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名著读后感 大学生名著读后
感(优秀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大学名著读后感篇一

经过半个多月的苦度读，终于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本书，读完后觉得好轻松，但却让我受益匪浅，也使我明
白什么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含义了。

自从读了俄罗斯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后，我有了许多
感触，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而保尔的那种精神
一直在鼓舞着我，他那坚强的意志也激励着我，使我更加勇
敢。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塑造了一个在俄国革命的风暴中，成长起
来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保尔在幼年期间就饱受了人间的
辛酸，目睹了腐朽的社会生活，他被严酷的瓦里神甫赶出学
校后，迫于生活的压力来到车站的食堂里打工，在那里，也
真正目睹了人们丑恶的嘴脸，腐朽的社会是如此的黑暗，这
才使他萌发了打破资产阶级社会的愿望。

我虽然不能也不需要为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做斗争,但是我能够
好好学习,像保尔一样有坚强的意志和精神,保尔,我们永远敬
佩你!

大学名著读后感篇二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是邓小平爷爷曾说过的一句话。邓小平爷爷是一位伟大的
人，他从小的时候就励志学习，想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
祖国做出贡献。

19__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镇牌坊村的农家小院里，
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就是邓小平。

他从年轻时就献身于中国革命，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不断
地成长，逐渐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
事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他，首先发动了中国改革，推动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
巨大的影响。

邓小平爷爷曾经说过：“热爱祖国，贡献全部的力量，建设
社会主义社会是祖国最大的光荣。”这是邓小平对自己的事
业和对祖国人民的期盼。

儿童时代的邓小平就已经潜意识地想过：长大了一定要干出
一番大的事业。少年时代的邓小平看见当时的旧中国是那么
贫穷和软弱，曾经想过：只要学习成绩好，长大了就可以报
效祖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光明与富强的国家。青年时代的邓
小平就已经献身于革命，他坚定了信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振
兴,为了中国的革命,他把毕生都献给了祖国。

大学名著读后感篇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爱国之心的人，需要有热爱人
民的人，而邓小平爷爷就具有这种品质。

邓小平爷爷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年代，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头
脑灵活，对待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干什么事情都认真仔
细，丝毫不马虎。



在邓小平爷爷15岁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邓小平作
为一名热爱祖国的青年，他理所当然的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
在街上游行，喊着那些充满激情的口号。每当口号声响起，
邓小平爷爷就觉得他和自己的国家、广大的民众是那么紧密、
那么心心相连。正因为如此，我仿佛看到了这支群情激昂、
庞大的队伍，感受到了他们的爱国心切。

俗话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的，谁都有责任。
邓小平爷爷从青年时就执著的追求这个理念，努力为目的去
做到。

写到这里，我得感谢这本书，感谢邓小平爷爷，因为是他告
诉我，怎样做一个爱国的人，怎样做一个爱民的人。

大学名著读后感篇四

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了《儿童发展心理学》一书，感受颇深，
对以前一些不太明白的问题，突然间有了新的感悟。阅读完
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这是一本教科书，回顾了在师范里面
学到的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不过上师范时的学习大都是
死记硬背，并没有提升到实用的层面。工作十余年后，重读
《儿童发展心理学》一书，才发现，很多理论，很容易同自
己的工作一一结合起来。

在学习了儿童心理学后，我了解了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点。
知道了在他们的幼儿年龄段就是好学、好问的。他们的求知
欲较强，所以只要是让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就会喋喋不
休的问个不停。因此，对于处在这个生长时期的孩子来说好
学、好问是他们的年龄特征。而做为教师和家长的我们就要
在了解孩子的前提下，尊重孩子。要保护他们的求知欲，而
不应该因嫌麻烦而拒绝回答孩子的提问。

儿童多方面的认知发展是紧密的，完整的，通过了解儿童学
习的规律，在我的语文写字教学中就可以采用比较科学的方



法来进行，让学生真正的学会学好。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尤其是一名低年级教师，我一直以为教
会学生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无论是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角
度，还是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它是我
们老师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一个刚刚跨入小学门
槛的孩子来说，能够像大人那样快速而流畅地书写，是他们
非常向往的。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课业负担并不是太重，这
时老师不妨多花些时间着力培养孩子良好的书写习惯。先教
会孩子掌握正确的书写姿势，并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强调、
巩固。由于是初学阶段，老师切不可急功近利，每次练习的
量不宜过大，还要有充足的时间作保证，教师评价的侧重点
要着眼于书写质量，要关注孩子的点滴进步，不失时机地加
以褒扬和鼓励，这样，孩子在书写过程中不会因为时间仓促
和任务过重而产生压迫感，自然就会心平气和地写好每个字。
随着学生书写次数的增多，练习的新鲜感一旦退去，势必会
产生懈怠心理，这时候老师就有必要组织一些活动让孩子们
展示书写才能，确保学习热情不减。可以在班级内部开展书写
“擂台赛”，评选班级书写“小能人”，将他们的优秀作品
张贴在教室里，鼓励孩子们参加一些书写大赛和书法考级活
动，在更高的平台上展示孩子们的书写才能，让他们从中体
验成功的喜悦。这样一来，原本表现突出的孩子越发自信，
练习的积极性也就更加深入持久，其他同学也会心生羡慕、
见贤思齐。小学生都非常崇拜自己的老师，也会有意无意地
模仿老师。

写的热情。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班杜拉认为示范活动的显着
性和复杂性影响着观察学习的速度和水平;成功的行为模式较
之失败的行为模式更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学生书写的指
导老师，首先应该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他的书写能力以及示
范的艺术性往往会影响学生们的练习水平，他的练习经历和
轶事都可能被学生们注意，进而会影响学生写字训练的快慢。

《儿童发展心理学》一书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去实践，去研究，去验证。

大学名著读后感篇五

刚刚意识到，什么叫自己的选择。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的`选择。并且我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不一定是此时此刻
我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做一个执行力强的人，从这一分这一秒开
始。刚刚看到了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的咨询室放着一个三面
柱，柱子的一面刻着，我很可怜，另一面刻着“别人很可
恶”，最后一面刻着“怎么办”。每次有来访者到他的咨询
室里，他都会拿出他的三面柱，问来访者：“你选择谈什么
呢”。

我决定也做一个自己的三面柱，遇到事情或者任何非休闲休
息的时间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我选择让自己的大脑想什么
呢?”

淘宝买的柱子已经在路上了，回头用a4纸手写上几个选择就
好了。提醒也已经做好了。为了不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
写上了，简易版，只要能表达清楚意思就好。不要想着做一
个特别精美的插画做背景啥的。因为那样会导致自己的行动
力为0。毕竟以后可以慢慢升级。

讨论对错的思维方式，它通常会假想一个受害者和一个施害
者。所以，以后不要认为自己错了，可以说自己做的不够好。
也可以说对方还有改进的空间。大家都没有错，不是吗?需要
思考有没有用，我没有办法改变，也许不是我的错，可是，
最终谁要为结果负责呢?还是我自己。所以做一点有用的事情
吧。

每一次思考的结论应该是我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而不
是自我怜悯，自我指责。陈海贤老师说让我找一个目前最想



改变的目标。那么就是行动力了，具体一点就是做出我自己
的面试题小程序。

你为自己不改变找的所有借口，统统都是你的选择。甚至连
你告诉自己，“我没有选择”，那也是你的选择。这一句话
太有用了，值得我反复来回敲，来回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