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烟台的海读后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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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的海读后感篇一

这篇课文篇幅较长，语言十分精美。纵观全文，课文以“总
分总”的结构形式呈现，分述部分又按照季节变化顺序展开，
叙述了各个季节大海的不同景色，条理十分清晰。第二至第
五自然段是文章的重点，并且文章的结构相似，都是先描写
烟台大海美丽的景观，再描写勤劳善良的烟台人民。描写景
色部分，作者大都采用了比喻或拟人的手法，语言优美，画
面美丽。文章最后一个自然段，则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一个
排比句，体现出了作者内心的情感，展现了烟台人热爱生活
的美好情感。

烟台的海读后感篇二

《烟台的海》是一篇写景散文。生动地描写了烟台的海一年
四季的独特景观和烟台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激发
我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为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而努力的
美好感情。

文中语言很美，写法上也着鲜明的特色：

任老师执教的是第一课时。她抓住烟台四季海的不同特点进
行教学，重点明确，落实了知识点（学生掌握了字词），落
实了能力点（学生自主学习，自己归纳），课堂语言优美、
轻柔，给人一种内敛、恬静、淡雅的感觉。



开火车说说关于海的四字词语接龙，为教学内容做好了铺垫。

有了铺垫，任老师就直接切入课题，并出示地图，介绍了烟
台的地理位置，让学生轻松的理解了烟台北面临海的独特特
点。接着以“烟台的海独特在哪？让我们跟随作者去看一看。
”自然的引导学生读课文。

1、读：第一次自由读，提出要求：自由读，读正确、流利。
第二次以“课文是以什么顺序写烟台海上的景观？”引导学
生默读，再读中思考，在上次读的要求上提高了一个层次。
任老师用不同的问题来引导学生读课文，让学生不会感到读
得疲乏。第三次，配乐朗读课文，感受美，体会美。

通过几次读课文，让学生归纳出了课文的段落层次及大意，
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写：任老师在课堂上安排了一次抄写生词。在课堂快结束
的时候，又安排学生做了一些练习：扩词、背诵、自主尝试
预习下面的课文。在这里，任老师变换了方式让学生抄写生
词，学生不会感到枯燥，也达到了多写多练的效果。

3、说：任老师注重锻炼学生说的能力。提出“你感受到了什
么？”、“冬天的海与春天的海有什么不同？”，学生各抒
己见。

烟台的海读后感篇三

课文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烟台的还独特的景观：冬日的凝
重、春天的轻盈、夏天的浪漫、秋日的高远，以及烟台人民
的劳动与生活。

教学时，我用简笔画画了一幅地图，让学生了解所在的地理
位置，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该地会形成特殊的海上景观的
原因作一些初浅的认识。文章层次十分清晰，按季节描写了



景色，所以，我也让学生分自然段找出每个季节烟台的海有
哪些景观，哟什么特点，通过自渎和小组合作探究，学生对
文本有了进一步认识。三是精读感悟，这一环节我也是分节
进行，先让学生充分地读每个季节景观的句子，在找出重点
词语理解，如春天这一部分，让学生反复朗读“微波泛起，
一道道白色的浪花，从北面遥远的地平线嬉笑着追逐着奔向
岸边，刚一触摸到岸边的礁石沙滩，又害羞似的'退了回去，
然后又扑上来，像个顽皮的孩子。这个句子要读出海浪的轻
盈和孩子似的可爱，抓住“微波泛起、触摸、摸”等词语理
解，然后总结春天的特点—轻盈。

文档为doc格式

烟台的海读后感篇四

有个学生在课堂上提出：“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中说冬天烟台
的'大海是凝重的，后面又对冬天烟台大海的磅礴气势做了具
体细致的描述，作者此段为何会用“凝重”来描述他所见到
大海？”虽然有些学生通过讨论，一致认为这样写并不矛盾，
实际上作者把烟台冬天的海当作一位稳沉的，强壮的男士进
行描写的。但是这样吗？课堂上的我无法正确的回答。

