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阳冈读后感 四年级语文课文搭石读后感
(精选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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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阳冈读后感篇一

1、课文简说。

课文语言质朴，意境秀美，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乡亲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传统美德一定会
强烈地感染着学生的心，激发他们善良的人性美，使他们充
满为他人奉献的热望。这也正是“搭石”于默默无闻中凸现
出的精神。

选编本课的意图，一是让学生从乡亲们摆搭石、走搭石的一
幕幕情景中，体会到其中的人性美；二是学习作者从不起眼
的事物中发现美、感受美。教学的重难点是体会作者是怎样
通过平凡的事物让我们感受到美的。

2、词句解析。

（1）对句子的理解。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也
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

这是课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句子含义深刻。一块块、一排
排搭石，静静地躺在溪水中，任人踩踏，却无怨无悔、默默
无语。这正是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精神的写照，也是



乡亲们相亲相爱、友好互助情感的纽带。

（2）对词语的理解。

汛期：指江河水位定时性的上涨时期。

绾裤：“绾”指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绾裤”
就是把裤子挽起来的意思。

二、教学目标

1、认识7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山洪暴发、间
隔、懒惰、俗语、平衡、清波漾漾、理所当然、联结”等词
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乡亲们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精神，并从中受到感染、熏陶。

3、学习作者仔细观察、生动描写的方法，培养留心观察、用
心感受的习惯。

三、教学建议

1、本文截取了农村生活中几个非常平凡的镜头，但平凡中透
出深意，朴素中闪烁着美好的思想，令人感到情致淳厚。教
学时可以采用自读时想象画面、自悟时体会情味、交流时畅
所欲言的教学思路进行。文中有看得见的具体的“美”，也
有看不见的心灵的“美”，请学生分别画出有关语句或段落，
并试着在头脑中浮现画面，在空白处写上自己的感受，然后
在小组内及全班交流，解决疑惑，完善认识，升华情感。

2、教师应重点引导学生反复朗读课文第2至5自然段，围
绕“文中哪些地方让我们感受到美”展开交流和讨论。

第2自然段重点描写了调整搭石的老人，“无论怎样”“只



要”“一定”“踏上几个来回”“直到满意了才肯离去”生
动地刻画了老人认真细致的动作，表现了老人一心为他人着
想的优秀品质。可以指导学生在想象画面的同时想一想：老
人踩到了不稳的搭石，心里会怎样想，表情、动作又会怎样？
在挑选合适的石头时，会怎样想怎样做？满意离去时，会是
怎样的心理、表情、动作？通过交流各自想象的画面，体会
老人的心灵美，再通过有感情的朗读表现出来。

第3自然段对“一行人走搭石”的描摹，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搭石
“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作者描写一行人走搭石时动作
的协调有序，“像轻快的音乐”，“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仿佛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美丽画卷。要让学
生充满感情地朗读，还可以引导学生联系第2至4自然段的内
容，说说从哪里能看出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第4自然段虽然文字朴实，但是简单的事情中闪烁着美好的思
想，散发出融融的暖意。生活在山里的纯朴的人们，相互谦
让，互敬互助，尊老爱老，而且“把这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这样美好的心灵，从“如果有两个人
面对面同时走到溪边……”和“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
石……”这两个事例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一幅幅和谐的画
面，也能够感受到画中人物的美好心灵。

课文的第5自然段是点睛之笔，可以让学生结合前文畅谈对这
段话的理解，进一步体会作者借搭石所要颂扬的无私奉献、
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性美。

在交流讨论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注意倾听别人的发言，鼓励
学生对不同意见展开争论，让学生的思维在碰撞中迸射出火
花，从而对课文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3、本文叙述平实，语言朴素而秀美，值得咀嚼回味之处很多，
应指导学生在读懂课文内容之后，用心体会作者的表达方法。
教学时，可以让学生画出自己喜欢的句段，说说自己喜欢的



原因，并练习有感情地朗读，然后抄写下来。

要求会写的字，可以先让学生自己分析字形，然后临写、比
较、纠正，教师根据学生写字时出现的共性问题或存在的困
难进行指导，还可以用听写词语等办法检查生字是否巩固。

5、本文作者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表现美，这一点正
是学生不容易做到的。教学本课后，应引导学生用心观察自
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人、事、物，召开一个“寻找生活中的
美”的交流会，使学生在交流中学会寻找美、发现美，然后
用自己的笔表现出平凡事物中的美，完成小练笔。

景阳冈读后感篇二

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
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不同的。

早上三点，蛇床欣然怒放，有精神极了;龙葵花早上六点舒展
开自己雪白的花瓣;上午九点半枝莲微微张开它的花瓣;上午
十点，颜色五彩斑斓的马齿苋绽开了它美丽的花瓣，好像在
得意的要求别人来看它的漂亮;在下午五点开放的茉莉花雪白
的花瓣，犹如天空下下来的雪白。

