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黄果树听瀑读后感简单一点(精
选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该
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黄果树听瀑读后感简单一点篇一

“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句话对我而言应该是一句
真理，因为每一次课，我总是会出现很多问题，有时甚至是
低级的错误。因此，直面问题，思考策略，改进方法，才能
少些“悔不该如此”的感慨。

前两天，我上了一节《黄果树听瀑》。这是一篇游记，又是
一篇新课标教材五上年级的选读课文。由于自身教材解读能
力不是很强，教学准备时间又比较仓促，所以教学设计非常
粗糙又不甚完善就匆匆上课。尽管当时教学过程比较顺利，
课堂教学效应不错，但课后细细想来，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
深思和探讨。

高段的阅读除了继续练习朗读之外，还需要有一定速度地默
读，快速浏览，学会诵读等。本课教学时，我有好几个让学
生抓关键词品味的环节，学生发言积极，讲了很多，可是落
实到读时，我更多的是安排指名读和齐读，而忽视了其它几
种读书方法的训练，整节课读的方式单薄，读的时间不足。

积累这一关，我有意识地布置了课外作业，要求学生将文中
表示听到的瀑布声的词语写在摘录本上。此时想想，虽然有
了这一意识，但做得不够到位，可以将表示声音的词分类摘
抄，还可以摘抄形容水声的比喻句。这样训练学生梳理知识
的能力，有利于学生归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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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树听瀑读后感简单一点篇二

本文讲述了作者来到黄果树风景区时听到瀑布声音，看瀑布
的样子以及听当地人的介绍，让作者完全沉醉在如诗如画的
美景之中。正如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所说：“上溪悬捣，万
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
”可见当时的场景是多么壮观。

本文作者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描述了黄果树瀑布神奇美丽的景
观和恢宏的气势，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突
出了黄果树瀑布雄壮的气势与奇绝的景观，让读者充满了向
往之情，我也想去黄果树瀑布一探究竟。

黄果树听瀑读后感简单一点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黄果树听瀑》。这篇文章
主要描写了黄果树瀑布是一幅壮观的大自然杰作。一到黄果
树瀑布前，你听到奔泻的水声和壮观的瀑布，这才能合上黄



果树瀑布的名字。它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山谷里，每当瀑布
流下来时，会有清脆的回声和“银雨洒金街”的奇观，让每
个游客在这里如痴如醉。

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大自然是伟大的，它的神工巧斧留
下来的是一座座风景胜地，如张家界、双龙洞等等，大自然
真奇妙。近年来，人类多个层次、多个方面、多个程度的对
大自然的破坏已经严重警示我们不能再继续了，大自然已经
亮红灯，再也承受不起了。在此，我向大家提出倡议：保护
生态环境，你我同行!

黄果树听瀑读后感简单一点篇四

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句话对我而言应该是一句真
理，因为每一次课，我总是会出现很多问题，有时甚至是低
级的错误。因此，直面问题，思考策略，改进方法，才能少些
“悔不该如此”的感慨。

前两天，我上了一节《黄果树听瀑》。这是一篇游记，又是
一篇新课标教材五上年级的选读课文。由于自身教材解读能
力不是很强，教学准备时间又比较仓促，所以教学设计非常
粗糙又不甚完善就匆匆上课。尽管当时教学过程比较顺利，
课堂教学效应不错，但课后细细想来，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
深思和探讨。

1.作为一篇选读课文，该如何有效处理？

本文是一篇选读课文，根据教材安排，五上年级直接反映自
然风景的文章少，所以选了《黄果树听瀑》加以补充。对于
这样的一篇与前面单元不相配套的写景文章，要在一节课的
有限时间里完成教学，那该怎么有效处理？我觉得可从两个
方面思考。

