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夏感梁衡阅读感悟(大全7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
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
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一

我今天说课的篇目是《夏感》。这一课被编排在七年级语文
上第三单元。

一、说教材

人教版七年级上第三单元为我们展现了色彩斑斓的大自然。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风夏雨，秋霜冬雪，不仅陶冶了学
生热爱自然的情操，而且体现了新教材回归自然、回归生活
的编辑思想。梁衡先生笔端的《夏感》，是他作为中央报纸
的记者多年驻节在黄河流域所亲密接触的夏感。这凝重厚实
的黄土地，哺育了我们的民族，润泽了中华数千年的灿烂文
明。所以，他把黄土地之夏，作为自己纵情礼赞的典型参照
物，教学《夏感》这篇散文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认识语文与
生活的关系，把握写景文章的写作方法。

1、第三单元的任务是：品味散文优美的语言，反复朗读，在
整体感知内容大意的基础上，揣摩、欣赏精彩句段和词语。

2、本课的作用：本课是承《春》和《济南的冬天》两篇写景
文章后的一篇自读课文，由于七年级新生对写景抒情类的散
文接触较少，对景中情，情中景的把握还有一定的难度，老
师要积极引导，让学生在感悟春冬季节特点之后自主感受夏
天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



二、说学情

七年级的学生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能够借助工具书疏通文
章，扫除阅读障碍，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感悟能
力。同时，刚接触初中的文章，阅读的兴趣较高，课堂中的
表现比较积极，思维也很活跃。这也有利于课堂中形成互动
参与的气氛。

但对于文本的感悟，他们仅停留在直接感受上，对于文化、
生命的意识和认识正在逐渐形成中，情感体验也经历着从无
到有，由零散到集中的过程。因此，应该继续培养他们感知、
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和自主阅读、思考、感悟的能力。

三、说目标

新课程标准中重点提出“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提升学
生的情感价值观。”本文语文优美，饱含情感，描写景色特
征细致，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新大纲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再
联系学生的实际，我确立了学习本篇散文的教学目标、情感
目标及教学重、难点。（出示幻灯）

教学目标：

1、整体感知课文内容，理清作者的思路。

2、体会文章生动准确的语言特点，感受其语言魅力。

3、体会作者对劳动的热爱，对辛勤劳作的农民的由衷赞美，
感受文章的理性之美，从而生发责任感，使命感。

情感目标：

1、提高学生人文涵养，在领略自然美的同时，懂得把握文中
的哲理。



2、培养学生的审美想象和情感，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自
然的愿望和热情。

教学重点：品味语言，感受文章语言的魅力。

教学难点：体会作者对劳动的歌颂，对劳作农民的赞美及对
炎热生活的向往。

四、说教法和学法

（一）说教法

新大纲中指出，教学过程应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
主动获取知识，科学的训练技能，全面提高语文能力。据此，
我准备以启发式和讨论式为主要教学方法，遵循“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发展为主线”的教学理念，为实现本课教
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采用以下教法：

1、朗读法

通过富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课文的意境，品味文章所表
达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2、创设情境教学法

借助多媒体，创设情境，辅助教学。

3、拓展阅读法

在语文教学中，采用拓展阅读的方法是培养学生理解能力和
分析能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说学法

1、诵读法：朗读是学习语文的好方法，能使学生对课文了解



得更透彻，也是审美传情的极好手段。

2、勾画法：在对课文的分析中，勾画出重点词句，帮助理解
文章内容，这使学生养成圈点批画的良好读书习惯。

3、自主、合作、探究：这学法能促进学生进行交流合作，共
同完成学习任务，并能提高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五、说教学程序设计：

（一）导入新课：

1、导入：多媒体播放徐怀钰的《你约我在夏天见面》，感知
夏天的美妙。

展示一组“荷塘风光”图片。引出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提问：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地方？什么季节？（西湖；夏天）

（南国之夏如此美丽，北国之夏又是怎样的呢？走进梁衡的
《夏感》）

（二）速读课文，整体感知

1、 质疑：学生速读课文，圈点生字词。

2、 解疑：多媒体出示，扫除文字障碍。

3、找学生朗读课文，出示问题：

(1)、在作者的眼中，夏天有什么特点？

学生回答：紧张、热烈、急促。（板书）



提问：夏天的特点出现在文章的哪一段？学生回答：第一段。

追踪提问：从全文看，第一自然段在结构上有什么作用？

学生回答：总领全文。由此，分析文章结构是总——分——
总。

(2)、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具体表现这些特点的？

小组讨论，找学生代表发言。最后归纳：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夏之景、夏之色、夏之人。

（三）研读文本，感受语言魅力

根据学生的回答，具体分析夏之景、夏之色、夏之人。

1、齐读第二段，出示问题：找一找，这段中选择了哪些富有
特征性、季节性的自然景观？ 学生回答：草、树、蝉、阳光、
远处的山、天上的云、麦浪。

出示相对应自然景物图片，让学生形象感知具有特征性季节
性的景物。

继续提问：在作者描写景物的句子里，你最喜欢哪一句？为
什么？

学生自由发言;

