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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川的创意学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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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创意读后感手抄报版面设计图篇一

这几天昆明进入了阴冷的冬天，阳光明媚时有太多诱惑，只
有阴冷天最适合读书。这本《赖声川的创意学》放在手边多
日，刚刚读完。

买并读这本书和创意没什么关系。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中能
和创意搭上一点边界的地方，也就是对指定性命题生拉硬拽
攒电视专题片文字稿的时候。严格地说，那算不上创意，只
是将就材料做菜而矣。也有过一段做主编的工作勉强搭边，
对一个个选题思考新的角度，力求新瓶装旧酒也能堂而皇之
地贴上原创的标签。但这个工作还是算不上创意工作，因为
有些命题本真就是错的，对一个错误的问题去思索正确答案，
应该算可笑的创意吧。为什么会读这本书，改造自我的需要
吧。书的最后一页提到了这一点作用恰恰适用于我。

有很多收获。书中有大量的话我想抄录并引用。但是写这篇
读后感我还是决定合上书不再打开。想引用的动机应该是对
观点及表述完全赞同但因没有消化还不能自如复制。给自己
一个自由消化的过程吧。

创意来自生活，来自生活细节，来自对生活去标签后还原的
细节，来自一颗开放轻盈的心所观察到的生活细节，点点积
累，终有所得。还有一点重要的，你要寻找到自己的表达方
式，你独有的擅长的路径，使你的点滴凝成创意，使创意有



渠道表达。

作者书中充溢着剖析自我、分享成果的真诚。阅读的从始至
终我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心中充满感激。既使没有任何收获，
能够感受这份真诚也是收获。记得作者还说出了这样的
话：“创意人最想做的事就是逃离工作”。很可爱。他不但
告诉你创意可以学，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他还点醒我看清自
己的弱点。有创意也没什么了不起，还要执行创意，而这种
执行需要纪律，需要勤奋，需要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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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研究显示，经常读书给婴儿听，可以让他们与父
母间建立特殊情感。婴儿喜欢听到熟悉的声音，而书中的文
字、图画和故事更能刺激他们的脑部发育。

有的孩子喜欢拆东西，有的孩子喜欢东跑西蹿，有的孩子顶
嘴时振振有词。这些孩子，常常被家长扣上“淘气、不听
话”的帽子。殊不知，这样的孩子也许更聪明。

哥斯达黎加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家加夫列拉·马德里斯曾指
出，运动、玩耍是儿童学会观察、认识、理解、说话和活动
的最佳“工具”，能促进儿童的大脑智力开发。他指出，科
学实践证明，2岁—5岁的孩子中，爱玩孩子的大脑比不爱玩
的孩子至少大30%。因为，在运动和玩耍的过程中，孩子要完
成掌握平衡、协调心理、处理问题等几十种与大脑和思维活
动有关的动作。日本著名教育家七田真教授在大量的试验研
究中发现，人脑在3岁以前完成60%的发育，6岁以前完成90%。
所以，0岁—6岁是开发宝宝大脑的黄金时期，父母要珍惜这
个黄金时间，多陪孩子玩。

玩是一件看起来随性而又欢乐的事，但是也要玩出科学，玩
出创造性。父母是孩子最好的玩伴，你可以为他打开一扇窗，
带领幼小的生命去触摸这个真实多彩的世界。70后、80后父



母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弹玻璃球、跳房子、跳皮筋、拍洋片、
丢沙包，渐渐被各种高科技玩具、电子产品所取代。现在的
孩子常常看电视、玩游戏，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创造力和动
手能力都受到了限制，家长要引导孩子走出这种误区。

运动

跳绳强身又健脑

很多研究发现，喜欢运动的孩子比不爱运动的孩子更聪明，
记忆力更好。潘慧告诉记者，有目的性的运动，可以锻炼孩
子各个感官之间的协调能力、身体平衡能力，挖掘他们身体
各部位功能的潜力，对大脑的发育有很大好处。

各种运动中，跳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是一种全身性活动，
既能加快胃肠蠕动和血液循环，促进全身的新陈代谢，又能
使心情兴奋起来，让孩子心灵手巧，在数数过程中，还能培
养孩子的数学思维，使语言变得清晰流畅，最终促进孩子智
力、体力、应变能力的协调发展。

每天睡前讲故事

每个夜晚的床头，那盏温馨的灯下，孩子靠在父母怀里，听
他们讲故事。这是孩子成长中最幸福的时光。

科学研究显示，经常读书给婴儿听，可以让他们与父母间建
立特殊情感。婴儿喜欢听到熟悉的声音，而书中的文字、图
画和故事更能刺激他们的脑部发育。

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非常重要，喜爱读书的孩子更爱动
脑思考问题，将来上学后学习能力会更强，相对来说情绪会
更为稳定，个性较为冷静，更为自我约束，知识面宽广。

