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课堂听后感 智慧之花读后感(实用8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一

导语：智慧之花是讲两个小朋友运用自己的智慧救护同伴的
故事，欢迎阅读关于它的读后感!

读了《智慧之花》这篇课文后，我受益匪浅，我有许多的感
触，我现在就和大家讲一讲这篇课文吧。

《智慧之花》这篇课文是选读课文，我就看了看，看了后深
有感触，这篇课文只要就是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就是小姑
娘玛丽亚，救下触电的人。第二个就是，六年级小学生江雪，
吃了冰棍拉肚子，和她一起的小伙伴只要吃了的都拉了肚子，
江雪就怀疑摊主的冰棍有问题。打电话给工商局，工商局拿
了一只冰棍去检查，含有大量细菌。摊主不得不承认自己制
造冰棍的事情。就是这两个故事。读完这两个故事，网友们
你们有什么感受，读完，这个故事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
班以前有一个同学，在吃了一个摊主的麻辣烫之后就呕吐。
后来，我们班上又有几个同学吃了这个摊主的麻辣烫，呕吐
了。这些同学说这个摊主的麻辣烫有问题，去和摊主理论，
反倒讨了一顿骂?后来，这几个同学就不管了。真不知道为什
么这些同学不能像江雪一样，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呢?如果，每
一个人都能想江雪一样，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话，哪么世界
上就会有减少许多，因为，什么事情被人冤枉，之后，一时



情急把这人害死，这样的案子了。

是什么力量，让江雪和玛丽亚如此，机智勇敢呢?显然爱心是
不够的，还需要将爱心、勇气和智慧融于一生才行啊。希望
大家都能像江雪和玛丽亚一样将爱心，勇气和智慧融于一生
来保护自己。

今天，我读了一篇课文——《智慧之花》。这篇文章讲了玛
丽亚和江雪，运用学过的知识保护自己，救护同伴的故事。

玛丽亚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一天下午，她看见五个男生
触电了，她明白如果贸然冲上去，她也会触电。所谓急中生
智，玛丽亚想起老师说过：橡胶、尼龙、木头等物体是绝缘
体，可以避免触电。她穿的正是尼龙裙子，毫不犹豫的冲过
去，用尽全身力气把电线拽开了。刹那间她也许也会触电，
但她舍己救人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

江雪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一天中午，在学校附近，江雪
和几个女生每人买了一支冰棍儿吃，谁想当天晚上就闹肚子
了。江雪第二天放学后，直奔冰棍车，说冰棍变质了，卖冰
棍的阿姨执意不承认。第三天下午，江雪请同学帮她买了支
冰棍，她拿着冰棍立即向工商管理所走去。最后检测证明非
法自制冰棍儿，在证据下，那个阿姨低下了头。一个小学生，
就有着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是让我敬佩。

作者利用两个小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会自我保护，学会生存的
道理，这就是我从文中读到的。

去年，营东小学的学生失踪事件，倍受世人瞩目。一个活泼
开朗的小女孩，怎么会一下子无影无踪了呢?人们纷纷猜测这
都是人贩子干的坏事。作为同龄人的我们，也因此事提高了
警惕。但仅仅有防范的意识就可以了吗?读了《智慧之花》一
文后，我深深感受到了学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先让我们来
看看文中的小主人公是怎样自我保护的吧!



有一个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玛丽亚，一天，她走在放学回
家的路上。突然，玛丽亚发现邻班的五个男生触电了，倒在
地上。玛丽亚没有贸然行事，而是凭借老师讲过的用电知识，
急中生智，用自己的尼龙裙小心翼翼地裹住电线用力猛地一
拉。电线从五个男生身上被拽开了，他们得救了!玛利亚在自
我保护的情况下，运用智慧和勇气，救出了同学。

玛利亚虽然勇敢，但没有盲目行动。她运用了自己所学的知
识，并利用身边的一切，使自己不被触电。这就是自我保护
的体现啊!人人都应学会自我保护。写到这儿，我想起了自己
曾经经历的一件事。

一天，放学回家。刚走下汽车，我就有一种与往常不同的怪
怪的感觉。走着走着，一位叔叔拦下了我，问道：“小朋友，
这附近有没有洗衣店?”我看他相貌端正，不像是什么坏蛋，
就如实告诉了他：“二七中街就有一家。”

