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 小学六年
级语文差生辅导总结(优质8篇)

在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请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期望。善用积极的语言和
逻辑推理，使请示报告更具说服力。请示范文中的思路清晰，
逻辑严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展示自己的请示内容。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一

承蒙学校领导的信任，我担任了语文高段教研组长。在即将
结束的一个学期里，我和组内的的十一位老师一道秉谨严之
风，举合众之力，在教学、教研、教改之路上幸福前行。虽
然说步履踉跄，但是大家耕耘着、付出着、成长着。一路上
点点滴滴的收获，使每个人的内心充盈着丝丝快意。

一、“青蓝工程”初见成效

学校一直非常重视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本学期，组内的青
年教师都能虚心学习，安心教学，耐心施教。做师傅的都能
不吝赐教，深入教学的每一个环节指导徒弟，真正做到了教
学相长。在组内研讨课上，刘xx老师执教的《圆圆的沙粒》，
能把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放在首位，师生互动、生生
互动比较充分。胡执教的《海底世界》能抓住文章的重难点
设计小组合作议题，讨论很充分，课堂效果较好。不怕不会，
就怕不学。相信在师傅的引领下，青年教师会不断地呈现给
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二、教案改革喜结硕果

本学期在学校的安排和教研室陶主任的亲自指导下，三四年
级语文教案继续尝试“预习交流合学讨论拓展延伸总结作
业”四环节备课模式。陶主任亲力亲为，对教案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可行性方案，把预习交流环节和拓展延伸环节做的
更细了，更实了。六年级的三位语文老师则承担了语文“一
课三篇”导学案的编写和试用工作。“一课三篇”包括预习
篇、合学篇、拓展篇。预习篇要求学生在新课之前完成，合
学篇重在指导课堂教学，拓展篇则是针对本课内容所做的补
充和延伸。这是基于我校承担的课题“促进学生自主能力提
高的高效课堂研究”而开展的一项有益的教改尝试，旨在通
过改革学习模式，把学生推到课堂最前沿，限度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不过这个编写工作耗时费力，
也走了不少弯路。

由最初的懵懂到后期的熟谙，由最初的小心翼翼到后期的熟
练自如，由最初的举步维艰到后期的进退有序，他们身体力
行，从教学环节的每一个细微处入手，大踏步地走上了改革
之路。合理构建小组、训练课堂语言、深入钻研教材、不断
调整内容，反复切磋教法……。在xx月底的校级研讨课上，
吴xx老师执教的《成吉思汗和鹰》，以全新的形式呈现出精
彩。课堂活了，学生变了，效果好了。这一切正如吴xx老师
所说，“蚕儿吐丝结茧的过程往往被人们讴歌，因为它将硕
果呈现，但破茧过程也许是最艰难的，因为它要完成一次全
新的蜕变，才能重生。本学期做导学案虽然很忙很累，但这
种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便是成长!”教案改革，使教案不再
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是指导课堂的指挥棒、航标灯。

三、阅读教学梯度推进

针对中高段学生阅读题十分较为严重的现状，本学期教研组
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放在了阅读训练的研讨上。陶主任亲自参
加教研活动，在各位老师充分发言的基础上，根据雁塔区历
年来的阅读题的特点，从阅读题材、内容篇幅、题型设置、
指导策略四个方面入手，制定了《曲江一小阅读训练计划》。
随即，组内老师雷厉风行，即刻动手，根据此计划重新编写
阅读训练题，并在短时间内投入使用。随后，我们将在使用
过程中不断修改，不断完善，使学生的阅读能力稳中有升。



幸福是什么?是相扶相携的温暖，是互问互学的感动，是彼此
牵挂的惬意，是破茧重生的快慰。如果曲江一小每一个单薄
的个体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学校的发展接通，那将是
曲江教育的一件幸事。这种接通才能使我们在真正意义上领
略大成长，问津大幸福!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二

花开花谢，春夏秋冬，时光如水一天天地流，岁月如歌悄然
地走，工作至今不觉已经十几个年头了。本人，，女，34岁，
教育学本科学历，现担任六年级语文教学工作，班主任及六
年级年级组长工作。河东区语文中心组成员。校骨干教师。
国家级、市级、区级规划课题的校课题组成员。

多年来，在校领导帮助下，在老师们支持下，几番耕耘、几
番努力，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好评。xx年被评
为区级“爱岗敬业”先进教师;xx年被评为区级“优秀中队辅
导员”;xx年参加国家级“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被评为区级
“先进教科研个人”;xx年获区级“优秀班主任”称号。

在教育教学中，我注重实践——总结—提高，自xx年以来，
在市“新世纪杯”、市“德育年会”、市“教研教改成果”、
市“信息技术优化教学”、区“学术年会”、区“信息技术
与学科整合”、等论文评选中有11篇论文获奖，2篇刊登发表
在市教育教学杂志中，编入书中。并且多次在市、区、校做
观摩课，心理健康辅导课获市优秀奖，语文课获区“双优
课”二等奖，并参与了河东区五年级语文课堂练习册的编写
工作，辅导学生有8篇作文刊登发表，下面就本人近年来的工
作情况作以详细汇报。

