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古读后感 盘古开天地教学反思(汇总8
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盘古读后感篇一

第一次教学设计完成后，我到三年级二班上了一节课，结果
一塌糊涂，令我手足无措，讲课的自信心及热情荡然无存。
在评课时，徐主任给我很大鼓励，她告诉我，课型设计没问
题，符合新的课程理念。现在，课上不下去，学生不能接受，
我们应该从其他方面找找原因，是不是与教师表达不明确，
学生不理解意图有关呢？静下心来，我仔细想一想，是啊，
我现在教的学生已经跟了我四年了，我们早已形成默契，他
们对老师的教学风格以了然于胸，有时即使一个眼神他们也
能从中洞察老师的想法，长期以来，就造成了课堂上即使我
不用把要求说得很明确，学生也能明白，课也能顺利地上下
来。

这个问题设计难度对刚上三年级的孩子来说，偏难。一下子
就把学生学习的热情给压了下去，后来，我将这个问题改为：
读了故事后，你都知道了什么？虽然这个问题很普通，但却
如一把钥匙般，一下子打开了学生学习的思路，学生海阔天
空地谈自己的读书收获，很精彩，也符合现在倡导的个性化
阅读的思路。后来，我将自己对学生说的每句话都与孩子的
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修改，把每个要求，不图快，
不怕麻烦地说具体、细致，那么，再讲这一节课的时候就收
到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学生与教师的互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备学生同样是备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一点，让我感触很深，当课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不要轻易
抱怨学生，而是要反思自己备课过程中哪些环节没备到。

在评课的时候，夏老师给的鼓励让我充满自信，提的意见也
让我茅塞顿开，深受启发。夏老师提到了一点就是：课堂的
每一个设计都要面向全体学生，给更多的学生带来更多的机
会，即使是朗读设计，也要考虑到面向全体。课文的第四自
然段写得非常优美、动人，在我进行范读之后，很多学生应
该也有了读的愿望，而我这时没有让全体学生都放声尽情地
朗诵一下，而是指定学生朗诵，一下子又压制了绝大部分学
生的热情，仅仅是满足了少数人的情感体验。由此我想到，
在指导学生朗诵时，我往往想到的是各种形式、各种花样，
而忽略了设计要达到了各种目标。这使我明白，不管什么形
式的设计，什么内容的设计，都要以学生为本，面向全体学
生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

与大家同研一节课让我收获不少，但一堂课下来也留下不少
遗憾：课堂举手回答问题的挺多，但气氛却不够活跃、轻松；
课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比较平淡，不是高潮迭起，引人入胜。

本次活动将作为我挑战自己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将不断探索、
不断完善，让我的课堂更精彩。

盘古读后感篇二

第一段：开篇引言+对盘古开天地故事的背景介绍（200字）

盘古开天地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个重要故事，讲述了宇宙
从混沌到有序的起源过程。在这个宏大的神话世界中，盘古
被描绘为一个英雄般的形象，他用巨斧破开虚无，创造出了
大地、天空和一切生灵。这个故事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重
要文化符号，对于理解人类起源和宇宙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阅读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后，我深深地被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和启发人心的内涵所打动，也产生了许多深刻的体会与思考。



第二段：创造力和坚韧的力量（300字）

在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中，盘古之于宇宙万物的创造力令人感
到敬畏。他用斧头破开混沌，创造出了天空、大地和生灵。
这种创造力体现了人类对于探索未知、开创新事物的渴望。
盘古所展现出的坚韧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他历经了无尽的
岁月，孤身一人勇敢地面对着混沌的存在，毫不畏惧地将自
己的斧头挥向黑暗的虚无。这种坚韧的力量告诉我们，即便
在困境面前，只要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第三段：互相依存和平衡的观念（300字）

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中，天地万物是相互依存、互相结合的。
天是盘古的头，地是他的脚，它们之间没有了分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观
念，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互相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
在如今的社会，我们更需要对这样的观念有更深层次的认知。
只有坚持和谐共生的原则，互相关爱、互相扶持，我们才能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第四段：保护自然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性（300字）

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唤醒了我对自然的关注和热爱。故事告诉
我们，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而
不是它的主宰。我们需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愈发明显。我们需要
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绿色发展的方式改变现状，减少对
自然的破坏。只有保护好我们生存的环境，才能让未来的世
代继续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第五段：结尾总结+个人成长的启示（200字）

