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晨读读后感(汇总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晨读读后感篇一

初读这本书，感受颇深，把这一本书坚持读下来，这个过程
就已经给孩子做了很好的榜样。

由于小时候对孩子的陪伴缺席，没有给孩子养成好的阅读习
惯。孩子上二年级时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
都在读书，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这本书上说人生中
只有20%的经历来自亲身体验，剩下的80%则来自阅读。当看
到别家孩子读书有声有色时，我便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经常带着有色眼镜去打击孩子：“你怎么那么笨，老也读不
好！”急于想让孩子快点快点进步，快点快点成长。通过读
书我知道了孩子需要的是陪伴，慢慢地和孩子一起成长更重
要！现在的我们对孩子要求太高了，一有不满意，就是打击
讽刺批评。想想，如果我们是孩子，会喜欢哪样的方式对待
我们？鼓励、允许、接纳！鼓励孩子；允许孩子做他们自己；
接纳孩子的不完美。

从读书这件事情上我感悟到：能坚持做好一件事情，便能做
好更多的事情。

当遇到问题时重要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面对问题的
心态，孩子也会有情绪、心态不稳定的时候，更需要我们教
孩子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遇到的问题。



当孙老师说让我们一起读书时，我内心满怀欣喜，心想一定
坚持下来，给自己一个肯定，也要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读书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地让孩子一起读，等到孙老师说，让
孩子们也一起读起来时，孩子拿起书就读，并且读得声情并
茂，这是我原来从来没有听到的声音，读后感.也是我一直想
听到的读书声音！我对孩子说：“原来你读的比妈妈还
好！”其实在我每天读书时，早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
真是无声胜有声啊。这是身体力行的力量，教育真的不需要
去教育，而是尽管去做就好了。

感谢老师对我们家长和孩子们的大爱，这种教育模式一定会
受益很多家庭。让家长学习成长便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受
益的不光是孩子，更是一个大家庭，改变从我做起！

让我们跟随老师的步伐和小小少年们一起努力成长吧！一起
加油！

晨读读后感篇二

一本书，我总喜欢从名字来判断内容是否具有可读性。这次，
《晨读十分钟》之所以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球，是因为这
里有与新教育实验中的“晨诵”相近的一个词语“晨读”，
于是，打开后一口气就读了一半，后来的部分是断断续续看
完的。

这部韩国作品，语言简单易懂，几乎没有什么生僻的字和难
理解的词，前后更没有什么需要反复深入思考的内容，所以
读起来特别流畅。其实，我对韩国文化的了解主要是从电视
剧中人物的语言开始的，他们的电视剧中，人物对白也是如
此简单，而我们，从盘古开天地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历史
的沧桑与时代的变迁使汉语言文化光辉灿烂，丰富多彩。一
想到这里，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产生的自豪感再次油然而
生，学好语文、教好语文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虽然韩国的历史文化比不上我们，但我一直佩服韩国人的执
着，其实从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到，为了搞清楚韩国小学生对
学习厌倦、痛苦的原因，他们一直在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寻
找对策。全书从科学、生理、教育机关管理不力等角度，剖
析了韩国学生对读书失去兴趣的主要原因，层层推理，反复
提出读书的重要性——既能开发学生的潜力，又承载着人类
心灵的教育，然后结合韩国在晨读十分钟的改革中发现的问
题，给韩国孩子带来的变化等，再次暗示我们，教育改革必
须从晨读开始，学生才能对学习感兴趣、变得喜欢写文章，
老师也会因此过上幸福的教育生活。

最可贵的是，作者还告诉我们晨诵操作时需要学会78个战术，
而每一个战术后，作者都给了我们一个爱心提示，对 家长和
老师指导孩子读书提供了最好的参考。值得借鉴的是为孩子
制作读书履历，这既是对一个孩子读书量和质的考察，又可
以借鉴到我们的整本书共读中去，运用这种方法，对孩子本
期的整本书共读做一个总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效
果更好；其次，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培养孩子推理性思考的方
法，对于指导那些刚刚喜欢读书的孩子，不断激发他们的兴
趣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尤其是第五章，作者给我们提供了
登上思考坡度的12种方法，让我们像军人、画家、诗人、数
学家等一样读书，提法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

