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汇总8篇)
中班教案是中班教学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工作起
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随后是一些四年级语文教案的范文，供
大家参考和学习。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一

一、说教材

鼓励也许是一个眼神、鼓励也许是一句赞美的话语，它像一
股清泉滋润着人们的心灵，鼓起了人们的勇气，更给了他人
可贵的自信。文中老太太的一句句诗一般的语言造就了一个
学琴少年在音乐的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文中讲述
了“我”是一位小提琴爱好者，开始学琴时不掌握要领拉得
十分刺耳，心理不由得十分沮丧、自卑。我来到了一片树林
中邂逅了一位称自己耳聋的老妇人，在她的鼓励和激发下，
我重拾信心，坚持不懈地练习，最终当我已拉成曲调时发现
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她根本不是聋人，而是音乐学院最有声
望的教授，曾是首席小提琴手。至此更加激发了我的刻苦精
神。读罢此文，我不由得唏嘘不已，为人物前后的突变感到
吃惊，为文中“我”刻苦练琴的精神感到敬佩。更对老一代
音乐人对年轻一代音乐人的呵护和鼓励感到无比欣慰。课
题“唯一的听众”表面指文中的老太太，内在还隐含着对我
拉小提琴的鼓励和引导，是贯穿文章的线索，是文本核心价
值所在。在写作上设置了悬念，结尾出人意料。我将带领学
生认真研读课文中描写老太太语言的句子，走入人物的内心，
凸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二、说教学目标

1、理解课文的内容，引导学生从老教授的语言与我的心理、
行动变化两方面感受老人对我的爱护、鼓励，以及我对她的



感激、敬佩之情。

2、仔细阅读文章，边读边思，体会“我”学琴的心路历程，
并且补白想象。

3、解老太太对我一份特殊的关爱和鼓励，感受她可亲可敬的
形象。

三、教学重点、教学难点

联系上下文，体会老人语言的内在含义，感受老人对我的帮
助、鼓励，感受她可亲可敬的形象。

四、说教学设计

(一)导入

(二)学习课文1和14自然段

我让学生分别读课文的第一和第十四自然段，来看看我在学
琴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学生找到了我由一名音乐白痴变
成了真正的小提琴手，并能在成千上万观众面前演奏。此时，
学生心中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
化呢?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文中寻找答案。

(三)品读感悟这一块我抓两条线索进行教学。一是抓老太太
的几处语言，让学生细细体会。二是抓我碰到老太太后自己
的心理及行动上的转变。

1、小组合作学习课文，体会老人每次说的话的含义及对我的
影响：接着小组讨论，老太太说这些话的用意。第一处：她
向我道歉，打消我的戒心，营造宽松和谐的谈话氛围。第二
处：鼓励我拉给她听，并声称自己是个聋人。激发我拉琴的
欲望。第三处：请求做我的听众，愿意用心听取。第四处，



由衷的夸赞我，激发我信心。第五处，不失时机地鼓励我，
给我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在讨论交流的基础上也让学生理出
一条我的心理活动的线索来，由不好意思、灰心、羞愧、没
有信心、有些自信了、到最后的充满信心。引导学生思考我
变得自信起来的原因，得出是老太太的鼓励和赞美。在汇报
第8小节，找出我练琴时发生的变化：引导学生从多角度来找
变化，练琴时的动作、所付出努力的程度。最终归结到我对
学琴的信心。我的转变都来源于老太太真诚的鼓励和赞美。
由此得出，我由一名音乐白痴转变成真正的小提琴手的原因
一方面是老人对我默默地关注、持久的关怀、真诚的鼓励，
使我有了自信，另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刻苦的练习。在学生对
老人有了充分的了解后，我再问：这是一位怎样的.老人?这
是学生的回答就由慈祥、善良上升到了对老人美好品质的理
解上。

2、引出妹妹这一角色，问：妹妹这一角色在文中并不重要，
我们能否删去呢?学生自己从文中寻找答案，通过妹妹的语言，
我知道了这位老人并不是一个聋人，而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
的教授，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再次感受老人她美好善良的
心。这时我再问一句：假如在初见老人之时，老人就告诉我
他的真实身份，那我又会如何?从而使学生明白，老人她还是
一位有着高超教育技巧的教育家。

3、再读课文最后一段时，我主要抓住课文最后一句话，问：
我为什么每当拿起小提琴，就会想起这位老人，我唯一的听
众呢?使学生明白，我的成功离不开这位老人，这也表达出了
作者一直对老人心怀感激之情。

(四)拓展练习

1、你学完课文之后，我想对老人说_________，我还想对小
提琴手说_________，我最想对自己说_________。

2、在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像这位老人一样，一直默默鼓励



你，支持你，帮助你的人呢?

