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莫娣读后感(模板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
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莫娣读后感篇一

人类对于自身的起源总在不断地探求，不断地寻觅，这种热
情和执著一代又一代从未熄灭。那里有某种神秘的呼唤，某
种与血脉相连的情愫。

于是《莫高窟》写进了教材。那是历史在某一个瞬间遗留在
丝绸之路上的一颗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那彩塑、那壁画，
无不凝聚祖先血液中某种殷红的期盼，那飞天的舞姿如此神
奇，那美丽而迷离的眼神永远闪烁在那个混沌的、只有浪漫
的想象的岁月，那是祖先对人类文明的理解、渴求还是某种
含糊的解释;那微笑的神灵呀，只有我们——华夏民族的后裔
才能在烟尘中读懂，因理解而膜拜。于是才有了今天演绎的
敦煌舞曲，才有了一本又一本读来让你性灵澄明的敦煌故事，
那里有向往，有抗争，有血有泪有叹息，也有微笑!

“莫高窟保存着两千多尊彩塑。彩塑个性鲜明，神态各异。
有慈眉善目的菩萨，有威风凛凛的天王，还有强壮勇猛的力
士。有一尊卧佛长达16米，他侧身卧着，眼睛微闭，神态安
详。看到这一尊尊惟妙惟肖的彩塑，游人无不啧啧赞叹。

莫高窟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
瑰丽的壁画。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记录佛教故事的，有
描绘神佛形象的，有反映民间生活的，还有描摹自然风光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成百上千的飞天。壁画上的飞天，
有的臂挎花篮，采摘鲜花;有的怀抱琵琶，轻拨银弦;有的倒



悬身子，自天而降;有的彩带飘拂，漫天遨游;有的舒展双臂，
翩翩起舞……看着这些精美的壁画，就像是走进了灿烂辉煌
的艺术殿堂。 ”

这是课文中的两个介绍彩塑和壁画的段落。尽管这种穿透历
史的仰望有些吃力，但是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有效的补
充完全可以缩短仰望的距离。可以展示莫高窟的彩塑、壁画，
特别是美仑美奂的飞天，并配以优美的音乐，给学生以强烈
的视听享受，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可以收集大量的资料，
如彩塑、壁画丰富的图片和《藏经洞发现与敦煌遗书流散》
等补充阅读材料，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帮助理解课文内容。

让他们再写写阅读的感受，再补充一些历史文化的文本阅读。
这些都做过后，心里仍然不够踏实。走在濠河桥畔，侧目望
去——南通博物馆群落。

她真实记录着南通悠久的历史文化，生动展现着南通建设的
丰硕成果;堪称融人文和科学于一体的故乡史诗，集气质与风
韵于一身的城市画卷;是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是积淀丰厚的
教育资源，更是广阔生动的文化课堂。

家乡的记忆!和丝路花雨一样的记忆!

当学生真正走进博物馆时，似乎已经熟睡的历史文化顷刻间
在学生凝视的目光中激动地醒来，在这鲜活的阅读方式中，
城市的记忆一次又一次被打开，并得以如此明亮地被继承和
延续，记忆就不仅仅只是记忆了。一旦静默的建筑和凝滞的
文明碎片被温柔地触摸和理解时，历史的血脉和现代乃至未
来便被畅快地联结起来。

俯察家乡热土，沉淀历史记忆，接受文化熏陶。孩子们在凝
望、触摸、捡拾、体验中继承着优秀的历史文明，在浸润和
濡染中培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这是教育
的责任，也是语文的责任。



莫娣读后感篇二

今天，妈妈看我没有事，就领我去书店看书，《莫泊桑拜师》
这本吸引了我。下面，就让我帮你讲讲吧!

