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了唐伯虎读后感(实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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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唐伯虎读后感篇一

我很喜欢画画，所以也很喜欢《唐伯虎学画》这个故事。

《唐伯虎学画》讲得是唐伯虎小时侯如何学画的故事。他小
时侯学画非常刻苦勤奋，所以进步很快，但是不久，他就有
了自满的心理，想停学回家了。沈周老师巧妙地帮他改正了
骄傲的缺点，他更加认真、努力地学画，最后终于变成了著
名的大画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无止境。要想真正学有
所成，就不能骄傲自满，半途而废，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我想到了自己学画，我已经学了三年，一直以来，我听课都
很认真，画画也很刻苦，当我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后，我也沾
沾自喜，看了《唐伯虎学画》的故事，我感到很惭愧。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要记住这句话，从现在开
始，我一定要像少年唐伯虎一样有志气有恒心，要谦虚不要
自满。希望小朋友们和我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吧！

读了唐伯虎读后感篇二

唐伯虎学画读后感
我很喜欢画画，所以也很喜欢《唐伯虎学画》这个故事。
《唐伯虎学画》讲得是唐伯虎小时侯如何学画的故事。他小
时侯学画非常刻苦勤奋，所以进步很快，但是不久，他就有
了自满的心理，想停学回家了。沈周老师巧妙地帮他改正了



骄傲的缺点，他更加认真、努力地学画，最后终于变成了著
名的大画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无止境。要想真正学有
所成，就不能骄傲自满，半途而废，否则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我想到了自己学画，我已经学了三年，一直以来，我听课都
很认真，画画也很刻苦，当我取得了一点小成绩后，我也沾
沾自喜，看了《唐伯虎学画》的故事，我感到很惭愧。虚心
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要记住这句话，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要像少年唐伯虎一样有志气有恒心，要谦虚不要自满。
希望小朋友们和我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吧！

读了唐伯虎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唐伯虎学画》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明代的唐伯虎在跟他师傅沈周学画。有一次，
他把自己的画和师傅的比了比，心想：“我的画和师傅画的
画差不多了，应该出师了吧。”他的师傅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就叫唐伯虎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吃饭时师傅对唐伯虎
说：“你的画和师傅画的差不多了，可以出师了，吃完饭你
就可以走了。”唐伯虎高兴极了，吃完饭就朝第一扇们走去，
殊不知一头却撞在了墙上，撞得鼻青脸肿的，原来那门是师
傅画的画。唐伯虎这才知道自己和师傅之间的距离。

最后，唐伯虎老老实实地又跟师傅学了三年，最终成了明代
的大画家。

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了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读了唐伯虎读后感篇四

唐伯虎虽然在正史之中着墨不多，但是在野史里却是一个鼎
鼎大名的人物。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对唐伯虎的印象大概也仅限于此。故事
虽美，但总是略显单薄了一些。因此，当我们在青年作家王
悬的《唐伯虎笔墨惊奇》中看到唐伯虎另外一副模样与故事
的时候，无疑有种极大的惊喜。

王悬的《唐伯虎笔墨惊奇》是一部历史文化悬疑小说。其故
事与人物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都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耳
熟能详的以唐伯虎为首的江南四大才子，宁王以及宁王叛乱，
阳明理学创始人王守仁等都在这个故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因为这些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让整个故事增色
不少。故事中的悬疑色彩的渲染也有着其独到之处，在故事
中，有一句话曾经被多次的提及，世间所有巧合，再是匪夷
所思，光怪陆离，都跳不出因果之理。这句话似乎成为整个
故事悬疑部分的背书。

虽然故事发生的点点不同，但是最终当这张大网收起来的时
候，所有的点依然会交汇重合。可以说，在《唐伯虎笔墨惊
奇》的故事中，我们不但可以窥见到大明中期的文化与政治
真相，也可以在唐伯虎一行人抽丝剥茧般的解谜过程中获得
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

在《唐伯虎笔墨惊奇》的故事中，王悬帮助我们塑造起一个
完整的立体的唐伯虎形象。在大众的一般印象中，唐伯虎是
多情才子，才华横溢，但是却又仕途坎坷，一生郁郁不得志。
而王悬的故事则把大众印象全部转化成一件件充盈着血肉，
充满了感情的具体事件。唐伯虎的才华横溢，在于他在别离
楼中高超的仿画技艺，在于他于花满楼中的惊艳表现，在于
他在枝微末节中窥见的谜题真相。他的多情在《桃女图》中，
在莫小棋，在林奴儿等等佳人心中。他的仕途坎坷则在于他
离奇的身世与误入大明云诡波谲的政坛之中。当王悬用自己
手中的笔将这些故事一一演化的时候，唐伯虎就好似真实的
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原来，唐伯虎就是这个样子的。



读了唐伯虎读后感篇五

《学画》教学设计之三

作者：刘颖

教学目的：

1.理解课文内容，知道王冕的画画得那样好，是他勤学苦练
的结果，懂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下苦功夫。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2段。

3.学会本课11个生字和由这些字组成的新词。

教学过程：

一、揭题质疑。

1、师：今天我们来学习19课《学画》，读了课题，你想知道
些什么？

二、初读释疑。

1、带着以上师.总结的问题自由读课文。

要求：（1）带拼音的生字多读几次，读准字音，并联系上下
文想想字义。

（2）读通课文。

2、检查反馈学习情况。

（1）重点正音：神、省、傍、平。



（2）指名分自然段读。

3、释疑。

读了课文，你知道了些什么？

三、看图激情。

出示.课件

师：刚才你听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

生：美丽的荷花、荷叶上的`水珠、王冕在牛背上……（学生
纷纷发言）

师：请你们再带着这些问题读读课文。

师：你觉得这些荷花怎么样？生：哇，荷花好美啊！（教师.
课件显示美丽的荷花。）

师：你能说说这荷花美在哪里吗？

生：多个学生说（略）

四、指导学文。

生：第2段。

师：这节课我们重点学习第二自然段，请小朋友自己读课文
第2段。边读边划出你最喜欢的句子。

师：请你把自己最喜欢的句子读给大家听，并说说理由。

生：大雨过后，一片阳光照得满湖通红。



师：你真能干！（再现句子及句中所描写的画面。）

什么叫“满湖通红”？为什么会满湖通红？

生: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花瓣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
去。

师：（微笑点头）你找得真准！（再现句子及句中所描述的
画面。）

师生：品读句子。

（1）比较句子：花瓣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花瓣上有清水，荷叶上有水珠。

你认为哪句好？为什么？

（2）出示插图，边读边体会雨后湖面、荷花、荷叶的美丽。

（3）想象说话。图上的蜻蜓会对荷花姐姐说些什么？

（4）小结。是啊！这些美丽的荷花在雨后的晴天，在通红湖
水的衬托下，构成了一幅极为奇妙的画。

师：王冕看到这么美的景色，怎么做？

（1）理解“出神”。

（2）该怎么读好这句话？

五、小结

《学画》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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