(五)小练笔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帮助过你的人，请选取这个人
给予你帮助的事例，要着重突出你的心理变化过程。

（六）板书设计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二

《唯一的听众》这篇文章通过对老人的语言，神态的描写，
表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音乐教授对“我”的真诚无私的帮助，
表达了“我”对老教授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课文以两条主线展开情节，以老教授为主，“我”的变化为
辅。本文的重点是品味描写老教授真诚的语言和神情的语句，
体会其心理及其对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成功所起的巨大作用，
进而体会老教授对主人公无私的关爱和主人公对老教授的感
激、敬佩之情。根据这一重点，在深入学习时，我主要引导
学生抓住老教授的语言、动作、神态，读中理解，读中感悟，
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课上，不仅注重引导学生体会老教授对
“我”的关爱、鼓励和帮助，还引导学生学习体会老教授那
诗一般的语言，使语文课重语言感悟的同时，又注意语言的
表达，语文课上充满语文味。通过引导，学生一步步走进文
本，被老教授爱护、鼓励年轻人成材的美德所感动，对德高
望重的老教授的敬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但在教学过程中，对有的句子如“那沙沙的足音，有如悠悠
的小令”品悟不够，学生没能体会到当时作者找到一处练琴
的好景致而兴奋的心情。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三

教学目标：

1、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学会6个生字，正确读写“仪式、抱
歉、溜走、无法割舍、嘿、悠悠”等词语。

2、理解课文内容，从老教授的言行以及“我”的心理、行动
变化两方面感受老人对“我”的爱护、鼓励以及“我”对老
人的敬佩感激之情。

3、学习文章的写作方法。

教学重难点：

重点：感受老教授对“我”的爱护、鼓励，以及“我”对她
的敬佩感激之情。

难点：学习文章的写作方法。

教学方法：

教法：抓住重点句子，体会人物的感情世界。

学法：自读自悟、交流反馈

教学过程：

一、直接导入，齐读课题

1、板书课题

2、齐读课题

二、字词讲解，由字入文



1、出示“仪、歉、溜、割、嘿、悠”等词语，认读并组词，
体会词意，并放入文中，读出感情。

2、引出第二自然段，感受“我”的心情。

三、自读全文，整体感知

1、用心自读全文，感受“我”拉琴过程中心情的变化。

2、交流反馈。“我”先后在哪些地方拉琴，有过哪些听众，
分别有过哪些心理？

生总结发言。

3、“我”一开始十分沮丧的原因十什么？听众给了我怎样的
评价？

4、哪位听众诗一般的语言打动了我？“我”的心理、行为上
变化有哪些变化？

四、研读句子、感悟人物

1、体会老人的语言。

a、“是我打扰了你吗，小伙子？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坐一会
儿。我猜想你一定拉的非常好，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
介意我在场。请继续吧。”

b、“也许我会用心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就在每天
早晨。”

c、“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

2、体会老人的神态。



a、她平静的望着我。

b、一直很平静的望着我。

c、她慈祥的眼神平静的望着我，像深深的潭水......

五、拓展练笔，升华主旨(新增部分)

1、当“我”知道这位耳聋的老人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
时，文中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面对老人
时，“我”又是怎么想的做的？把想法写一写。

2、生交流反馈。

3、出示作者原文。（编教材时此段成了省略号，你觉得那个
好？）

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珍藏着一位老人的美好心灵。每天
清晨，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林子里，面对着这位老人，这位
耳“聋”的音乐家，我唯一的听众，轻轻调好弦，然后静静
拉起一支优美的曲子。我感觉我奏出了整正的音乐，那些美
妙的音符从琴弦上缓缓流淌着，充满了整个林子，充满了整
个心灵。我们没有交谈过什么，只是在这个美丽的早晨，一
个人轻轻地拉，一个人静静地听。