一、加强修养，以德为重

身为人民教师，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于党的



教育事业，注重加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以德为重，认真学
习党的“xx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并用来指导教育教学实践。自
觉遵守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与时俱进，为人师表，热
爱学生，注重在学生心中的“象征意义”以言传身教熏陶感
染学生，以身作则，在学生中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在同事
间能虚心向老师们请教学习，同组内老师团结合作，互帮互
助，共同顺利完成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工作。

二、 求实创新，精益求精

在教育工作中，我不放松日常的每个细微环节，以人为本，
教他们做人，教他们自信、乐观、团结、进取。我激励着孩
子们不断的进步，用爱心开启学生的心灵，不经意间我会在
他们的本中加上一枚红色的枫叶，在他们玩耍时用相机拍下
他们的笑脸，给学习进步的学生发张奖状，给成绩优异的学
生戴上亲手制作的小博士帽，在整洁的作业本上画张“小笑
脸”“大拇指”以示对他的鼓励。这是爱的智慧，这是激励
赏识创造的杰作，新奇的方式激励，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
也培养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

在教学中，我切实上好每一堂课，认真学习教学改革的经验，
洞察教改动态，新的教学理念。“主题教学”“感悟教
学”“立体教学”“诗意教学”等新型教学给了我智慧的启
迪。我不懈的学习，网上看特级教师的观摩课，自己订阅新
课改的刊物杂志，倘佯其间汲取营养，并把新理念融于课堂
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自己的独具风格的教学模式，把“把
握情感主线，创造激情的语文课堂”作为自己的教学特色。
教学中我力求贯穿学法，寓教于情，寓教于乐。如从学习
《爬山虎的脚》课前在绿荫藤下观看寻找爬山虎的细丝嫩茎，
到学《故乡的杨梅》共同品尝杨梅的味道，从学《太阳》观
看动画后羿射日的古老的传说到学《观潮》聆听潮来时如同
闷雷滚动的潮水的声音……并且我还根据不同课文内容分别
进行了唱、画、演、戏、赛、导、仿等活动，这样不仅激发



学生兴趣，触动学生心灵，使学生们走入生活，激发情感;飞
扬个性，放飞情感;开启智慧，释放情感。从而使学生愿学语
文，爱学语文，乐学语文，并透过课文这扇小小的窗，把视
野开拓到广阔的语文天地中。

在班主任管理工作中，我更是以求实创新，精益求精的态度
去实践去历练。作为班主任我从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研读
班主任工作的专着的同时，大胆尝试把人文教育，赏识教育，
自我教育，养成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现代教育思想融于班
级管理中，在班内实行了“合作小组”“多岗位责任
制”“板块式班会”“特色日志”“班级法庭”等改革试验，
受到教科院教授的好评。此外，我以特有的才艺熏陶感染学
生，带他们练琴，写书法，设计板报，排演舞蹈、童话剧，
做主持等等。这其中赢来的收益是学生的日益提高。

在教科研方面，我积极参与国家级“十五规划”课题和市、
区、校课题，作为校课题组成员，我率先在班内开展了“心
理辅导训练”、“增强自信”、“只有一个我”为主题的研
究型探究活动。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新型教育的魅力。

三、 春华秋实，天道酬勤

……

以上成绩的取得要感谢校领导对我的培养，各位老师们对我
的帮助以及我锲而不舍的努力。展望明天，任重道远。我想，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努力，我愿倾注我的心，我的情，
我的思想，去耕耘去奋斗。我要像一个日下埋头种地的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把属于我和学生的这片花土管理的天晴日
朗，待到丰收时，让他们粒粒饱满，颗颗归仓。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三

所谓差生也就是后进生，一种表现为成绩差，一种表现为思



想落后及行为习惯差。优生则相反。而介于优生和差生之间
的则为中等生。由于中差生的种种表现欠佳而影响集体，作
为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他们会不同程度受到师生的冷落、薄
待甚至歧视。这样教育的结果是差生更差。

而不容忽视的是：优生毕竟是少数，中差生却是学生群体中
占压倒多数的芸芸众生。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小学教育的
基本任务就是对少年儿童进行身心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素质教
育，也就是说，应属于为少年儿童身心两方面的和谐、统一
发展，为他们学会怎样做人和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全面地
打基础的教育。素质教育主要的标志是：教师是否面向全体
学生，是否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由此看来，教育者如何对
待中差生问题，中差生的境遇和状况如何，关系着我们教育
者是否在全面育人，是否在实质性地进行素质教育。

应该说不存在面向优生的问题，故而面向全体的关键就在于
能否面向中差生。大量事实说明：今天的尖子明天不一定就
是尖子，今天的差生，不一定明天还是差生，更何况所谓优
生与差生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许多在
校的优生，在社会实践中不一定工作就很出色，而有一些所
谓在校时的差生，倒还表现出了创造性。这说明：唯有坚持
面向全体，特别是面向中差生才是切切实实的素质教育。

寻找一下中差生的原因（排除弱智儿童），是多方面的，普
遍的认为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要求自己不严格。为
什么会这样呢？客观的原因是小学生本身就有的个别差异所
至。有些人为的因素是：由于犯有某个错误而遭到老师严厉
责问，自我调节能力差而产生厌烦情绪；或由于老师的误会
蒙受过不白之冤产生心理失衡而自暴自弃和逆反；或由于家
庭的影响和对社会阴暗面缺少应有的正确认识而形成不良习
性等等。我认为，厚爱中差生，首先应有辨证的观点：