“有些父母拿到图书以后，把教孩子学识字作为主要目的，



这样做是不科学的。”王争艳告诉记者，孩子读书要以兴趣
为主。“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留给孩子一个广阔的想
象空间，不像电视，有具象的画面。孩子通过文字的描述，
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鲁杰建议，父母要尽量抽
出时间和孩子共同阅读，与孩子一起读他们喜欢的书，并且
探讨书中的细节，这样孩子就会渐渐爱上读书。

游戏

戏水玩沙，创造力强

夏日午后，蝉鸣阵阵，一个小男孩静静地蹲在院子里，细心
地观察“蚂蚁阵营”，还不时用小树枝轻轻地拦住蚂蚁的路，
观察蚂蚁的路线变化。男孩一蹲蹲好长时间，那份耐心，让
一旁的妈妈不忍心打搅。妈妈只是提醒他从不同角度观察，
引导他在观察中学会思考。这是知名育儿专家杨文的教子场
景。

鲁杰告诉记者，丰富、神秘的大自然是孩子想象力最好的源
泉，父母要经常带孩子走近大自然，让孩子感受大自然的奇
妙。“大自然那种静默的和谐，那种新鲜、清新、生生不息
的气息，可以发掘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以培养孩子
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科学的精神。所以，大自然是
最好的游戏场所。”国际儿童游戏权力协会曾经发表研究报
告说，现代儿童正在遗弃的那些简单的娱乐活动，如爬树、
建沙堆城堡等，正是孩子们成长不可或缺的。

“很多孩子都喜欢玩水、玩沙子。沙子可塑性强，能提高孩
子的创造力，因此家长可以在阳台弄片小沙滩，这也是孩子
亲近大自然的机会。”王争艳说。

语言

尽量少说叠音词



孩子开口说话的那一瞬间，让多少家长心生喜悦。那是他们
第一次用语言表达。从此，孩子咿呀学语，打开了语言的大
门。据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父母与孩子多交谈，会使这些孩
子日后变得更聪明。孩子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伴随着感知、
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活动。因此，语言能力的发展，必
然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

6岁以前是孩子语言开发的最佳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失时
机地对孩子进行培养，效果事半功倍。就像种子播种在春天，
才会有好的成长和收获。家长要在这个时期，多和孩子沟通
交流，开发他们的语言能力。

鲁杰提醒父母，和孩子说话时，尽量使用规范的语言。父母
是孩子语言的导师，父母使用的语言、语气都会影响孩子。0
岁—3岁是孩子口头语言的发展时期，父母的语气要柔和亲切，
自信沉稳，不要使用“吃饭饭”等叠音，也不要细声细气地
模仿孩子的语气，这样会让孩子缺乏安心的感觉。但是，可
以适当重复说过的话，比如“吃饭了，吃饭了”，来加深孩
子的印象。对于3岁—6岁的孩子，父母就没有必要再反复重
复说过的话了，看着孩子的眼睛，认认真真地说一遍就足够。
孩子没有回应时，父母要寻找更好的解决方式，不能粗暴地
提高音量、瞪大眼睛，孩子也会变得烦躁，甚至出现抵触情
绪。

爱好

留出一面“涂鸦墙”

兴趣和满足总会带来快乐。我们都知道，孩子在快乐的时候，
学东西比较容易。所以，父母应该在安全的前提下，顺应孩
子的天性，支持他们的兴趣爱好。

1岁—8岁，是利用涂鸦锻炼孩子图形思考力、想象力、开发
右脑的最佳时期。家长应该还孩子一颗自由的心、一双自由



的手，让他们在尽情的想象中，涂抹心里的缤纷多彩。父母
为孩子开辟一面“创作墙”，让孩子信笔涂鸦，这远比一个
整洁的家更重要。

“兴趣爱好不等于兴趣班。”鲁杰告诉记者，很多兴趣班只
是让孩子枯燥地学习，并不一定是孩子喜欢做的事。比如，
在绘画班，往往更多的是学习绘画技巧，要把苹果画得最逼
真最圆，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限。家长要注意观察，
看孩子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为孩子提供条件，保持他们的好
奇心。比如，养一小盆植物，观察植物发芽、吐叶、开花的
过程;或者在家里和孩子一起做一个小科学实验，让他们理解
生活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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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脂肪”。很妙的一种比喻。作者指的是人生经验。
经验的积累未必成智慧。也许正相反，经验和习性会让生活
自动转入固定模式，让自己愈来愈僵化。

这种提法打破了传统思维。我们常常认为经验是很重要的。
到了一定的年纪，如果什么都没有，我们也可以很自信地说：
我有经验。

丰富的经验对我们究竟是好是坏？用脂肪打比喻，大家就知
道了，身体的脂肪多了不是好事，除了美感打折扣还会引发
各种潜在疾病，因此现代人千方百计的'减脂。可是，我们心
中的脂肪是不是也需要减减呢？首先检测一下我们有没
有“心中的脂肪”呢？如果别人说的话刚刚结束，你就开始
对答，甚至别人的话还没说完，你已经想到他要说什么了，
然后马上抢答。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要恭喜你了：心中的脂肪
已经积累很多了。为什么呢？这就是你凭自己原有的经验在
别人说话时已经不入大脑思考程序，而是进入了自动应答程
序。