通过阅读盘古开天地的故事，我对创造力、坚韧精神、互相



依存和保护自然等方面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个古老的神话故
事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人类
对宇宙起源和本质的思考。它提醒我们要勇于创造、敢于面
对困难，尊重和关爱自然，以及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
未来的道路上，我将继续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坚韧不拔
地面对一切困难，并且尽己所能保护环境，为建设一个美丽
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盘古读后感篇三

《永远的白衣战士》这篇课文讲述了广东省中医院的护士长
叶欣，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抗击“非典”的战斗
中，临危不惧，身先士卒，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
“非典”对于我们教师来说都亲身经历过，可“非典”那年
我的学生才刚上幼儿园，他们对“非典”肯定感受很肤浅，
甚至没有什么印象，加之这篇课文篇幅较长，备课时我有些
担心学生对课文内容不感兴趣，理解起来吃力。我对这课进
行了充分认真地准备。

昨天，我带领学生进行了第一课时的学习。学习生字新词，
读通读顺，尽量读熟课文。

今天我们进行了第二课时的学习。我先要求学生自己选一两
个段落认真读一读，用“——”画出直接描写叶欣的行动或
语言的句子，再想一想从这些语句中体会到了什么。学生自
学思考小组交流后小手如林。紧接着开始了全班交流。学生
们能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叶欣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对患者无
私的爱心和对同事无微不至的关心，说到动情处他们还不时
地发出赞叹，有些同学还动情地朗读朗读。他们在思考交流
中被叶欣的精神感动着。

最后，我问学生，课题可不可以改为“永远的白衣天使”?为
什么?为什么叶欣是“永远的”白衣战士?学生能说出叶欣是
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牺牲的，所以她是“白衣天使”，



更是“白衣战士”。叶欣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所以说她
是“永远的”白衣战士。

我发觉学生和我越来越融洽了，课堂气氛也比原来活跃多了，
他们已经和我有了一定的默契，阅读理解能力也提高了不少。
我相信，只要做一个有心人，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采
取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学生就会越来越优秀。

盘古读后感篇四

盘古开天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他用自己
的身体和神力开创了天地，开创了宇宙，创造了生命。
而“盘古开天”也被化作了一种教学理念和模式，旨在激发
学生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我的高中时期，我有幸
接触到这一理念，并且收获了不少体会和感悟。

第一段，介绍“盘古开天”的基本概念。

盘古开天是一种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理念，以中国民间
传说故事中盘古开天的故事为原型。故事说，当初天地混沌
一片，盘古在这个混沌的环境中自我凝聚，然后使出神力，
劈开了整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身体分成太阳、月亮、星辰和
大地、山川、草木等等，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而在
教育中，“盘古开天”意味着鼓励学生在接受传统知识和教
育的基础上，发挥巨大的创造力，自我凝聚，开创新的领域。

第二段，介绍“盘古开天”对学生的启示。

“盘古开天”教育理念有目共睹的重要性，它为学生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以创意为核心，激发学生自己的创造
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可以将新思想、新方法、
新技术融入到传统课堂教学中，不断探索和创新，使教育变
得更为积极、有趣、富有意义。



第三段，介绍“盘古开天”对教师的启示。

对于教师而言，“盘古开天”教育理念是一种回归本质的教
育方式，它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倾听学生的发问，积极鼓励创
新思维和大胆冒险，创建一种充满挑战和激情的学习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和教师能够互相交流，共同探索、发
现和解决问题，激发更多的创新灵感，将它们应用到实践中
去，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第四段，介绍“盘古开天”对社会的贡献。

作为一种有力的教育改革思潮，“盘古开天”教育理念在实
践中不断为社会和个人带来新的贡献。它能够促进学生的创
造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创新实践和实践能力，从而推动教学
方法和教育观念的持续进化。同时，它也可以为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注入新的动力和能量，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出更多的价
值和贡献。

第五段，总结“盘古开天”教育理念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盘古开天”教育理念是一种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教育
模式，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向前的精神风貌，为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自由、选择和创造的空间。在实践中，我们要引领
学生开展自主创新、大胆尝试的精神，以培养创新的人才，
将创新开拓领导者的无限潜能得以挖掘出来，为建设新时代
的中国共产党事业贡献力量。

盘古读后感篇五

“”最早见于三国时徐整著的《三五历纪》。据民间神话传
说古时盘古生在黑暗团中，他不能忍受黑暗，用神斧劈向四
方，逐渐使天空高远，大地辽阔。今天应届毕业生网为大家
带来一些相关的资料来帮助大家，希望对您有帮助!