这本书，与当下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教育实验倡导的主旨完全
相同，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做法我都尝试过。其实面对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晨读十分钟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更渴望让
晨读成为一项传承中华文化的律条，高举中华文明的旗帜，
让中华文化因此更加辉煌。因为，读书不仅仅是民族的，也
是世界的。

晨读读后感篇三

近日读了《战上海》这本书籍，让我知道了在解放战争期间，
解放军是怎样战胜国民党、解放“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给



予自身定力。

不论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政党，它的诞生就意味着他的
使命的到来，弄清楚它的昨天，知悉它的今天，预测它的明
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漫长而坚定的70
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历史，就是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的历史。不管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矛盾多么复杂，一如既往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如果没有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
的英、先烈和无私奉献者，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发展和成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英雄没有模范，不弘扬英雄，这个
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忘记过去，否则就是一种
背叛。

上海解放时、千疮百孔、我党接受城市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
运行经验，共产党人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紧紧依
靠广大人民群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战胜了一个个难以
想象的困难和挑战，安定上海，将毛泽东的预言“我们不但
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变成现
实。这就是理念信念的力量，没有理念信念，没有毅力，就
没有精神，没有坚定信念就不会有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勇气，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解放上海，发展上海，
如今上海成为国际大城市，可告慰先辈们。(陈磊)

晨读读后感篇四

起初，我只是报着参与的心态和大家一起阅读，心想：每天
只有10分钟的阅读时间，怎么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呢?这短短
的10分钟，能看几页书呢?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自己的想
法是完全错误的。每天10分钟，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晨读，
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以前，我都是让孩子自己在家里读书，而我却在一边看手机。
在这样的阅读氛围下，孩子往往很难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地
阅读。因为他周边的环境都在诱惑着他，告诉他有比阅读更



有趣、更好玩的事情。对于他自己感兴趣的书，他会阅读的
很用心。而对于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他就会在那里消磨时间，
应付家长。

《晨读10分钟》这本书，告诉我们只要每天拿出10分钟的时
间，和孩子一起晨读，滴水穿石，点石成金。可能在现阶段，
阅读好的孩子还看不出来什么巨大的优势，但是随着年纪的
增长，知识逐渐累积，阅读好的孩子就会在普通孩子们中脱
颖而出，出类拔萃。

每个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如果只局限于单纯课
本上的知识，已经不能够满足现在考试的需要。现在的考试
是综合知识和能力的考核，不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

通过阅读《晨读10分钟》，我们学到了成功实施晨读10分钟
的78个策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用心，选择适合你和孩
子的策略，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
颗坚定的心，想做到就可以做到。从今天开始，从我自己做
起，要为孩子树立好的学习榜样。

晨读读后感篇五

上海解放，被称为“瓷器店里打老鼠”，这是一场非常特殊
的战役，解放军不辱使命，保留了一座完整的大上海。《战
上海》这本书讲述了1949年-1950年大上海解放第一年惊心动
魄的历史细节。

在上海短短一年间，共产党人是如何战胜了一个个难以想象
的困难和挑战，最终解放了上海、安定了上海。正如本书作
者刘统教授告诉我们的：

一是共产党赢得了民心，600万上海人民都愿意跟着共产党，
共产党解放军和600万上海人民组合在一起才能无往不胜;二
是共产党非常善于学习，在进入上海没有军舰的情况下迅速



地接管城市进行管理，并且在斗争中创新出很多管理城市的
经验和政策，实现了巨大的转型;三是共产党纪律严明，有错
必改，光明正大。当时所有的政府法令、首长的讲话及情况
的反馈、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都公开在报纸上。正是这样一
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善于学习和创新、纪律严明的共产
党，才能顺利接管旧上海，改造旧上海，把旧上海变成了新
上海。

70年前上海的解放，对新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共产党人经受
住这次考验，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社会民生以强大的理
想信念和政治智慧、依靠广大群众解放上海、安定上海，展
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领导力。

70年沧桑巨变，上海已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一扇
窗口。让我们缅怀历史，不忘初心。(吴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