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理想青春读后感(实用9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一

看了《我理想中的教师》，对我触动很大，每一条就像一面
面镜子，我从镜子中看到了真实的自己。我问自己：我是理
想中的教师吗？每一面镜子都告诉着我同一个答案：当然不
是。

因为我欠缺的太多太多了。我最欠缺的是什么呢？我也终于
明白：是激情。这是理想的老师中的第一条，我的激情哪去
了呢？是谁偷走了我的激情？是自身的缺陷，生活的平凡，
岁月的消磨，青春的渐行渐远......我从这本书里找到了答
案：

“生活中的一些人为什么没有激情？因为他发现不了自己的
可爱之处和伟大之处。”是我也终于明白：是自卑偷走了我
的激情。我苦苦地寻找自己的优点，我的可爱之处到底在哪
呢？我虽不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但也对得起观众，还算
得上可爱吧。我在工作中呢？家庭中呢？虽称不上“上帝的
宠儿”，但也绝不是“命运的弃儿”，也许，我真的是可爱
的。“我是可爱的，”我大声对自己说。霎时，喜悦占据了
整个身心。“天生我材必有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应该有他存在的价值，他的舞台，就应该有他扮演的角色，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成为你自己，那就够了。

作为一个老师需要激情，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更需要激情，激
情是语文老师的法宝，这样才能去点燃学生的学习激情，课
堂激情洋溢，让学生对学习充满兴趣，这样的课必将是高效



课堂。

激情源于一个理想，一份信念。容颜可以老去，但心可以永
远年轻，只要我们的心不老，充满活力，充满童真，相信将
就会永在。做一个有激情的语文老师吧，激情地工作，激情
地生活，我们一定会收获生活的幸福，教育的幸福。做一个
有激情的老师吧，让激情在我们的教育生涯中燃烧。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二

有效教学框架是新教育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的第一重境界，
掌握有效教学框架，能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更扎实、有效，更
有生命活力。

新教育的三类目标不同于新课程理论的三维目标。两者是从
不同的层面，提出的不同概念。新课程三维目标强调了目标
的整体性、统一性，而新教育理想课堂的三类目标，则强调
了教学目标的分解、细化，强调了每一个目标的独特性，能
更好的落实。

在《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一书中，点击最高的词是“知
识”——发掘知识的内在魅力；重现探索知识的神奇过程；
知识、生活与生命共鸣。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
一书中也强调让知识活起来，而不是变成不能移动的重
物。——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候不得不碰上这样一种事实：
学生在学习，在掌握知识，然而在实质上却没有精神生活。
我的理解是，知识不是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窄化为认知层面。

一个好的教师需带领学生去实实在在地亲历习得知识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有感动，有心动，有顿悟，有思辨，有挑战，有
困惑。这一切，缘于教师高度的专业自觉、深厚的专业素养
及高超的专业能力。反思自已的学习经历，很少有积极的精
神活动，常常是机械地记忆理解。于是，很多的知识成为无
用的货物，直至渐渐遗忘。现在很多学生都在逼着学，逼着



掌握那些知识，再强咽那些知识。其实，知识都是有它的魅
力的，都会勾起学生的兴趣。唯有让知识的求得成为一个探
索奥秘的神奇过程，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干老师还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课堂不仅实现了知识的复
现，而且也实现了人的复活——学生与教师生命的复活。即
理想课堂的第三重境界：知识、社会生活与师生生命的深刻
共鸣。

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虽不易达到，虽要经历“漫长的，甚至
刻苦的渐修”，但这片绝美的风景，这至上的课堂境界，值
得我们用一生的努力去追寻！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三

《理想的风筝》是一篇让我觉得很好的作品，这一篇的文章
的作者不是苏叔阳而是舞墨狼，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作
者，不过，当读了他的文章后，我就被他的故事深深地吸引
住了，他文章中优美的文字，一下子进入了我的眼眶。让我
读了一遍又一遍，好像读不腻似的。

其实，这一篇文章，在我感觉中，是作者的理想，一开始是
像爱迪生一样的大发明家，可是，自己发明东西被父母无情
的毁掉了。第二次是想当军人，因为作者的爸爸当过兵，所
以在作者的记忆中的故事里，关于军营生活的故事数不胜数，
严谨的作风，过硬的素质，还可以保卫祖国和人民，多么光
荣而伟大的事业，军人成了我的一大理想。可是，作者因为
近视带上了眼镜，带个眼镜怎么能瞄枪打敌人呢?第三次是当
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写上一两篇文章，令作者最兴奋的是
投出去的一篇稿子居然在市里的日报上发表了，当时作者高
兴的一夜没有睡好觉，想不到自己的作品还真有人认可。可
是，又因为高考成绩而放弃了。不知不觉，作者最终还是成
为了一名散文家。这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称号。



