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模板8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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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一

读完《鲁班学艺》这篇民间故事，我深深的被鲁班的'刻苦学
习、耐吃苦的精神所感动。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两大原因。

一是鲁班刻苦学艺。当师傅收他为徒时，他一学起来就是全
神贯注。我是个小学生，即将升初中。只有现在努力学习，
将来才可以贡献力量给祖国。在学习上我们应该向鲁班学习
这种刻苦的精神。学，就一心一意地学，不能三心二意，也
不能以为自己有点小聪明，就不勤奋学习。学习只能脚踏实
地，不能靠一些小聪明，只要不畏辛苦，才能登上科学高峰。
变成第一!

二是需要学习鲁班那不怕困难的精神。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
想着要做一名宇航员，于是在暑假里参加了一个小小宇航员
的小组。一开始我很喜欢这个小组，开始学习宇宙知识，可
是每次听完后都不懂老师的意思，于是我很自卑。觉得我不
适合做宇航员，从此我就再也不学宇宙知识了。

读完《鲁班学艺》一文，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今后我一定要
像鲁班那样迎难而上!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群鸟学艺》这篇文章，很受启发。



这篇文章主要讲：有许多鸟到凤凰那去学本领——搭窝。凤
凰十分热心地讲解。可猫头鹰、老鹰、乌鸦、麻雀都不等凤
凰讲完，就拍拍翅膀飞走了。只有小燕子专心致志听完凤凰
的每一句话，结果其他鸟搭得窝十分粗糙，有的甚至不会，
而小燕子搭的窝精致、结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任何
本领，都要虚心，还要有耐心，不然什么本领都是学不成的。

这个道理使我深受感触，记得曾经有一次：老师上课讲题目
我没等老师讲完就开始写。结果错了。这时的我像一只老鹰
一样。后来老师又给我讲了一遍，我就会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学任何本领，都要虚心，还要有
耐心，不然什么本领都是学不成的。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看了《鲁班学艺》，我觉得故事中的鲁班是我学习
的`榜样！

鲁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十岁时，他就去终南山拜
师学艺。鲁班翻山越岭，跑了整整九十九天，才到了终南山
顶，见到了祖师爷。他按照祖师爷的吩咐，把门前的那棵大
树砍倒，磨了整整十二天十二夜，才把它磨成了一根光溜溜
的柱子。之后，他又在这根柱子上凿了600个方眼儿，600个
园眼儿，600个扁眼儿，600个三角眼儿，一共2400个。祖师
爷看他这么勤奋，便收他为徒，把自己所有的本领都交给了
他。

我真佩服鲁班，看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鲁班是怎么变成我
国著名的能工巧匠的了。师傅交给他这么多活儿，他竟没有
怨言，而是踏实、勤奋地去完成。我应该向他学习，做什么
事情都勤奋而又认真，这样，我才能尽早取得成绩，才能被
大家认可！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四

本学期，我读了《小学数学名师教学艺术》一书。读完后，
我抚摸着书本不由自主再次回味书中介绍的八位小学数学名
师精湛的教学艺术，深深的感到这本书对我的教学工作太受
启发了，对我的教学工作太有帮助了。一些在平时教学中遇
到的疑惑也在读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读了这本书，突然
发现自己欠缺的东西太多太多，太需要学习了。

书中介绍了刘可钦、潘小明、华应龙、徐斌、林良富、钱守
旺、夏青峰、田立莉等八位小学数学名师的教学艺术和所具
有的教学特色，并列举了一些经典课例和教学片断，以及每
位老师的教学感悟等等，这些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书中介绍的每一位名师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课堂教学风格。如
刘可钦老师的课堂朴素而不乏机智，用朴实而充满人文情怀
的语言让学生在课堂上能自由的发挥，让每一个站起来的孩
子都能够体面的坐下来，老师在保护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
基础上，充分让学生表达，让学生体验到成就感，从而增强
他们学习数学的信心。潘小明老师的'“抬起头，往下看”的
说法形象的说明了潘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风格。抬起头关注
学生、了解学生，往下看要透过数学知识的表面去发现并抓
住支撑着数学知识的数学情感，让学生亲历数学思维活动的
过程，不仅获得扎实的知识技能，而且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科学态度、探索精神，“往下”教数学，才能上出有深度的
数学课。还有华应龙老师的“和谐”的教育教学艺术，徐斌
老师的追寻真实有效与互动生成的课堂，林良富老师的大处
着眼，小处着手的课堂魅力，钱守旺老师提出的在新课程背
景下一节好课的五个特
点：“新”、“趣”、“活”、“实”、“美”，夏青峰老
师的一切服务于学生的学习的课堂追求，田立莉老师的为学
生所需而教，所有这些都对我深受启发，让我受益匪浅。

