到来，打破这
一局面，就在aj丢失价值不菲的珍本《帖木儿》的早
上，“意外”获得了这个孩子。从此，这个孩子把他和另外
几个人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爱与被爱，付出与接受都遵
循内心的意愿，最终相依走出人生困境。玛雅的出现，给aj
的生活带来了美好，从他决定留下玛雅的那一刻起，爱融化
了他内心的冰川，使他内心的善良和柔软展现出来，也把他
对书的热爱延续到生活中，尽管最后，aj因病去世，书店老板
的一生走完了，但岛上书店还在继续，读书的氛围，对书和
生活的热爱周而复始，愈加汹涌。

开始在人们眼里aj是一个自私冷漠的人，后来变成一个让人
喜爱的人。在我眼里，他开始的自私和冷漠，其实是他的自
我封闭，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是想要守住自己心中那一块珍
贵的地方，他害怕一旦走人人群，就会消失不见，毕竟作为
文学博士，有着自己的读书品味，喜欢的是纯粹的文学，不
同于岛上人们喜欢的是杂志和畅销书。他虽然固执，但很真
实，一切选择由自己的内心出发，干净的不加丝毫掩饰和伪
装。由于aj的守候，书店给岛上人们提供了所需的精神世界，
让更多的人满足精神的需要，找到内心的寄托。这本书虽然
写了aj的一生，但真正打动我的是其中aj对书和阅读的热爱，
让我觉得读书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书店是这个世界上最
美好的地方。从此，我的心里有了一块aj和岛上书店的地方。

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填补内心的空白，没有书
店的地方，算不上一个好地方，岛上不能没有书店，岛上书
店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改变了身边的一切，因为有了书
店，有了玛雅和aj，岛上的人们开始喜欢读各种书，有了读书
的氛围，书店成为岛上的文化中心。书本对每个人都会或多
或少的产生影响，即使短期内看不到，其实已经在悄然发芽，
所以，让我们多读书吧，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正如书中的警



长那样。

这是一本温暖的书，一本告诉我们阅读和爱的书。教会我们
什么是爱，包括爱人的能力和对爱的感知。告诉我们爱与被
爱的能力，付出与接受的意愿，能拯救陷于孤独绝境中的我
们。书中有的不仅仅是爱与温暖，还有书对于人的影响。让
我们记住，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我们不全是长篇小说，也不全是短篇故事，最后的最后，我
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八

当有人问起，谁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的时候，也许你会回
答说是你的父母，因为他们含辛茹苦的养育了你，没有父母
就没有你现在的一切;也许有人会说是他的同学或者朋友，因
为他们给予了太多的欢笑和快乐，没有他们，生活会变得枯
燥、乏味、没有光彩;也许有人会说是他人生的“贵人”，没
有他，自己就不会找到体面的工作，自己的仕途就没这么顺
畅;也许有人说是自己的孩子，孩子就是他的一切，自己所做
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许有人说是自己的爱人，可以
陪伴自己一生，不离不弃;也许...

文章的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老
师让一位女同学写下自己难以割舍的20个人的名字，学生照
做了，写下了一连串自己邻居、朋友和亲人的名字。老师说：
“请划掉一个这里面你认为最不重要的人。”她划掉了一个
邻居的名字，然后老师又让再划掉一个，她又划掉了一个同
事的名字。老师再说：“请再划掉一个。”这位女同学又划
掉一个……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她的父母、丈夫和孩子。
此时，教师里非常的平静，同学们静静的看着老师，心里想
着，如果再划的话该怎么办呀，而老师平静的说：“请再划
掉一个。”女生迟疑着，艰难地做着选择……她举起粉笔，
划掉了自己父母的名字。“请再划掉一个。”老师的声音再
度传来。这名女生惊呆了，读到这里，我也惊呆了，不可能



的，这是个伪命题，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难道有什么
事可以让我们抛弃我们的父母、孩子抑或爱人的吗?此时我觉
的老师在开玩笑，没有任何意义。而此时此刻，那位女生颤
巍巍地举起粉笔，小心翼翼的划掉了儿子的名字。紧接着，她
“哇”的一声哭了!