应该说任何学生都会同时存在优点（即积极因素）和缺点
（消极因素）两方面，对优生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对差生



则易于发现其缺点，而看不到优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有碍
学生进步。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应当纵向
地看到：差生的今天比他的昨天好，即使不然，也应相信他
的明天会比今天好。刘东杰是我们班的一个男孩子，他平时
不打不闹，是个乖男孩，但是学习非常差，如果背书，他十
分钟也记不住一句话。但是他的体育特好，今年的冬运会上，
他掷沙包是全校第一，获得了一等奖，为此，我表扬他了，
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厚爱差生，就是真正做到以情动人：首先做到真诚二字，教
师不应该有丝毫虚伪与欺哄，一旦学生发现有假，那么教师
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看作是在演戏，因为他们缺少辨别能力，
他们会说：老师是说给我们听的，才不是那么回事。结果是
真的也变成假的了。其次做到接受，即能感受差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各种心理表现和看法，如对学习的畏惧、犹豫、满足、
冷漠，错误的想法和指责等，信任中差生，鼓励他们自由讨
论。最后做到理解二字，即通过学生的眼睛看事物。

如果在中差生身上做到真诚对他们，善意理解他们，高兴地
接受他们，一定会促进中差生的进步和发展。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四

“乡”，寥寥几笔的字，对千千万身在异乡的儿女来说，是
极近的却又是极不可捉摸的一个字眼。她萦绕耳畔，撩拨心
弦，令人难以忘怀。萧红也是那千千万中的一份子。只是在
生命将走到尽头之际，她拿起了笔，沉浸于儿时特殊的回忆，
写下了《呼兰河传》。

还记得“老胡家来了个团圆媳妇”，那小姑娘刚来时看上去
十分机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可在“婆婆长时间的虐待后，
就变得疯疯癫癫的了”。最终在“跳大神”的折磨下，这一
个晚上都没扛过。这小姑娘犯的什么罪?这就如同人世间那些
被欺凌了的，却还要属异样目光，最终被推向了命运的悬崖



的人，叫人惋惜!

这似乎都是可悲的事，而正因这些，才显得温和的祖父在萧
红的童年中更加暖人心扉。

祖父的园子是萧红的“小天地”。这里是呼兰河少有的生机
勃勃的地方,更是萧红短暂的一生中，色泽最鲜艳的一部分。
在这园子里，“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萧红喜欢
的这些自由的东西，而被现实所束缚的、受蒙蔽双眼的人何
不想挣脱，得到自由?倘若我们在经历生活的灰暗时，也能想
到曾经有个地方无忧无虑，充溢着幸福和欢笑，那便是十分
难得的吧!

其实这个小镇，描写的就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自私而愚昧
的人们在那时是很普遍的。有人说这样的故乡值得记录吗?也
许这里有令人愤怒的事，但多多少少因为这些，在走进社会
后，面对社会的冷漠，萧红才不至于难以适应。对于她来说，
这“乡愁”，既是一种对故乡的怀念，也是对这镇上“冷漠
的看客”的一份“感激”。

人生苦短，但每个人终究有那么一个你念念不忘的地方。若
是旁人写故乡，赞美怕是毫不吝啬的了。可萧红的故事，让
人深切意识到了当时社会的灰暗，和人性的冷淡。也许在她
眼里，每个人都曾有过这样一个“园子”，可随着某个重要
的人的离去，那唯一一抹美好，也在时间的推移中化为了泡
影，销声匿迹。

呼兰河边的这个小镇所代表的，也许就是某些人独特的乡愁
呵!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五

所谓差生也就是后进生，一种表现为成绩差，一种表现为思



想落后及行为习惯差。优生则相反。而介于优生和差生之间
的则为中等生。 由于中差生的种种表现欠佳而影响集体，作
为人的正常心理反应，他们会不同程度受到师生的冷落、薄
待甚至歧视。这样教育的结果是差生更差。

而不容忽视的是：优生毕竟是少数，中差生却是学生群体中
占压倒多数的芸芸众生。 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小学教育的
基本任务就是对少年儿童进行身心全面发展的基础性素质教
育，也就是说，应属于为少年儿童身心两方面的和谐、统一
发展，为他们 学会怎样做人和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全面地
打基础的教育。素质教育主要的标志是：教师是否面向全体
学生，是否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由此看来，教育者如何对
待中差生问题，中差生的境遇和状况如何，关系着我们教育
者是否在全面育人，是否在实质性地进行素质教育。

应该说不存在面向优生的问题，故而面向全体的关键就在于
能否面向中差生。大量事实说明：今天的尖子明天不一定就
是尖子，今天的差生，不一定明天还是差生，更何况所谓优
生与差生的评判标准本身就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比如许多在
校的优生，在社会实践中不一定工作就很出色，而有一些所
谓在校时的差生，倒还表现出了创造性。这说明：唯有坚持
面向全体，特别是面向中差生才是切切实实的素质教育。

寻找一下中差生的原因（排除弱智儿童），是多方面的，普
遍的认为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要求自己不严格。为
什么会这样呢？客观的原因是小学生本身就有的 个别差异所
至。有些人为的.因素是：由于犯有某个错误而遭到老师严厉
责问，自我调节能力差而产生厌烦情绪；或由于老师的误会
蒙受过不白之冤产生心理失衡而自暴自弃和逆反；或由于家
庭的影响和对社会阴暗面缺少应有的正确认识而形成不良习
性等等。我认为，厚爱中差生，首先应有辨证的观点：

