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 读精彩极了
和糟糕透了有感(精选6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
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篇一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怎么能落下！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有
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我读了《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篇文章后，我受到了很
大的启发，思绪万千，文章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种与作者
共鸣的感受不油而生。

两种不同的方式，却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两种不同爱的方式，一种是父爱
的力量：警告、提醒，是严厉的，不让小孩误入歧途；另一
种是母爱的力量：赞扬、鼓励，是温柔的，使小孩增强自信
心。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确引导了孩子的成长。父爱
的力量让孩子面对困难不屈不挠，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母
爱的力量给孩子以自信，是灵感和成就感的源泉。小孩就象
一棵幼苗，母爱就是太阳，把自己的光芒洒在幼苗上，使幼
苗破缝而出；父爱就象细雨，把淅淅沥沥的雨点洒在苗上，
让它吸收雨露，使小苗茁壮成长，小苗吸收日月精华后，就
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在父爱和母爱这两股风的吹拂
下，小孩只有谨慎的把握住生活的小船，只有不被任何一股
风刮倒，这样才可以平稳的到达终点，也才有可能成为一个
举世闻名的人。



我的父母也是一样，妈妈十分体贴我，处处照我的`意思办，
帮我买好吃的东西，帮我买漂亮的衣服，在生活中十分关心
我，只要我咳嗽一声，妈妈就吓的大惊小怪，生怕我得了重
病。我还有一个严厉的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特别紧，如果
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父亲就会严厉的批评我，他每天不
顾白天的疲劳，每晚督促我温习功课，我的父母也是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我能够健康的成长，长大后成为
一个有出息的人，如今我在班上的成绩也还可以，全靠我的
父母对我精心的呵护和老师的教育，所以我也要和作者一样，
在父母爱的鼓舞下，努力的划着生活的小船在生活的大海中
勇敢的前进，成为一个勇敢的船手，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篇二

(一)《“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实验教科书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六组课文中的第19课，
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巴德·舒尔博格。这篇课文讲述的是文
章的作者巴迪在童年的时候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却得
到了父亲和母亲“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两种完全不同
的评价，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
在“精彩极了”的鼓励中，在“糟糕透了”的警告中，把握
住人生方向，成长为一名著名作家。

这篇课文语言生动活泼，形象的描述了主人公的语言、动作
和神态，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情感体验联系十分密切较容
易理解，不过也有一些含义深刻但具有启发性的语句需要学
生结合自身加以感悟。

本片课文重在让学生体会作者是怎样逐渐理解了父母不同评
价中饱含的爱的，并感受生活中不同方式的爱。

(二)教学目标



1、正确认读7个生字，读写15个生字词;理解“一如既
往”“扬扬得意”等词语。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说说父母为什么会对巴迪的诗产生截
然不同的看法。

3、通过文中对人物语言、动作和神态的描写，体会作者怎样
逐渐理解了父母两种不同的爱，感受爱的不同方式。

(三)教学重点

1、理解文中含义深刻的语句。

2、体会作者是怎样逐渐了解了父母两种不同方式的爱。

(四)教学难点

体会巴迪对父母的爱的理解，让学生感受爱的不同方式。

五年级学生已经有四年多的学习经历，掌握了一些学习语文
的方法，具备了一定的语文学习能力;同时本课又与学生的生
活十分接近，学生很容易与作者产生共鸣，体会作者的心情。
文中一些含义深刻、具有强烈启迪性的句子，既是学生学习、
理解上的重点、难点，也是激发学生情感爆发的源泉。

对教师而言，本课的教学，应引导学生以读为本，着眼于学
生的自主学习，自我感悟，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学习，谈自
己情感体悟，让课堂真正动起来。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悟、体验
和理解。”根据《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本节课将以讨论
式教学为主，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基础上，着重以师生、生生
探讨合作学习，加强师生、生生以及与文本之间的对话。

教师通过“引导—诵读—体悟—拓展”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导



学生用“明确要求—精读文本—体会情感—升华情感”的方
法来学习本课。

(一)课题导入。

抓住“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两对加引号的反义词，
请同学们理解引号的作用和反义词的运用，齐读课题，引入
课文。

(二)初读课文，学习字词。

从整体入手，引导学生通过读扫除阅读障碍，初步感知课文
内容，提出为什么会有“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的问题
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并通过概括主要内容来培养学生的
阅读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