六、回顾总结，学习写法

对于学习技能文章怎样写？

心理、行为的变化；人物的语言、神态。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四

1、教材分析



《唯一的听众》是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本
单元的文化主题是“变化”，在《唯一的听众》一文中，由
于那位德高望重、音乐造诣极深的老教授对一个初学者的尊
重，才有了令人惊讶的结果，“我终于奏出了真正的音
乐。”本文语言质朴、清新、很有美感。如诗一般打动了文
中的“我”，也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读者。文章在叙述中有
两条线索，一条是“我”的心理、行动的变化，一条是老妇
人的语言变化。教学中，我将围绕老妇人的语言描写、神态
描写来引领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感受老教授的美德。

2、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鼓励学生在学习中提出有价值的问
题来交流。

（2）理解课文内容，引导学生从老教授的言行与“我”的心
理、行动变化两方面感受老人对“我”的爱护、鼓励，以
及“我”对她的敬佩、感激之情。

（3）明白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毅力，有信心的道理。

3、教学重、难点

引导学生从老教授的言行与“我”的心理、行动变化两方面
感受老人对“我”的爱护、鼓励以及“我”对她的敬佩、感
激之情。

二、说学情

五年级的学生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课前预习能力。基本能在
预习中读通课文，独立学习字词，运用已掌握的一些方法自
主理解词语，归纳课文主要内容。教师只需对极少数易错字
稍作强调即可，重点词语理解要联系上下文结合具体语言环
境来感悟。



三、说教学过程

1、谈话解题，激情导入

曾经，有一位演奏家在最初演奏时，他只有唯一的听众。
（相机板书：唯一的）

板书后让学生针对课题质疑，鼓励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2、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让学生带着自己提出的问题朗读课文，提示学生要读流利。

多媒体出示问题：

作者先后在哪些地方拉过琴？他又先后拥有过哪些听众？分
别流露出哪些心情？（用此问题既帮学生理清课文思路，又
概括了课文的主要内容）

3、品读课文，合作探究

（1）师生合作表演学习第一自然段

作者一开始说他十分沮丧，虽然拥有两个亲人听众，但这两
个听众给了他一种什么评价？

引导学生扮演爸爸、妹妹对我进行评价“像锯木腿”“简直
是个音乐白痴”这些话像一盆凉水，浇灭了我练琴的热情。
但后来一位老人诗一般的语言温暖了我的心。

然后围绕两条线索进行教学，一是抓住老人的语言变化，让
学生细细体会。二是抓住我碰到老人后自己的心理及行动上
的转变。

（2）分组合作自主学习：多媒体出示问题



（3）全班交流。

品味老妇人对“我”讲的`话。

第二次对话：她说了什么？课间出示语句，她为什么这样说？
作者听了有什么感受？理解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4）作为一个自称耳聋的音乐教授，她鼓励、帮助我的另一
种形式就是平静的眼神。

找出关键词语和语句，同桌交流感受

多媒体出示描写眼神的三句话

课文三次反复出现老人平静的神态描写，可见看似平静的眼
神实际上是意味深长，请同学们选择其中一句联系上下文仔
细揣摩揣摩，品出其中的内涵并填空。

多媒体出示：

当我沮丧地想离开小树林时，她平静地望着我，仿佛在
说：“......”

当我每天去小树林拉琴时，她平静地望着我，仿佛在
说：“......”

当我渐渐奏出真正的音乐时，她慈祥的眼神平静地望着我，
仿佛在说：“......”

然后相机引导学生理解她慈祥的眼神为什么像深深的潭水？

（5）分角色朗读9、10自然段。

（6）配乐朗读学习最后一自然段。



为什么当我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演出时，总是忘不了那唯
一的观众？

板书：真诚无私敬佩感激

板书设计：

唯一的听众

真诚无私敬佩感激

老教授我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五

清风吹散了树林里的迷雾。早晨，迷迷糊糊的起来，顾不上
吃早餐，想趁着老妇人还没来，多练习一会儿小提琴，还没
弹到重点，在树林里面晨练的人们，有几个不远处的人正在
窃窃私语，用那嫌弃的、厌恶的眼神瞪着我，似乎把我演奏
的音乐当成烫手的山芋一般，让我感到非常沮丧，发现自己
又把锯子带到了树林里。当我正准备踏出回家的第一步，一
个温和的声音在后面喊着我，原来老妇人已经在长椅上等着
我了，看着老人那慈祥的笑容，让我忐忑不安的心慢慢的平
静下来了。