应 该说任何学生都会同时存在优点（即积极因素）和缺点
（消极因素）两方面，对优生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对差生



则易于发现其缺点，而看不到优点，这种不正常的 现象有碍
学生进步。所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应当纵向
地看到：差生的今天比他的昨天好，即使不然，也应相信他
的明天会比今天好。刘东杰是我们班 的一个男孩子，他平时
不打不闹，是个乖男孩，但是学习非常差，如果背书，他十
分钟也记不住一句话。但是他的体育特好，今年的冬运会上，
他掷沙包是全校第 一，获得了一等奖，为此，我表扬他了，
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厚爱差生，就是真正做到以情动人：首先做到真诚二字，教
师不应该有丝毫虚伪与欺哄，一旦学生发现有假，那么教师
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看作是在演戏，因为他们缺少辨别能力，
他们会说：老师是说给我们听的，才不是那么回事。结果是
真的也变成假的了。其次做到接受，即能感受差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各种心理表现和看法，如对学习的畏惧、犹豫、满足、
冷漠，错误的想法和指责等，信任中差生，鼓励他们自由讨
论。最后做到理解二字，即通过学生的眼睛看事物。

如果在中差生身上做到真诚对他们，善意理解他们，高兴地
接受他们，一定会促进中差生的进步和发展。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六

当我打开这本书，我便深深地被它所迷住了，乡下的淳朴风
情、农村人质朴的风俗，都让我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美好。
《呼兰河传》主要描述了呼兰河城浓郁的乡土人情、风俗习
惯。

当呼兰河城里那大泥坑把人陷住时，旁观的人都哈哈大笑，
但到最后，还是会帮助他。当呼兰河城里某一户人家跳大神
时，差不多每户人家都要跑过来观看，大家欢欢喜喜，热热
闹闹。看到这儿，我深感乡下人那种淳朴。《呼兰河传》，
反映了当时旧社会人民艰难的生活和辛苦的劳动，但他们在



这样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而不是颓丧的心
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在人生的道
路，不免有些挫折，在你的心情降到低谷时，不要颓丧，应
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用笑容去迎接一切，再大的困难也
会土崩瓦解。《呼兰河传》中的萧红，小时候的童年是快乐
的，无忧无虑的，全然不知外面世界多么残酷，依旧自己玩
自己的，为什么她对待每一天的生活都那么热情?因为她
说“小孩子健忘，每天都会快快乐乐。”，是这样吗?不是的。
因为她每天都用自己那颗充满热情、激情的心与正确对待每
天的态度，才让她童年生活的无忧无虑、健健康康。

呼兰河城，你美丽的景色和人们乐观向上、永不屈服的精神，
孩子们充满热情与激情的心使我深深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情不自禁。

读《呼兰河传》有感安琪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这是著名文学家矛盾先生的评价。作者萧红在文中批评了人
们封建传统的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在文中直白的说出来，但
作者却侧面讽刺了故乡人的愚昧和保守性格。文中作者萧红
以孩童的形式向人们诠释了她的童年，一个既有欢乐又有悲
伤的童年。

文中主要写了祖父以及有二伯和团圆媳妇等等人物。作者以
孩童的视角讲述了我和祖父之间的快乐生活，祖父对我的好
与父亲的冷淡和母亲的恶言恶色进行了对比，更是突出了父
母对我的冷漠与不重视。

别人家的孩子都被父母当成掌上明珠，与别人家相比，萧红
从小在父母那儿受到的只有冷漠与恶言恶色，从来没有得到
过父母的爱，而她也只能在祖父那儿得到爱与自由。后花园
就是我和祖父的小天地，有在那儿，萧红才能得到无限的快



乐和自由以及满足。祖父对我的宽容，以及和我玩耍，一起
背唐诗等等事情，都体现出祖父对我的慈爱与温情。

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慈爱和蔼的祖父，作者萧红对祖父有着
浓厚的感情，她笔下的祖父写的活灵活现好像就在身边一般。

文中还写了一个主要人物：小团圆媳妇。这篇文章主要是谢
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女被一群封建思想们活活致死的故事。文
中作者还是用孩童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同时也体现出
来人们的愚昧无知和残忍。最终小团圆媳妇死了，有二伯和
厨子却还是欢天喜地的样子，没有悲伤的神情。这也可以体
现出人们封建思想之深厚。

《呼兰河传》这本书体现了萧红对故乡·童年·祖父的怀念。

《呼兰河传》读后感[300]

他不屈服于生活，他说别人在呼兰河能扎下根能活得好好的，
他也一定可以。他虽然也常常因为生活的辛酸而满含泪水，
但他看到大儿子已经会拉着小驴到井边饮水了，小儿子也会
笑了，会拍手了，他还是很欣慰的。

他当然是欣慰的。他战胜了自己。这让人不得不为他竖起大
拇指。他是个内心强大的人，没有因为周围人施加给他的巨
大声音和压力而屈服。他只做着他自己的事。他也没有因为
生活的苦难而绝望，反而牢牢地扼住命运的咽喉，微笑着执
行着他的使命。

冯歪嘴子显然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多少人能真正承受得
住外界给他的不和谐的声音而依然心平气和。我们总是
说“人言可畏”，“舆论可以杀死人”，事实上那是因为我
们内心并不够强大。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是不会轻易受外界舆
论影响的，他总是笃定的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做着正确的事，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再回头来审视我自己：我是否也是独立的人?我的内心是否也
是强大的呢?