僵化的、不经思考的以经验应对生活，还有什么创意可言？
自醒。如何进行心中的减脂？首先要意识到，经验不一定是
好的，在做一个决定时要想一下，有多少成分是在凭经验做
决定？有多少是创新的成分？自动程序是无法加入创新的。
这是一个意识问题。还有就是培养自己，不要一成不变的看
待人和事，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其实意识到心中的脂要减不容易，真正的改变更是一道人生
难题。

创意读后感手抄报版面设计图篇四

《让孩子开动脑筋的100个创意科学实验》读后感600字――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由英国作家乔治娜・安德鲁斯写的《让
孩子开动脑筋的100个创意科学实验》书。书中的小实验取材
简单,几乎都是我们生活中随手可以找到的有可能丢弃的东西。
每个实验都是揭开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现象的科学原理,图解得
很详细，它不同于其他科技类书的枯燥，让我从充满乐趣的
动手操作中了解到许多科学的奥秘。

我对书中“沉浮瓶”的小实验最感兴趣，迫不及待地按照书
中教的`操作方法演练起来。首先找一个附有笔夹的圆珠笔帽
（帽上端不能有洞），在笔夹里夹上一枚曲别针，再用彩色
塑料片剪出一个小潜水员的形状，并把“潜水员”挂在曲别
针上，在他身上粘一些橡皮泥配重，不断调整橡皮泥的多少，
使得挂着“潜水员”的笔帽能够浮在水中。接着我又找来一
个大饮料瓶，往瓶里加入大半瓶的水，把挂着“潜水员”的
笔帽小心的从瓶口放进去，并且盖上瓶盖。这时用手挤压塑
料瓶，“潜水员”就会往下沉，再松手放开，潜水员又会浮
回水面。

创意读后感手抄报版面设计图篇五

看了题目，也许你会觉得很有趣，但历史上真的确有其事。



在那个奸臣掌权，水深火热的时代，江湖上的行者只能“抱
团取暖”;在那个官逼民反，国家内忧外患的时候，众好汉只
能被逼上梁山。这就是《水浒传》故事背景。

在宋仁宗在位时期，发生了一场瘟疫，百姓死伤无数。宋仁
宗派洪太尉去请张天师祈福。谁知，洪太尉反倒把压在青石
板下的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放走了。而这一百零八
颗星，正是后来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前世。这一百零八星会投
胎到三十年后的凡间，为民除害。

《水浒传》讲述了以梁山好汉为中心的起义故事。梁山泊先
是由王伦占着，大名鼎鼎的晁天王是在“智取生辰纲”后才
上山的。凡是上了梁山的好汉都十分仗义。他们做事坚韧不
拔，有勇有谋。比如在“智赚卢俊义”的时候，吴用打扮成
一个算命的，给卢俊义写了首诗，并叫他往南走一千里。卢
俊义在家人的反对下坚决地出发了。这首诗看上去没什么，
但是把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芦(卢)俊义反。官府
以为他要造反，派人火速来捉拿他。卢俊义在路上走得越来
越不对劲，便回家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官府在
整个燕京都贴了通缉令捉拿他。原来是他妻子觉得卢俊义会
连累她，就报了官，跟着一个庄客跑了。这时，梁山好汉来
救了他，他迫于官府的追杀，只能上山落草为寇。这种“以
退为进”法，成功地“拐到”了梁山泊最重要的头领之一。
凡此种.种，我不由得地赞叹他们的智慧。

《水浒传》里，我最敬佩的人就是远近闻名的“及时雨”宋
江。首先，宋江很孝顺，人称“孝义黑三郎”。虽然宋江的
父亲曾为宋江当官的事情跟宋江断绝了父子关系，但宋江对
父亲还是很孝顺。他父亲过世了，他还是赶回去守孝。其次，
他为人很讲义气，几乎整个江湖上都流传这“宋公明”这个
名字。而且，每当李逵赌得没钱时，宋江每次都毫不犹豫地
给他钱还债。他一心想着招安，反对邪恶，一生立下战功无
数，最后却被朝廷里的小人害死了，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梁山众多好汉，各有各鲜明性格的特点，但他们有一个共同
点是：劫富济贫、惩恶扬善。如果抓到的是好汉，就先为他
松绑，劝他归降;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降，就会诚恳地送他下山，
颇具江湖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侠义之情。但对于朝廷里
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梁山好汉是见一次打一次。

这本书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的一面。这本书内容
精彩，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买回来细细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