我鼓起了勇气，也许是因为老人双耳失聪的原因，让我更内
疚，在别人的耳朵中，我拉的琴声是一种噪音，可是在老妇
人的耳中却成了天籁之音。在别人的不屑和嘲笑中，总是这
位老妇人给我安慰和鼓励，好似她偶一双透视我心灵的双眼，
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帮助，让我对小提琴的兴趣也提升了。我
这个唯一的`听众，每天都早早的在长椅上等着我，无论刮风
下雨还是日晒阳光，但有时我也会想，如果老人不是聋子，
会不会也对我的琴声避而远之呢？我为了不让老人失望，开
始在家里练琴了。



每给老人拉完琴，我总会总结自己的不足，不熟练的地方我
就标记出来，当中午所有人都在吃饭的时候，我空出这个短
暂的时间，练习一遍遍的曲子，家里人都催了我好几遍吃饭，
我都当做没听见，直练到我满意之际，我那空空如也的肚子
都被这种满满的成就感给填满了。深夜，一遍又一遍、颇有
节奏的练习曲从我房间传出，每当我双臂酸痛难忍的时候，
只要一想到老妇人明天那幸福的笑容，就像一束亮光照亮我
心田，就像一剂良药滋补着我的心身，像春风拂面又好似母
亲般的温暖抚慰着我的心灵。

一次无意间，我演奏的月光曲震惊了专修音乐的妹妹，我告
诉了她关于老妇人的事情，妹妹才把老妇人的真正身份告诉
我，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位老妇人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老
教授，于是老妇人的善意谎言就被这样戳破了。第二天，我
去树林里寻找老妇人的时候，看见她仍然平静的坐在椅子上，
我实在不忍心揭穿她的善意谎言，于是我拉起了月光曲来，
她那春风般的微笑、满是皱纹的手背，慢慢敲打着节拍，和
着我的曲子曼妙的延展，就像在舞台演出的音乐家与观众的
互动一般享受着。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老妇人，至始至终我都没有戳穿
她那善意的谎言，而今小提琴却成为了我最大的爱好，老妇
人那慈祥而温暖的笑容，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的精神鼓励和动
力，它将一直伴着我继续前行。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六

教学目标：

1、学会六个生字，并正确读写生字组成的词语。

2、初读课文，感知课文内容。掌握“听众”是谁?是谁的

“听众”?为他做了什么?



3、再读课文，找出课文中老妇人对我练琴时言行的有关描

写，指导学生模仿情景有感情朗读描写老妇人言行的句子。

教学准备：多媒体教学课件

教学过程：

一、欣赏小提琴曲，激发情感，谈话导入，揭开课题

1、师:同学们，刚才我们欣赏的是一首用什么来演奏的曲

子呢?

2、生：小提琴。

3、师：这首小提琴曲是不是很美妙动听呢?

4、生：是。

5、师：同学们，曲子好听琴难拉，要想演奏这样美妙的音

乐，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洒下多少汗水!曾经有一个

被人称为音乐白痴的人，后来却成为能在舞台上为成百上千
的观众演奏的小提琴手。同学们想不想知道这个故事呢?今天
我们一起去读读这个故事吧.

6、出示课题，板书课题：11.唯一的听众(课件1)

7、师：来，咱们一起齐读两遍课题，把“唯一”这个词读

好。(强调“唯一”的语气应重读。)

8、理解“唯一”。(副板书独一无二，只有一个。)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中的故事

1、师：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呢?

2、生：想。

3、师：那请同学们赶快打开书，自由快速地读读课文吧!