字词学习的处理。在我拿到教材通读后，我发觉本文有大量



的如“遏、沁、寥、訇”等难读的生字；有些词语如“跃入
涧底”、“凝神谛听”等读起来比较坳口。在一节课中是发
挥学生的自主性，让他们查字典自学还是另寻出路精简省时？
我选择后者，先书写了生字表式的小卡片，后布置了“划出
难读词语同桌对读”的学习任务，帮助学生扫清阅读障碍，
提高读通课文的效率。但是，学生在通读过程中，抬头、低
头、注音、划词还是比较费时费力。结合本文的教学地位及
对生字词的教学要求，我觉得将生字和难读词语板书，自读，
齐读，再要求学生通读全文可能会更有时效。

教学重点的选择。本文篇幅较长，教学中不可能如精读课文
一般从多个角度入手细致全面地学习文本，只能以点带面，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运用所学到的学习方法自学文本，
教师充当领路人，适时点拨。我首先从“听”字入手，要求
学生在读通课文后，分别用波浪线和横线划出作者听到瀑布
声音看到瀑布样子的句子。然后，我以第一处描写瀑布声音
和样子的段落为例，抓重点词语理解瀑布的声音和外形，并
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接着，我小结这一学习方法，放手让
学生自学、讨论完成第二处。最后一处，我范读引领情感，
学生齐读感受瀑布带给作者的震撼。这样的预设是努力想体
现以点带面的教学主程序，并展现从扶到放，由品词析句的
体会到感情诵读的体验的过程。然而，在教学实施中，由于
对第一处瀑布的声和形的品读交错进行，学生的发言有时针
对性不强，学习效率降低。而且，这一“扶”没“扶”稳，
学生自主学习“跌跌撞撞”，自学后的交流出现冷场。因此，
对教学重点重新审视，发觉重点不够明确：既然“听”为题
眼，以“听”入手，就可以指引学生关注描写瀑布声音的句
子，通过不断地读和比较，去发现听到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如此高屋建瓴，带动整篇文本的学习，既能更明确地把握重
点，又能使教学主程序更加明晰，或许还能将人文性和工具
性更圆润地统一。



黄果树听瀑读后感简单一点篇五

《黄果树听瀑》是人教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的第一篇选学课文。
文章文字优美，想象丰富，比喻生动，赞美了黄果树瀑布恢
宏的气势、生生不息的活力，歌颂了大自然的美丽、伟大。
全文以“听”为字眼，作者在文中多次调动听觉，对听到的
声音作细致入微的描述，以此带动对形的描述，并将听到的，
看到的，通过想象等形式融入自身的情感体验中，仿佛与人
融为一体。

这篇写景散文紧扣一个“听”字，由远及近，从瀑声、瀑形
两方面细致、形象地描绘了黄果树瀑布的雄伟气势和壮观景
象。作者用生动贴切的比喻，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景。
在描写枯水季节黄果树瀑布声势浩大的同时，还通过当地人
的介绍和徐霞客的描写，对盛水季节瀑布摄人心魄的奇观做
了侧面烘托，从而使黄果树瀑布恢宏博大的特点更突出，使人
“如痴如迷”。

本文篇幅较长，让人感觉文字比较散，况且是一课时完成教
学的选读课文，同时我也发现这篇选学课文生字、新词较多，
对于五年级的学生来说有较大的难度，如果像精读课文那样
细致全面地学习文本，时间肯定会比较仓促。

另外，作者的写作方法和表达方式很鲜明，如有多处的比喻
和联想及夸张，还有“移步换景”的写作方法等。如果纯粹
从写作方法入手教学会显得太僵硬死板，还得有另外一条主
线，写作方法只能在其中加以体现。既然“听”是题眼，如
何巧妙地贯穿“听”这条主线，还需有一个轴心。于是我又
一遍一遍地读课文，读着读着“哗哗”这个拟声词跳入了我
的眼帘，我发现文中五个写瀑声的句子中有三处出现“哗
哗”这个词，可以抓住“哗哗”做文章。最终我将自己的教
学内容集中在描写瀑布声音的五处句段上。这样一来，教学
内容相对集中，取舍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