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叶圣陶的读后感 叶圣陶荷花读后感
(模板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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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荷花》这篇短文。荷花那不品孤傲，不娇贵，
毫不私心的格深深地感动了我。“荷花从不孤傲，要开就是
满池满塘的。”这使我觉得荷花是那样的合群，古话
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做人也应该这
样。记得有一次，我品德测验考在了全班第一，我就得意极
了，心想：“哈哈，真好，这回又是第一名了。”放学后，
老师要我帮助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复习，我有些不愿意，心想：
“她们不会自己学吗？”老师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
说：“你要知道，独枝花开不是春，许许多多的花一齐开，
这样开得才灿烂”。我觉得老师说的话有道理，便把老师的
那番话牢记在心里，鞭策着自己。当那些同学在我细心的帮
助下，由学习成绩中下进入中上时，那种满足感，真是难以
形容呀！“荷花也不骄贵，只要有泥土和水，它们就能生长。
”

原来荷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学了《种子的力》这篇文章，
文中写的是种子有着超人的力量，我觉得荷花的生命力并不
比种子的差，记得有一次，我到姨妈家拿了一些荷花的种子
回来种，头两天，我挺有精神的细心照管它，但时间一长，
我就没怎么理它了。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那荷花竟然长出
了小花蕾，我真惊讶。读了《荷花》这篇文章，我才知道那
是荷花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荷花毫无私心，她自己的根、
茎、叶、花、果实等等，全都献给了人类。”的确，我也有



这样的感觉，荷花一长出来，人们就可以用它煮凉汤，而且
营养价值很高。读了《荷花》这篇文章，使我得益不少。文
章中的荷花和实际生活中池塘里生长的荷花是相同的，它们
都有着不孤傲、不娇贵、毫不私心的品格。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二

老妇人的遭遇是悲惨的，稻草人的遭遇更是可怜。他有苦却
无法说出，人们的苦他都看得到，但他说不出任何话也帮不
上任何忙。他用尽全力挥舞扇子也赶不走那些可恶的侵略者
们。他的努力得不到任何结果。他的心里有急，有怨，有恨，
有惭愧。也许最后他倒在田野里，就是因为他再也不忍心看
到人们受苦了。

稻草人，默默无闻，但它是一位非常尽责的农田守望者，它
想了它应该想的事，做了它应该做的事，可每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稻草人只是农人们用细竹竿、隔年黄稻草、残荷叶
等编成看田的假人，他不会走路，只能整天整夜站在那里。
能有那么多的想法，我觉得它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三

稻草人这本书很好看，它是一本精彩的故事书，我很喜欢。
这本书被列入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熟悉之一。

我特别喜欢《一粒种子》这篇和《梧桐子》，这两篇让我百
看不厌，好看极了!这本书是作者心血的结晶，作者把我带入
了童话王国里，天真，有趣，可爱……这本书让我走进了不
同的'童话世界!

我喜欢这本书。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四

《稻草人》这本书主要写了一些励志故事，锻炼我们意志的，
孩子的童心必须要接触的文章。

我要学习《稻草人》书上的写作手法，写作手法有：比喻，
拟人，排比，比拟，拟物等等，应有尽有，书上才显得亲切，
活跃，引人深思。在这本书上，有着许许多多华丽的语句，
这些语句是在我们写作中需要掌握的。

童心是天真无邪的，童心是小鸟，羽毛很美丽，飞来飞去在
那四季的怀抱里。叶圣陶老先生的作品不愧被流传千古，他的
“神笔一挥”，就透彻的描写出了童心。

如果叶圣陶老先生还在世，我一定要拜他为师。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五

最近读了《叶圣陶文集》，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便是“教是为
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也是我们姑苏区提倡的教学方法。读
完，我就思考在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以
下是我的一些想法。

1.创设“自然有趣”的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课堂
导入是课堂活动开始的引子，好的导入可以激发学生的认知
兴趣和情感，启发、引导他们的思维，让他们进入课堂活动
的最佳状态。导入环节应该简洁明了，不至于使孩子们进入
迷茫，兴趣、情绪减弱。因此，“自然有趣”的导入，是达到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前提。导入活动的方法多种
多样，可以有：以新闻视频导入;通过谜语、儿歌、故事等趣
味性活动导入;以问题情景导入;通过生活中常见科学现象导
入。如：执教苏教版三年级下册《不说话的“朋友”》一课



时，可以以四则不同的谜语导入，不仅激发了学生上课的兴
趣，而且自然地引出了我们生活中的路灯、邮筒、长椅、红
绿灯这些公共设施，很快进入了课题的学习。执教苏教版六
年级下册《地球在“发低烧”》一课时，可以选取了“北极
熊变瘦了”的新闻视频导入，很自然地引出全球气候变暖的
现象，即地球在“发低烧”。

2.创设“融于生活”的情境，提高学生自主性

?品德与社会》是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
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因此，创设与生活实际
密切相关、学生又喜闻乐见的生活情境，能够让学生在熟悉、
亲切的生活背景中自然地消除对新知的陌生感。小学生由于
心智不成熟和生活经验的匮乏，极易受到当前社会非主流价
值观的影响。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生活和越来越多元的价值观
念，时代呼唤思想教育要承担起培养学生正确做出道德判断
和选择的职责。而学会正确做出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必须
依赖于对具体情境的积极思考，这样才能达到“教是为了达
到不需要教。”如：执教苏教版四年级下册《怎样到达目的
地》一课时，可以出示了一张行李箱的图片，让学生看看这
些物品是否都可以带上飞机。接着，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执教苏教版五年级上册《心中
有“规则”》一课时，可以设置了“融于生活”的情
境，“上学路上遇到红灯，但你要迟到了，你会怎么
做?”“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拉着你一起闯红灯，你会怎么
做?”再引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相信课
堂上真实的生活情境有助于引导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
法治意识，在生活中实践。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六

稻草人很善良！稻草人很努力！稻草人很负责！

除了它不会动，我觉得，它和我们没什么区别！



面对贫穷，面对疾病，面对末路！稻草人非常痛苦！

它在自责中努力去尽自己对他人的关爱和努力，直到最后，
自己连最基本的站立都不能保持，甩倒在泥土中，一如死去！

不论环境怎样恶劣，

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本心，

不要因外部的因素而改变内心的坚持和信仰！

那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根本和标志！

叶圣陶的读后感篇七

老妇人的遭遇是悲惨的，稻草人的遭遇更是可怜。他有苦却
无法说出，人们的'苦他都看得到，但他说不出任何话也帮不
上任何忙。他用尽全力挥舞扇子也赶不走那些可恶的侵略者
们。他的努力得不到任何结果。他的心里有急，有怨，有恨，
有惭愧。也许最后他倒在田野里，就是因为他再也不忍心看
到人们受苦了。

稻草人，默默无闻，但它是一位非常尽责的农田守望者，它
想了它应该想的事，做了它应该做的事，可每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稻草人只是农人们用细竹竿、隔年黄稻草、残荷叶
等编成看田的假人，他不会走路，只能整天整夜站在那里。
能有那么多的想法，我觉得它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