薄薄的一本《呼兰河传》的确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读《呼兰河传》有感

《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写了自己童年所看到的，内心所
感受到的一些事。

我读书，有时有这样一个习惯，大致地翻看一下本书内容，
然后先读自己喜欢看的，读《呼兰河传》，我就是先读的团
圆媳妇这一章节。读完后的感受，用两个字形容：痛心!对封
建社会人们的麻木不仁感到可恨!可悲呀!一个活生生的正处
于花季中的少女(在现在，可能还在妈妈跟前撒娇)，却被封
建迷信、被无知的人，被愚昧的人，被她的亲婆婆活活虐待
死了!把她扔进缸里，往她身上浇热水，却说是驱赶病魔，然
后醒后再泼。

我读到了一个爱她的祖父，也感受到了她在祖父园子里的快
活，从她的文字中，感受到了祖母对她的不喜欢，作者在这
本书里只字未提到她的母亲和父亲，通篇每次都提到祖父带
他去什么什么，多写到关于她和祖父的对话。我为萧红能拥
有这样一位爱她的祖父而感到幸福和欣慰，如果没有祖父对
她的爱，她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孤独和冷清。好伟大的祖父!好
值得尊敬的祖父!

上帝是公平的，他把一个人送到人间，并不是把所有的苦难
都强压在这一个人身上，萧红是苦难的，但她拥有了这样一
位慈爱、可亲可敬的祖父，这说明上帝又是善待她的。这使
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只要有一双忠实的眼睛与我一
同哭泣，就值得我为生命而受苦。萧红的人生，苦难多于快
乐，想起祖父，我想，她在属于自己的沉静时刻，也会认为，
这一生喜大于悲吧!



《呼兰河传》读后感[400]

读罢《我和祖父的园子》，不禁被那个天真、可爱、顽皮、
淘气的小姑娘逗乐了，那自由、率性的园中“劳动”与满
园“活”了的黄瓜、玉米、花、鸟都是那么自由。

惊讶于一个成人居然能写出这样灵动的文字，于是买来《呼
兰河传》，看萧红其他的文字是否也如此灵气十足。

看了相关的原文，发现修改后的课文更加凝练，主题更加突
出，看来编写教材的专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对作文的修
改也有启示：要舍得砍去无关的枝节。

看到了我们曾学过的一片课文《火烧云》，也出自于《呼兰
河传》。萧红的景色描写也是很美的。

书中交代了童年的萧红为什么老跟着祖父：父亲因为她是个
女孩子对她十分冷淡，母亲因为她的调皮对她恶言恶语，祖
母不喜欢她戳自己的窗户纸用针戳她，只有祖父疼爱她，宽
容而耐心地对待她。

书中另一个重点是小团圆媳妇的经历，她被残忍、狠毒的婆
婆折磨致死，暴露了封建思想毒害下人们的愚昧、迷信、自
私。与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一脉相承。

整个呼兰河城里只有祖父是小萧红可依靠的，所以其中表达
出了对祖父的怀念与童年自由生活的眷恋。

《呼兰河传》读后感[400]

《呼兰河传》这本书中，第四五章让我情有独钟。一个就是
作者与自己祖爷那个园子，而另一个就非常凄凉、离作者家
不远的团圆夫妇一家。



我们先来看看作者与祖父的园子，在这一章节的文章中跟我
们语文书中第十八课《我和祖父的园子》一样，也都讲的是
作者小时候那天真活泼的样子;那无忧无虑的童年。与作者一
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最美好的童年，但在书
中看到作者的童年，似乎就像我们越过了时空的界线，回到
呼兰河那座小镇，看着这些，我也有时会暗暗发笑，这一切
真是太有趣了，就比如说作者第一回见到大雨的时候，就用
装东西的大坛子顶在头上，一路猛冲，冲回了家，但门坎太
高了，冲不过去，猛一跳，过是过去了，但就像刹不住的汽
车直向祖父冲了过去，后果不堪设想。这样有趣的事情数不
胜数，可见她的童年是多么的有趣!

《呼兰河传》读后感[400]

最近我读了一本名叫呼兰河传的自传，他是著名作家萧红写
的。

作者萧红也在这本书里讲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童趣，如·‘拿
铲子把谷穗割掉，留下了一大堆的狗尾草，使外祖父哭笑不
得;院子里的玫瑰花绽放时，萧红又将撒发的香味的玫瑰花掺
入外祖父的帽子里，当时，外祖父并不实情，又让大家·哈
哈大笑。每次读到这，别提我了，我都笑得前埔后仰了。

每当翻开这本呼兰河传，我总会沉静在这欢乐时光，呼兰河
传里的好词好句又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得到了不少东西，
懂得了不少学问。

当然这本书里也珍藏着很多打动我的语句，如，老胡家有了
小团圆媳妇，但没过了多久，小团圆媳妇就过世了，小团圆
媳妇的孩子出世的时候，不到五分钟也能去了，但他的爸爸
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生的希望，这一举动，不仅打动了呼兰河
城里的君民，也打动了我。

