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后一课读后感 最后一课读书心得
体会(大全8篇)

诚信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
水平。如何树立诚信意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社会活动中的诚信事例，希望能够引
发大家对于诚信的思考和行动。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一

今天中午，妈妈给我讲了一篇故事，名字叫《最后一课》，
作者是法国的都德，他善于从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中挖掘有独
特意味的东西，以平易的手法表现，并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注
入文字，因而，他的作品总是带有一种柔和的诗意。

《最后一课》主要讲的是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在阿尔萨斯这个
地方的一所小学里上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故事。那天早晨，小
弗朗茨很晚才去上学，当他来到学校的时候，本想趁着混乱
溜进教室，可是教室里却静得出奇。小弗朗茨只得低着头，
默默地走进教室，汉墨先生居然没有批评他。小弗朗茨这才
发现周围多了许多人，有老村长、退休的邮差，还有村里的
霍瑟老头，他们个个都满脸哀伤。

这时，汉墨先生突然公布了一件事：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最
后一堂法文课，明天柏林就会派来新教师，来教你们德文。
什么!小弗朗茨听了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他非
常后悔，后悔过去浪费了光阴，后悔自己逃学去掏鸟窝，去
滑冰，后悔自己以前所做的一切。他真的想让时光倒流，让
自己重新开始，然而自己才会写几个字啊!

我听了这篇故事之后，内心有许多感受。有时我就像小弗朗
茨一样：算了吧，明天再写吧，反正还有很多时间呢!这样往
往错过了很多学习的机会，如果有一天，当我上课的时候，



听到老师对我们宣布：“今天是大家最后一堂中文课”的时
候，我该是多么后悔，多么伤心啊!我可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
生。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珍惜时间，热爱自己的祖国
和家园吧!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二

我学过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终的一课》，这篇
文章很令我感动。

《最终一课》写的是普法战争期间发生在一个小村镇的一件
事。当时普鲁士入侵法国，禁止当地孩子用法语上课。小说
里，韩麦尔先生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确
的。”这一句话表达了韩麦尔先生对自我祖国语言的热爱。

每次读到这篇文学，我总能深刻地体会到今日的幸福，我们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学，理解中华上下五千
年礼貌的熏陶与洗礼，与曾被侵占的法国和台湾地区的孩子
相比，我没有理由不努力、不刻苦学习。

每次读到这篇文章，我总是体会到了自我肩负的使命——我
们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我们应
努力把祖国礼貌发扬光大。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三

因为是最后一堂法语课，韩麦尔先生包括阿尔萨斯小镇上的
村民，都怀着极大的民族义愤来到课堂上，参与到这庄严而
神圣的活动中来、使得课堂气氛凝聚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焦点
上。韩麦尔先生面对这些平常不关心孩子学习的只顾自己干
活的村民们和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今后再没有权力学
习自己语言的孩子们，激动的情绪就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
虽然小说中没有详细的描述，但可以想象得出，他最后一课
的讲解是充满了对法国、对法语的真挚的热爱之情，饱含着



对民族语言深深的眷恋之情，一定是感人至深的。

因为是最后一堂法语课，小弗郎士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他面对的严酷现实是他始料不及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
得小弗郎士的思想一下子高度集中起来，他已经敏锐地感觉
到，他不但花失去生养他的这块再熟悉不过的土地，而且格
失去一个民族赖以共同生存下去的纽带——本民族的语言。
一种懊悔、愤恨、失落、茫然的复杂情绪，一股脑儿涌上了
他的心头。面对如此不可抗拒的如此冷酷的现实，小弗郎士
突然开始感到祖国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悔恨自己没有好
好学习，爱国之心在此时此刻也表现的那么强烈，他一下子
成熟了，懂事了，过去讨厌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那么可爱了，
他眼里的一切都跟“祖国”两个字紧紧地不可分开了。这时
的小弗郎士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该学的祖国语言知识都学好。

从小弗郎士思想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节之中，我们应该
从中受到一点怎样的启迪呢?我们常说学生是学的主人，是主
体。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提高教学质量起着至关重要
的关键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不只要讲好每一节课，更重
要的是启迪学生心灵深处的激情，使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
把学习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鼓足上进的风
帆、乘风破浪不断向着新的高峰攀登。