景阳冈读后感篇三

花生有很多好处：花生的味儿美；花生可以榨油；花生很便
宜，最可贵的一点好处是，花生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这篇文章蕴含了一个十分大的道理。文中的“父亲”以“落
花生”来勉励子女，要做个不要只讲外表体面，还要对人民
有好处的人。文中“父亲”的话使我受益匪浅。

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是只顾外在的美，不顾心灵的美
丽。这些人，虽然外表美丽，可内心丑陋，他们终究还是丑



陋的。

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心灵美的人，外表美丽虽然能给人带来好
的

仿写《落花生》

课文中的花生有着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不计名利，果实成
熟了也埋在地底下，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艳的果
实高高地挂在树枝上。梅花在寒冷的冬天傲雪开放具有着不
怕严寒，不怕风吹雨打的品质。而今天我要说的是“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

小草的生命力真顽强！我也要像小草一样做一个绝不被困难
打到，永远顽强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求名利，为人民服务
的人。

景阳冈读后感篇四

学习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感受乡亲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
神。

2.认识7个生字，会写11个生字。正确读写“山洪暴发、间
隔”等词语。

3.学习作者仔细观察、生动描写的方法，培养学生留心观察、
用心感受的习惯。

教学重点：体会平凡事物让我们感受到的美

教学难点：运用想象的方法，丰富文章的内容，体会思想感
情。



课时安排：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激趣导入，质疑定标。

质疑定标：你看到这个课题，有没有什么疑问？

（教师适时引导，归纳学生提出的'问题。）

二、个性自读，自主感知。

1、自读课文，画出生字词，边画边读两遍，把课文读正确，
读通顺。

2、自学生字词，同桌互相检查。

3、找出不理解的词语，其他同学帮助解疑。

4、默读课文，画出自己喜欢的词、句、段，并在旁边写出喜
欢的理由。

5、进行汇报。

三、合作交流，释疑解难。

1、四人小组合作讨论解决问题，交流自己的感受。

（1）、什么是搭石？

（2）、谁搭石？怎么搭？

（3）、如何走搭石？



2、开火车轮读课文，一人一句。思考：

作者围绕着搭石描写了哪几个生活场景？他为什么要写家乡
的搭石？

2、汇报交流。

板书设计：

21、搭石

什么是搭石？

谁搭？如何搭？

人们怎样过搭石？

第二课时

一、检查反馈，复习巩固。

1、出示生字词，学生开火车认读。

2、听写部分词语

二、研读品味，发现“美”，感受“美”。

我们一起走进课文，随着作者去发现“美”，感受“美”。

把课文中你认为美的句段找出来。

组织学生交流感受到的美，重点体会下面几处：

第一自然段————乡村秋景。



引导学生观察课文插图，看着插图说一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一幅乡村秋景图。

第二自然段————摆搭石的老人。

请你有感情的朗读这一段。

第三自然段————行人走搭石。

想象村里的行人走搭石的情景，除了可以看见的画面的美，
你还能感受到怎样的美？

第四自然段————理所当然的事。（溪边让路，背老人过
溪）

村里人把什么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从中有什么感受？

三、揭示中心，提升情感。

1、回归整体。

师：通过同学们的交流讨论，我们不但看到了家乡的搭石构
成的一道道风景，也感受到了村里人善良、美好的心灵，让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些美丽的画面：

家乡有一条无名的小溪，每到秋天，天气变凉，人们便，这
就是搭石。

搭石，构成了家乡的一道风景。

瞧，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发现搭石不稳，。

一行人走在搭石上，动作是多么协调有序！。

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



2、理解尾段。

出示最后一段，全班齐读，说说你是怎么理解这段话的意思
的。

四、小结.

这篇文章的作者刘章是个有名的“草根诗人”，他的作品来
自生活，处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他善于从平凡的、不起眼
的事物中发现美，表现美，感受美，这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

五、小练笔

课后请同学们留心观察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人、事、物，写
一段主题为“寻找生活中的美”的小练笔。

板书设计：

21、搭石

乡村美景

摆搭石摆搭石的老人美的画面

美的心灵

一道风景

一行人走搭石

走搭石溪边让路，背老人过溪

景阳冈读后感篇五

一、带着问题来读书。



二、细读课文深感悟

“一排排搭石，任人走，任人踏，它们联结着故乡的小路，
也联结着乡亲们美好的情感”是点睛之笔，实际上作者巧
借_________任人踩踏，赞美了__________________的精神，
这是人性美的表现，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
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认为这也是美。