最令我伤心的是尾声，从这一个个字里，又回忆起了我儿时



的故事。

啊，我爱这本书，更爱读这本书。

《呼兰河传》读后感[200]

读了这本书，感受到了黑土地凌冽的风、厚实的土、苍白的
屋子、孤零零的树，还有那麻木、可怜的底层百姓，以及所
有为生存而奋斗的人。

这本书不是教我们哪些生硬的道理，也不是在叙述一段大历
史，而恰恰只是在展示萧红内心的呼兰小县，那个她晚年在
浅水湾边魂牵梦绕的地方。读这本书懂得的不仅仅是奋斗的
价值，更实在发现人性的历史的真实。

拙笔难述，只能最后借茅盾先生的一句话做结尾：“我觉得
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这句话，是
我认为对此书最好的点评。

《呼兰河传》读后感[200]

“真正的作家，是稀有的。在本世纪，萧红算一个。”这是
我国当代女诗人王小妮在她倾注心血的作品《人鸟低飞——
萧红流离的一生》后记中以凝重的笔墨写下的一句。我不知
道何谓“真正”，可能那些但凡肯客观地展现生活、抒发情
感的作家都可以称的上吧。而对于萧红的认识，以及她是否
是真正的作家，我们应该从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说起。

最初接触《呼兰河传》，是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呼兰河”，
该是一个多美的地方啊!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幅山清
水秀、民风淳朴的风情画。

如若真像我想的那样，小说只是一些司空见惯的艺术形式与
平淡寡味的思想内容。那么，《呼兰河传》便不会得到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巨匠鲁迅、茅盾的激赏了，自然也很难有其流
传于世的文学价值了。

《呼兰河传》读后感[200]

作者眼中的呼兰河居住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不知道光
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冷就在他们身上，
他们想击退了寒冷，因此而来了悲哀。”我认为这是萧红的
一种“贫困”写作的方式，去掉生活中全部的伪饰，真实而
冷静地活着。历史是有着相似轮回的，呼兰河上发生的事也
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日日发生而且触目惊心。如……哎，
实在不愿举例子，写这样的读后感本身就挺难受!

人性的愚昧残忍。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描述其刚十二岁因性
格活泼，招来婆婆的恶打，花五千多块钱请跳大神的为其驱
鬼，用热水烫了三次辫子都掉了，终于被折磨至死。

读《呼兰河传》有感罗祉僖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萧红著的《呼兰河传》。它，就像
一部黑白电影，把我带进了二十年代的中国;它，就像回忆童
年的散文，既有寂寞，也有忧伤。

灰色的世界，简单的描述，却生动的把我带入了二十年代的
呼兰河镇。文章中的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她
才十二岁，本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可是却被卖到
了别人家里，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在衣柜陌生的环境里，尽心
尽力地做事，可是却动不动就受到婆婆打骂。那可怜的小团
圆媳妇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让她的家人心酸的不是她那年轻
的生命，而是自己为了她用了那么多的钱·····在那个
年代，她们的遭遇在人们严重时自作自受的，是上天给你安
排好的，只能听天由命是没有人可以挽救的。

我们的童年是自由的，就像一幅画，就像一首诗，就像一首



欢快的歌，没有烦恼，没有纷争。相比较，我们的童年是幸
福的，是无忧无虑的。

每个人的童年是如此的不同，作者的童年是无知的，是苦难
的，是悲凉的。让我们珍惜我们那美好的童年，将来再次回
味这份属于自己的美好童年吧!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七

“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首凄婉的歌谣。”这
是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这部作品的评价。女作家
萧红以她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了东北边远小镇——呼兰河的
风土人情，也展示了她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这部温婉如诗的小说中，“我”是个不谙世事、天真无邪
的孩童，用一双清澈的眼睛打量一切。祖父、后花园和她自
己就成了小说的开端。在这小小的县城里，有着淳朴的居民
和纯净的乡村生活，虽不如大城市那般繁华，但也别有一番
风味。

作者描写了童年时最爱的花园，我特别喜欢那一段。童话般
的意境，诗般的语言，简单又活泼，写得多好!这也不由得使
我想到了自己。

现在，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然而，我们却不曾想到，在家中
长辈的那一个年代，是那么贫苦。记得小时候，在我吃晚饭
时，总爱是把米粒饭菜吃的遍地都是，桌子上也是一片狼藉，
明明碗里还有大半碗饭菜没吃就倒进了泔水桶。每每这时，
妈妈便像唐僧一样的来教育我。我虽然表面上很不耐烦，但
却牢牢的把妈妈的话记在了心里。那时候，人们的生活那么
困苦，妈妈很小的时候便要去田里干农活。常常是一天忙到
晚，饿得肚子咕咕叫却还是吃不上一顿饱饭，仅有的那一点
食物还不够塞牙缝的，却要分给一家五口人吃。在我们奢侈
的挥霍水果时，你可曾想到，在那个年代，被说新鲜可口的



水果了，就是烂的都没有。冬天，在我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却还嚷嚷着冷时，那时候的人们却只穿一件薄衣站在风霜雨
雪中不停的干活。