书中的八位名师，也许他们有着不同的教学风格，但是他们



都有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怀，时时处
处为学生着想，这正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前提。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些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师，是因
为他们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都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和坚
持，也只有保持对教育事业的这份热情和执着，做到了这份
坚持和追求，在课堂上使学生能够真正的获得发展，使自己
的教学能力不断提高，才有可能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开辟出一
些属于自己的天地，从而体现出自己的人生价值。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五

最近，我读了《群鸟学艺》一文，觉得越读越有味道。

《群鸟学艺》讲的是凤凰教猫头鹰、老鹰、乌鸦、麻雀和小
燕子搭窝。猫头鹰、老鹰、乌鸦、麻雀它们只学了一半就认
为自己学会了凤凰的本领，都得意地飞走了。只有小燕子在
凤凰那里认真地学搭窝。结果，小燕子搭的窝，不仅漂亮，
而且又结实，又暖和。

读了《群鸟学艺》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
么事，都不要向猫头鹰、老鹰、乌鸦、麻雀那样半途而废，
我们要向小燕子学习做事有始有终。

其实，我也有时候做过半事而废的事。去年腊月的一天，奶
奶在家包饺子。我看着很好玩就学着奶奶包饺子，我才学到
一半就认为包饺子很容易，于是，我就便把饺子皮放在手中，
我喜欢吃肉馅，所以就用筷子夹了很多肉馅，接着把饺子皮
使劲一捏，这时，由于肉馅露了许多，我把这个饺子放在盘
子里，与奶奶的饺子一比，我包的饺子简直就是一个丑八怪。
奶奶见哈哈大笑起来，边笑边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
前”。然后，奶奶又说了一遍包饺子的过程，我才包出一个
像样的饺子出来。



做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不打退堂鼓，不半途而废。才能取
得成功。

今后我一定向小燕子学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六

《鲁班学艺》这篇文章，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勤奋好学的鲁
班历尽千难万险登上终南山拜师学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读《鲁班学艺》体会最深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学三个
月的手艺扎在眼里，学三年的手艺扎在心里。”记得我五岁
的时候就迷上了写字，可是写字要平心静气，精神专一，我
却特别喜欢玩，写了几天就讨厌了；接着，我有开始喜欢扫
地，可是扫地太累了，不久我也不干了，结果什么也没学会。
后来在妈妈的`帮助下，我静下心来，天天坚持写字，终于把
子写好了。

第二点：“大徒弟用斧子挣一座金山，二徒弟用斧子在人们
心里刻下了一个名字，鲁班却愿意学二徒弟。”这句话说得
不错。从前，我常常在想，等我长大了，就去赚钱，赚钱来
造一座高楼，过上最幸福、最甜蜜的生活，那该多好啊！可
是，读了《鲁班学艺》我感到很羞愧。我应该学鲁班，长大
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用自己的血汗为人民创造幸福，
用自己的双手，在“人们心里刻下了一个名字”。

读《鲁班学艺》我深深懂得：“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认真；
想到的不应该是私利，而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七

从前有个姓鲁的木匠，有三个儿子，木匠想要他们继承事业，
就买了三匹快马要他们去终南山找一位老木匠学手艺，三儿
子太小暂时留在身边。不久也走了。三年后，同样学艺的机



会，大儿子和二儿子毫不珍惜，混了三年，被父亲赶出家门，
可是小鲁班却努力刻苦，终有大成，被后人称为木匠祖师。

通过这个故事我发现这一成一败给我一个道理：只要努力，
只要刻苦，什么都能成功。相反，不努力只能被赶出家门，
什么都干不成。其实，努力一点不是更好，又能吸取知识，
又能成为大器，家喻户晓，为祖国做一点贡献。可是，不努
力，是个睁眼瞎，那时就会后悔，但时间不会倒流。要记
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华佗拜师学艺读后感篇八

《群鸟学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多鸟都向凤凰学搭窝，
猫头鹰、老鹰、乌鸦、麻雀才学了一点儿就以为会了，一个
个半途而废；只有小燕子一直专心致志地听，认认真真的学，
所以，小燕子搭的`窝即漂亮又暖和。

看了这个故事，我深受启发，我觉得我们有时和故事里的动
物很相似。比如，我在课外学了一些成语可是没有真正理解
它们的意思，在说话或写作文时乱用，闹出了不少笑话。就
是因为我像乌鸦它们一样只求一知半解的结果。

又如，上数学课做题时，我们有的同学学会了一种解法，就
不再听了。其实，一道题有时会有几种解法。我们应该认真
地听老师一种一种地讲，像小燕子那样专心致志地学，这样
才能学得扎实。

《群鸟学艺》中的小燕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它那
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