万物之初，一只鸡蛋包含着整个宇宙。鸡蛋里是一片混沌，
漆黑一团，没有天地，没有日月星辰，更没有人类生存。可
是，在这片混沌黑暗之中，却孕育了创造世界的盘古。

盘古在这只大鸡蛋里孕育成人以后，睡了一万八千年，才醒
了过来。这时，他发现他生活在黑暗混沌的大鸡蛋里，心里
憋闷得慌，浑身像被绳子束缚一样很难受，又看不见一丝光
明，于是，他决心舒展一下筋骨，捅破这个大鸡蛋。

盘古胳膊一伸，腿脚一蹬，大鸡蛋就被撑碎了。可是，他睁
大眼睛一看，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依然是漆黑一团、混沌
难分。盘古急了，抡起拳头就砸，抬起脚就踢。

盘古的胳膊腿脚，又粗又大，像铁打的一样。他这一踢一打
呀，凝聚了一万八千年的混沌黑暗，都被踢打得稀里哗啦乱
动。盘古三晃荡、两晃荡，紧紧缠住盘古的混沌黑暗，就慢
慢地分离了。轻的清的一部分(阳)便飘动起来，冉冉上升，
变成了蓝天;而较重的一部分(阴)则渐渐沉降，变成了大地。

天地一分开，盘古觉得舒坦多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
立起来，然而天却沉重地压在他的头上。他意识到天若不高
高地升到高空，那么地上就永远不可能有生命存在。

于是他坐下来沉思默想，怎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最后，他
断定，只有他把天托住，世上众生才能繁衍和生存。于是，
盘古就手撑天，脚蹬地，努力地不让天压到地面上。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光阴过去了一万八千年。这中间，盘古吃的
只是飘进他嘴里的`雾，他从不睡觉。开始，他只能用胳膊肘
撑着，伏在膝盖上休息，因为他必须竭尽全力，用双手把天
推向天空。

终于，盘古可以将身体挺直，高举双手把天空向上托了，他
的身子一天长一丈，天地也一天离开一丈，天升得越高，盘
古的身躯也变得越长。天地被他撑开了九万里，他也长成了



一个高九万里的巨人。

天终于高高定位于大地的上方，而盘古却感到疲惫不堪。他
仰视双手上方的天，接着又俯视脚下深邃的大地。他断定天
地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他可以躺下休息，而不必担心
天会塌下来压碎大地了。

于是盘古躺下身来，睡着了。他在熟睡中死去了。盘古是累
死的，他开天辟地，耗尽了心血，流尽了汗水。在睡梦中他
还想着：光有蓝天、大地不行，还得在天地间造个日月山川，
人类万物。可是他已经累倒了，再不能亲手造这些了。最后，
他想：把我的身体留给世间吧。

于是，盘古的身体使宇宙具有了形状，同时也使宇宙中有了
物质。

盘古的头变了东山，他的脚变成了西山，他的身躯变成了中
山，他的左臂变成了南山，他的右臂变成了北山。这五座圣
山确定了四方形大地的四个角和中心。它们像巨大的石柱一
样耸立在大地上，各自支撑着天的一角。

盘古的左眼，变成了又圆又大又明亮的太阳，高挂天上，日
夜给大地送暖;右眼变成了光光的月亮，给大地照明。他睁眼
时，月儿是圆的，眨眼时，就又成了月牙儿。

他的头发和眉毛，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洒满蓝天，伴着月亮
走，跟着月亮行。

他嘴里呼出来的气，变成了春风、云雾，使得万物生长。他
的声音变成了雷霆闪电。他的肌肉变成了大地的土壤，筋脉
变成了道路。他的手足四肢，变成了高山峻岭，骨头牙齿变
成了埋藏在地下的金银铜铁、玉石宝藏。他的血液变成了滚
滚的江河，汗水变成了雨和露。他的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
他的精灵，变成了鸟兽鱼虫。



从此，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树木、鸟兽虫鱼，
天地间从此有了世界。

盘古读后感篇六

“盘古开天”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一个传说，讲述盘古用斧
子开天辟地，劈出了天地两极、日月星辰和四季。这个传说
在现代教育中演变成了“盘古开天学”，意为开启学习之路，
拓展思维视野。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也受益于“盘古开天
学生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对此的理
解和体验。

第二段：学习态度

在“盘古开天学”的课程中，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拥有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老师曾经告诉我们，知识是无穷
的，一辈子都学不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态度和方
法去不断地学习、进步。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盘
古”，不断开拓前行。因此，我开始认真听课、主动向老师
请教疑难问题、积极参与课程讨论，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效果。