而我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像一首诗，像一幅画，没有烦恼，
没有纷争。

但文中小团圆媳妇的童年也是那么悲惨，她短暂的生命让我
感到深深的痛楚。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女孩，竟因家中贫苦，
被千里迢迢送去当童养媳。她刚入门不久，就被婆婆折磨。
在她做错事情时，她的婆婆便狠心的`把她吊在房梁上，用烧
得通红的铁块烙她的脚底板，而她的公公也在一旁助纣为孽，
用皮鞭抽打她瘦小的身子。在她生病时，婆家人给她用开水
洗澡。当时的人们因为相信迷信、土方法，竟都跑来看热闹。
看着她在水里痛苦地挣扎，没有人来救她。当她昏死过去时，
人们才跑过去，有人还留下了眼泪。也许是因为愚昧的村民
不懂得科学，只懂得用封建迷信的方法来“救人”。当他们
看到昏死的小团圆媳妇，心里掩埋的良知，怜悯之心才被唤
醒。可最终，她还是难逃悲惨的结局。每每读到这里，我总
会义愤鹰填的久久不能自已。

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
谣。灰色的笔调，平静的叙述，暗淡的画面……把我带入一
个小城——呼兰河。

书中作者萧红给我们看小城里的人屈服于传统，迷信，愚昧，
麻木，甚至于残忍。作者不留情地鞭挞他们，可是也同情他
们。

书一开始就交待了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就是戏剧大舞台，车
翻了，马陷了，猪闷死了，于是人们忙着抬车抬马。有人说
拆墙，有人说种树，但未有人说去填坑。也可见这些人是多
么愚昧，不知变通，不知顺应社会，顺应天意，这是小城人
的悲哀，也是当时社会现状。作者鞭挞他们不去改变现状，



同情他们思想被限制。

书中有一个小孩曾掉入泥坑，是学校校长儿子，人们认为是
因为学堂建在龙王庙里冲撞了龙王所以降罪于人。因此甚至
有人不想让自己孩子上学。可见人们过度迷信，并且在最需
要接受教育开放思想的时候不重视教育，说明人们屈服于传
统，愚昧无知。也写出他们思想闭塞的可怜与悲哀。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老胡家的团圆媳妇。她不过是个十二岁的
小女孩，本应是最活泼，天真的年纪却已为人妻，被婆婆虐
待，吊起来打了三个月只为让她听话，可以说生不如死，如
囚犯一般。更是生病后人们用各种偏方，各种跳大神虐待她，
甚至让她在开水中洗澡，洗一次昏一次，虽看她可怜却无人
愿意帮她解脱。最后痛苦凄惨地离开人世。可是婆婆只心疼
她自己的钱。作者将人们迷信、愚昧、麻木、残忍表现得淋
漓尽致，也表达了对团圆媳妇的同情，批判了当时恶浊不堪
的社会风气。

其实小城里的人生性不坏，只不过在这样社会风气下铸就了
这样的他们。

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冯歪嘴他们的悲剧都是封建迷信思想，
麻木冷漠的社会风气造成的。呼兰河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呼兰河传》用灰色的笔调，平静的叙述，暗淡的画面描绘
了当时黑暗社会，用司空见惯的故事批判了封建礼教，社会
风气，麻木冷漠的人性，读来让人唏嘘感叹，心情久久不能
自已!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1940
年写于香港，本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
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以下是小编整理的
《呼兰河传》读后感，欢迎阅读：

我想是萧红本身的命运造就了她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一部优秀



的作品总能够体现作者的心怀,一个历经艰难困苦的人,即使
写欢乐也必然将其镀上一层沧桑.萧红一生经历的尽是破碎的
感情,来到香港的时候,心中大概还在介怀那些悲苦无依的年
年岁岁.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心绪,写出的当然是苍凉的
作品.

萧红借着这些人物写出了自己的悲惨身世,她含着眼泪在唱属
于自己的歌.她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孤寂的心境:“逆来
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
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这句话暗
合李后主“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感慨,一个是漂泊女子,一个
是亡国之君,这悲凉千载不灭.

在小说中,萧红写到:“大人总喜欢在孩子的身上去触时间.”
在香港的时候她已经疾病缠身,大概也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
所以才想要用一个孩童的口吻来触碰那被时光的洪流冲得老
远的童年岁月,尽管并不美满,华考|zk168但比起飘零的壮年
时代,总还是有那么些值得回味的东西.她笔下的“我”是纯
真可爱的,有那么一段让人至今难忘,就是祖父将落井的鸭子
烤来吃,“我”以为只有落井的鸭子才能裹在黄泥里,于是费
尽力气想要把鸭子赶到井里去,即使祖父同意烧活鸭子来
吃“我”也不愿意.一个心智未开,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
跃然纸上,让人禁不住想抱起来亲一下那粉扑扑的脸蛋.

这部《呼兰河传》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同样是回忆童年,同样是出自女作家之手,它们有着许许多多
的共同点,但是萧红的文字更显凄凉,给人一种孤独幻灭的痛
楚,这种带着一点病态的艺术美感,是《城南旧事》所无法比
拟的.

读完这部小说,我又想起了茅盾先生的序言,他用他的文字祭
奠了年仅32岁便孤独在异乡逝去的萧红.据说萧红的遗言
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想想她的生平,
我们就不难理解漂泊者萧红在文字中透出的凄凉和幽怨.