最后一课读书心得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四

我的成绩在班里不算太好，但也算不上太差。若这是我在学
校的最终一天，我本应当高兴，为最终摆脱了“机器人”般
的生活的纠缠而高兴，可仔细想想，我却高兴不起来。

最近学了一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终一课》。从中
我受益匪浅——不仅仅学到了爱国的情怀，也悟出了学习的
真谛。



想到这些，我不禁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奔涌而出。

回想起我刚进校门的时候，还是个懵懂的小孩子，整天痴人
说梦般的幻想着：如果有一天不用上学该有多好啊!这样我就
能够一向陪伴着可爱的电脑游戏与动漫了。可此刻到了最终
一天，我却不想走了。

有时候，人的心还真是奇怪呵!

虽然我不可能像小弗朗士一样失去学习的机会，但若是真让
我离开这个朝气蓬勃的学校，我还真的有些依依不舍了。教
室前的桂花开了又落，我们就像树上的桂花一样，不可能永
远地粘在树上，仅有离开大树，我们才能够香气扑鼻!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五

《最终一课》写了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
一个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终一堂法语课，写了一个小
学生对自我祖国的热爱。以及他们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

当我读到，还有2分钟，韩麦尔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了2个
字：“法兰西万岁!”时，我被韩麦尔先生的爱国之情深深地
打动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由地想到了以往遭受日本侵略的祖国和受尽凌辱的中国
人民，异常是宝岛台湾曾被日本割占50年之久。日本侵略者
不许中国孩子说中文，硬让他们学日文，不许他们学中国历
史，硬让他们学日本侵略史。此情此景我更能理解韩麦尔先
生的心境。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此刻的生活多么完美，让我们更加
珍惜今日的完美生活，更加热爱祖国!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六

《最后的一课》的作者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法
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小说家。他一生中，除一部诗集和一些戏
剧外，共写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最后的
一课｝)是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最后的一课》写于1873年，即普法战争结束的第二
年。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8月份普鲁士军队深入法国境
内，在色当大败法军，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投降并当了俘
虏。战后法国和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将法国东北
部的亚尔萨斯和格林两省割让给普鲁士。《最后的一课》就
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主要反映了在普鲁土侵略者的
残酷统治下，亚尔萨斯省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敌汽同仇的
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作者在小说中表现这一重大主题时，既没有正面描写普鲁士
侵略者的强盗行径，也没有写抽丁拉夫，敲骨吸髓的残酷剥
削，而是写了沦陷区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已经被普鲁士
侵略者统治两年的亚尔萨斯省人民接到了柏林的命令，不准
在学校里教授法文，一律改教德文。小说通过一个小学生的
自述，描写了一个乡村小学接到这项命令后，全体师生和当
地群众的强烈反映，深刻地揭示出了小说的主题。

小弗朗茨是一个贪玩的顽皮孩子。他法文学习成绩差，怕考
问，怕挨老师的训斥，经常逃学。在这天的法文课上，哈墨
尔先生心情沉重地宣布;“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
课。”“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文课。”老师的话给小弗
朗茨极大的震动，使他意识到，他们将要同祖国的语言告别
了，现在他们将要丧失学习祖国语言的权利了。于是，他开
始变得懂事起来，刚才还使他头疼、讨厌的法文课，一下子
就像老朋友一样舍不得离开。他悔恨自己没有学好法文，并
在悔恨中对祖国的语言产生了新的认识，新的感情。“要是
我能从头到尾把这些分词的规则大声地、清清楚楚地、一字



不错地背出来，任何代价我都是肯付的啊!”这是多么巨大的
思想飞跃，多么深沉的感情变化呀!是啊，连一个爱逃学的顽
童都如此地留恋祖国的语言，都如此地憎恶普鲁士侵略者，
那么，热爱祖国、不愿做奴隶的成年人的感情则是不言而喻
的了。作者采取这样精巧的艺术构思，比直陈对普鲁士侵略
者的愤怒和谴责，更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

