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后感装饰 家读后感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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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
能够喜欢!

读后感装饰篇一

元旦三天假，女儿带回席慕蓉的散文集《槭树下的家》。

我曾在青春少年时代读过席慕蓉的诗集，说不出的感动，说
不出的感伤，淡淡的，轻轻的拂过我的心头。而读她的散文
集还是第一次，并且是在步入人生的三重角色（为人女，为
人妻，为人母）后，那些她生活的点点滴滴，看似平凡却很
感动，读来朴素但却深刻。一个故事，一次思索，一种顿悟，
更让人体会到一种平凡却不会贫乏的生活。

也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已经很
少，而能品读散文的人就更少了。 读散文，能陶冶性情，不
仅是一次文学的畅游，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将书捧在手中，心灵随着文字的跃入而怦然跳动，这些浪漫
凄美的文字在心中激起阵阵涟漪！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多温
暖 而珍贵的回忆在心间一点点地晕染开来，像一湖回忆的水
面，常因几颗不经意的石子，荡开美丽的涟漪。晚上枕着书
儿入睡，更感觉是一次心灵的自由翱翔。

也曾想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净化为淡淡的文字，把深藏在心
中的感觉牵引出来，把生命中极为珍惜的这一部分保存下来。
在落寞的时候可以回到对自己是那样熟悉和那样亲切的环境



里，在和自己极为相似的人群里停留下来，细细品味，珍槭
树下的家读后感藏。然后安心地去生活，安心地去爱与被爱。

恍若十几二十年过去了，在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自己的心
情、自己的经历也一直在变。那些留有少年青春痕迹以及成
年后的记忆、喜欢单纯、喜欢简单、喜欢花草树木、喜欢自
然界里的一切风花雪月……也随着一次次变动而渐少渐失。

而在这二十年后，随着《槭树下的家》，我才发现，所有的
都清晰地跃入脑海中，以前的那些痕迹，其实一直都存在，
从来不曾消失。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是一直都存在的，不会因时光的流动而
改变。原来，这种喜欢简单美好的心情，一直都在，从不曾
改变。即使现实生活是多么琐碎繁杂，也一直喜欢从自然的
美好中寻求心灵的安静，单纯的喜悦！

读后感装饰篇二

海蒂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要说起她的身世,那可是太不幸了。
她的父亲,在工地上干活时不幸丧命,她的母亲得知此事后,便
一直高烧不退,生下海蒂后,也去世了。后来,海蒂就被寄养在
了爷爷家里面。爷爷的家住在高山的牧场上,一切新奇的事物
都让海蒂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后来……等待你的是你的眼睛亲自去发现。

小海蒂后来又经历了很多的事,在此我就不再一一讲解。重要
的是,故事最终也有了完美的结局。这部作品出自瑞士大作家
斯比丽之手,是不是写得很好呢?里面有许多好词佳句,很适合
我们小学生呢!

好,等你买好了这本书,学习了好词佳句,再开一个作文竞赛,
好吗?



读后感装饰篇三

近年来，随着教育潮流的转变，新教育理念正逐渐在我国推
行。我也跟随潮流阅读了一本名为《新教育》的书籍，对于
其中的观点和思考，使我深受启发。

第二段：教育的目的

书中提到，传统教育的目标往往将重点放在知识的传授上，
忽略了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健康、快
乐、有自信的人，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沟通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这样的教育让我认识到，教育不
仅是传递知识，更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工具。

第三段：教育的方式

书中提到“以人为本”的教育方式。传统教育往往注重灌输，
而新教育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教师应扮演指导者
的角色，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这种以人为本的方式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教育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
华和潜力。

第四段：教育的评价

新教育并不要求学生在传统的分数评价体系下接受评判，而
是强调对学生个体的全面评价。这与传统教育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新教育更注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的培养，不强迫每个
学生都达到相同的标准。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减少了对
分数的焦虑，更多地专注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我深刻认识
到，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升学和就业，更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
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第五段：我所认为的新教育



通过阅读《新教育》，我对新教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认
为新教育更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
并且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能力。作为学生，我们
也应积极参与到新教育中去，主动发现问题，勇于实践，培
养自己的创新和沟通能力。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教育者能
够拥抱新教育，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不将学生框在传
统的评判体系中。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
华，让教育为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贡献力量。