(二)讲读课文前半部分(巴迪童年时期)。

1、让学生找出文中父母在面对巴迪人生中的第一首诗时有什
么反应?并在小组内讨论这些语句分别运用了那些描写方法，
在此基础上体会巴迪父母亲对巴迪不同的关怀。

2、引导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分角色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中叙
述巴迪童年时期的部分。

(三)讲读课文后半部分(巴迪少年、成年时期)。

1、少年时期的巴迪对待父母的评价态度有什么改变?让学生
带着问题朗读15自然段，小组讨论找出答案。在这部分讲
解“不得不承认”的双重否定句式。

2、成年时期的巴迪对父母的评价又有什么新的认识?结合课
文第16自然段找学生谈谈自己的认识，根据学生的回答整合
正确的理解，让学生体会爱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为感情升



华做铺垫。

3、让学生仔细品味课文最后一段，找出喜欢的或是不理解的
语句，谈自己的理解。(着重讲解“它们像两股风不断地向我
吹来。我谨慎地把握住我生活的小船，使它不被哪一股风刮
倒。”和“我从心底里知道，‘精彩极了’也好，‘糟糕透
了’也好，这两个极端的断言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
是爱。”)

(四)拓展延伸。

请同学们回忆并讲述自己身边的看到的、听到的或是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类似巴迪的事例，结合自身实际，体会实际生活中
“鼓励”和“警告”两种不同方式的爱。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篇三

一天，我读了《“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篇文章，
文章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文章记叙的是：作者在七、八岁的时候，写了第一首诗，母
亲的评价是：“精彩极了”而父亲则说：“糟糕透了”后来
作者又写了好多诗、小说、戏剧、和电影剧本，每次母亲都
说：“精彩极了”父亲说：“糟糕透了”。后来，作者终于
明白了，不管是母亲的“精彩极了”还是父亲的“糟糕透
了”都是对自己深深的爱。

生活中爱有两种形式，一中爱是慈母般的爱，他总是以亲切
和蔼的语言是我们树立信心，鼓励我们不断前进；另一种爱
就像作者的严父，他总是会以警告的方式，告诉我们还有不
足还应提高。我们应“谨慎地把握妆这两种爱，使自己不断
前进。

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人的生活中，需要爱的鼓励和赞扬，



使自己鼓起前进的勇气，氧气希望的风帆，勇往直前。另外，
还需要有人指出自己的不足。“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评价虽不无矛盾，但都是父母对自己深深的爱。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我感到每个人的父母
都是爱他的，感觉是爱的形式又不一样。

课文的内容是讲巴蒂写了一首诗，母亲为了鼓励他，说
了“精彩极了！”而父亲的评价却是“糟糕透了！”课文在
最后总结，他的父母都是爱他的，母亲的爱是对他的鼓励，
让他有信心继续写作，父亲的爱是对他的警告，使他不走进
歧途，走正确的道路，写出更好的诗来。

读了这篇文章，我感受特别深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
人比你的父母更加爱你、疼你。最为你着想的人了。他们呢
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不都是想让你生活得更好吗？
他们可能会狠狠地骂你、打你一顿，那是不是不让你走向歧
途吗？难道他们就不会为你而感到伤心吗？他们对你好。不
是任意的放纵你，而是鼓励你。要知道，没有一个不爱自己
孩子的父母。

我和巴迪一样，我感到十分幸运，我也有爱我的父母。有一
次，我们期中考试，我因为粗心大意、作文离题、不会做太
多，所有只考了58分，现在也后悔莫及。因为回家少不了爸
爸的那顿打。回家后，爸爸问我期中考试考了多少人，我老
实地告诉了他，便把头低了下去。爸爸恼怒了，顺手拿起旁
边的拖鞋打我。过了一会儿，爸爸便离开了，我看着他那沉
重的背影，仿佛看到了他那双忧郁的眼睛流下了咸咸的泪水，
我不禁感动起来，妈妈走了过来，没有批评我，而是安慰我：
“你不要哭了，这次考得不好，现在后悔也没有用啊，最最
重要的是你要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所在，然后好好修改，让下
一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接着，她和我一起复习。



