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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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篇一

课上不能以老师讲为主，这样不但课程进展的慢，老师累，
而且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也较死，其效果必定会是事倍功半。
在讲《三角形的高》这节课的时候，我就是怕学生不会不懂，
所以由自己全全包办了。讲课时以我说为主，没让学生实际
动手操作，在我认为他们都会的情况下让他们动手画时，让
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居然没几个画对的，我见此情景后以为
他们不明白就又给他们进行讲解，但再次操作时，他们还是
没能正确无误的画好，而且一连几节课都是如此。

这个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难道我错了吗其原因何在呢?我当
时真的是搞不懂，课下我认真进行了一下反思，感觉在教学
过程是自己的教学方法不对头，对学生管的太多太死，打消
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我知道这不是学生的错，错就错在自
己不能真正放手，让他们自己主动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篇二

本文以“将心比心”为题，以经过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两个
小故事，揭示了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文章语言精练，没有
曲折的故事情节，却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震撼力。

因为这是一篇阅读课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尽量做到大
胆放手，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本事，用自我最感兴趣，最擅
长的方法学习，经过小组合作，全班交流，来取长补短，到



达整体的完整。如：学生在初读课文时，我让学生选择自我
喜欢的读书方式读书，然后思考课文主要写了哪几件事?学生
读书的兴趣很浓，交流时的气氛也比较好。

其次，重视朗读和读后感受，强化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过程。
如在学习第二个故事时，我让学生细读触发点——只见母亲
轻轻地对护士说：“不要紧，再来一次!”找得很准，并且牵
一发而动全身地扩散深入开来：数数妈妈说的话，几个字，
简简单单。请你深入到这个故事中，再去读一读、品一品，
你还会觉得简单吗?“再来一次”对这位刚参加实习的护士来
说这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吗?普普通通的一位母亲，她为
什么能有如此不简单的举动，说出如此不简单的话呢?请联系
下文再去体会。学生经过读书体会到：透过母亲“平静的眼
神”和“轻轻的话语”，可见母亲把那位护士当作了自我的
孩子，在鼓励她，支持她，同时也期望自我的女儿在将来的
工作中也能得到患者的支持和鼓励。在这样有层次的导学中，
学生深层次地感受、理解课文的语言文字，促进思维发展，
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本事。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我还注重课堂资源的整合，如始终将孟
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贯穿导课、
品读、结课，同时又引入了台湾作家罗兰的话，论语中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做到了拓展与文本的紧密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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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篇三

一、教师指导读。主要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基本技巧。如重
音、停顿、语速等。如“浪潮越来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
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裂，
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一句，为了突出钱江潮的壮
观气势，应该读得稍快，强调出“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
进”、“浩浩荡荡”、“山崩地裂”、“颤动”等词语。

二、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想象感悟。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文本内
容，并将文本内化为自己的个人感受的基础上，学生才能将
自己的感情融入文本，读出真情实感。因此教学时，我告诉
学生，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当做作者，走进作者的心去回味当
时的情景，这样学生朗读时就会忘了自己是在学课文，而是
在回忆曾经看到过的钱塘江大潮，他们朗读时才会放开嗓子
大胆的读。

三、注重积累和运用，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

学生学了《观潮》后，为了让学生能够把钱塘江大潮的壮观
景象留在脑海，在学生已经诵读成背的基础上，我让学生把
作者笔下的大潮改写成导游词，让他们一导游的身份去进行
表演，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对课文的记忆，还可以训练学生的
口语表达水平，同时也积累了优美的词语。

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篇四

《自然之道》是人教课标本第八册第三组的一篇精读课文，



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我”和同伴在南太平洋的一
个海岛上旅游时，看到一只想离开巢穴爬向大海的幼龟被食
肉鸟叼啄，于是焦急万分，迫使随同向导施以援手，把幼龟
抱向大海。正当我们为自己保护小动物的善举而沾沾自喜时，
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原来这只幼龟是“侦察兵”，后
面成群的幼龟得到了错误的信息，以为外面很安全，就从巢
中鱼贯而出，结果许多幼龟成为食肉鸟的美餐。我们为此陷
入了深深的后悔和愧疚之中。

不过，不弹“老调”，先该怎样改弦易张呢？我想，干脆简
单点，把课堂完全还给学生，倾听他们读文后的真实想法。

所以，完成课文的初读、生字识记和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等任
务之后，我请学生快速默读一遍文章，再互相交流体会。

