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戏读后感(实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藏戏读后感篇一

暑期漫长，便在书柜中翻动着，突然，一本有着洁净封面的
书引起了我的注意，是韩寒的《五年文集》。这书是我在去
年秋季买来的，那时我看书只为凑个数，看完的书多了，却
不精益求精，此时翻出，想仔细一看。

再次阅读，全察觉自己漏去了太多的细节，这是才朦朦的懂
得了什么叫“韩文辛辣”。韩寒在最初被人称为“学生作
家”，在继处女座《三重门》之后又出了《零下一度》，最
后其在最近五年的作品便都编入了《五年文集》。韩寒是一个
“被子是用来睡的，何必去叠”的不羁作家，他桀骜不驯却
又才华横溢，曾经采访他的记者也为他能言善辩又不失稳重
的性格所倾倒。他的笔风也成为了众多学生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看来，韩寒的作品，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种辛辣和叛逆，
青春的气息充溢在其中，他对童年时期的那些所想所做好不
掩饰，这倒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同样是那么疯狂，幼稚
和热血。

小学毕业之时与一群男生对天发誓，要做一辈子的朋友，不
会忘记对方。但毕竟有时自己对待誓言也会力不从心，有的
人到别处去读书，联系也渐渐断了，有的人互相忘却，与前
者也无什么区别。渐渐的，“朋友”这个字眼从我的生活中
消失了。



曾经，也努力过，不让这关系断开，毕竟上下六年的时光，
或许是不甘心。后来才发现，有时你去挽救一些事，失败的
不在于你自己，而在于对方的冷漠扼杀了你的想法。或许也
正是这样，让我们失去了太多。

我追忆小学时光，并不是因为它有着太多的美好时光，那并
不是我的小学时光，我的，更多是仇恨和厌恶的色彩。只是
因为它是我的第一段还记得的校园时光，它很疯狂，也很幼
稚，让我成长，让我懂得。

我记得有人和我说过，有些誓言是用来忘记的，是的，我们
每天都在发誓，时间却总是可以打败他们，我们不能一直为
此后悔，为此操劳，该忘记的就该忘记，该放手的总要放手，
这就是人生的一小部分吧。那些存在或不存在过的，都已成
为了过去，我们该做的是更好的过我们的今天，让我们在以
后回首毫无悔意，这才是美好的青春。

但毕竟，韩寒是以为“学生作家”，写出了批判性如此强的
作品，少不了的是来自社会各界人生的不同极端看法，有人
说完美，有人说荒谬。在我看来，韩文两者皆备，完美是因
为作为一个“学作”，却写出这样的作品，已经很完美。幼
稚，也正是因为韩寒是一个“学作”，和我们一样，处世不
深，对社会看得不全面，还不可以做出一个很圆满的结论。

但这也不可以说明韩文的不好，它的主题是青春，在我看来，
它就如青春，有批判，有青涩，有人说青春好有人说青春差，
但没有一个人不想拥有青春，它也必然存在，存在于我们每
个人的血液当中。就如年轻的荆棘鸟般，只想每日都唱歌，
而不是只在意那最后的绝唱。青春不会是全部，但青春，那
充满叛逆和回忆的，会让我们去发现全部！

《藏戏》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藏戏读后感篇二

一听到藏戏，尤其是身在他乡，就仿佛到了辽阔的草原上，
感受着高原的蓝天白云。这话并不夸张。藏戏的声音悠远而
铿锵，象冰川汩汩的流水，又如高原遒劲的疾风，它是唱者
全身气力的投入，它的感情充沛而丰富，曲调跳动而激越，
带点悲伤，带点忧郁，更包含沧桑;藏戏是高原的艺术，自然
融入的高原的气魄与雄浑。它那类似西洋咏叹调的唱腔能把
人的心紧紧抓住，一顿一扬，忽高忽低之间，贯穿消融了人
生的喜怒哀乐，因此听藏戏实际也是在感悟和体会，一曲一
调，一章一节也许正应和了你心灵深处的真性情，所以有人
在听时便边舞边合，这便是藏戏唱功的神奇了。

尽管短暂的'接触，使得我至今还没有完整的欣赏过一场藏戏。
但是以采访为机缘，在视听中感受震撼，在震撼中有所感悟，
藏戏在我的西藏之行中已经注入了额外的意义，它也将我引
入西藏的神奇之中。

藏戏的形式也大有可说之处，仅面具就多样而且表意丰富，
这有点象京剧，借助脸谱能够反映人物的性格形象，不过前
者的色彩不是直接勾勒在人脸上，藏戏佩带的面具造型粗犷、
抽象。从形状上分，藏戏面具有直板式的，也有形象立体的，