三、读短文，按要求回答问题。

清波_________人影_________给人画一般的美感

1给短文的横线部分补充完整，并加标点。

2在短文（）处填上恰当的关联词语。

3短文中画“”的句子的意思是（）

a人着急时就走搭石过河，不急就过桥。

b走搭石要走得快，过桥可以慢一点儿。

四、课内语段阅读。

经常到山里的人，大概都见过这样的情景：如果有两个人面
对面同时走到溪边，总会在第一块搭石前止步，招手示意，
让对方先走，等对方过了河，俩（）人再说上几句家常话，
才相背而行。假如遇上老人来走搭石，年轻人总要伏（）下
身子背老人过去，人们把这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1给短文中加点字注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的美好心灵。



3短文中“理所当然”的意思是（）

a从道理上说应当这样。实际上乡亲们自古以来都背老人过搭
石，已成民情民俗。

b从道理上说应当这样。实际上年轻人不得不遵守道德约束背
老人过搭石。

景阳冈读后感篇六

一学习目标：

1认识“扰、诊”等五个生字，会写“扰、欲”等八个绳子。
正确读写“鼓动、跃动、欲望、冲破、坚硬、不屈、茁壮”
等词语。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积累好词佳句。

3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揣摩其中蕴含的深意。

4感悟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懂得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善带升
幂功能，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二学习重难点：

重难点是引导学生领悟三个事例中蕴含的意思。

三学习过程：

第一课时

一、畅谈生命，激发情感：

2学生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共同欣赏。



3揭示课题：你怎样理解生命，你就会有一个怎样的人生。我
刚才提到的杏林子从小病魔缠身，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但她并没有因此虚度年华，反而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她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生命，
生命》。（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把握：

1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想：课文围绕“生
命”写了哪几个事例？

2全班交流，教师引导学生用简练的语言对三个事例加以概括，
并请学生写在黑板上，共同进行评点。

三、自主选择，研读课文：

1快速读课文，想一想在这三个事例中，你最喜欢哪个事例？

2把喜欢相同事例的学生分别集中在一起，视学生多少再分成
若干个学习小组，请每组学生自己推选学习组长。

3明确学习小组任务及要求。

（1）熟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重点研读本组选择的事例，推敲作者在事例中蕴含的深
意，结合生活实际谈谈自己的感悟。找出含义较深的语句，
揣摩其中的意思。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相关段落。

（3）阅读其他两个事例，画出不懂的问题。

第二课时

一、品读课文，感悟语言：



1自主品读：轻声读课文，反复诵读自己认为精彩的语句或语
段。

2小组交流：小组同学每人读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语句或语段，
说说自己喜欢的原因。

3集体赏评：学生自由交流汇报，教师知道学生把自己的感悟
通过朗读表达出来。

二、通读课文，畅谈收获：

1回读全文，自我总结学习收获。

2全班交流，教师引导学生畅谈自己学习课文的感受以及对生
命的感悟，还要引导学生从领悟表达方法和语言上谈自己的
学习收获。

三、读背说写，积累运用：

1举行朗读比赛：选择自己下换的段落，比一比谁读的好。

2联系背诵：这篇课文短小精悍、意蕴浓厚，称得上是一篇抒
写人生感悟的精彩篇章。想不想永远把它装在记忆的宝库中？
请你们联系背诵。

3积累名言

4布置作业：把学习这篇课文的感受写下来，也可以仿照课文
写一写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课后反思：

景阳冈读后感篇七



我读了《学会看病》后感受很深。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个
孩子病了，妈妈准备打开柜子的时候，想让孩子自己去看病，
就告诉了他看病的过程，让他照着妈妈说的这样去看病。妈
妈也从中明白：我要不断的磨炼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磨练
自己。

“要不断磨练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也磨练自己。”这句话我
感受最深。在生活中，我们不会独自面对生活，但总有一天
总会面对的。有些大人也让孩子买个东西都不准，怕她摔倒
了，或者被坏人抓走了。其实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活在自己的
阴影下，使他没有安全感。在这里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总
有一天，他还是要面对，这也成了无可避免的事实。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不禁想起了我妈妈。那是在中午的时候，
妈妈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让她送餐送到小湾5号附6号的店里。
接完电话后，就对我说：“刘婧叡，把这份饭送到小湾五号
附六号的店。”

我当时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妈妈明明知道我不会送餐，还
偏偏要我去，太生气了。生完气后，妈妈就对我说：“第一，
态度要端正，第二，说话要文明，第三，把饭送过去后要跟
客人说谢谢光临，问他们还需要加点什么，知道了吧。”我
就按照妈妈的说的，把饭送到了小湾五号附六号的店里。

那阿姨真好，说我是个乖孩子，这么小就学会送餐。回到家
后，我把整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只点了一下头。我就好好
反省了一下，看着那个餐盘，这才明白妈妈的用意：我总有
一天会独自面对生活，妈妈现在能帮助我的就是给我一张路
线图，好让我摸索着妈妈给我的路线图去寻找方法。

是呀，在生活中，每一种困难、磨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
中，我们也都会去面对，现在学会面对困难，以后才会克服
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