很快，有孩子发言时提到对“小泡泡”的理解。我相机板
书“向导”二字，让他们把目光聚集过来。接着，抛出一个
开放性的探究问题：向导到底知不知道“幼龟离巢进入大海
时会先派‘侦查兵’探路”这一自然之道？没想到，学生畅
所欲言，一下子说了四种意见：1、向导深知幼龟是侦察兵，
救它会引发更大的灾难。无奈游客催促，被迫出手相救。2、
向导虽然是生物学家，但并不知道加拉巴哥岛绿龟的秘密，
所以一同前往观察。3、向导应该知道一点。他可能隐约觉得
大自然的生物都有生存之道，食肉鸟啄幼龟是自然规律，贸
然出手可能不好。4、向导深知幼龟是侦察兵，但游客们很焦
急、很顽固，不听向导的。为了教育游客，他决定给他们一
个深刻的教训。

说实话，一些孩子从未这样欲罢不能，表现出如此丰富多彩
的自我见解。所以，我及时夸奖学生，说他们比我所听过的
《自然之道》公开课上表现出色的学生还要棒！

发散了学生的思维以后，我再引导他们聚焦：想清楚，你支
持或反对哪种猜想？再回到课文，细致阅读，画出相关“证



据”。

不出所料，大多数同学细读文本后，首先否定了第2种想法。
证据就是描写向导态度的两个重要词汇：“若无其事”
和“极不情愿”。没想到的是，几个孩子认为第1种观点也经
不起推敲：游客催促，向导长了嘴巴呀，为什么不马上说明
不能救啊？！嗯，这真是合乎情理的推测。更有意思的是，
预想中的争辩发生在第3、4种观点的支持者身上。

支持观点4的.学生（恰好是性格比较急躁的几个顽皮男生）
觉得，向导有“若无其事”地暗示过游客，但那些游客听不
懂，所以必须让不听劝告的人好好看看，违背自然之道的下
场。在残酷现实面前，才可以转变某些人的固执。观点3的支
持者则从文中找到了很有利的证据：“我们的目的，就是想
实地观察一下幼龟是怎样离巢进入大海的”；如果向导决定
拿更多绿龟的生命去教育游客，为什么还会“赶紧摘下棒球
帽，迅速抓起几十只幼龟，放进帽中，向海边奔去”？文章
最后向导是后悔地悲叹“我们……”，而不是说教式的“你
们……”

真实课堂的惊喜，还在延续。

当我请学生交流自己通过各种途径所得知的人们生活中遵循
自然之道或违背自然之道的事例时，张祺同学谈到一个她认
为人们违背自然之道的小事例，很有趣：一些小猫、小狗被
主人穿上鲜艳华丽的衣服，不好。小动物的毛就是天然的衣
服，人类却要多此一举，按照自己的喜好打扮它们，它们内
心一定不喜欢这样。听到这里，调皮的陈源广趁机假扮小狗
喊：“我不想穿衣服！”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不知怎的，我
灵感顿生，找到了这些天苦寻不着的“钥匙”：“太好啦！
上星期我动员大家参与全国小学生‘新思路’作文大赛，虽
然也给你们专门做了《观察想象》的写作指导，却发现交上
来的文章要么拿旧作充数，要么还是打不开思路，平淡无奇。
想想看，张祺说的不就是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吗？如果融进



她刚才的感悟，配以好的形式，比如写成童话《我不想穿衣
服》，该是多么的生动、新颖啊……”

教学之道贵在“真”。有了“真”的前提，教师才能更好地
挖掘学生的潜力，呵护他们的个性，孕育他们的灵性。持之
以恒的真实课堂，也一定会出现创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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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篇五

诗是语言的精华，激情是点燃语言的火把。凡是有激情澎湃
的课堂，就有诗的火花在闪烁。在学生深入地理解幸福的深
刻含义之后，教师应关注着学生情感的点燃。要求学生回头
看看黑板上课初留下的种.种答案吧，学生提出将“买彩票得
大奖”擦掉，我欣然照办。当学生默然时，我追问：黑板上
的这些都是真正的幸福吗?学生答：有的是儿时的幸福，只不
过是在享受幸福;现在的真的是幸福，因为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带给了朋友、父母、老师以快乐;未来的是心中的梦想，只能
期盼着未来再实现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板书下“小时候、现在、未来”三个词
语，并告诉他们：“是啊!小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幸
福;现在啊，每个人都在追寻幸福;未来呢?幸福就是你们灿烂
的前程!”并要求他们写出一首诗，当然，孩子们的惊喜是可
想而知的!人人都变成了诗人，人人都才华横溢。

小学课文第八次读后感篇六

着新课标新理念的实行，在教学过程中老的教学模式已经被
社会所淘汰，要想在教育教学工作上有所突破就必须跟上时
代的步伐。以往在教学时都是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辅。在
讲课时，老师进行枯燥无味地讲说学生洗耳恭听，课下认真
做好复习，对于知识点进行死记硬背即可。而今的教学要求



我们教师不能在这样下去了，要改变这种陈旧的教学模式，
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教学中要让学生多动手动脑，并通过思考把自己的观点看
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才能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的兴
趣。使他们乐学愿学好学，其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学生
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得到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