归纳语言特色：对比手法、比喻、拟人修辞手法

2、找学生朗读第三自然段，出示问题：找出具体描绘夏之色
的句子。这种颜色是什么颜色？ 演示一组农作物图片：高
梁——赤红，玉米——金黄。让学生对夏天的色彩有直观的
感觉。



师引导学生，为了写这种颜色，作者用了什么手法？（对比）

3、学生自由朗读第四自然段，（要求读出“紧张急促”的感
觉）出示问题：

学生自由回答：收割麦子，为秋苗浇水，追肥。

引导学生研读本段写法（短句、反复），感受人们在夏天的
紧张、急促。

4、在作者笔下，夏天是如此的热烈、紧张、急促，那么作者
对夏天是什么样的感情呢？请看第五段。

学生回答：赞美。引导学生分析本段的写作方法？（对比、
欲扬先抑）

师：赞美夏天，其实是在赞美夏天里辛苦劳作的人们。记得
小时候学过一首古诗，描绘的是烈日当空的正午时分，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挥汗如雨地劳作??同学们，告诉老师，是
哪一首诗。（李绅《悯农》），学生齐背，感受农民的辛劳，
对农民的尊重。

（四）拓展延伸

山亭夏日

（唐）高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加蔷薇一院香。

明确归纳：这首唐诗描绘了一幅情调清和的夏日图画，表现
诗人悠闲自在的闲适情趣，而课文抒发的是对夏天充满“紧
张、热烈、急促的旋律”的赞美，和对那些夏日里分外繁忙



的农人的讴歌，表达作者对这种充满激情的火热生活的向往。

（五）小练笔

品味下边描写春之色、秋之色的`语句，仿照这个句式，结合
课文或发挥想象，写一写“夏之色”和“冬之色”。

春之色为冷的绿，如碧波，如嫩竹，贮满希望之情；

秋之色为热的赤，如夕阳，如红叶，标志着事物的终极。

六、教学反思：

掩卷遐思，通过这一篇文章的学习，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沐浴
在美的熏陶中，孩子们的眼睛发现了美，并用绚丽的语言去
描绘自然之美，新课标要求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和健康的审
美情趣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我真心的希望并相信，在以
后的日子里，当学生们再欣赏到壮丽的自然风光，心灵中一
定会生出书写山河的冲动。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二

作者梁衡把夏天写的很生动，在他的文笔下我感受到了夏天的
“独特”。它的急促，它的金色；它的`生机勃勃，他的承前
启后。

他的生命交替、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我印象最深刻的
地方莫过于作者来比较春、夏与秋的段落。夏天和春天不仅
比的是颜色，旋律，还有比人气及诗句，在我所读过的诗中，
春秋居位一，冬为二，夏为三。可见在诗人作家的笔下，夏
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天的百花齐放能给人一
种再生的愉悦，春天的万象和泰又能使人的情绪得到一种畅
快的释放；秋天的收获能给人成熟的满足，走在幽静的小路
上，抬头看着一个个身穿各色衣装的孩子，随风而飘落下，



拾起地上的可人儿编排成一幅幅图，或者书签，标本…秋的
寂寥又能使人的情绪及心绪都能够得到淋漓的宣泄吧。而夏
呢，它或许过于浓稠密，像糖浆一样，浓的化不开，因此给
人一种失和谐且力度负荷过重之感。

我们正处于少年时，正如夏天一般，在这个季节里收获之已，
有而希望还未尽的时光汲取知识，提升自升能力，迎接下一
个收获的季节！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三

马小跳和夏林果，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只要看过杨红樱的
书，大家一定知道的。

读了这本书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其实每个人的小时候都有
一个梦想。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把梦想达成。可是呢，
有些人小时候有梦想，到了最后却放弃了，没有达成自己的
心愿。还有些人那就是根本没有理想，根本不去追求梦想。
我们虽然小，可是，志气比天还要高！

长大的我们怀念童年的我们，童年的`我们期盼着长大的我们。
我们在老师的怀抱里成长，在书籍的海洋里寻找自己的理想
和梦想！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四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寒假里我读了这本《那年深夏》
我被那真挚的友谊所感动。

乔伊是一个淘气的`男孩，他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父亲抛
弃了乔伊和妈妈。乔伊行为大胆乖张，从9岁开始与白宫通信，
预测各种战争局势、总统选举结果，准确率高得令人震惊！
他每天过着孤独而被欺侮的日子，渴望有个英雄来救他。这
时，他遇见了20岁的棒球手查理。查理快言快语、行为鲁莽，



