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一颗心读后感 打开大自然的课本读
后感(汇总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打开一颗心读后感篇一

开学第一天，我学了《打开大自然的课本》这篇课文。

当我读到第一段时，仿佛感到我已身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
看到了色彩绚丽的热带鸟类，各种热带植物；还看见了活化
石——望天树，而且我还在测量着望天树的高度呢！

当我读到“让明亮的'眼睛......”时，仿佛看到翠竹林立的
竹林，那一根根竹子像一排排卫士站在那里；又仿佛看到松
柏在雪地里傲霜斗雪，还有跟它一起做伴的梅花和菊花；我
还看见了农民和果农们在沃野上、果园里辛勤的耕作，汗水
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浇湿了干燥的土地。

在读第四段时，我受到了青山和绿水的召唤，它们的魅力无
穷，令人向往。不过，在前进的道路中，还必须不怕艰险，
勇于攀登，更加不怕险恶的风浪，只有做到了，才能享受大
自然无私地馈赠和给予，才能拥有勇气和胆量，在大自然里，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只有勇于探索，勇于发现，越过自
然障碍。才能知道大自然是多么神奇、美好，是我们最好的
绿色课本。也许有人说大自然很危险，可只有体验了。才能
知道它的美好，走吧，让我们一起去浏览这绿色课本！走进
大自然，接触大自然，美化大自然！



打开一颗心读后感篇二

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汇聚一堂来一场“奇葩说”辩论这个点
子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主持辩论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正
正对应了苏格拉底在临死前劝诫亲友们不必悲伤的死亡论证，
其中的一点就是如果有死后的世界，他将无比荣幸去与那些
伟大的诗人、政治家、思想家继续交谈辩论，没有比这个结
局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

作者围绕社会热点引发哲学家们辩论，并引出各自的思想，
其实每一次的辩论都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虽然问题的设置
都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是也可以看出很多现代社会的问
题也同样困扰人类多年，马东在评价“奇葩说”这个节目的
时候就曾经说过，很多现代人困惑的问题早在“五四运动”
时期就已经讨论过了。这是很残酷的现实，我们似乎始终在
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

但是我认为有的时候答案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许多哲人认
为人类永远无法掌握真理，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理始终是
灼人的，但在灼人烈焰中的困惑与思考却是每一个人类身上
必然背负的“十字架”。

打开一颗心读后感篇三

在人类诞生前，大自然已经是亿年的古迹。它创造了宽阔的
天空，湛蓝的大海和无边无际的土地。在自然界中，每一个
生物都有自己的'本能，有些是用来保护自己，有些是要觅食
的，个个无其不有，更是有趣。

春风，它轻轻拂过我的脸，好像在跟我打招呼；夏天，它是
天上的灯笼，为我照亮通往光明的路；秋天，它是飘落的叶
子，帮大地铺上一层鲜红的地毯。这些都是大自然最要好的
朋友，它们会让我们的生活活出希望、活出精神。有这么一
句话：“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我们一定要保护大自



然，继续当百年的古迹，让它永远生生不息。嘿！听到了吗？
这就是大自然的歌声。看着溪流从我身边流去；闻到花绽放
的香味；更是感觉到了大地的毅力。这些事情让我从大自然
中挖掘不少的知识，让我知道大自然永远那么广大，而我，
却那么渺小。

大自然是万物之灵，虽然它没有高科技，却是一本书，给了
我们启示，要把握机会，不可失去它。

打开一颗心读后感篇四

《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读后感

――学会使用“边角余料”

洛新区磁涧小学游大兴

临近期末考试，望着那些老是完不成任务的问题生，我心中
有些着急，就老想着，怎么才能帮他们提高学习效率呢？今
天当我看到这一篇文章后，我有了灵感。

每次上课铃响后，我走进教室，都发现大部分问题学生要么
仰着脸无所事事，要么就是说话，要么就是做小动作，更甚
的还有离开自己位置的。见到这样的情况，我往往要求他们
找些事干，比如练一分钟字，看一分钟书等，可效果不明显。
经调查，大部分人不干实事的原因是：老师马上就该来了，
就那么一点时间干不了什么？看了这篇文章后，我知道问题
生之所以不知道珍惜时间的原因，一是他们不会利用时间的
边角余料，二是我指导不到位，没让他们知道充分利用时间的
“边角余料”的巨大作用。他们不知道在上课前这么短的时
间能干什么？该干什么？从今后，在这方面，我应该对他们
多加指导，针对这些学生浪费时间的现状，开展一分钟竞赛
活动，一分钟背诵比赛，一分钟写字比赛，一分钟朗读比赛，
一分钟听力比赛等，通过这些一分钟竞赛活动，增强他们的