反思：是否我的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是否对教材、作者了
解的还不够？

烟台的海读后感篇五

悉的一般描写四季景色的顺序，从春——冬，而是先描写冬
日的海景，作者为何要这样处理呢？这对学生而言也是一下
子理解不了的。

分析学情有助于更好地找准教学的起点，从学生的问题出发，
制定集中、明确的教学目标，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接着，我
在课前的预习题中预留了这个导向性的作业：即有意识的让



学生找到描写烟台四季的海特点的词语，（凝重轻盈浪漫充
实忙碌）让学生查字典理解词意，再想想针对课文用这几个
词来描写海有何疑问。

有一个学生在预习后提出不喜欢这几个词语，他觉得把这些
词用来描写海，不太合适。果然有显然学生不能领会作者的
写作手法和意图。这也是大多数孩子的共有问题；还有一个
学生思考得更深入了，他提出为什么要在描写秋天的大海的
时候，要用上“忙碌、充实”因为与前两个词语比较，这两
个词语纯粹是描写人的一种活动；有几个孩子提出课文的写
作顺序为什么不是按“春夏秋冬”的先后顺序写的；还有不
少学生对课文最后一节中提到的“画、背景、舞台、话剧”
也不甚理解。

由此，我将本课教学目标、教学难点重点设定为（见pp）

教学环节分为四个板块（见pp）。

从课堂实际效果来看，整堂课的教学环节都围绕三个问题的
解疑展开，整体感较强，教学板块简洁，层层推进。这几问
题不仅帮助学生了解了课文写了什么？感受到了课文是怎么
写的？还体会到了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的原因。这也是高年级
语文教学需要强调的一种整体篇章意识。正是因为在课堂教
学的准备阶段能仔细分析教材，了解学生的实际学情，以学
定教才使得本堂课教师的预设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课堂
上学生学习积极性高，参与度广。

良好的方法和习惯的掌握使学生受用终身的。现在的学生不
缺聪明的脑瓜，缺的是专心读书的好习惯。浮躁是他们无法
真正读懂文本的通病。

以往教学中，我总怕学生搞不懂，记不住，总是不厌其烦地
一遍遍讲解，课堂里老师的声音在不断回荡，而学生实实在
在的活动时间却越来越少。二期课改提倡改善学生的学习方



式，要给学生语言实践活动的时空。在认真学习课程标准后，
本学期，我尝试运用读注法来培养静心读文，读书动笔的习
惯。读注法，读为阅读，注为评注，即在阅读过程中学生根
据自己的理解自觉地对文章的字词句段进行评注借此理解含
义领悟情感或分析写作特点的一种方法。尝试运用之后，发
现学生比以前安静了，专注度高了，课堂上多了几分安静读
书的色彩，静悄悄的课堂里多了不少思维的灵动。学生阅读
的自主性渐强，而且所写的评注也能突出自己的个性化体验。

展示交流学习成果的展台。这一环节的用时大约有足足十分
钟，学生均在自我评注的基础上在小组内交流讨论，所写的
评注紧扣文中的语句，体会到了作者笔下，春天的海像“轻
盈”活泼的孩子，夏天的海像“浪漫”迷人的少女，（出示
学生的评注pp）在静心读文，立评注，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学
生对课文的语言特点有了感受，既积累了语段，也自然地解
决疑问一。

在组织学习“秋海”一节时，我先通过引读，让学生比较本
节与前两节在写法上有何不同？学生马上体会到，此节作者
并没有在景色的描写上花大量笔墨，而是主要写了秋天的海
平添了几分充实与忙碌，渔家驾船出海了，一艘艘货轮，起
铆远航？？对忙碌场面描写也是一笔带过，留给了我们一个
省略号。

在此，我感到这个省略号恰恰是一个语言训练的空间，由于
学生没有海边生活经历，所以我适当补充一组画面，请他们
在小组内交流组织自己的语言展开想象，具体说说秋天的海
面是一片怎样忙碌的景象。由此，学生感受到烟台秋天的海
最为动人的是人的活动，在这秋高气爽，海天一色的背景下，
勤劳的烟台人正用他们的汗水和才智收获希望、收获梦想，
是大海带给了他们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使读者再次感到烟台
的海与烟台的人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完全是融合在了一起，
所以在作者眼中烟台的海也是充满人性的。



至此，学生对作者在用“充实、忙碌”来总结大海的特点的
到的视角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