而质地则多为皮革、绒布，也可以泥塑而成。至于颜色的表
意：黑色代表阴险，红色代表权力，黄色代表智慧……传统
悠久，博大精深，这就是藏戏得以传世的根本所在了。

藏戏读后感篇三

本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中的一篇略读课文，所介绍
的剧种学生们比较陌生。文章开头用了三个排比句“世界上
还有几个剧种是戴着面具演出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在
演出时是没有舞台的呢？世界上还有几个剧种一部戏可以演
出三五天还没结束呢？”既道出了藏戏的特点，又引起了读
者的极大兴趣。唐东杰布，明代著名的建筑师，藏戏的创始
人，是藏族人民心目中智慧的化身。课文以一个美丽的故事
为引子，娓娓道来，为我们讲述着藏戏的由来，藏族人民心
目中的英雄，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怀着对藏族人民的无比
热爱，“许下宏愿，发誓建桥”。和七位“能歌善舞”的姑
娘组成了第一个藏戏班子，于是世界上从此有了这“简朴”
的藏戏。

整篇文章以“简朴”为特征，为我们介绍了这承载着藏族历
史和文化的“活化石”。

学情分析

我班学生总体上学习基础不够扎实，两极分化距离较大。同
样的一篇课外阅读作业，最快的学生与最慢的学生在阅读完
成时间上整整相差近一倍的时间。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基
础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也就是简单的知识学生表现为很强
的表现欲望，积极性高涨；而对于有一定难度的知识，学生
望而生畏，表现出无能为力的态度。

我的思考

这是一篇略读课文，文章中介绍的剧种学生们虽陌生，但插



图中那花花绿绿的服饰对学生来说也是不小的吸引。本课除
了一些人名，地名生僻词以外，文章通俗易懂，段落层次也
比较清晰。所以我围绕课前阅读提示，确定了最基本的三点
学习要求，并借助图片、资料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来调动学
生的兴趣，帮助他们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完成学习目标中
的任务。

教学目标

1、读读记记“剧种、面具、激流、发誓、布施、鼻祖、柔顺、
压抑、能歌善舞、别无所求、蜂拥而来、铺天盖地、肃然起
敬、美不胜收”等词语。

2、默读课文，了解藏戏的形成及其特色，体会传统戏剧艺术
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3、学习文章准确的说明和生动形象的描述，积累语言，领悟
表达方法。

教学重难点

了解藏戏的形成及特点，领悟表达方法。

教学准备

多媒体

教学时间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课：



1、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国有哪些戏曲种类吗？（生答后
出示相关资料，请生欣赏我国的六大戏剧。）

设计意图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我国不同戏曲种类的特点及它们
的优美之处，使学生对这一话题产生兴趣，也为接下来的新
课做个铺垫作用。

今天，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戏曲种类――藏戏（师板书课题，
齐读。）

设计意图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我国不同戏曲种类的特点及它们
的优美之处，使学生对这一话题产生兴趣，也为接下来的新
课做个铺垫作用。

2、读课前阅读提示，明确学习目标。（师板书目标）

二、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

师：这篇课文的生字词较多，在完成学习目标前，我们先来
解决一下课文中的生字词。

1、听课文录音，标出自然段，把难读的字注上拼音。

2、出示练习，请生上台完成，集体订正。

设计意图习题中，把文中难懂的词语列了出来，为学生扫清
字词障碍起到直接作用。

3、出示文中四字词语，齐读。

设计意图直观、明了，对学生的形象记忆有很大帮助。

4、请生分段读课文，正音。

三、完成学习目标。



1、藏戏是怎么形成的？

找找文中从哪到哪写的是藏戏的形成？（用自己的话说说藏
戏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传奇故事中最让你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2、理解文前的三个反问句

（1）出示，请生读。

（2）把三个反问句改为陈述句。

（3）从这三个反问句中你能知道藏戏的哪些特点吗？

（4）说说连续用三个反问句的好处在哪？（连续三个排比式
的问句，更加突出了藏戏的特点，其中还有着民族的自豪感。
）

（5）齐读三句话

设计意图三个反问句是全篇文章的开始，内含了藏戏的三大
特点，对后文的学习至关重要，通过这三个问句也让学生了
解了作者的写作方式――排比。

3、了解藏戏的特点

（1）藏戏的主要特征――面具的特点

欣赏面具图片（请生适当结合文中语段介绍）

设计意图这一自然段详细介绍了藏戏的特点，图文结合的方
式给了学生直观的印象，也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

用一个词形容一下藏戏中的面具（出示填空：的面具）



设计意图通过刚才的欣赏，学生了解到藏戏的最大特点就是
要带面具，那形态各异的面具已经给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
印象，此刻完成这样的一个填空，正好让他们把自己的想法
说出来和同学们交流。

（2）藏戏的其它特点

除了带着面具，藏戏在表演过程中还有哪些特点呢？请大家
默读17――20自然段，完成填空。（出示填空）

默读课文17――20自然段，完成填空。

4、齐读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四、回顾全文。

1、学习完了全文，让我们来整体回顾一下（出示填空）。

全文填空：文章先用三个反问句概括介绍藏戏的主要特点、
（）、（），然后介绍藏戏鼻祖唐东杰布（）的传说故事，
紧接着介绍藏戏的重要特征（）的特点及作用，之后又简略
说明（）。最后用一句话（）全文。