我刚要抬腿回家，那人又把我拦下了：“你能领我去吗?”洗
衣店离这儿不远，带不带他去呢?我正犹豫，脑海中突然闪出
电视上报道过的一则新闻——一位记者冒充外地人，让一个
小学的小学生带她去一个地方。那学生果真就答应了。“这
太危险了!”记者最后这样评论道。想到这儿，我暗下决定：
不能带他去;可再一看见叔叔那张朴实的脸，心里又矛盾起来。

恰好这时迎面走来一位阿姨，我赶忙上前：“阿姨，您认识
二七中街的那家洗衣店吗?”阿姨点点头，“那就麻烦您，带
这位叔叔去一次吧!”阿姨答应了，并引领叔叔向着洗衣店的
方向出发了。

回到家，我细细想来，那人有许多疑点，比如：他去洗衣店，
又没拿衣服。如果是去取衣物，那他一定去过，就不需要问
路了。我暗暗自喜，幸好没带他去。否则，我会不会也像营
东小学失踪的小学生一样?真是后怕呀。



读了《智慧之花》这篇文章后，再次让我感受到：自我保护
的重要性真是不容忽视。要想以后能在社会上独立生存，那
么，运用智慧与勇气自我保护就是最基本的保护技能了。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二

早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中酷品三国，妙语连珠地
塑造出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他的评说幽默风趣，绘声绘
色，精练生动，令人印象深刻。而易中天的新作《中国智
慧》，文字轻松活泼，谐趣横生，依然是易中天贯有的风格。

此书分为六章节：周易的启示，中庸的原则，兵家的思考，
老子的办法，魏晋的风度，禅宗的境界。初看标题，中规中
矩，古韵十足，让人难以理解其中个味。继而仔细读来，顿
然大笑。

“周易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我国北方人相对阳刚一些，
南方人相对阴柔一些，比如苏州人，他们连吵架都很温
柔。”像这样平实易懂的句子，书中比比皆是。《周易》是
一本特别神秘深奥的古书，一般的人很难看懂。然而，易中
天所讲的“周易的启示”却非常简单明了。

如何看待中庸之道，易中天说：“不是和稀泥，不是不讲原
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中庸的原则，书中提出：做事情
要拿捏好分寸，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一定得恰到
好处。中庸就是中和，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修养，质朴和文
雅各占一半，即为中庸之道。

六章节中，我甚是喜欢“禅宗的境界”这一章。禅宗佛道，
历经几千年，一直备受追捧。现如今，似乎人人都知晓禅理，
但是关于禅宗的`境界，却罕有人知，自身修行起来更寥寥无
几。书中首先讲到“立地成佛”，就得说禅宗的境界在瞬间，
靠觉悟，不是修行。整个中国智慧的体系中，禅宗不同其他，



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次。

“禅本身的意思是静虑，原本是佛教的一种修行的方法。具
体的方法就是打坐，盘腿坐下，安安静静地想。不是想，叫
非想；不是不想，叫非非想，最后进入一种什么境界呢？想
入非非。用最白的话来表述坐禅，就是发呆。”开篇这句诙
谐的调侃，使我不觉莞尔一笑。禅宗的境界，易中天用说故
事的方式，引人入胜。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把禅宗的由来、
传承及觉悟缓缓道来，像沏一杯清茶，经过放叶、冲醒、翻
滚、叶沉、茶静，最后万物皆空。“该放下就放下，该拿起
就拿起，想放下就放下，想拿起就拿起。”此句言简意赅地
道出了禅宗的境界。

《中国智慧》，语言幽默生动，哲思处处开花。可快阅也可
慢读，能粗看亦能细品。睿智博学的易中天在《中国智慧》
中，精辟地剖析了中华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文明智慧；谆谆地
警世，为读者洗涤心灵。比起某些晦涩难懂的古书，《中国
智慧》是一本让人看得明白、读得懂的好书。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三

今天，再一次拜读了华南师大刘良华系列专栏“关于教师成
长”（一）《成为有课程智慧的教师》，结合三年来的新课
程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

在改革教育传统的过程中，总会提出一些教育隐喻或教育口
号，新课程改革也不例外。这些教育隐喻或教育口号耳熟能
详、容易理解、便于操作，往往使教育工作者津津乐道。要
成为有课程智慧的教师，从一下教育口号谈起。

