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薛谭学讴读后感(通用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
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薛谭学讴读后感篇一

虚心，是一个人成功的起点；不虚心，就能让人从高处跌落
到低处。薛谭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缺少虚心学习，不断探
索的精神，不知“人生有限，学海无涯。”的意义，学到一
点知识就沾沾自喜。还好他能迷途知返，否则便会成为一个
一事无成的人了。

是啊，不虚心的后果是很不好的，我也被不虚心害惨了。当
时，我的作文还可以，经常得九十多分。但有一次，老师让
我们回家预习作文，我却没有预习。第二天，我满怀信心地
上学去了，可到写作文时，我傻眼了，竟然写不出来了，坐
在那里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才写出一篇多一点，语言也不流
畅――最后，我的作文才得了七十六分。我好惭愧，坐下来
检讨自己。为什么会得这么低的分呢？为什么不预习？为什
么不虚心去写呢？这就是不虚心的后果啊！后来我虚心努力
地写作文。

这次作文的教训让我懂得了：学习知识要虚心，不要骄傲。
因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是人落后噢！陆游的“古人学问无
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若是年
轻时不虚心地学习，到老了便是一无所知了。我们只有博览
群书，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会自信！大海虽大，但也是一条
条河流汇成的；树林虽密，但也是由一棵棵树组成的――所
以人只有虚心，汲取丰富的知识，才能迈进成功的殿堂，成
为一个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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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谭学讴读后感篇二

《薛谭学讴》讲的是薛谭向秦青学唱歌，还未学习完本领便
要回家，而秦青却用非常特殊的方法留住了薛谭，薛谭这才
自愧不如，决定回到秦青身边继续学习。

薛谭的经历和我真的有几分相似，我在学习古筝是我曾经选
择过放弃，但老师的方式和秦青的方式是出奇的相似，老师
告诉我：“你现在长大了，有你自己的思维了我知道我无法
阻拦你，但是，唉！不说了”随后弹了一很动听的曲子，我
立刻就和老师说：“老师对不起。”

而薛谭不正是如此学习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止境的，比如说薛
谭学讴，歌可以再创造，新的歌你可能没有尝试过；没有学
过；甚至都没有听过，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轻言放弃，要
持之以恒。

薛谭学讴读后感篇三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



止。饯行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
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本篇选自《列子・汤问》，标题取自首句前四字。

《汉书・艺文志》记载，《列子》八篇，战国列御寇著，列
御寇是不慕名位的郑国隐士，崇尚清虚的道家思想。《列子》
原著早已散佚。今本《列子》仍不八篇，题晋人张湛辑注，
据考证，可能是魏晋时人搜集有关列御寇的材料，加工编缀
而成。书中反映了魏晋门阀士簇崇尚玄虚、毁弃名教、放纵
享乐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其中反对儒家纲常礼教的内容和
所蕴含的某些朴素辩证法因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书中
保存很多古代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是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列子》通行的注本有晋张湛的《列子注》，今天人注本有
杨伯峻的《列子集释》、严北溟的《列子译注》。

本篇叙述一则故事：薛谭向秦青学习歌唱，自以为学到了秦
青全部本领，便告辞回家，在饯别时，才发现秦青歌艺的高
超，认识到自己学有未尽，于是向老师认错，要求重新学习。
这则寓言告诉人们学无止境的道理：骄傲自满，浅尝辄止，
只能学得皮毛。虚心进取，精益求精，才能攀上高峰。

薛谭学讴读后感篇四

薛谭学讴读后感

在我读过的有限的书籍中，《列子・汤问》篇中的“薛谭学
讴”，是我看见的最古老的记述声乐教育的文字。此文告诉
我们，我国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职业声乐教师，
因为《列子》一书是战国时期问世的著作。只可惜《列子》
著作不是正宗史书，又叹惜中国的正宗史书是不记载中国的
科教文发展史的，使我们的那些善令大人物宠爱的学者们，
不能手执《列子》一书去尽施捕风捉影的看家本事来番大扬



国威。

“薛谭学讴”全文没有叙述秦青进行声乐教育的具体细节，
没有介绍薛谭声乐学习的内容，甚至连薛谭在发生了要“辞
归”究竟已经向秦青学艺有多久也不交待，我以为与正
题“学讴”有偏离之嫌，读后感《薛谭学讴读后感》。《列
子》篇中另有一段叙述纪昌学箭的文字，纪昌的老师飞卫的
训练法，纪昌艰苦学练射术的实况，文章介绍得很详细。我
猜，这恐怕是因为作者对声乐教学较陌生，对射术训练很熟
悉的原因。