2、结合填空，给课文分段。

设计意图这一环节，是对整篇课文的回顾，既让学生对全文
进行了整合，又让学生在这种整合中给课文分了段，理清了
文章的脉落层次。

五、作业：搜集我们的地方戏――黄梅戏的资料，试着出一
份手抄报。

设计意图让学生把从文中学到的写作方式进行运用，对我们



家乡的黄梅戏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藏戏读后感篇四

1、说教材：

《藏戏》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六年级下册第
二组课文中的一篇略读课文。这篇课文是一篇知识性、人文
性、趣味性都较强的民俗散文。它以准确性说明为前提，以
形象化描写为手段，在说明角度、表达顺序、表达方法、语
言风格等方面别具一格，内容侧重介绍藏戏的形成及艺术特
色。语言丰富多样、生动传神，颇具文学色彩。

2、说学情：

六年级学生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习体系，具备了对具体事
物的认知能力，但学习缺乏稳定性，所以，针对这种趣味性
较强的文章，关键在于激发学生兴趣，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教
学情境。

3、说目标：

1、认、读、记文章中的九个词语。积累好词佳句。

2、了解藏戏特点以及形成程。

3、激发学生对藏戏的喜爱之情。

4、说重点：

1。通过了解藏戏的形成，体会藏戏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2。了解本文的表达方法及语言特点，学习作者生动形象的表
达。



5、说准备：

通过网络查询藏戏的历史、剧目、图片、录像等

6、说方法：

1、以读代讲，让学生采取多种朗读形式充分读文，使学生在
读中整体感知。

2、创建学生参与和表现的机会，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合作
性。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合作互动，让学生在课堂上表现自
己，培养学生的说话、思考、总结能力。

7、说过程：

一、播放录像，悬疑导入：

即利用个开头的三个排比式反问句进行导入。

二、阅读质疑，自主探究：

学生解决生字词，体会文章大意。

三、多元互动，合作探究：

1、学生自主研读藏戏的形成部分，了解了一个年轻的僧人唐
东杰步带着仅有七位姑娘组成的班子劝人行善积德，为民修
桥造福，没想到竟然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藏戏的感
人故事后，孩子们被唐东杰布为民造福的美好心愿和七位姑
娘的义举深深的打动了，这时孩子们兴趣浓厚，在愉悦中积
极朗读，朗读出了唐东杰布为民造福的伟大精神朗和七位姑
娘的善举。

2、同桌间互相提问、阅读读文章中介绍藏戏特色的部分，感
受藏戏的自然、古朴、神秘。最后老师问，学生读，营造朗



读气势，再次感受藏戏的无穷魅力和中华文化的悠久。

3、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将藏戏的形成、特色进行汇总发言，不
完整的学生间进行补充，教师适当引领和总结。在此穿插欣
赏藏戏的图片。

四、训练检测，目标探究：

难理解、易混淆字词的解释。预设问题解答。学生自主总结
中心思想。

藏戏读后感篇五

有人跟我说，一听到藏戏，尤其是身在他乡，就仿佛又回到
在辽阔的草原上，感受着高原的蓝天白云。这话并不夸张。
藏戏的声音悠远而铿锵，象冰川汩汩的流水，它是唱者全身
气力的投入，它的感情充沛而丰富，曲调跳动而激越，带点
悲伤，带点忧郁，更包含沧桑；藏戏是高原的艺术，自然融
入的高原的气魄与雄浑。一顿一扬，忽高忽低之间，贯穿消
融了人生的喜怒哀乐，因此听藏戏实际也是在感悟和体会，
一曲一调，一章一节也许正应和了你心灵深处的真性情，所
以有人在听时便边舞边合，这便是藏戏唱功的神奇了。

藏戏的形式也大有可说之处，仅面具就多样而且表意丰富，
这有点象京剧，借助脸谱能够反映人物的`性格形象，不过前
者的色彩不是直接勾勒在人脸上，藏戏佩带的面具造型粗犷、
抽象。从形状上分，藏戏面具有直板式的，也有形象立体的，
而质地则多为皮革、绒布，也可以泥塑而成。至于颜色的表
意：黑色代表阴险，红色代表权力，黄色代表智慧……传统
悠久，博大精深，这就是藏戏得以传世的根本所在了。有着
千年悠久历史的藏戏艺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洗礼
之后，时至今日，犹如一朵盛开在西藏高原上的雪莲花，深
深地扎根在西藏人民的心灵深处。藏族人民通过它歌颂生活
的真、善、美，鞭笞现实中的假、恶、丑。可以说，她是藏



族群众衡量生活的一把尺度，是高原儿女创造的一个艺术奇
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