（一）“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

中国曾经有多次教育改革（或教学实验），其中很多教育改
革实际上只是“教学改革”，也就是“教学方法改革”。教



学方法改革的实验是很重要的，但教学方法改革的实验抵达
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遭遇一个障碍：原有的教材已经不能适应
新的教学方法，旧教材成为新教学方法的瓶颈。如果教材错
了，教学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终归是一种“微调”，甚至
会“助纣为虐”。也可以说，如果只改变教学方法而不改变
教材，至多只有“正确地做事”的效应，而且很可能是正确
地做错误的事。

真实的教学改革总会引起教材改革及相关的课程改革的渴望，
有效的`教学改革原本应该是课程改革，应该使教材和教学方
法同时发生改变。教材改变意味着首先保证“做正确的事”。
显然，“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这就要求
广大教师要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用
“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

（二）“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

新课程理念认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首先是一个优秀的
课程工作者。所谓课程工作者，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简单
的“教教材的人”，他首先是一个“调整教材”、“补充教
材”、“开发教材”的人。优秀的教师一直在参与课程资源
的开发和利用。

（三）“不是考教材”而是“考课程标准”。

前几天，北京大兴县教育考察团到泰安考察新课程推进情况。
在长城中学座谈交流时，我发现他们非常在乎教材选择问题，
他们认为，如果两个地区、两个学校选用的教材不同，这本
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比如，他选“人教版”我选“北师
版”，如果高考偏重“人教版”的话，我们岂不是吃大亏了。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理念问题，也就是说，新高考“不是考教
材”而是“考课程标准”，大可不必为教材的选择而耗费过
多的精力。要结合自身实际，根据课程标准用好教材，提高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整合教材。即保持教材的总量不变，根据教学实际适
当调整教学单元的顺序以便更好的因材施教。比如，泰安的
数学教学，必修阶段的学习在04、05级是按照必修1－3－5
－2－4的顺序学习的，06级根据学习的效果调整成了1－5－4
－2－3更加符合泰安学生的认知规律。又如，现在高一数学
必修5——“3、3、2简单的线性规划问题”这一节，学习必
修5时由于“直线的方程”没有学暂时搁置。学完了必修2第
三章“直线与方程”后再学习这部分内容时学生感到得心应
手、水到渠成。

（2） 补充教材。补充教材实际上使用“加法”的态度对待
教材。他并不改变原有教材的内容，只是在原有教材的基础
上根据学生的具体实际和高考的要求，适当增加相关的内容。
使现有的“课本”与课外的教材互为补充，既能保证教师不
至于“照本宣科”又能增加学生应对高考的自信心。比如，
立体几何中“二面角”，课本内容较少且没有求二面角的例题
（仅在课后习题中出现了2题），而此知识点又是高考的重点，
有经验的教师一般要在这里补充例题，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
定义的理解，初步掌握简单的二面角的求法。

（3） 更新教材。如果教师发现现有的教材绝大部分内容已
经过时、落后；或者教材虽好但不适合自己学生的具体实际；
或虽符合学生的学习实际但与高考的要求还有差距等。那么，
教师可以考虑用另外的教材替换现有的教材，以便更好的传
授知识、培养能力、应对高考。更新教材时一般先做“减
法”后做“加法”，目的是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为了学生全
面发展。

总之，教师只有积极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
有课程智慧的教师，才能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成为新课
程改革的研究者、实践者、引领者。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四

读了《智慧启迪》这本书我知道了做什么事，只要轻轻动一
下聪明的脑子，就一定可以到达你的目的。

还从一些小故事里面懂得了许多大道理，如：我从《曹冲称
象显才智》懂得了如果做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要灵活应用，
什么事情都难不到自己。

《李广智勇脱身》这编故事里面我懂得了在危险的情况下用
你的聪明与智慧想出一个办法来，就一定会转危为安的。

《禄东赞智解三难题》中还懂得了如果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用智慧来代表你吧！

《田忌赛马》中我懂得了如果跟别人比，自己的实力不行的
时候，那就和他比你的优点和长处，人无完人，相信自己才
是最重要的。

这本书主要告诉我们的大道理是：聪明、智慧、是人生之路
不可缺少的一样重要东西，我是一个爱看书的孩子，书里面
蕴含着许多大道理，只有这些大道理，才能带给我们一个五
彩斑斓的童年。