父母的爱就是一束灿烂的光线温暖着我，像清澈的泉水滋润
着我，想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像一碗苦口的良药给我解毒。
爱的形式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深深爱着你的，做的一切都
是为了你好。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篇五

爱，就在我们身边。父母的疼爱，朋友的友爱。在爱的包围
下，你一定是快乐的，幸福的。但有时你也会和他们有一些
不愉快。 当读了“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时，我的想法变了
许多。

作者的母亲常常对作者说：“你写的精彩极了，而作者的父
亲则是说：“你写的糟糕透了。”我讨厌他的父亲，因为他
的父亲不去鼓励他，反而去训他，我还怀疑过他的父亲到底
爱不爱他自己的儿子，当我读到最后我才发现，他的父亲是
爱他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在这两种爱的方式中，作者
才成了一名伟大的作家。

我想，其实，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爱，让你觉得向蜜
一样甜，而有的爱，让你觉得像咖啡一样苦，但这些都是爱，
只有你细细品味后，才会发现。 我也有过，一次，成绩一点
也不好，我没有脸回家，我总觉得对不起我的妈妈，妈妈天
天辅导我，我才考这么一点分，我对得起谁，我的心像被针
扎了似的，但我还是回到了家中，妈妈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
我迟钝的说：“我……考……了……60……分。

妈妈吓了一跳，但是妈妈并没有说我，而是鼓励我，我开心
极了，心里也受到了安慰，可是，等爸爸回来时，爸爸却说
了我和妈妈：“还辅导了呢，才考了这么点分，你对的起谁，
我的眼泪不停的往下掉。我开始讨厌我的爸爸，我才考了这
么点分数，还说我，我生气极了。但是，当我读了这篇文章，
我知道，爸爸是爱我的，爸爸也希望我考好，不然为什么说
我啊！



最后，我在这两种爱的包围下，在期末考试中，考得了优异
的成绩，我开心极了。 爱，就是这样，有酸，有甜，有苦，
有辣，当你去品味时，它就是甜的。

精彩极了糟糕透了的读后感篇六

1、教材分析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s版）是九年义务教育小学
语文第十一册第三单元中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是美国作家
巴德舒尔伯格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作者童年时，父亲和母
亲对他的习作的不同评价，这两种评价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以及作者从这两种评价中感悟到的爱。课文内容贴近儿童生
活，是作者感受爱的经历的记叙和描绘。在表达方式上，对
话很多，这些对话简洁明快，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文章按时
间先后顺序记叙，叙事生动，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感情真
挚，是一篇读了使人易于理解、易受感染的好文章。

2、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

抄写含义深刻的句子，并体会其含义。

引导学生读懂课文，了解父亲和母亲对巴迪的诗为什么有不
同的评价。

指导学生通过人物动作、语言、心理活动描写的语句，体会
作者怎样逐渐理解了父母两种不同评价中饱含的爱，感受爱
的不同表达方式。

（2）情感目标：感悟作者对父母评价的理解，懂得表扬和批
评都是爱，让学生正确理解父母对自己的爱。



（3）能力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自己感
受最深的部分背下来。通过课堂自学，课外延伸，培养学生
自学能力和合作能力。

3、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通过阅读，了解父亲和母亲对巴迪的诗为什么有
不同的评价。

教学难点：指导学生通过人物动作、语言、心理活动描写的
语句，体会作者怎样逐步理解父母两种不同评价中饱含的爱，
感受爱的不同表达方式。

在教学中，我力求渗透以下几个理念：

1、以读为本，创设与文本对话的广阔空间。

全课采用了不同形式的读，而且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程度的要
求和目的。如：整体感知时的浏览，突破难点部分的细读，
升华情感处的引读等等，以读贯穿了整个课堂教学。学生在
读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领悟到了文
章的表达方法。同时，通过绘声绘色地读文，使学生更多、
更直接地与文本融为一体。

2、尊重学生的个性化感受，提高语文素养。

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
阅读实践，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
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是一个形成和发
展的过程，其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内因”起主导作用，没有
学生主动积极的参与和投入，语文素养不可能形成，更不可
能发展。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设计了辩论的环节，通过对
“母亲‘精彩极了’和父亲‘糟糕透了’这两种评价，哪一
种更好?”的辩论，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中



