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四年级读后感 四年级语文课文生命
生命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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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
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
有所帮助。

四年级读后感篇一

《生命生命》是一篇短小精湛、富含哲理的散文。这篇课文
通过捕捉飞蛾、砖缝中生长的瓜苗和倾听心跳三个事例，让
我们感悟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懂得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善
待生命，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在课上，孙老师
并没有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从客观上去解说什么是生命；也
没有以一个演讲者的身份慷慨激昂地给学生讲说着人生的哲
理，而是按照语文课标提出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
本之间的对话过程。”不温不燥地引领学生在和文本的对话
中，通过读去理解，入情入境地使学生懂得了关爱生命、珍
惜生命。

从教学过程看，孙老师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

1、贯穿语文教学“读”的功能。

俗语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作为一篇具有较强哲理性
的文章，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教学中，孙老师采用不同
形式的读，并步步推进。初读，感知文章三个事例；寻读，
找到自己感受最深的句子；悟读，结合句子谈理解、谈感受；
背读，积累好词佳句作储备。整节课，书声朗朗，读味十足。

2、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课堂。教学不仅是一种告诉，更多



的是学生的一种“体验、探究、感悟”。一味的告诉只会扼
杀孩子的一切，所以孙老师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去探索、去
感悟、去创新、去尽情地展示自己。课上让他们自己先讲一
讲，同桌讨论，全班交流汇报，培养学生说的能力和发散思
维。

3、反复品读重点句段，理解感悟文章情感。反复品读文中最
后一自然段，让学生在读中理解内容，在读中感悟情感，在
读中体会思想，在读中受到教育。体现了语文学科工具性与
人文性的统一。以读为本，注重自我感悟，是这节课的很大
特点。如，一入课，要求学生带着问题浏览课文，把握文章
的主要内容。精读阶段首先给学生足够的时间默读思考，在
交流个人自学体会时，引导学生品读，注重自我感悟。在这
个环节中，老师注意创设情境，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使
学生入情入境，直接与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在感悟的基础
上有感情的朗读。在读中感，在感中悟，悟后再读；同时抓
住典型语言信息（如：内容精彩之处，语言运用经典之处），
领悟语言文字表情达意之精妙，并积累语言。例如：在“飞
蛾求生”这个段落中，当学生提出：为什么飞蛾求生的欲望
使作者震惊？教师引导学生抓住“挣扎”、“极力鼓动双
翅”等重点词，在读中品，在品中悟，悟到了作者对弱小的
生命这种顽强生命力的'敬意。在“瓜子生长”这个段落中，
在学生品读的过程中，老师创设了师生对话的情境，引导学
生进入文本。最后老师的反诘追问：小瓜子你拼命地冲出外
壳，冒出地面，可只能活几天，你这样做值吗？引导学生深
入探究生命的价值。学生进入情境，发自肺腑的感受到小瓜
子顽强的生命力，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存活的时间长短，
而在于是否在有限的生命中努力拼搏了，是否活得精彩。从
而真切的感受到了生命的不屈与伟大。

尽管本节课有值得高兴之处，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表现
为：

1、教师有些地方的启发不到位，导致学生“知而无言”，未



能最大限度的激活学生的思维。

2、教师因局限于备课时的框架，为完成教学任务而硬把学生
往即定的步骤上拉，使得某些问题探讨得不够深入。

3、教学辅助手段准备不到位，未能给学生以视觉或感官上的
刺激，使得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探讨有“贴标签”之嫌。

虽然教无定法，但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觉得应尽量避免以上问
题，准备从这几方面入手：

1、备课时除了备教材，还应备学生，并且尽可能设想课堂上
会出现的状况；

2、考虑学生的实际，设置一些问题，让他们可以“跳起来摘
桃子”，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激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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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读后感篇二

像这篇文章的作者原本就是关节损坏的人，她就像文中所说



的那个小瓜苗，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真是不容易，她曾经
还获得过十佳女青年奖呢!她虽然关节损坏了，但我相信她一
定非常爱惜声明，珍惜生命，我们和她比起来的话，可能真
是大巫见小巫了。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一定加倍爱惜声
明，珍惜生命，要让我们活的更加光彩有力，更加有意义。

我们和杏林自比起来，我们可差远了!想到这儿的时候，往事
便在我脑海中回荡。

那发生在音乐课上，我们下去的时候，同学们的吵闹声打破
了上课的寂静(包括我)，到了音乐教室，吵闹声更是响彻云
霄了，音乐老师一来，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了，可是，过了
不一会儿，教室里又像菜市场一样了闹了，老师便大发雷霆，
但我们还是死性不改，我们整整在音乐教室多“停留”了10
几分钟。后来又有一节音乐课，我们下楼梯时就像在深山老
林里一样安静，在音乐教室里我们表现得更出色，被老师再
一再二的表扬，让我们在音乐教室里少呆了10分钟。我终于
知道上课认真听讲是个大好处。

我知道了我们要珍惜生命，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我要告诉
大家一句话，人一生下，就一步步的走向死亡。我们要珍惜
生命。

拓展阅读：《生命生命》原文

夜晚，我在灯下写稿，一只飞蛾不停地在我头顶上方飞来旋
去，骚扰着我。趁它停在眼前小憩时，我一伸手捉住了它，
我原想弄死它，但它鼓动双翅，极力挣扎，我感到一股生命
的力量在我手中跃动，那样强烈!那样鲜明!这样一只小小的
飞蛾，只要我的手指稍一用力，它就不能再动了，可是那双
翅膀在我手中挣扎，那种生之欲望令我震惊，使我忍不住放
了它!

