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小小探索家读后感 星空探索家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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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培养小小探索家读后感篇一

我们等候着青春，却错过了彼此……但我永远会记得，那年
夏天，最灿烂、最寂寞的星空。我总爱幻想，幻想着一段梦
幻、幸福的青春。睁开双眼，青春时光已悄悄飞逝，以逝去
的青春之名。

“当你抬头望着星空，世界变得好大，好大……”就像幸福
一样，十三岁的小美想要留住幸福，于是一遍遍地拼凑着梵
高的那幅《星空》。小美是个安静的孩子，在班里很少说话，
直到转来了一个安静的男孩小杰。

走过春天，夏至又至。爷爷的离世，父母的离婚，小杰的`即
将远去，小美好想念那片星空，那片寂寞的星空。

“你想要看星空吗?”两个少年坐上离开城市的火车进入深山，
一起逃离，一起淋雨，一起偷笑，一起度过，静静地成
长。“我们会死吗?别人不会说我们殉情吧。”也曾有过害怕，
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无惧，因为有小美，有小杰。

当来到爷爷的小屋前时，小美打开门独自走了进去，而小杰
留在了门外。这间破旧的小屋埋藏了小美多少关于成长的记
忆，看着桌上摆放着的玩具，小美的泪落了，只是为了怀念
的岁月，她怀念和爷爷一起躺在船里看星空的场景。



雾还没散，星空会出现吗?当小美看见小杰慢慢变成一块块拼
图散落一地，接着又是爸爸妈妈分开的双手，最后是爷爷的
拥抱，一切都成为了虚幻。画面回到医院里，小美躺在病床
上，而小杰却不见了。小杰去哪里了呢?没人知道。或许是走
向了小美逝去的青春里。

九百九十九块，星空拼图的最后一块，小美却怎么也找不到。
直到十六岁那年，她收到了一封信，里面装着那一块丢失的
拼图。会是小杰寄来的吗?我们不知道。当那幅《星空》拼凑
完整，小美的生活也静静地平静了，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拼图并不完整，缺少的就好像丢失在我们青春的记忆里，灿
烂而又寂寞。而《星空》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那种苦涩的成
长―――等候着青春，却错过了彼此。有成长的地方就会有
星空。我们拾起那一段青春岁月，捧在手心静静地回忆，脸
上或是微笑，或是悲伤，惟独不变的是岁月已经离去的苦涩。

紧闭双眼，我拥有最灿烂的星空。睁开双眼，我看见最寂寞
的微光。

培养小小探索家读后感篇二

毕淑敏的《星空下的灵魂》能给人一种身心放松的机会，为
在孤独的道路上寻找梦想与自我的人提供温暖的火种。

书的内容共为十一个主题，分别是：“自由、美、放下、爱、
快感、大我、潜意识、入世、苦难、坚守、开悟”，这每一
个主题对于个人和整个人类来说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
有必要在人生旅途上觅得属于自己的答案。书里只是表达了
毕老师个人的观点，做为一个一路走来，又已走了很远，走
的很认真的人生旅者来说，她的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实有力的，
当然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但跌倒的痛苦若会转化为思痛的力
量，也是一种前进。这就是人生道路的特点，它不会像身体
受到脚和腿的物理限制，心灵的伤只要自己敢正视，敢接纳，



敢忘记，就没有人可以阻挡灵魂的稳健向前，这也是为什么
现实中“身残志可坚”的原因，苦难的大小以及是否可以跨
越，全是自己做主的。有些人会说：真的很痛，真的无法忘
记，真的无法不恨，如果你敢往根上寻觅原因，就会发现这
大多是自怜的结果，我们太多于心疼自己，有太多的放不下
与舍不得。

生命的常态，其实就是平稳和深邃，还有暗流。在最深刻的
层面，我们不单与别人是分离的，而且与世界也是分离的，
兀自踟蹰前行。每个人的生命中必定下雨，就像坏天气也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某些日子势必黑暗又荒凉，就像你不可能
总是吃细粮，那样你就会得大肠癌，你一定要吃粗纤维。坏
天气、悲剧、死亡、生病，都是生命中的粗纤维，我们只有
安然接纳。心中没有希望，到哪里都不是理想的抛锚地。而
只要生命还在，希望就能萌生。

生命的每一步都带着人们向死亡之境跌落。不要存在幻想，
这才让你比较持久稳定，安然地居住在孤独之中。

读毕淑敏的书，如《沙漠游戏》、《我很重要》我们的心灵
总能找到一种宁静，一种安详，又好像找到了一种归宿。她
的语言，她的思想深度，她的每一句话都富含哲理，在让人
享受优美文字的同时又获得了心灵养料。每次心不静的时候
读读毕淑敏都能让我的心归于宁静，她不仅是身体上的医生，
更是心灵的医者。

培养小小探索家读后感篇三

窗外的风景，手里的书本，淡淡的书香，这一切浸入我倦乏
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青春呀，童年呀，这是一本打开就
合不上的书，里面的故事流光溢彩，韵味总是耐人细细品味。