准备好了吗?请你们边读边勾画出生字新词。

4、出示生字新词，用多种方法朗读，强调重点字词。

5、小组或同桌交流故事内容，师提示。(出示：课文写了

“我”开始在家拉小提琴被()说成是()，后来跑到山林中练
琴，在一位()的()下，后来成为了能为()的观众演奏的小提
琴手的故事。)

6、交流汇报：(出示：课文写了“我”开始在家拉小提琴

事。)(在课题下板书：音乐白痴———小提琴手)

三、再读课文，找出老妇人的言行的语句描写

1|、齐读故事主要内容两遍。

3、生：老妇人的关心，鼓励，爱护。

4、师：你是从课文中的那些地方看出来的?请同学们再读读
课文吧，找出描写老妇人言行的句子吧!

5、交流，汇报，出示。

老妇人的言行：



(1)、我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介
意我在场，请继续吧。

(2)、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每天
早晨?

(3)、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

(4)、只看见老人微笑着靠在木椅上，手指悄悄打着节奏。她
慈祥的眼神平静地望着我，想深深的潭水。。。。。。

6、指导、模仿朗读。注意语境、语气。

四、小结：

师：同学们，你喜欢课文中的老教授吗?为什么?请回去用预
习本写写你的看法吧，下一节课我们一起交流，并把生字词
抄写两遍。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七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解课文内容，明白“唯一的听众”是谁。

3、体会老妇人对年轻人的鼓励、尊重、关心与爱护，感受人
与人之间真情的美好。

1、出示语段，学生自由朗读。读一读课文的开头和结尾，说
说我在音乐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2、导入、质疑。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走近一位可敬的老人——唯一的听



众。

3、释题：

释词：什么是“唯一”？

读了课题后你有什么想问的吗？（这唯一的听众是谁？她做
了什么事？为什么是“唯一的听众？……）

4、过渡：让我们一起到文中去寻找答案吧！

1、学生大声地自由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
思考刚才提出来的问题。

学生自由朗读课文，教师巡视。

2、“唯一的听众“是指谁？相机板书：老妇人（老教授）

“唯一的听众”她做了什么事？

（她真诚无私地帮助、鼓励一位酷爱拉小提琴的年轻人，使
他由没有信心学会，到能够在各种晚会上从容演奏。）

3、认读词语。

沮丧 蹑手蹑脚 抱歉 溜走 介意（读了词语，你仿佛看到了
一个怎样的音乐学子？）

神圣 悠悠 庄重 无法割舍 大吃一惊（透来这些词语，你体
会到了这位年轻人有什么变化？）

4、过渡：是啊，年轻人从一个音乐白痴走向成功，这一切都
缘自于老人的影响，那么，老人主要是用什么来影响“我”
的呢？（语言、神态）



1、研读老人诗一般的语言。

（2）学生读、划、说。

（3）集体交流。

句子一：老人叫住了我，说：“是我打扰你了吗，小伙子？
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儿坐一会儿。”“我想你一定拉得非
常好，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介意我在场，请继续
吧。”

句子二：“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
每天早晨？”

句子三：我停下来时，她总不忘说上一句：“真不错。我的
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

句子四：有一次，她说我的琴声能给她带来快乐与幸福。

（4）出示四个句子，师生接读。

2、研读老人平静的眼神。

（2）学生读、划。

（3）交流：

出示句子：

一位极瘦极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木椅上，平静地望着我。

她一直很平静地望着我。

她慈祥的眼神平静地望着我，像深深的潭水……



（4）齐读3个句子。

此时无声胜有声，老人平静的眼神背后，又在想些什么呢？
请同学们联系上下文，发挥想象，写一写老人当时的心理活
动，可选一两处写。（音乐起）

当我沮丧地想离开小树林时，她平静地望着我，仿佛在
说……

当我每天去小树林拉琴时，她平静地望着我，仿佛在说……

当我渐渐奏出真正的音乐时，她慈祥的眼神平静地望着我，
仿佛在说……

学生写后交流。

（1）好一位了不起的老人啊！她用真诚关爱的眼神，诗一般
的语言鼓励年轻人、培养年轻人。怪不得成才后的年轻人在
舞台上面对成百上千的观众，面对鲜花和掌声时，会不由自
主地想——那清晨里我唯一的听众。

（2）最后，送同学们两段话：（屏幕出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们每个人都有要感谢的，其中不仅有物质上的给予，而且
也包括精神上的支持。对很多给予者来说，也许这种给予是
微不足道的，可它的作用常常难以估量。因此，我们每个都
应尽自己所能，给予别人。