“薛谭学讴”全文的重心是刻画人物秦青和薛谭，颂扬秦青的
“视徒如子”和薛谭的“知错则改”的好品质。秦青对待学
生，宽容大度、仁爱和善，作者用最简洁、洗练的'词字成功
塑造出教师秦青的高大形象。但是，秦青的人格再高大，却
可惜是古非今。无论我们把眼能睁多大，也很难在今天的哪
所学校里能轻松寻觅到秦青的那可尊可敬的身影，那种正把
馋眼死盯着学生们钱袋的道貌岸然的教师，反是张眼便可看
见。我略知某些大学府里的龌龊事，还耳闻目睹某些个音乐
学院里的幕后情，但我须受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尤其音乐
界的“只许歌德”钢铁法则的制约，只能闭嘴。“一日遭蛇
咬，十年怕井绳”，以免再遭口诛，惧畏再有人又要怒斥我
这个三十多年前身陷大牢被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击落了全部牙
齿的人，是满嘴狗牙。

其实，薛谭很可爱。薛谭不仅有“知错则改”的大丈夫品质，
有对真善美尤其声乐艺术的执著追求的好德性，还有头脑清
晰、眼光锐利的艺术鉴别力。在混沌世界，尤其在铜臭熏天
的年度，学生寻明师难；明师寻好学生更难。学生寻明师，
其难难在必须长着一对锐眼。中国人病痛多，否则电视广告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药物广告。国人之眼疾，比如“红眼
脖、“势利眼”，比比皆是。

治疗眼疾的药，电视却从无广而告之的，可见此等眼病是无



药可治的癌症。“势利眼”者便要“一叶蔽目，不见泰山”，
何有拜会明师的缘分？薛谭听见秦青激亢放歌，当即识辨出
这是最高级的声乐艺术，出于对艺术的真爱，所以断然决定
认错，争取返回秦青门下去努力学习真正的艺术。可惜，有
太多太多的中国青年没有艺术的鉴别力，浑浑噩噩地叫惯施
烟雾的煤体轻易牵着鼻子乖乖的走，否则，哪来的“追星
族”？何来如此之多的人痴目迷恋“十二乐坊”？什么
是“艺术鉴别力”？这是一个三言两语不能说清的大学术题。
我常对我的学生说，能“观文辨人”者有望叩开圣洁的文学
大门；可“听音识人”者方可步入高雅的音乐之堂。这其实
说及的也只是“鉴别力”的大海之一滴而已。

明师寻觅“好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生理条件（比如，色盲不
得学美术，耳背不得学音乐，骨骼欠佳不得学舞蹈），俯拾
皆是，精神好（执着追求艺术又刻苦学习）的学生也不难找，
明师要寻人格、品德好的学生，无疑大海捞针。为什么会这
样？我不说，硬要说，我又要犯矛头直指社会对特保“儿皇
帝”放纵的揭短罪过，又要如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去唠
叨：“如今世道，一代不如一代”。

薛谭学讴读后感篇五

“薛谭学讴”全文的重心是刻画人物秦青和薛谭。颂扬秦青的
“视徒如子”和薛谭的“知错就改”的好品质。秦青对待学
生，宽容大度、仁爱和善，作者用最简洁、洗练的词字成功
塑造出教师秦青的高大形象。

其实，薛谭很厉害。薛谭不仅有“知错就改”的大丈夫品质，
有对真善美尤其声乐艺术的执著追求的好德性，还有头脑清
晰、眼光锐利的艺术鉴别力。在混沌世界，尤其在铜臭熏天
的年度，学生寻明师难;名师寻好学生更难。学生寻名师，其
难难在必须长着一对锐眼。中国人病痛多，否则电视广告就
不会有那么多的药物广告。国人之眼疾，比如“红眼
病”、“势利眼”,比比皆是。治疗眼疾的药，电视却从无广



而告之的，可见此等眼病是无药可治的癌症。“势利眼”者
便要“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何有拜会名师的缘分?薛谭听
见秦青激亢放歌，当即识辨出这是最高级的声乐艺术，出于
对艺术的真爱，所以断然决定认错，争取返回秦青门下去努
力学习真正的艺术。可惜，有太多太多的中国青年没有艺术
的鉴别力，浑浑噩噩地叫惯施烟雾的媒体轻易牵着鼻子乖乖
的走，否则，哪来的“追星族”?何来如此之多的人痴目迷
恋“十二乐坊”?什么是“艺术鉴别力”?这是一个三言两语
不能说清的大学术题。我常对我的学生说，能“观文辨人”
者有望叩开圣洁的文学大门;可“听音识人”者方可步入高雅
的音乐之堂。这其实说及的也只是“鉴别力”的大海之一滴
而已。名师寻觅“好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生理条件(比如，色
盲不得学美术，耳背不得学音乐，骨骼欠佳不得学舞蹈)，俯
拾皆是，精神好(执着追求艺术又刻苦学习)的学生也不难找，
名师要寻人格、品德好的学生，无疑大海捞针。为什么会这
样?我不说，硬要说，我又要犯矛头直指社会对特保“儿皇
帝”放纵的揭短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