在生活中，也会有像作者一样的人。当时，想要长大后成为
一名宇航员，可以在无限的宇宙中翱翔，可以探索宇宙的奥
秘，可是，因为视力的下降而放弃了这个理想。有时也想当
一名研究电脑的，可是，看见电脑，碰上键盘和鼠标，就好
像中了什么魔法，只是想要玩游戏。所以，有放弃了。就这
样反反复复的打击这我的心灵。

失败是成功之母，作者的失败其实没有让他全部放弃，他最
终还是成为了在文学史上很伟大的人，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
的，不过，我觉得，只要写的好就会是一个好的作家，舞墨
狼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作者不应该如此轻言放弃，应该坚持下去，因
为坚持就是胜利，只要我们的毅力够强，成功会出现在我们
的眼前，我们会把成功牢牢拴在我们的手中!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四

天上繁星点点，代表着每一个人。那闪烁的光，代表人生路
途，是理想赐予他发光的力量，是乐观给予他重新发光的动
力。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只载着理想放飞于广阔蓝天的风筝。
文中的刘老师，虽然身残，但志不残。他抱着对生活的爱与
追求，抱着乐观开朗的性格，一天又一天地活下去，永远展
示生命的顽强。

生活虽然是残酷的，可路是人走出来的。穷途未必是绝路，
绝处也可逢生。就如文中张海迪姐姐吧!

5岁的时候，她因患脊髓血管瘤造成高位截瘫。在残酷的命运
面前，她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斗
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
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



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
研究生的课程。她怀着“活着就要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益的
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

对照而看，我们个个都是四肢健全的人，却不懂珍惜自己的
生命，父母只是说一两句，就要生就要死，承受不起生活中
的波浪，没有那种对待任何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的精神，在
风波面前抬不起头，接受不了生活中的考验。

书中很明白地说明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
而勇敢开拓，无私奉献，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高高地飞起，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放飞理想的风筝!去迎接美好的每一天!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五

谈无眠夜的知在十一国庆长假期间我偶读一文《鸟儿中的理
想主义》。虽说是偶读，但是这篇文章却与我结下了不解之
缘。好吧！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吧！

书中一共讲了三种鸟面对厄运的不同态度。他们分别是：

第一种鸟：不幸被捕获，刚入囚笼都是拼命扑翼。难以接受
现实场景。一段时间后，便慢慢地静了下来，对于主人的喂
食也都亲近了，慢慢的靠近了食盘渐渐的用一种怡然的姿态
享用。“这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鸟!”

第二种鸟：不同于第一种鸟，行为，态度与第一种鸟完全相
反。初入回笼，一样扑翼挣扎、惊恐的，焦灼不安的，企图
逃离厄运的，拒绝承认现实的，由于主人対此毫不在乎，面
对主人的漠视，他们却与主人打起了“冷战”对主人给的小
碗小碟水米，满不在乎看也不看一眼，他们心中只有绝望，
只求速死。“他们是一种适应力极差的鸟，这大抵是鸟类中
的古典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



第三种鸟：初进鸟笼，与前两者无异，但是日后的行为却极
为反常，主动进食，并且在吃饱喝足后，能够主动站在鸟笼
底眼睛闭上一会儿。然后扑翼，几乎一垂直路线，升到鸟笼
后被鸟笼撞倒然后又在四周盘旋。“虽然这样很不洒脱，很
不悦目，但他毕竟在飞，尽可能地保持飞翔的本能！”

想到这里，我只想更大家说：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只要我们
坚持初衷那么宿命或与有所改变！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六

朱永新老师的《我的教育理想》从十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
想教育，分别是：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教师、理想的校长、
理想的学生、理想的父母、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理想
的体育、理想的美育、理想的劳动技术教育，用远大的教育
理念深入探寻未来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精辟的语言
勾画了21世纪教育理想的灿烂和辉煌，阐述教育的伟大使命
和责任，使人们对未来的教育充满信心。细心品味作者的教
育理念，尤其是上篇使我感触很深，我不由得按着书中理想
教师的“标准”去叩问自已：我是不是一个理想的教师？我
是不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充实自我的教师？我是不是一个
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而且使我对未来的教育有
了进一步的认识。

书中朱教授把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相结合，他认为理想是对
现实的超越与提升，理想不能脱离现实，要使理想最终变为
现实，就要洞察现实、把握现实。《理想》一书的指导思想，
是作者在通过对中国现阶段教育现状的剖析和对中国教育现
实深入考察后提取出自己的教育理想观，为中国的教育发展
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譬如：作者对心目中的理想
学校、理想教师、理想校长、理想学生、理想父母的描述，
就是作者通过共性与个性交融、优点与缺弊共存的教育现实，
来揭示现代化教育过程中学校、教师、校长、学生、父母应
具有的基本规范、精神或素质，从而将作者的学校观、教师