总结：

通过阅读《新教育》一书，我对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新教育的理念和思想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教育的目的应
该是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方式应以人为本，注重学
生的个体差异，教育的评价应更加注重学生的兴趣和特长。
作为一名学生，我会积极参与到新教育中去，主动发现问题，
勇于实践，并培养自己的创新和沟通能力。我相信，只要我
们拥抱新教育，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幸福。

读后感装饰篇四

《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是一本关于新教育理念的著作，
书中详细阐述了新教育所提倡的全人教育观和培养学生综合
素质的理念。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深地被新教育的理念所
吸引，也对自身的教育观念进行了重新的反思。

二、新教育的理念

新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全人教育观，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这种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强调培养学生的多样化的才能
和兴趣。与此同时，新教育注重学生的思维培养和创造力的
开发，而不仅仅是对知识的灌输。在新教育的理念中，教育
的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生健康成长、积极参与社会的能力，而
不仅仅是为了分数和升学率。



三、新教育的实践

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比，新教育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新教育的实践中，老师的角色由传授者转变为指导者和陪
伴者。老师应该引导学生探索问题、思考和解决问题，给予
学生充分的自由和空间。此外，新教育也提倡多元化的教育
内容和形式，让学生通过学校以外的社会实践和实际操作来
学习。

四、新教育的影响

新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我重新
思考了教育的目的，认识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比单纯的升学率
更重要。其次，我转变了对学生的观念，从强调记忆和应试
能力转变为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意识。此外，我
也加强了对学生的引导和陪伴，在教学过程中多给予学生自
主权和探索的机会，鼓励学生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五、个人的成长和感悟

通过阅读《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这本书，我深刻地意识
到教育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灌输和传授，而应该是一种培养
和引导。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使其具备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而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
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探索新颖有创造力的教学方式，让学
生在学习中得到真正的成长和发展。

在未来的教育工作中，我将更加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引导他
们进行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我将通过提供更多的实践和探
索机会，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我还
将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和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制定
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课程设计。

最后，我要感谢《读后感新教育心得体会》这本书带给我的



启示和冲击。它不仅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教育的本质和意义，
也给予了我在教育工作中的新思考和新思路。我相信，通过
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我能够做得更好，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读后感装饰篇五

第一次接触山下英子老师和她的《断舍离》，是在抖音好书
分享会上，演员陈数关于《断舍离》的分享。

陈数老师认为《断舍离》强调立足当下，通过整理、疏通人
与物品之间的关系，脱离对物品的执念，从根源上达到对物
品的断舍离。人待物如此，人生更应如是。所以生活中，陈
数老师多次让自己停下来，去感受生活，去给生活做物质的
减法，精神的加法。

而这一点很多初次尝试断舍离的大众并没有意识到，因为之
前没有断舍离的意识和概念，所以并没有深刻理解山下英子
老师所著书的真实目的，只是简单地实践断舍离，比如他们
认为断舍离的实质就是“扔东西”，于是最直接的行为，就
是拿生活中的书籍和衣物类品开刀，认为扔了就好，扔了就
不乱了，没有从根源上认识断舍离的含义，长期以往无法做
到坚持，最后不了了之，鲜有成就。

其实断舍离最核心的概念并不是单纯地处理杂物，抛掉废物，
而是进则出，出则进的循环反复，二者缺一不可，在实践过
程中尽可能地做压缩生活的减法运算，比如“断绝不需要的
东西，舍去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为不需要
的“杂物”减肥；在考虑物品是否应该被留下时，思考的主
语是我，而不是物品。如果从这个层面出发，你就获得了断
舍离过程中的初步成功。

实施断舍离，实则是帮助我们剔除泛而无用的“物品价值
观”，积极甩掉惰性，采取行动，促进生命中物质和精神的



新陈代谢，迎来崭新的轻盈人生。而执行断舍离过程的每一
步都是加分运算，尽管在实践中，每一个步骤的得分点都很
低，但我相信，只要身心合一，全力集中，从细微之处着手，
不断从小事上积累小成功，增加成就感，就有足够的勇气和
信心去完成“断舍离”和面对人生路上的大困难。

就如《断舍离》一书中所讲的，断舍离的不是物品，而是你
自己，因为你每天都在用的东西，非常容易作用于潜意识，
如果你在择物交人的每一步，都做到了断舍离，相信你的人
生一定简单而快乐，人生一定轻盈而丰富。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很应景：当你的潜意识没有进入到你的意识的时候，那就是
你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