《莫泊桑拜师》的主要内容是：

这篇文章写了莫泊桑通过拜师学艺，遵从师教，不懈努力，
终于成为闻名于世的伟大作家的故事。其中有一点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一﹑从古代今，哪一位伟人都是经过刻苦的努力，居里夫人
的生活条件那么差 ，可她依然在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
作，终于在沥青渣中提取镭元素。

我们要学习莫泊桑的精神—奋勇向前。

我被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故事吸引住了。

初学写作的莫泊桑总是写不好文章，他的老师福楼拜就让莫
泊桑观察门口的马车。当莫泊桑一无所获时，福楼拜为其指
点迷津，于是莫泊桑更加仔细观察，用心揣摩，并积累了许
多素材，终于写出了不少享誉世界的名誉。

我读完了这篇文章之后，心潮起伏。我想呀，平常的我总是
埋怨没有题材写，可莫泊桑居然从一辆辆马车中发现那么多。
他看出富丽堂皇的马车与装饰简陋的马车的区别，他发现了
烈日炎炎下和狂风暴雨中马车的不同;他观察到赶车主人的表
情变化，可谓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可我呢，世界天天在
变化，社会天天在发展，新人新事新科技层出不穷，我居然
什么也没发现。

我想呀，平时的我总是写一些老掉牙的东西，而莫伯桑却能
在一颗绿树上有很多新发现，真佩服他那惊人的观察力。世



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可我只能大概地描述;天下没
有两株相同的稻草，可我却只能粗略地观察。

我继续想呀，想呀，难道莫泊桑有特异功能吗?不!苹果从树
上落下司空见惯，但为什么牛顿悟出了“万有引力”?记得有
人说过：“土地需要辛勤耕耘，知识需要反复探索。”

观察好比是人的“三只眼睛”，以后我也要装上它。用第三
只眼睛看世界，成为文学大海中的“孙悟空”。

莫娣读后感篇三

莫高窟的存在价值?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不能够做出资深的回
答的。也许，莫高窟是历史、宗教、道德与美的结合吧!是活
了一千年的生命!也许这就是莫高窟存在的价值......

“色流”在文章后的解释中他就是一个很生动形象的词。然
而，在本文作者的眼里“色流”不仅仅是一个词而是不同的
朝代在莫高窟中的演绎。

北魏时期的色流“青褐浑厚、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
大家都知道北方人一般都高大威猛。古代多战争，在这般文
化孕育之下的儿女作的画自然多了一分强悍，少了一分温柔。

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的色流却跟北魏大不相同了。战乱少了，
天下有了一定的太平，文人、才子一一涌现，人们不在满足
于过去的粗布衣服，毫无生气。于是“衣服和图案都变的华
丽”那这时的色流当然就是“开始畅快柔美”了。

唐朝盛世，盛世唐朝。他比北魏少了些凶悍，多了些文雅。
但是，又不缺豪迈。比隋朝少了些温柔，多了些激情，但是
又不乏华丽。宫中歌舞升平，朝廷官员其乐融融;街上 喜气
洋洋，天下百姓载笑载言;山间豪气升天，文人才子赋诗连连。
在这样一个盛世，色流当然是“猛的一下涡旋卷涌”。



唐代已成为过去，五代已经到来，他已没有唐代的雄风，而
是变得温柔了。于是“精细”成了这个时代的色流。

色流中没有了红色，想必是到了元代了。

色流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的写照。

作者能够如此仔细的观赏莫高窟，从着一方水土中看出一千
年的生命来;看出莫高窟存在的价值来，这实在是令人惊叹呀，
想一想自己游览名胜古迹时马马虎虎，匆匆而过的情景真是
惭愧呀!只有用动情的眼光，真挚的心才能够看得明明白白!

莫娣读后感篇四

我终于缓慢的践行着信誓旦旦的诺言，躺在床上看书.尽管还
是心猿意马的眼神飘忽不定，忽而扫一眼电脑，忽而瞄一眼
电视，但毕竟算是潜下心了，我说，我手里捧着的毕竟不是
鼠标，也不是电视的遥控器。我暗喜自己可以的，真的可以
的，就这样吧!我手里捧着的是书，一本还发散着墨香的书。

秦时的明月，汉时的风。读着余翁的《莫高窟》，却又起这
样一句似曾相识的话，是在哪里看见过?却又累积在我层层叠
叠的记忆深处，如今被触动某根神经方被想起。记忆这种东
西，就像是冬眠的动物，不去触碰它，是绝然不会蠕动的。

莫高窟，那处大漠深处的荒凉，总是让我想起漫天弥漫的黄
沙，一种粗犷，一份悲凉，还有一种向往!我想起王维的“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李贺的“大漠沙如雪，燕山
月似钩”，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人的灵感无处不在，也
许那样的一种空灵更适合写作的吧，我又想起了那个才女
子“三毛”《撒哈拉的故事》，我也终于随着作者的文字，
神游了沙漠，神游了莫高!