或许，我们现在身强体壮，不需要病榻前的细心照料;或许，
我们没有到生死别离的时候，不需要哭哭啼啼，互诉衷肠;我
要说的是好好珍惜，给予我们至爱的人全部的爱和享受被爱!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九

看到博客里有许多的家长和老师都倡议孩子要多读书，同时
也看到那么多孩子由于爱读书而锻炼出了很好的语言表达能
力，作文也都写得细腻、感人，让我这个刚刚加入小学家长
队伍的妈妈受益匪浅。于是为了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我们也开始了培养孩子读书的进程。

由于原来我曾经在卓越网上购过书，感觉其价格实惠而且品
种齐全。在看了好多家长和老师的推荐书目后，考虑女儿的
接收程度，我在卓越网上给孩子挑选了几本孩子容易理解、
容易接收的图书：《蚯蚓的日记》、《爱心树》、《杨柳风》
和《绿野仙踪》。刚一看到图书，女儿有些兴奋，有些好奇，
不停地翻翻这本，看看那本。可能是由于她认识的字有限，
她对《蚯蚓的日记》，《爱心树》这两本书情有独钟，看了
一遍又一遍。但我发现她看书看得不是那么透彻，就试着引
导她，告诉她图画中隐含着好多有趣的故事，并启发她自己
去发现其中的奥妙。小家伙还真不简单，真的从这两本书里
学到了许多书上未表达出来的知识，并且开始在生活中对蚯
蚓的生活习性感了兴趣，不断地去发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
去寻找答案，至今小家伙对蚯蚓的知识了解的不少呢。她不
仅弄明白蚯蚓为何雨后要出来，为何会找不到家而丢了性命，
而且还知道了蚯蚓和壁虎一样再生能力很强，尾巴断了还会
长出新尾巴。真的如童心老师所说，绘本的力量是无穷的，



不仅给了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还给了孩子们无尽的想象。

一开始女儿的爸爸并没有意识到绘本的魅力，一心想着孩子
是为了偷懒才不愿意读没有图画的文学作品，而且也觉得这
样简单的图画书对孩子没有太大的帮助，于是就强逼着孩子
每天读几页《杨柳风》。但由于他的态度过于强硬，且方法
只限于让孩子读而没有给孩子解释文字里每个词语和每个句
子的意思，孩子只是在读，只是在认字，脑子里面却没有什
么反映。最后读书的效果是孩子读完后却不知书中所云，孩
子对读这本书一点兴趣也没有。

后来我们就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方法，并尝试了不同的办法
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一开始是我和孩子一人念一段，我还
帮着解释书里她弄不懂的知识。小家伙逐渐被书里的故事情
节给吸引住了，她很喜欢河鼠、鼹鼠，也很喜欢书中优美的
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情节。在一次睡前的读书中，由于一家三
口儿都在，我突发奇想，让我们三个人一人充当一个角色，
不仅要读出他们的话语，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动作模拟出来。
女儿听后很是开心，全家人也都响应起来。女儿要求充当她
最喜爱的河鼠，我充当鼹鼠，爸爸则充当其余的角色，如獾、
哈蟆、水獭等。读书的过程中，我们会提醒女儿把里面小动
物的表情和动作模仿出来，并尽量让她把每一句读通顺和带
有感情。尽管小家伙现在读书还不那样流利，还有很多字不
认识，但比起原来已经进步很多了。她现在每天都不忘记提
醒我们一起读这本书，还经常抢着和我们读。私下里我还经
常会时不时的提醒她回忆一下我们读书的内容，并说一下彼
此对故事的感受和感想，让她去总结一下每个小动物的特点
和优点。看着小家伙对读书越来越感兴趣，我这个做妈妈的
心中真的很开心，希望随着女儿读书时间的增长，她能逐渐
地克服对我们的依赖，自己独立地去读书。

尽管我们的亲子读书还属于起步阶段，但我想，只要我们有
心坚持下去，并不断的寻求好的方法去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
相信小家伙一定会爱上读书，也会在书的海洋里增长知识和