暑假，老师让我们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智慧启迪》。

这本书包含了34个故事，从《鲁班智扶斜塔》到《甘罗十二
岁拜相》每个故事都蕴含深深的哲理。都能让我们从那些行
行字间读出道理。

我最喜欢的故事有这些：《顾绍连画雕巧谏》、《张允济蒙
面巧讨牛》、《卫士巧谏吴王》。这些故事在心理上教会了
我许多道理：



1、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沉下心来认真想办法，是一
定能突破难关的。

2、要想像别人表现你的才华，就必须要有真功夫才行……

那些名人的智慧令我们赞叹不已，我们都想得到他们，但那
不是光说就能拥有的，只有下真功夫，才能得到那样的才华。

本书主要是针对那些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存在着一连串的
困惑与疑问，但愿意去寻求解决方法的人而编写的，在现实
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有些人总不断地进步，但有些人则
因没有主见而随波逐流，更有些人则不进反退。如果自己正
面临这些情况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切中问题的
要害，能对症下药，使问题迎刃而解。能够这样做的话，自
己就是一个成功者、一个聪睿的人、一个奋斗中的智者。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五

期中考试有这样一道题：‘假如你家有5口人，买来10个苹果，
每个人能分到几个苹果?’因为打字员的疏忽，把10打成了1。
而5个人是分不了1个苹果的，所以注定这个题目是无解的。

可是学生们仍然写出了答案。

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每个人能分到一个苹果。’后面接
着写了原因：‘假如爷爷买来一个苹果，他一定不会吃，因
为他知道有病的奶奶一定很想吃，分会留给奶奶的;但奶奶也
不会吃，她通常会把苹果送给她最疼爱的小孙女——我;但我
也一定不会吃这个苹果，我会把它送给每天在街上卖报纸的
妈妈，因为妈妈每天在太阳下晒着，口渴的她一定需要这个
苹果;但妈妈也不会吃的，她一定会送给爸爸，因为爸爸进城
这一年来每天都在工地上干很累很累的活，却从没吃过苹果。

所以，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会得到一个苹果。’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可没人想到。在家庭面前，每个人都
把手里最珍贵的苹果传给下一个最需要的人，苹果在5口人的
手中传给下一个更需要的人，可是自己还会得到苹果。人们
用世俗的眼光看到的只是分到得苹果有多少，忽略的这5口人
本身的给予。它会把这个苹果、还有其他的物品继续传下去。

世界上最完美的也许是黄金分割线，但是在这种爱与爱的传
递面前，它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小女孩想到了我们没有想到
的事，这并不是我们想不到，而是钢铁城市的冷漠使得我们
没有想起身边的温暖。

我跟作者一样对小女孩的想法给了满分。可爱的小女孩所描
写5口人分到的不仅仅是苹果，她想到了亲情。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六

有句话说得好：“《智慧背囊》在肩，人生受益无限！《智
慧背囊》在手，创新作文不愁！”《智慧背囊》是我从小到
大最喜爱的读物！因为它里面的每一则小故事蕴含着深刻的
道理，每一段小经历浓缩了生命的真谛！

《上帝最好的礼物》这篇文章讲的是许多人都很困惑：为什
么上帝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上帝不惩罚坏人？后来一位神父
的话打开了大家的心扉：“上帝已经使你成为一个好人了，
这就是最高的奖赏，上帝已经使他成为坏蛋了就是最坏的惩
罚，你还需要上帝奖赏你什么？”是呀，如果上帝已经使你
成为一个有同情心，包容心和平常心的人，这就是对你的最
高奖赏。上帝可以给一些人物质、金钱、地位，但不会给他
这些宝贵的东西！

《三个忠告》这篇文章中告诉了我们三个忠告：第一，永远
不要走捷径，便捷而陌生的道路可能会要了你的命；第二，
永远不要对可能是坏事的事情好奇，否则也可能要了你的命；
第三，永远不要在仇恨和痛苦的时候做决定，否则你以后一



定会后悔。正是因为这三句话，那个年轻人才能顺利地回到
家！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三句忠告吧，在人生之路上，这三句
话会让我们变得更丰富和更有意义。

《放下石头》讲的是：有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在一位大
师的指导下明白，“放弃”是一种智慧。“年轻人”的聪明
在于他善于求教于大师，大师点到为止，“年轻人”茅塞顿
开。从这篇文章中我得到的启示是：“人要有所得必有所失，
只有学会放弃，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

诗人说：“一花一世界。”佛家曰：“一叶一菩提。”《智
慧背囊》，盛满的是人生的智慧，作文素材的宝藏。走进
《智慧背囊》，走进智慧的闪亮，走进心灵的清香，走进创
新作文的梦工场！请大家选择《智慧背囊》吧！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七