注意力，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的'效率观念和竞
争意识；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一分钟可以干好多事。对那些还
不知道该干啥的学生，我就给他们明确任务，比如：背或写
一首古诗，或背一个单词，做一道题等。通过这些一分钟竞
赛活动，让他们学会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并在他们利
用时间的“边角余料”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增
强他们的自信心，培养他们的惜时观念。对那些自觉性较差
的学生，就给他们设监督员，帮助他们学会利用时间的边角
余料。

除了在课堂前，课堂上，让问题学生利用“时间的边角余
料”提高成绩，还鼓励他们开展放、下学的路上一首诗或一
个单词活动；当然也让其他好学生在利用“时间的边角余
料”的过程中提升他们自己，让他们更加优秀。作为班主任
及语文老师的我，我更应该给学生做出榜样。达尔文
说：“完成工作的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我将珍惜自己的
每一分每一秒，让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干出更多的成绩，也
让自己有限的生命更加有限。

爱，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魏书生班主任工作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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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颗心读后感篇五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5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感知文章主要内容，了解自然的特点和文章的层次；

3.能正确通顺地朗读课文，受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熏陶。

教学重点：

1.学会本课8个生字，能正确通顺地朗读课文；

2.了解自然的特点和文章的层次。

教学难点：

了解自然的特点和文章的层次。

教学过程：

一、示错解题，导读课文。

1.板书：“去打开大自然的课本”。

2.生读题揭错：少了“绿色”两字。

3.师再次板书：“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此处的课
题中的“绿色”两字用绿色粉笔写成“绿色”）生重读后师
追问：课本怎么会是绿色的呢？生恍然大悟：大自然是绿色
的。

4.师板书：自然、课本，问这句话完整吗？缩句后是什么？



5.指名生答。

二、自学探究，知读课文。

1.师黑板或幻灯展示自学题：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长句可多读两遍；

2）补充：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你能总结文章结构吗？

3）课文重点写课本，还是写自然？又描写了自然界中的哪些
事物？

2.点一生读题；

3.生自由读课文，边读边找边圈划答案；

5.师生交流，指导朗读：

1）点生开火车读6小节课文，他生边听边再次检验或思考答
案，并适时纠正读音断句；（此处可进行学生暴露的读音断
句的纠正教学）

2）教学生字长句：（此为面也）

d.再巩固：生再次整体逐字齐读两遍。

3）交流自学题答案，相机指导朗读：

b.点生回答第三题答案：师说：到现在课文真正写了什么，
相信大家已经了然于胸了吧？是什么呢？师再问：哪课文都
描写了自然界中的哪些事物呢？注意借助插图在文中寻找。
师随机点生回答，几生回答、补充、更正后得出：空气、翠
竹、松柏、果园、沃野鸣禽、野花、青山、绿水、云锦。师



说：插图这么美，诗人的描写也这么美，那么你能完成填充，
概括出大自然的特点吗？师随后呈现小黑板：（）的大自然
生思考寻找后师点生回答、补充：美丽、绚丽、神奇、多姿
多彩……师说：大自然如此美丽、绚丽、神奇、多姿多
彩……你能用朗读表达出来吗？生自由练读，师再点生读、
评、赛。优生或师范读，他生齐读。

6.师小结板书：

7.课本打开：

读课文、看图片等

三、总结激疑，赏读课文。

1.师围绕板书总结：我们感知了文章的主要内容，了解了文
章的结构，受到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熏陶，可黑板上的自
然“打开”中“打开”加引号又是为什么呢，下节课再继续
学习讨论。