理解语言、品味语言、运用语言、发展语言，培养他们的语
言实践能力；而在理解含义深刻的句子，我着眼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自我感悟，为学生提供了多维的思考感悟空间，让
学生在自主交流的热烈后气氛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力求做
到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感受，使他们在快乐中明白事理，在
投入中表达激情，在创造中增长智慧，从而提高语文综合素
养。

3、立足课内，联系生活。

课程标准要求在课程内容上，注重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现实，
只有这样，才真正实现“教材生活化，生活教材化，从生活
中来，到生活中去”的教育目标。这篇课文中的事情在每一
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发生，极为贴近学生的生活，因而
在教学过程中，我多处设计“假如你是巴迪，你的心情怎
样”“假如你是巴迪，你会怎么说”等问题，把教材放到生
活中，很容易激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而在课外延伸中，我
让学生联系实际，谈谈父母对自己的爱让教材走进生活，使
学生理解爱，明白鼓励和警告在成长中的作用，懂得一些做
人的道理。

4、注重语言积累。

“积累”是语文素养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为学生的课外阅读创造智力背景，积方法，打基础，激兴趣，
也是语文课堂教学中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因此，在本节课
结束时，我向学生推荐《爱的教育》这本书，让学生课后阅
读，巩固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情感的体验。开放性、
自主性作业的布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与爱好进行自主
选择，又一次让学生感受到可贵的尊重。

培养学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让学生运用“读、
找、品、悟”的方法学习课文。



（一）谈话导入，感受“爱”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到这篇课文中，我先让学生谈谈：在
他们的生活中谁的爱最使他们难忘？为什么？让学生重温那
温暖的记忆，从中感受“爱”。

（二）交流品读，感知“爱”

1、引导品读“童年的故事”

由于课文1－14自然段语言比较平实，贴近儿童生活，易于理
解。于是，我让学生快速浏览，试着把母亲和父亲评价这首
诗的具体语句找出来，并谈谈巴迪的表现。为了使学生融情
入境，我指名学生模仿母亲或父亲的语气、语调，有感情地
读出他们的评价，并相机引导学生想一想：假如你是巴迪的
母亲（或父亲），你为什么给巴迪这样的评价？为了加深学
生对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的理解，我让学生讨论：你比较赞
同母亲的评价？还是赞同父亲的评价？为什么？在充分的讨
论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观点，于是，我又趁热打铁，举
行“小小辩论会”（正方：赞同母亲的评价。反方：赞同父
亲的评价）。这样，既让学生对父母两种不同评价有了充分
的理解，又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中培养他们的
语言实践能力。接下来，我又抓住描写巴迪感受的句子“我
再也受不了了。我冲出饭厅，跑进自己的房间，看到床上失
声痛哭起来”，让学生体会作者用词的精当，使学生在习作
中养成遣词造句反复推敲的好习惯。

2、设想情境，加深理解

3、自主品读“后来的认识”

听录音范读16、17自然段，边听边思考：你觉得哪些句子的
含义比较深刻，划出句子，谈谈你的理解。在这一环节中，
学生通过“读、找、品、悟”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在



这些含义深刻的句子中，我着重讲解了“我从心底里知
道，‘精彩极了’也好，‘糟糕透了’也好，这两个极端的
断言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并让学生联系生
活实际，谈谈对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的理解。

4、联系生活，感悟“爱”

学生在畅谈中，再次感悟父母的“爱”，于是，我让学生把
刚才那句话送给亲爱的爸爸妈妈。并引导：

（1）这句话你还想对谁说？为什么？

（2）对给过你爱的人，除了这句话，你还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呢？

（3）你想用什么方式回报他们吗？

就在这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巩固了学生对不同形式的爱的认
识、理解，并学会感恩、回报。最后，我还写了一首小诗送
给学生，使他们的感情得到升华：

阳光是幸福的起点

风雨是成长的伙伴

快乐地享受阳光

勇敢地接受风雨

学会理解，懂得感恩

让我们在温柔的'呵护中成长

让我们在严厉的批评中茁壮



1、诵：喜欢诵读的你，请把你喜欢的部分背下来吧。

2、作：心灵手巧的你，请把你学后的感受也用格言或小诗的
形式写下来，并制成小卡片送给爱你的人。

3、写：热爱写作的你，也写一写你所感受到的爱吧。

4、集：懂得收集的你，请把自己觉得课文中精彩的词语、句
子或段落写在《我的采集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