泡上些许的绿茶，看着茶叶在杯中缓缓沉浮并逐渐伸展开来，



水的颜色慢慢变得色泽明显 ，空气里弥漫着淡然的清香，手
里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茗，那是我向往的情景，读书便不再是
读书了，而是了一种意境，一种享受!今天我决定享受这样的
意境，尽管有附庸风雅之嫌，我还是想风雅一回。

《莫高窟》有这样一段描写：一路上都看见鼻子冻得通红的
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连声的喊着：“莫高!
莫高!”声音圆润，如呼亲人。我的眼前便真的活灵活现的出
现了几个金发碧眼老外的形象，我折服于余翁文字的功力。

莫高我是没去过的，不过却想起前年初春时候“清东陵”之
行。得知我有时间去，朋友便早早做了安排，只是天公不太
作美，天气有些的阴冷，还飘起了星星点点的雪花，景区很
大方圆几十公里，几乎看不见什么游人，我们车开的很慢，
当地的朋友介绍沿途景点的由来，间歇偶有车超过我
们“嗖”的便远去了，当那条12公尺宽，六公里长的神道，
出现我眼前时，几个外国人也进入了我的视线，他们背着厚
重旅行包，手里捧着单反的相机，蹒跚着行进在神道上，似
乎并不觉得外面的寒冷，他们一脸的真诚，让我想起“布达
拉宫”虔诚的朝拜者，就差一步一叩首了。

当我们匆匆的拍了一些照片，好作为到此一游的

证明出来的时候，那几个外国人才刚刚走到陵区的门口，比
起我们的走马观花他们真的虔诚许多。

我们的历史究竟还有多少人真的愿意了解?我们的文化究竟还
有多少人传承?我们还有多少人真的愿意静下心来读书。

这个浮躁的社会!浮躁的生活!浮躁的心灵!浮躁的人!我们还
要浮躁多久?



莫娣读后感篇五

不久进来的是都德，他浓密的卷发和胡须非常有特点。讲话
时的略带夸张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他南方人的身份，而具有南
方风味的讽刺口吻下的关于巴黎的话题似乎更吸引人的注意。
在都德之后进来的左拉则完全是另一种气质。他更喜欢细心
地倾听别人说话，讨论时不慌不忙，声音温和而平静。左拉的
“头十分像古时意大利版画中人物的头颅一样，虽然不漂亮，
但表现出他的聪慧坚强的性格”。而他的微笑则是让人感到
有些嘲讽的味道。

渐渐地房间里边挤满了人。这个时候作者的目光聚集到了主
人身上：福楼拜不停地和人交谈着，他充满智慧的言谈让人
不由得侧耳倾听。而和别人对话似乎能够激起他无尽的灵感
和热情。终于客人渐渐离去，这个星期天也结束了。

在这短片中，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有一个肖像的特写，但决
不让人觉得烦腻，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他们不但长相各有特色，而且面貌背后的气质也都各不相同。
作者着力雕琢出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就好像给读者看一幅幅
风格迥异的画一样。记叙的过程也是主次分明的。作者并没
有记下所有来访的客人，而是选择了屠格涅夫、都德、左拉
这三个“名士”。主次分明的描写不但节省了笔墨，而且重
点突出，留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而不是让人厌烦的。.

莫泊桑不愧是运用语言的大师。短短的一篇文章包含了丰富
的内容，四位名作家的形象与性格特征在这些声态并作的叙
述、描写与议论中展露无遗。

别人对话似乎能够激起他无尽的灵感和热情。终于客人渐渐
离去，这个星期天也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