《中国人的教育智慧》是为全面挖掘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并
正确地汲取和借鉴我们祖先的家教财富所编写的。

作为老师，我们既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更要关注学生与赏识
学生。是呀，学生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
维与追求，他们比大人更希望得到他人的信任与赏识。没有
爱就没有赏识，没有赏识就没有教育。赏识可以改变甚至影
响人的一生。不是好孩子需要赏识，而是赏识使他们变得越
来越好；不是坏孩子需要抱怨，而是抱怨使他们变得越来越
坏。看了这么多的家训，让我真的感受到这些长辈对他们晚
辈的爱，而且言传身教，感情真挚，让我深深感到了他们对
晚辈那份深深的期待。 读了这么多家训，其中颜之推的家训
让我感受最为深刻。颜之推说，人们看到邻居或亲戚当中有
出人头地的人才，都要子弟钦慕崇尚而学习他，却不知道学
习古人的人生智慧，多么短视啊！世人只看见骑马披甲，长
枪强弓，就说我能成为将军；不知道当将军也要有上通天文，
下知地理，判断形势，明鉴兴亡的智慧才能。



只知道上传下达，收税敛财，就说我能成为宰相；不知道当
宰相也要有敬重奉事鬼神，移风易俗，调节天地阴阳，推荐
举用贤才等学识气度。只知道不贪腐，办事讲求效率，就说
我能治理百姓；不知道诚心待人，为人楷模，御民有术，止
风灭火，消灾兔难，化鸱为凤，变恶为善的种种道理与办法。
只知道捧着法典，早晨判的刑罚到晚上就赦免了，就说我能
够执法；不知道“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奸
露”，不必追问而案情能够明朗这样的聪明才智。推广到农
民、商人、工人、小贩，杂役、奴隶，钓鱼的.、杀猪卖肉的，
喂牛、养羊的，他们中都有杰出明达之人，可以作为老师和
榜样，广泛地向他们学习，没有不利于事业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学习前人的经验，旁人的
经验。处事虽然需要个体经验，但更需要知识；这知识就是
前人的人生经验与生活智慧。现代人过分重视机变技巧，乐
于重复建设式的亲自“发现”与个体的体验，忽略了前人的
经验与智慧的学习，因此常常是孤陋寡闻。作为我们应该看
到身边的榜样，更应该踏下心来多读读经典，他们的思想一
点也不落伍，反而比我们看的更透彻一些。所以读经典对我
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智慧。

智慧课堂听后感篇八

女儿小时候经常在我的故事声中入眠一直让我很有幸福感。
感觉很长时间没有给女儿讲故事了，想来不是不想讲，而是
以前积累的故事讲完了，不学习已经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拿
出来了。再则女儿认识的字多了，理解能力强了，可以自己
看书找乐趣了。不用再缠着我讲故事了，让我有种淡淡的失
落感。

不用讲故事了，我试着在书店给女儿找些她喜欢的书。故事
情节生动感人，富有哲理，充满力量，催人奋进而有适合小
学生口味的书籍。



女儿把学校主编的《智慧课程》给我看，书中以一个个小故
事汇编而成。主题 “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囊括万千，包罗
万象。书中的故事精彩动人，富有阅读乐趣，通过课后的问
答互动可以学到很多道理。很多的哲理性的知识将会为学生
的成长提供积极的意义。我笑着对女儿说，我们抱着大西瓜
不知道用来解渴还到处找水喝。

我的同学在三峡大学教书，他说一个月只上了一次课，但为
这一次课收集、整理，得准备二十多天。那么编辑一本书呢，
得花费编辑者多少心血呀。衷心感谢学校和参与编辑的老师
们。您们辛苦了！

每读完一本书都觉得感慨万千，真正要下笔写点东西的时候
却难以下笔。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是无时不刻需要更新
学习。每次陪着女儿学习时我都在想，其实女儿何尝不是也
在陪着我们。等他们再大一些不需要我们陪伴的时候，我是
不是会有“不用我讲故事”般的失落呢。

我和女儿差不多天天看这本《智慧课程》，我们经常对一些
观点进行讨论并交换观点。通过阅读讨论，我们各取所需，
她可能明白了在她思维逻辑下的道理，我也在书中找到了我
想要和需要的东西。

这种感觉真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