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读后感教材分析(大全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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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读后感教材分析篇一

第一次读《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我回味无穷，趁着这次
假期，我又去了书店，买了新版的。

总之，《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很具有趣味性的书，每一篇
文章都让我明白一个小知识，让我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它
分为：“生活常识”，“动物世界”，“植物王国”，“人
体奥秘”这四大版块，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而让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生活常识”这一版块，虽说是常识，
但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趣味知识，让比较骄傲的我知道了人还
要不断学习。

而在”植物王国“一课中，又让我了解了那些植物——我平
时都不太去查有关植物类的问题，可这本书的趣味介绍法，
让我喜欢了植物！

还有动物，你知道打蛇为什么要打七寸吗？因为蛇的心脏就
在它身长七寸的地方，心脏不动了，蛇自然就死了，这个知
识是我从书中知道的。

《十万个人什么》就像磁铁一般把我深深地吸引住，并然我
沉浸在书的'海洋中，最重要的是，它让我立下决心，成为一
个对世界有用的人！



写读后感教材分析篇二

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叙利奥的家很贫困，父亲为了维持家人
的生活，夜里为别人抄写签条。叙利奥非常心疼父亲，就利
用晚上12点爸爸睡着以后的时间，偷偷地抄写签条。父亲不
知情，反而责骂他。一天晚上，父亲看到是儿子在抄写签条
时，真是悔恨交集。就这样，他们的父子之情更深了。

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宽广博大的。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这样一
句话：“一个人爱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爱，那么这个人是最
幸福的。”难道不是吗？叙利奥为了爱父亲，竟忍受委屈。
他把一切深埋在心底，因为他爱他的父亲，他也知道父亲也
是爱他的。

课文并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词语去修饰，但文章的字字句句都
饱含着深深的情意，让人感受至深，有时甚至热泪盖眶。

当父亲知道叙利奥是为了让他减少点压力，每天晚上偷偷抄
写签条，4个月竞没睡过一宿好觉时。他被深深震动了。他抚
摸着儿子的头，呜咽说：“孩子，是爸爸对不起你。”他是
那么的懊悔，因为几个月来，他竞对儿子用了那种冷漠的态
度。可叙利奥没有一句怨言，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父亲。
读到这里，纵然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

谁都知道。当一个人失去那个深深爱他的人以后，将是什么
样的滋味。当叙利奥听到父亲说不再管他的时候，心里真是
好难过啊！可他却不把真情告诉父亲，因为他太爱父亲了，
他愿意为父亲分担些劳累，可以说他把自己那质朴纯真的爱
全部奉献给了父亲。爱，平常我们说得很随便，可在叙利奥
与父亲之问、这“爱”一字值千金啊！

读这篇课文最大的感受，就是使我懂得了一种世界上最伟大
的爱——父子之间那宽厚的爱。在这里，我要告诉天下的父
亲们、儿子们，请你们珍惜这伟大的爱吧！它比山高，比海



深，用什么也代替不了！

写读后感教材分析篇三

2．要选好“感”的触发点。触发点就是原文中使你最感动的
内容或思想。只有选好“感”的触发点，写出的作文才有重
点。读后感不是简单复述原文的观点，而是在引文的触发下，
说出自己的感想。在一篇读后感中，触发点不能太多，最好
抓住一点把你的感想说深、说透。

3．要联系实际，深入挖掘。读后感一定要联系实际，联系实
际才能使文章内容有针对性，使文章有血有肉；在内容上深
入挖掘，才能使文章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由表及里，增强表
达效果。

写读后感教材分析篇四

读着城南旧事，我仿佛进入童话世界，看着英子在城南度过
的童年，它们就像是一股细流，静静的渗入到我的脑海中，
缓缓地骆驼队、惠安馆、胡同的井、闹市僻巷、草垛子、这
些地方所浮现出的人物：冬阳下的骆驼队，井边的小伙伴妞
儿，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躲在草垛里的小偷，斜着嘴笑
的兰姨娘，不理“我们”的德先叔，和“我”朝夕相伴的宋
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爸爸都与“我”建立下了深厚的
感情，但是他们都随着岁月消失了，童年时的每时每秒都是
一个人重要的段落。

相比之下，虽然我的童年过的无忧无虑，但是英子的童年却
过得十分精彩。她的童年是戏剧化的，但是确实很真实、纯
朴。那样的纯净淡泊、温馨。

这本《城南旧事》就像夏天的一缕清风，让我知道别错过童



年，童年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文档为doc格式

写读后感教材分析篇五

1．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读后感重点在“感”，
读是基础，感是关键。写读后感先要通读原文，读熟、读懂，
领会文章内容。不可以脱离原文凭空写，要针对原文的材料
写出自己的感想和体会。一般的方法是，在文章开头对原文
适当引用，从引用中带出自己的感想，所感既不要脱离原文，
又不要局限于原文。

2．要选好“感”的触发点。触发点就是原文中使你最感动的
内容或思想。只有选好“感”的触发点，写出的作文才有重
点。读后感不是简单复述原文的'观点，而是在引文的触发下，
说出自己的感想。在一篇读后感中，触发点不能太多，最好
抓住一点把你的感想说深、说透。

3．要联系实际，深入挖掘。读后感一定要联系实际，联系实
际才能使文章内容有针对性，使文章有血有肉；在内容上深
入挖掘，才能使文章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由表及里，增强表
达效果。

写读后感教材分析篇六

在读过一篇或一本书之后,把获得的感受、体会以及受到的教
育、启迪等写下来,就叫“读后感”。要写好读后感，必须做
到以下几点。

第一：读懂原文抓中心。“读后感”的“感”是从读中产生
的，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能感得深刻。

第二：选择重点作感点。一本好书或一篇好的读后感，



可“感”的点很多，要写好读后感，必须选好“感点”。什
么叫“感点”呢？感点是由书中某一个地方的.内容引起的，
引发我们体会的地方。面对众多的感点，我们必须从中选择
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最善于写的一个或几个点，作为
自己写读后感的切入点，切不可面面俱到。

第三：读感结合有侧重。读后感中少不了对原文的“叙”述，
但它不像记叙文中的“叙”那样具体、形象、生动，读后感
中的“叙”要做到简明。写作时可以先叙述内容，后集中谈
体会，这种写法适于只谈一点体会。还可以边叙边谈体
会，“读”和“感”交叉写，这种写法可以谈几点体会。

第四：联系实际谈感受。这个“实际”，可以是自己的思想
和生活实际，也可以是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际。没有情感的
读后感苍白无力，有情感的读后感才能感染人。

第五：结构安排有次序。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
示“读”，从中引出“感”，在着重写清感受后，结尾再回扣
“读”。还要注意读后感的题目，可以直接以“读《》有
感”为题，也可以把自己的感悟作为题目，把“读《》有感
作为副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