我常常想，生命是什么呢?墙角的砖缝中掉进一粒香瓜子，隔



了几天，竟然冒出了一截小瓜苗。那小小的种子里，包含了
一种怎样的力量，竟使它可以冲破坚硬的外壳，在没有阳光、
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不屈地向上，茁壮生长，昂然挺立。它
仅仅活了几天，但是，那一股足以擎天撼地的生命力，令我
肃然起敬!

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借来医生的听诊器，静听自己的心跳，
那一声声沉稳而有规律的跳动，给我极大的震撼，这就是我
的生命，单单属于我的。我可以好好地使用它，也可以白白
糟蹋它;我可以使它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可以任它荒废，
庸碌一生。一切全在我一念之间，我必须对自己负责。

虽然肉体的生命短暂，生老病死也往往令人无法捉摸，但是，
让有限的生命发挥出无限的价值，使我们活得更为光彩有力，
却在于我们自己掌握。

从那一刻起，我应许自己，绝不辜负生命，绝不让它从我手
中白白流失。不论未来的命运如何，遇福遇祸，或喜或忧，
我都愿意为它奋斗，勇敢地活下去。

四年级读后感篇三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目标

1、理解内容，感悟中心，揣摩词语。

2、学习并运用正确的朗读方法，诵读课文。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学生通过课前查阅搜集有关材料，了解香港女作家杏林子。



2、学生通过诵读品味来积累词汇，理解课文内容。

3、学生通过联系自身经历、见闻的讨论和交流，加深对生命
意义的理解。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目标

1、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理解生命的价值。

2、联系生活实际，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

教学重点：通过反复诵读，理解内容，感悟中心。

教学难点：理解对生命的三点感悟，能畅谈对人生的理解。

教具、学具准备：收集有关生命的格言或感人故事、新闻等;
小黑板

课型：讲读课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1、师：一粒貌不惊人的种子，往往隐藏着一个花季的灿烂;
一条丑陋的毛虫，可能兑变为一只五彩斑斓的彩蝶。因为，
生命本身就是一桩奇迹。这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杏林子对生命
的感悟。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她写的一篇文章《生命，生命》。
(板书课题)

生:齐读课题

2、师：同学们，能不能把你喜欢的有关生命的格言或语段读
给大家听听?



生：说格言

3、师：说的多好呀!你怎样理解生命，你就会有怎样的人生。
我刚才提到的杏林子12岁就染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后来病情
恶化，差不多全身关节都损伤了，她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极
大的折磨，但她并没有因此荒废甚至放弃生命。反而更加珍
惜、热爱生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他对生命的思考和
感悟。

二、整体感知

1、师：请轻声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顺全
文。

生：初次读文

生：逐段读课文

师：作者从哪些事例中引出了对生命的思考?

生：飞蛾求生瓜子抗争倾听心跳(师由此形成板书)

三、研读赏析

1、师：那么请你再认真的默读这三个事例，用心去发现，去
品味，画一画看看哪个句子打动了你，或者让你大吃一惊，
或者让你素然起敬，然后把你的感受在小组中交流一下。

生：边默读边动笔画一画。

2、交流反馈，随机点拨

师：能说说哪个句子打动了你吗?

生读句子(1)问：为什么“我”会忍不住?



生：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在极力地跃动，那样强烈。

四年级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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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们学了《乌塔》这篇课文，我很羡慕乌塔，因为她
十四岁就独自一人游历欧洲许多地方。

乌塔计划周详，考虑周到，很独立，很自主，很自信。

我要把《乌塔》这篇文章拿给妈妈看，在日常生活和学习方



面我要克服依赖思想，逐渐提高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争取
妈妈的同意，支持。

十四岁，我的大海，等着我吧！

读完了《乌塔》这篇课文后，我不禁地对这位十四岁的德国
姑娘感到深深的敬佩之情。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作者在罗马认识了乌塔，她独自一人游欧
洲，为了这次旅游她整整准备三年，赞扬了乌塔独立、自主、
不依赖父母的美好品质。

看完了这篇课文,我觉得很惭愧。自己不就是一个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娇娇女吗？我和乌塔的年龄相差不大，可乌塔是
个独立自主的孩子，小小年纪，应经能不依靠父母，独自一
人出远门了。而我呢？遇到一点困难就依赖父母的帮助。我
就像一棵小树，爸爸妈妈是甘甜的雨水，一旦停止浇水，我
就会枯萎，因为我是一直依靠雨水生长，不懂得深入地下寻
找水源。举个例子说吧，有一次，爸爸妈妈都外出了，只剩
下我一个人在家。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心里总忐忑不安，总
觉得缺少一种安全感。

我也很羡慕乌塔，因为她的父母批准她独自一人由欧洲。相
反，我的父母却是一百个不放心。我想，这可能是我不能独
立自主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困难就像弹簧，你强他就弱。我要克服依赖父母的这个困难，
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好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