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小说的主题，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在这“最
后的一课”上，安排了一些校外的村里人到课堂里来。他们
有前任村长，有退职邮差，还有像霍瑟老头那样的老年人。
这些群众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饱尝了沦为异国奴隶的苦痛，
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是非常真挚而强烈的。他们到学校来听课，
不仅表现出对哈墨尔先生在本乡任教四十年的感谢，而更重
要的是表明他们对失去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普鲁士侵略者
的愤怒抗争。小说曾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在哈墨尔先生教小班
学生练习拼音时，课堂内所有的人都“一齐颂唱”的情景。
那个霍瑟老头，“戴上了眼镜，两手捧着识字课本，也和小
孩们一起拼字母。看得出他也很用心;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
抖，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深受敌人蹂躏之苦的群
众，因为从明天起就听不到朗读祖国语言的声音了，于是他
们不顾自己的年迈口拙，也同小学生一起读起来。这种场面
怎能不扣动人的心扉，使人心酸落泪，悲愤填胸呢?作者在情
节上大胆设计群众听课的场景，与小弗朗茨的悔恨、醒悟是
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它们从两个生活侧面表现出小说的
思想倾向，使小说对揭露和鞭挞普鲁士侵略获得了感人至深，
无可辩驳的力量。

《最后的一课》在表现其重大主题时，从沦陷区的现实生活
中攫取并概括出典型化的生活场景，并从这些场景中挖掘出
生活的本质特征，从而收到“以一斑而窥全豹”的艺术效果，
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和强烈的艺术感染。这篇小说把对
普鲁士侵略者的憎恨和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熔铸于小学
校的一堂法文课上，从而使这堂法文课的意义得到了升华，
使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课堂教学，而是一次声讨普鲁士侵



略者的集会，是亚尔萨斯人民向祖国语言告别的仪式。这样，
就给小小的场景和平平常常的情节赋予了深刻的内容。

《最后的一课》中的哈墨尔先生的形象，是凝聚着作者感情
的一个形象。他是在亚尔萨斯省农村小学服务40年的小学教
师。作者在刻划这个人物时，没有介绍他的全部历史，而是
把他放在“最后的一课”的典型环境中，集中刻划，虽用笔
墨不多，却能把他的声音容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这“最后的一课”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如认真地完成自
己的教学任务。从服装上，他穿上了“只在上级来校视察”
时或给学生们发奖的日子才穿戴的衣帽;讲课的语言也变
得“温和而严肃”。对于小弗朗茨背不过书来，也不再像以
前那样诉诸于戒尺，而是由此责备起自己在教育工作中的一
些没有尽职的事情。这时，他当众自我谴责的感情同小弗朗
茨的悔恨自己没有学好法文是一脉相通的，同样是表现了对
祖国语言的热爱和留恋。哈墨尔先生的自谴，为我们更为深
刻地表达了他在民族命运生息攸关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爱
国热和高尚的情操。

作者还巧妙地通过小弗朗茨的观察，进一步刻划了哈墨尔先
生离开本乡前痛心疾首的心情。他“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
眼睛死死盯着周围的东西”。40年来，他所在的这个学校，
桌橙因长期使用变得光滑了;院子里那棵核桃树长高了;他亲
手栽的啤酒花已经跳上窗子碰到屋檐了。这是他多么熟悉的
地方啊!然而，现在他却要离开这里了，这该是多么让人伤心
惨目的事情!这种描写决不是单纯地对故地的留恋，它却凝结
着多少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普鲁士侵略者强烈的恨啊!不是吗，
当外面传来普鲁士军队的军号声时，他再也不能自制了，感
情的波涛冲决了堤岸咆哮而来。他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法兰
西万岁!”几个大字。这几个大字是法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
高度集中和概括，也是《最后的一课》主题思想的升华和结
晶。作者匠心独运，设计了这样一个画龙点晴的结尾，对于
揭示哈墨尔先生的思想境界，对于表现亚尔萨斯人民对祖国