智慧。陪伴孩子读书，让我这个不爱读书的妈妈也渐渐地爱
上了读书，学到了不少人生哲理和生活知识，也让自己平凡
的生活多了许多的色彩。

古典文学读后感篇十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奇迹，然而我更坚信书籍是我
们所有人类的奇迹。不知大家有否这样的感觉：一部好书能
使人产生巨大冲动，恨不得立刻写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甚
至在很长时间里无法再读其他的书。一部好书也能使人产生
巨大沮丧，因为那部书似乎已将人生精妙之处一网打尽，它
全面而又辩证地霸占住一切生路，使你这辈子无论多么努力
也仿佛在拾人余唾。

我是一个农村生长的野孩子，儿时不曾与书为伴。所以我与
书的缘分并不漫长。上了小学以后，那本新发的语文书成了
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奇迹”。虽然已经全然忘却了书中的内
容，但是发书的情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那是阴雨天气的一
个早晨，班主任抱着书本走进教室。“交了学费的可以上来
拿书”，她喊着。我战战兢兢地双手接过了书本。我抱着它，
仿佛抱着世上最稀罕的珍宝，走回座位，犹豫了半天才小心
翼翼地翻开了课文的扉页。那一个个黑色的铅字对我而言是
那么亲切，尽管我认识的字寥寥可数……事过境迁，那淡淡
的欣喜与心酸竟与书为伴，随我走过漫长的过去，走向无尽
的未来。

莎士比亚曾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
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生活离不开书，我
们天天在和书打交道，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曾几何时，蓦然回首的瞬间，我再一次发现，我真的离不开
书了。生活偶尔的劳累了，拿起书看看，感觉有种新生的味
道。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了现处的小镇。当站在三尺讲台之
后的我对书有了新的认识。



参加工作后，我终于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知识的缺乏和自己理
论水平的欠缺，有时候为了能够满足自己在工作中的需要，
只有自己从头学起才能跟的上工作，好多的东西是在学校里
是学习不到的，只有你到了工作的岗位你才能明白，你究竟
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的确不假。
每一个人的人生旅途都是漫长的，而我们的世界时刻都是在
变化的，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的上时代的发展与跨
越。事后，我寻找了几教育部学的名作，如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建议》，赞科夫的《和教师的谈话》，周弘的
《学会赏识》等等。每日的读书之后所获如潺潺小溪，注入
思想的大河，不断地提升着我的教育教学能力，指导着我的
教育教学。

书，能够使我们广大教师不断增长职业智慧，能使自己的教
学闪耀着睿智的光彩，充满着创造的快乐。书，使我们广大
教师如鱼得水，如沐春风，为我们在教育教学的创新和再提
高竖了一盏指明灯。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我将继续与书为伴
尽我最大的努力，取得更大成绩。

读书能使人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读书能使人见多识广；读
书能使人明白许多常规的事理；读书能使人了解生活的实是
百态；读书能使人感受一个民族文化的先进理念和文化情操
生活；读书能使人……我喜欢读书是喜欢书那种教人怎么做
人的道理和怎么给与你信心。我喜欢书，喜欢书籍里那种叫
人百读不厌的育人的道理，为人处事的好方法。我喜欢书，
喜欢用我的一生来攻读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书。我喜欢，
更甚于爱世界的万物。它超越了友情，爱情的世俗。它是我
灵魂深处最简单，最执着的细胞。

在读书时，我们既无法保证所读过的书都是杰作，也无法做
到在最合适的生命阶段读到最合适的书。这种尴尬既不是书
的过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它只是我们与书相会时必有的
乐事与恨事。冰心曾说过：“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释放自我陶冶情操让我们在书的海洋



里尽情地遨游吧！让书伴我们成长，引我们进步，随我们喝
彩。

有句话说得好：最少应当有一本这样的书伴随终生：青年时
读过它，在中年时又读它，在老年时再次读过它……最后感
觉仍然是没读完。甚至是：新鲜得仿佛不曾读过。也许，这
就是读书理想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