但是他却对乔伊十分关照，他们的友情真挚地令人心酸落泪。
乔伊从不听话变成了听话，也给查理的人生添上精彩的一笔。
查理帮助乔伊完成成年礼，和他一起成长进步，带他一起打
球，一起嬉戏，尽职尽责，代替了乔伊人生中的爸爸。后来，
由于珍珠港事件爆发，查理决然选择当兵，奔赴战场。他在
轰炸区内不顾危险，与敌人展开战斗，上岸后被手榴弹炸死。
乔伊听到噩耗，伤心不已。

这本书是我看过最不符合常规的书，但他一定是我看过描写
友谊最真挚，最动人的书，从前是，以后也永远是。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五

费恩家的母猪生了一只落脚猪，爸爸要拿斧子杀了那只落脚
猪，我连忙跑上去阻挡爸爸。她对我说：“如果我生下来也
是那么小你也会把我杀了吗？”爸爸说：“孩子和猪不一样。
”爸爸见费恩不愿意，就让她给落脚猪喂奶，让她知道有多
么忙。费恩一见这只小猪，说：“噢瞧它，它棒极了。”在
这个欢乐的世界里，她拥有一只小猪。等校车来到学校时，
费恩已经小猪起好了名字——威尔伯，如今它已不是猪宝宝
了，要卖到朱克曼家的最底层的.肥料箱里，一只落脚猪只
要6块钱，朱克曼就买下了。

在朱克曼家的谷仓了，快乐的生活着一群动物，有鸡,鸭，马，
羊......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六

假期里，我读了一本书——《小夏蒂》。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主人公小夏蒂，她心地善良，有爱心，愿
意帮助别人。她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从小失去了父
母，被姨母苔塔收养，在她五岁的时候，被姨母送到性格特
别古怪的爷爷家里，但小夏蒂却能和爷爷相处得很好。八岁



的时候，又被姨母带到一个富人家里给一个腿有残疾的女孩
克兰拉当玩伴，她和小女孩克兰拉也相处得很好，但因为她
常常思念爷爷得了夜游症，不得不又回到了高山牧场的爷爷
家。后来克兰拉因思念小夏蒂，于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去看望
小夏蒂，小夏蒂看到克兰拉时刻也离不开别人的的帮助，就
决定帮助克兰拉战胜病魔，获得健康。在小夏蒂的帮助和鼓
励下，克兰拉竟然奇迹地站了起来，再也不用坐轮椅了。

读完这本书，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个情节是克兰拉在小夏蒂的
帮助和鼓励下站立起来的一瞬间。小夏蒂叫了起来：“哦！
哦！你真的能迈步了吗？你真的能自己走动了吗？现在你会
走路啦！你会走路啦！”当时我的心情和小夏蒂一模一样，
非常激动。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能站起并能行走，是一件
多么不容易的事啊！克兰拉竟然克服了病魔站立了起来，她
再也不用坐轮椅了，她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以自己去
看颠头簸脑的`风铃花、金光闪闪的野玫瑰、红色的矢车菊、
芬芳扑鼻的棕色花朵和香喷喷的野李子各种美丽的自然风景。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爷爷半年前得了重病，身体
远远不如以前健壮，但他依然很乐观，每天面带微笑，我们
一家人和爷爷一起与他的病魔做着抗争。爷爷每天学养生、
听评书、用橡皮泥捏各种小动物、和奶奶一起下橡棋。最近
爷爷又开始学认字，看着爷爷每天认真地翻看着字典，我很
感动。我相信爷爷也会像克兰拉一样在我们全家人的爱护和
支持下战胜病魔，我也相信爷爷的晚年一定会健康康康，平
平安安，快快乐乐。

夏感梁衡阅读感悟篇七

现在我来讲《森林报【夏】》里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题目是：狐狸怎样撵出了老獾，说的是：狐狸家
洞里的天花板掉下来了，差点把小狐狸砸死，狐狸一看，赶
紧得搬家，狐狸就到獾家去了。獾的家建造得很不错，出入



口左一个右一个，地道东一条西一条，岔道南一条北一条，
这都是为了防备敌人袭击时逃脱用的。它的洞非常大，可以
住下很多人。狐狸求獾给自己分一间房子，獾没有同意。獾
是一个洁癖鬼，爱干净，爱整齐，哪儿脏一点都要把它擦干
净，怎么能让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住进来！

獾把狐狸轰了出来。狐狸心想：只能用计谋了。狐狸假装唉
声叹气的到树林里去了。獾从洞里探出头来，看见狐狸离去
了，就去找东西吃，其实狐狸就躲在树丛后。只见狐狸一溜
烟进了獾的洞，在地上拉了一大堆屎，又把屋子里弄得脏得
要死，然后赶忙溜了。獾刚到家门口，一瞧屋里，好家伙，
臭死了！它气得离开洞，到别的地方挖洞去了。这一下正中
了狐狸的计谋。狐狸把所有的小狐狸都衔了过来，在这个超
级舒服的獾洞里住下来了。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是老妈送给我的，大家记得也要看看
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