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我知道了萧红童年在呼兰河留
下的故事。

作者萧红细腻地写下了呼兰河是一个并不热闹的一个小村庄，
叙述地写出了她的家和那美丽而沉寂的大公园。祖父，二
伯……在萧红的笔下让我知道了那个小村庄的民俗风情和那
些小团圆媳妇被婆婆折磨得病怏怏的。

作者萧红告诉大家，她的童年既快乐又寂寞。在萧红家的大
花园里，她的快乐童年回忆全部都装在这个大花园里了。她
和祖父一起在这个大花园里笑声总是在荡漾。她和祖父的故
事很多，比如，祖父铲地，但萧红不会，拿不动那锄头杆，
于是祖父便把锄头杆拔下来，让萧红单拿个“头”来铲。因
为不知那个是苗那个是草，所以用锄头乱勾一阵，把菲菜当
野草割掉了。还有萧红看见祖父在浇菜，萧红抢过来浇，但
她并不是往菜上浇，而是往天空浇，还说：“下雨咯!!”

呼兰河里还有很多有趣和令人发笑的故事。特别是呼兰河四
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发生的事情：娘娘庙大会那一天，女子和
妇女参加的最多。如果是还没有生小孩的妇女去的话，只要
在子孙娘娘的雕像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在脚上绑一条带子，
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
偷着抱走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都会生儿子的。还有卖带
子的也特别多，妇人们都争着去买，她们相信，买了带子，
就会把儿子给带来了。若是未出嫁的女儿，也误买了这东西，
那就会变成大家的笑料。

呼兰河虽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处处都是故事。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是高尔基说的。这句话是什
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只要读书就是在进步;也就像爬阶梯一
样，每爬一层，就代表离终点又近了一步。所以，我们不仅
要读书，还要爱读书。都说人活到老学到老。



我现在读的书是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本书，《呼兰
河传》。作者是萧红，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也都在写萧红小时
候的一些事情。主要人物有：萧红、萧红的外祖父、团员媳
妇、有二伯、冯歪嘴子。为什么说主要人物有萧红的外祖父
而没有她的爸爸妈妈和她的外祖母呢?就是因为萧红的爸爸妈
妈和外祖母对她很坏，一点也不关心她;而她的外祖父就不一
样了，对她格外的好。所以文章中写萧红的爸爸妈妈和外祖
母的内容很少，而有一部分都是写萧红小时候和她的外祖父
的事情。

除了这些，还有团员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他们三个都
有不同的命运，团员媳妇只有十二三岁，却被她的婆婆活活
的给烫死了。有二伯没有固定的住处。而冯歪嘴子还要拉扯
两个孩子，太辛苦了。

从一开始读这本书，就可以读出萧红小时候是孤独的。到后
来她的外祖父去世了，后花园也安静了不少，萧红更孤独了。
文章的大体意思也就是这样了。

《呼兰河传》这本书写的挺好的，正适合小学阶段的学生读。
我希望其他的学生也能读到这本书!

小学六年级辅导视频教学篇八

这学期我在课堂上学习了《祖父的园子》这篇课文，老师说
它是选自萧红的《呼兰河传》，暑假爸爸带我去书店买字帖，
在书店我看到了这本书，我让爸爸帮我买下了这本《呼兰河
传》。

《呼兰河传》这本书第一眼看上去我以为讲的是一条河，其
实讲的是呼兰河一带人们的生活琐事及生活环境。在作家萧
红的笔下，他的爸爸待她冷淡，后妈恶言厉色，处处刁难，
她的祖母用针刺她的手指。这本书中，让我唯一感受到温馨
快乐的，就是课堂上学的《祖父的园子》这一片段。萧红和



他的祖父在一起的时候，萧红自由快乐的样子和祖父慈祥的
面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萧红和祖父一起在后院里玩，
一起念诗….…园子里的一切都是自由的，植物是自由的，动
物是自由的，人也是自由的。萧红，在园子里很快乐，这可
能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温暖的记忆吧。萧红在这里可以忘
记一切不高兴的。玩腻了，就跑到祖父哪里去乱闹一阵，而
祖父从来不生气。

作者还在另一个文章中一直写到“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
这就为里面的人物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文章中的团圆媳妇是
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她才十二岁，本该是跟我一样一个
无忧无虑在教室里学习的年纪，而她却被卖给了一户人家做
童养媳，刚来时是那样的健康、活泼，而后一个人孤单地生
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尽心尽力地做事，可动不动就会遭
受到婆婆的打骂。有一次团圆媳妇生了场大病，她的婆婆不
是去给她找医生，而是去给她找了一个大神治病，说是自己
能够驱走病魔，永远不再生病，于是婆婆听了大神的话让团
圆媳妇烫了三次开水澡，最后烫死了。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在
打转，想到以前的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如此低下，人们的无
知、愚昧、迷信不科学的行为导致的社会悲剧，心中五味杂
陈、难以平复。

《呼兰河传》记载了萧红童年时的欢乐与悲伤，感触与同情，
读到最后她的祖父也去世了，这让我更加难过悲伤。读着读
着觉得越来越沉重。一个衰落的村庄，灰色的背景，灰色的
人物，像是大雨前的天空，乌云蔽日……体会到了那个年代
百姓们的无奈与悲哀，体会到了萧红那纯洁与痛苦的童年!

我相信所有读过这本书的都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