童年不仅是巴尔扎克的童年原是一生最美妙的阶段，那时的
孩子是一朵花，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篇朦朦胧胧的聪明，一



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烈的欲望，还是冰心的童年是梦
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月光下，月色静美柔谧，有树叶的沙沙声，有万家那点点灯
火，还有点点灯火下的`回忆……这一切，就像闪电一般在我
的脑海里一闪而过，让我想起了黄蓓佳的笔下的《星空下的
童年》。

黄蓓佳，江苏人，主要代表作有《我要做个好孩子》《今天
我是升旗手》《童眸》等等，她的作品曾获过儿童文学奖等
诸多奖项。让我沉迷的是她的《星空下的童年》，故事里有
许多有趣、多愁善感的故事。其中《月光》让我尤为深刻。
主人公祥儿有一位当博士的舅舅，因为舅舅，舅舅的姐姐一
再失去，失去了阿婆，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失去了前途无量
的工作……但又因为舅舅，舅舅的姐姐有了一份体面、轻松
的工作。可是，之前失去了便不再回来。文章中字里行间透
露出的忧愁、难过的情绪深深印在我的心里、脑海久久无法
散去。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得到了许多但同时也失去了
许多。每每去姥姥家，姥姥见到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热
情地迎接我，总是忙活地煮好吃的给我，我们几个表姐妹们
更是凑在一起玩得忘乎所以，可爱的小狗小白总是奔奔跳跳
地摇着尾巴向我跑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我返校读书时都戛
然而止，虽然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聚，但这些回忆都让我回
味无穷。

合上书，掩卷长思：童年是记忆里的万花筒，是回忆里的调
味瓶，是沙滩上的五彩贝壳，童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幸福的、童年也是
天真无邪的，但是童年的时光却是最难忘的。我忍不住想回
到童年，再次领略童年的真善美。



培养小小探索家读后感篇四

工作之余，继续拜读了裘迪、哈里斯、赫尔姆与丽莲、凯兹的
《小小探索家——幼儿教育中的项目课程教学》一书，深受
启发。平时我们开展主题前了解幼儿已有经验，通常采用谈
话，与个别幼儿聊聊。书中提及如将幼儿所知道的内容以各
种方式呈现出来，有助于他们讨论共同知识基础，并且帮助
他们发展出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词汇。这些方法在我们开展活
动时也可借鉴，现与大家分享几种方法。

1、列出清单。在班中讨论时列出幼儿对主题所知道的内容的
清单，当老师将幼儿的讨论写在纸张上时，他们会看到以书
写方式呈现出来的幼儿的话语及概念的对应词。

2、网络图。网络图以图示的方式呈现幼儿的讨论或问题之间
的关系，与清单相比，网络图中的各种项目都是通过某个中
心想法向四方扩散的。与幼儿一起画网络图的关键在于：是
否已经花费足够的时间获得预备知识，并帮助他们建立相关
的词汇，以利于其与主题的互动与对主题的思考。

3、扮演游戏。幼儿通常通过扮演游戏表现出他们所知道的`
内容。教师可以提供与主题相关的道具，放置在生活区或扮
演角。当幼儿运用道具扮演角色时，他们表现出对此主题的
深入了解，也理解有关主题中大人的角色。

4、绘画。绘画能帮助幼儿专注于自己的想法，也能让教师洞
察他们对于某个主题的概念掌握的程度。

5、建构物。从幼儿所搭的建筑物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了解了
什么。通常幼儿会在搭建积木时，表现出他们的兴趣以及最
初的知识，并及时增加些与主题相关的物品，鼓励幼儿的探
索行为。



培养小小探索家读后感篇五

我喜欢星空，虽然在深圳看不到满天繁星的样子，但幸运的
是每年放寒暑假我都有机会去姥姥家，姥姥家在内蒙古，那
里几天每个夜晚都能看到满天繁星，星星闪闪发光像宝石，
数量多的'数不过来，躺在院子里，仰望天空，好像自己被星
星包围着。对我来说，星空一直就是一个谜，比如说星星为
什么会发光？流星是怎么形成的？金星、木星、土星等有什
么特点？除了太阳系之外，还会有其它的星系存在吗？是否
还可以找到“另一个地球”？这些问题都是我一直想要了解
的，今天，我在南山书城里，用查书系统搜到《星空探索
家》，并在书城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找到了这本书，认真读起
来。

书中不但向介绍了星空知识、奥秘以及来历。它还告诉了我
们以前的人们是怎么看星空知道时间的，后来又是怎么一步
步改进的。金星最像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不但大小相
近，而且成分相似，但它是缺水的荒漠，温度高达482度，生
命在金星上面根本无法存活。木星在轨道上离地球最近，而
且从太阳的位置看，木星在地球的对面，还有四颗卫星在围
着它转。太阳的威力来自于她的质量，她的核心受到挤压而
使原子聚到一起发生核聚变反应，所以太阳才会为我们人类
提供光和热。

我太喜欢这本书，我希望以后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能像神九
飞船里的叔叔阿姨一样，登上太空，探索星空更多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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