2.最后请同学们选自己喜欢的语句或小节美美地读一读，让
我们身临其境，也到美丽、绚丽、神奇、多姿多彩的大自然
中去享受欢乐和温馨。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打开”的含义，明白自然与课本的共同点，体验大
自然的绚丽多姿，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的兴趣和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理解“打开”的含义，明白自然与课本的共同点，体验大自
然的绚丽多姿。

教学难点：

理解“打开”的含义。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读课文。

1.师检查主要内容、大自然特点、文章结构；生回答，师重
现上节课的板书。

2.师激疑：上节课我们留下一个问题，这节课我们来解决它。

二、自学探究，理解课文。

1.师黑板或幻灯展示自学题：

1）“打开”大自然的方法有哪些？

2）为什么可以把自然比作课本，自然与课本到底有什么共同
点呢？

2.点一生读题；

3.生小组轮读课文2—5节，边读边找边圈划答案；

5.师生交流，指导朗读：

1）交流第一题答案：

b.生举手答说，他生评说，如遇学生冷场举手少，教师则相
应借助上节课的板书启发：课本中是读文字，看插图，那大



自然中的空气、翠竹、青山、绿水……又是怎样被“打开”
的呢？再让生思考后回答、补充、更正、朗读。

a）去吧，去呼吸山水间芬芳的空气；

b）去发现翠竹的挺拔，松柏的苍劲；

c）去描绘果园的丰收，沃野的耕耘；

d）请听一听它们心中的声音；

e）青山说：攀登吧，饱览无限的风光，满怀少年的豪情；

f）绿水说：前进吧，奔向浩瀚的大海，显示少年的胸襟！

c.生或师小结：“打开”就是“去呼吸、去发现、去描绘、
听一听、攀登吧、前进吧”，祖国号召我们去打开大自然绿
色的课本，也就是叫我们到大自然中闻、看、画、听、登、
走。

d.师小结板书：课本打开：读、看（祖国号召我们）去打开
大自然绿色的课本。

e.师说：大自然如此绚丽、神奇、多姿多彩……我们一定会
响应号召：到大自然中“去呼吸、去发现、去描绘、听一听、
攀登吧、前进吧”，请带着自己理解的感情去读2—5节。

f.师提醒语调热烈、高昂、欢快，要蕴含兴奋的心情和赞美的
感情，再次分别叫喜欢读2—5节的人站立起来齐读。

2）交流第二题答案：

b.生思考、讨论；



c.点生回答、补充、更正：自然中有知识，课本中也有知识，
所以可以把大自然比作课本。

d.题目就是这样得来的，让我们齐读：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
课本。

3）小结全文，指导朗读第1节和第6节：

a.师说：这是祖国的号召，这是祖国的期待，让我们再回味
一下总结段第1节和第6节：男生读第1节，女生读第6节。

b.男生读第1节，女生读第6节。

三、总结激疑，赏读课文。

1.师总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得就是既要向课本
学习，还要向自然学习，知识无处不在，关键要有一双善于
发现的眼睛，一颗勇于探索的心灵。

2.生再品味：自由地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反思：

本课课题隐含了课文的所要谈的主要问题，一为课本，即课
本有何作用，为什么要打开；二为孩子如何打开大自然绿色
的课文；三为大自然绿色的课文中有什么。它是全课的总纲。
提纲方能楔领，抓住了总纲，再去理解课文，就会登堂入室，
一目俱下，眼光放得长远。

课本在文中是指绿色的大自然，这是比喻的说法。大自然绿
色的课本，承载了和常理中的课本相似的作用。它的作用，
它的意义，需在学生理解完后面两个问题后才能回答。

如何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第一用眼睛去看，正如文中说，



用明亮的眼睛，去发现翠竹的挺拔、松柏的苍劲。即使果园
的丰收，沃野的耕耘，也是用眼睛发现的结果。第二耳朵听，
“请听一听它们心中的声音”。青山、绿水的话，也是听到
的结果。第三用心去感受。用心感受到什么？“生活里洋
溢”的“欢乐和温馨”，“明媚的早晨”，“愉快的黄昏”。

让学生续写，作品没有比较精彩的，毕竟是出至大家之手，
学生是仿写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