观、学生观、父母观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切近实际教育又
不失前景指向的研究思路，既能使人感悟到目前教育现实中
存在的种种流弊与矛盾，又能使人从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基本
思想或方法，读后使人油然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要做一名理想的教育者，首先要成为一名读书型教师。教育
是一种“学习”的职业，作为从事这个职业的教师，不应当
仅仅是教学生学习，而必须同时注重自身的学习。一个教人
学习的人，自己却不爱学习，是难以取信于人的。学习是教
师维持其职业生命连续性的重要手段，是教师实现其职业生
命价值升华的必要通道。其实，在整个社会正在倡导和践行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理念的今天，作为教师更应该率先接受
终身教育和坚持终身学习。这是因为，“今天，世界整体上
的演变如此迅速，以致教师和大部分其他职业的人员不得不
接受这一事实，即他们的入门培训对他们的余生来说是不够
用的：他们必须在整个生存期间更新和改进自己的知识和技
术。”古诗有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
习是不可忽视的“源头活水”，只有多学，持续地学，才能
更新观念，才能用新鲜的血夜来武装我们的头脑。再
说，“书是随时在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要的
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愿，重复这个顾问的次数。”我
们为何不好好利用这个顾问呢？教师的学习应当是持续的学
习。只有持续的学习，才能赢得教师的持续发展。学习要有
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会有任何长进的。要制定一
个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坚持
根据计划的要求将之落到实处。持之以恒，才能离我们的目
标越来越近。

文档为doc格式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七

读了小驴儿的理想这篇文章,我懂地了不能光说不做.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一头光说不做的小驴儿,他叙述 了这样
的一件寓言故事:一头小驴儿,梦想着盖一件十分大的房子.可
许多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做它想象中的房子.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不能光说不做,否则会一事无成.

还有一次,妈妈给我定了学习计划,可一下子又遵守不了了。
特别是练字时,说好一天练四页,可直到今天,我才练到12页呢,
每次都是三分钟热度,没有毅力,坚持不了,我很爱玩,一玩起
来,我就把所有事情抛之脑后了.

我今天读了小驴儿的理想这篇文章,我一定要作到说到作到.
不说大话,不能光说不做,直至今天,我才深刻理解了"光说不
做假把式"这句话.

愿天下的'"小驴儿"们醒悟过来吧!不要掉进光说不做的陷阱
了.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八

读完《理想丰满》这本书后感触颇深，什么是好书？这是众
多年轻人迷惑但是苦于不能解答的难题。我认为，从情节上
看，一本书讲述的.东西能够颤抖内心、引发共鸣，书中讲述
的我们平时不关注的话题，能够引人入胜、提起兴趣，书中
提到的我们感兴趣的，能够拍案叫好、“相见恨晚”，这就
可以作为评判书好与否的重要标准。从内容上看，看书犹如
游览风景名胜，地理学家、环境学家与社会大众的观察角度、
欣赏重点自然不尽相同，甚至尽不相同。

看书看门道，不是看热闹，终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读书不
能盲目烂读、走马观花也是这个道理。能从书山里挖掘出所
需资源，这也是好书的好处所在。

作为法院干警，读这本书就牵扯到学什么的问题，企业发展、
城市规划是平时不关注的话题，冯仑的写作水平固然能让我



们提起兴趣，增长知识，但对于我们干事创业没有直接的推
动作用。而理想与现实的问题，书中虽无专门版块陈述，却
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是我们真正要从这本书中挖掘的重
点资源。

理想青春读后感篇九

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一艘船舶，而生活则好
比是一片茫茫的大海，当我们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上，眼前一
片迷茫。因为没了理想，就仿佛徘徊在海中央，找不到方
向……人生，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就是那么一条路，一条坎
坷曲折漫长无尽的路，而每当我们茫然地走在十字路口，却
不知向哪走，只因为我们的心中却少了那份不可抛弃的理想！

没有了理想，便没了希望，没了目标，没了目标，也就没了
前进的方向，只能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碌碌终生。其实，
一个有理想的人，就不会有空虚的时间用来荒废，作者流沙
河，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曾屡次"碰壁"，也曾多次遭受不
公正的待遇，在种种原因的迫使下，流沙河被迫停止了他的
写作生活。

但流沙河并没有放弃他所爱的，理想之花也尽管暂时被无情
地摧残了，可那份信念，那份执着，依然支持着他，因为理
想已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深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