第三段：思维能力

“盘古开天学”强调拓展思维视野，我也意识到了思维能力
的重要性。通过不同的学科、任务，我逐渐培养了自己的思
维方式和能力。比如，在一次课堂竞赛中，我团队中的一位
成员参考了不同领域的经验和知识，成功找到答案，给我们
队伍带来极大的收益。这也让我领悟到，思维能力具有很强
的辐射性，它可以影响我们学习、工作、生活中，解决问题
时的思考角度和效率。

第四段：领导力



在“盘古开天学”中，我还学到了领导力的重要性。在一些
项目和小组活动中，我积极参与组织、协调，慢慢地理解到
了领导者应该有的一些品质和能力，比如承担责任、团结协
调、善于沟通等。在小组内的互动中，我也学会了如何倾听
不同的声音，合理利用资源和人力，让整个小组的效率和凝
聚力得到提高。

第五段：结语

“盘古开天学”让我受益匪浅，学会了积极的学习态度、拓
展思维视野、增强领导力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我相信，
这些技能和知识对我的人生和事业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盘古开天学”的魅力，拥有
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盘古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读了《千字文》这本中华经典，其中有一个叫《盘
古开天辟地》的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盘古竟然用自己庞
大的身躯换来现在美好的风景，这使我惊叹不已！

这篇文章主要讲：传说很久以前，天地合在一起。有个叫盘
古的巨人诞生了，他把天地辟开，双手托起天，两脚踏着地。
盘古累了，老了，怕天地又合在一起，于是，就把自己变成
了一根顶天立地的大柱子，永远支撑在天地之间。

啊！盘古牺牲了自己，换来今天一切美丽的风光，换来今天
一切我们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在这么明亮的学校上课，让我
们懂得做人的道理，让我们懂得文明礼貌，让我们学到那么
多知识！这些全都要感谢盘古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多为别人着想！



说，古时候，天地不分，宇宙就像一个大鸡蛋似的，混沌一
团，漆黑一片，分不清东西南北，左右东西。但“鸡蛋”里
孕育了一个英雄，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

他足足孕育了一万八千年，才从沉睡中醒来。当他睁开眼睛
时，觉得周围黑乎乎的一片，连气都透不过来。他想站起来
可是却站不起来。盘古发起怒来，抓起身边的一把与生俱来
的大釜，用力的一挥。只听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
成为两半，轻的一半向上升起，重的一半渐渐下沉。轻的一
半变成了天，重的一半变成了地。

盘古是为了我们大家才死的，是他把地球创造出来的。以后
我有什么困难，就要学习盘古坚持到底。比如说：在运动会
上，当我跑着跑着没有力气时，我应该想想盘古，要坚待到
底，坚待跑到终点。

盘古读后感篇八

盘古开天，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一个重要故事，无论是在
文学还是文化方面，都具有着重要的地位。最近我读了一篇
关于盘古开天的文章，深受启发。通过学习这个神话故事，
我对生命、成长和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以下是我
对“盘古开天”读后的心得体会。

首先，盘古开天的故事告诉我，生命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
过程才得以发展和壮大的。故事中盘古从一个蛹中孵化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巨人，最后成为整个天地的创造者。这个过程
中，盘古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努力。这让我想到，生命的成
长之路并不容易，我们需要经历痛苦和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
梦想。不管是学习、工作还是人际关系，都需要我们付出努
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其次，盘古开天也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
用。在盘古创造天地的过程中，他用自己的身体部分来划分



了不同的天地，如头骨变成天空，四肢变成山脉、海洋等。
这让我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才能和潜力，只要找到
自己的定位和发挥自己的特长，就能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只要我们发现并积极运用自己的优
势，就能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认可和成就。

再次，盘古开天还让我对历史有了新的思考。在盘古的创造
过程中，他的巨大身躯不再能容纳他自己，于是他化为整个
天地的蓝图。这给我一种历史的感悟，即每个个体的存在都
是历史的一部分，每个人的努力都对社会进步产生着重要的
影响。历史的进程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每个人的
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机会，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盘古开天还让我想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盘
古开天的过程中，他开辟了天和地，营造了环境。这让我想
到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水源污染等。
我们应该像盘古一样，保护好我们的家园，营造一个良好的
生态环境，保护动植物的生存权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
续发展，更好地享受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

最后，盘古开天的故事也给我带来了对人的无限想象和创造
力的启示。盘古创造了天地，这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卓
越体现。人类的想象力是无穷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
创造力，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正如盘古开天一样，人类
通过创造能够改变自己的世界。

总之，读完盘古开天这个故事后，我深受启发。这个神话故
事让我对生命、成长、历史、环境和人类的创造力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我相信，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
战，找到自己的定位，积极地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就能够
开拓属于自己的天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