1、完善课堂小练笔，写在日记本上；

2、朗读课文1遍，完成《黄冈小状元》；

3、课外阅读30分钟。



六年级唯一的听众教案设计篇八

这经过读了这篇《唯一的听众》，我感受到了一种鼓励的力
量是多么的强大，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位老人完美的心灵。

文章主要讲述了：“我”由于拉小提琴的水平很差，被家人
认为是音乐白痴，所以我不敢在家里拉琴，只敢去山林里空
无一人时拉。一位“耳聋”的老人给予“我”微不足道的鼓
励使“我”找回了自信有声望的音乐教授撒了一个善意的谎
言，说自我是个聋子，使青年有勇气在有人的场合下拉出水
平很差的小提琴曲来。老人给予青年微不足道的鼓励使青年
的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了。使我感到这微不足道的鼓励是无比
强大的。一个动作、一种表情，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鼓励，
实际上能使一个失败者成为成功者，能使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重拾信心。

我也有这种体会：一次硬笔比赛中，我根本没有信心能获得
一个好成绩，因爸爸的鼓励：“拿不了奖没什么大不了的!只
要认真地去写好你的每一个字，其它的不重要。”爸爸的话
语使我信心倍增，在比赛时我调整好自我紧张的心境，想着
描字本里的结构、形状，把字认真地写下来。最终，我的了
三等奖，我高兴、兴奋不已，我明白我要感激的人是爸爸，
才有今日的成绩。

读了《唯一的听众》使我明白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鼓励是一种
强大的力量，也是信心的泉源。是给予没有信心的人的鼓励，
是使有信心的人更是信心倍增。心灵的听众，你是沮丧时的
微笑，你是气馁时的鼓励，你是灰心时的期盼，你是闪烁在
人们心灵深处的启明星!

唯一听众读后心得模板3

今日，我学习了《唯一的听众》，本文的作者是落雪。记叙
的是‘我’在家中练琴遭冷遇，父亲和妹妹说‘我’是‘音



乐白痴’，我丧失了信心。于是，我悄悄来到林中练琴。遇
到了一位耳聋的老人，她鼓励‘我’，树立了‘我’的信心。
我每一天都要应对一位耳聋的老人尽心尽力的演奏。当我停
下来时，她总不忘说上一句：“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
了，多谢你，小伙子。”‘我’的一曲《月光》奏鸣曲让妹
妹大吃一惊。最终能在各种文艺晚会上为百上千的观众演奏
小提琴。

这篇课文赞扬了老教授爱护、鼓励年轻人成才的美德，也表
达了作者对老教授的敬佩、感激之情。

老教授说自我是一个聋子，这是老人在鼓励作者，不管拉成
什么样，老人也听不见，但心里却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妙，她
愿意每一天做作者唯一的听众，目的是让作者树立信心。

老人善意的谎言，鼓励作者苦练下去，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

唯一的听众，我们不也有自我的听众吗?当我和朋友吵架了，
闹别扭了，妈妈便会对我说：“对别人宽容点儿，就不会吵
架了朋友的友谊也会更好。”当我考试的不好时，垂头丧气
是，妈妈会对我说：“女儿，没关系，这次考不好，下次继
续努力，要对自我有信心，加油!加油!”

人间有真情，也许你的一个微笑、一句赞许、一次肯定，就
能让别人感到温暖的关怀，就能让别人充满自信地迎接生活
的挑战。请对别人多一些鼓励和关心吧，那么我们每一天都
会充满期望，拥有奋发的活力。

唯一听众读后心得模板4

前不久，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一篇课文，课文的题目叫做《唯
一的听众》，学习了这篇课文，我有感而发，思潮起伏。

课文的大概资料是这样的：课文围绕“我”的心理行动的变



化和老妇人的语言变化两条线索展开，记叙了“我”在一位
音乐教授真诚无私的帮忙下，有没有信心到学会拉小提琴，
到能够在各种文艺晚会上为成百上千的观众演奏的事，赞扬
了老教授爱护、鼓励年轻人成才的美德，表达了“我”对德
高望重的老教授的敬佩、感激之情。

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才能够看出这位老教授是多么的值得我
们学习，是多么的德高望重，是多么的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