的热爱和对敌人不妥协精神，收到了“一目尽传精神”的艺
术效果。

高尔基在谈到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时，曾经指出他
们的作品“在技巧上是典范的文学作品”。都德的小说《最
后的一课》正是这样，它以独特巧妙的艺术构思、高度凝炼
的艺术概括、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质朴而富于感情的语言，
表现了重大的社会题材，揭示出生活的本质，是短篇小说创
作的优秀范例。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七

在前几天，老师发给我一本《儿童文学》，我看了一篇文章
《最后一课》。里面的人物――谭千秋，他的所作所为让人
感动的泪如雨下。这篇文章是近期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大概
是讲：在20xx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发生了举世闻名的
大地震。在四川省汶川县仅一山之隔的汉旺镇东汽中学成了
一片废墟。地震前，在东汽中学高二（1）班的教室还洋溢着
同学们的欢声笑语。直到上政治课时，可怕的地震就发生了，
教政治的谭千秋老师反应最快。他快速的带领同学们往楼下
跑。后来，他听见后面的同学喊了一声：“教室里还有几个
同学……”他又义无反顾地返回教室。在教室里，有四个学
生因害怕而躲在课桌底下。谭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死死护住课
桌下的他们。不过，他的手被落下来的石头砸成了肉泥。他
还鼓励着学生坚强活下去。最后，谭老师还是被水泥板砸死
了。当那四个学生知道他们敬爱的谭老师死去消息，悲痛万
分。他们立誓要活着出去，把谭老师的故事告诉天下人！还
要把老师教他们的最后一课是如何坚强，坚持与舍己为人的
精神发扬光大！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深深震撼。谭千秋为了救学生而牺牲了
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在生活中，想谭老师这样的人不多。
甚至与谭老师相反――他们遇到困难就退缩，还会放弃生命
去寻短，去自杀。我看过这样一则报道：有一个妇女，因为



她的孩子不见了，她着急过火，就从三楼跳下来而死。后来，
她的孩子回来见到自己的妈妈竟然死了，他伤痛欲绝。如果
那位母亲不会过火地担忧孩子，就不会发生悲剧了。但是，
像谭千秋的人也有：我还记得小时候，爸爸曾经讲过：在以
前的人们挖煤矿，随时可能发生大爆炸，生命时时刻刻都受
的威胁。有一个煤矿小组在工作。突然之间发生了大火。人
们都争先恐后的涌向一个窄小的出口，大家都出不去。这时
候，组长来了。他让大家排好队，一个跟一个出去。组长走
在最后，被火烧死了……可见，这位组长的精神并不逊色于
谭千秋啊！

所以，我们做人要舍己为人，并坚强的活下去！

最后一课读后感篇八

我们曾经不假思索地挥霍钱财，至囊空如洗才顿悟纸醉金迷
的虚无;我们曾经无休止地挥洒着青春，直至青春已逝才痛悔
当初的放荡不羁。

我的上述感慨源自于今天阅读《最后一课》。

那天下午，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天有点热，课堂上老师还是
那么平淡的讲着课。有一个女同学为老师谭千秋画了一幅画
像，正在课桌间频繁的传递。突然间，一场悲剧上演了:课桌、
讲台都在一刹那剧烈震动着。同学们惊慌失措，谭老师知道
是地震来临了，组织学生们往外逃，可就在这时候有4个学生
被困在教室里，包括那个调皮的女生。谭老师不顾生命危险，
冲进了教室。

就在这时，房屋坍塌，水泥板瞬间朝他们砸下来。谭老师为
了保护他们，将他们扑到在地，水泥板无情的朝他砸下，重
重砸在他身体上。他，牺牲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在青春期，我们讨厌



父母的絮絮叨叨，讨厌老师的严格教诲。但又有谁想过，这
都是为了谁呢?因为我们的叛逆，赶我们所谓的“潮流”，张
扬我们所谓的“个性”，这使老师、父母为我们操了多少心，
那头上的银丝正是最好的证明!同学们，不要用我们的叛逆去
颠覆传统，挑战老师与父母的极限啊!

我告诉自己，不要在失去后悔恨，要在拥有时珍惜。珍惜身
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份情，因为它们都是生命中永恒的美丽。

后记: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
一个花季，让我们取名叫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