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熊猫的应该 大熊猫的秘密读书
心得体会(汇总8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熊猫的应该篇一

第一段：引言（约200字）

《大熊猫的秘密》这本书由韩寒所著，以大熊猫为主题，讲
述了大熊猫的种种秘密和故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入了
解了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现状，从而对这一可爱动物
产生了更多的关注和热爱。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了其中蕴
含的一些人生哲理，深受启发，下面将从大熊猫的生活、保
护现状、勇气和希望等方面展开探讨。

第二段：大熊猫的生活（约200字）

大熊猫是一种野生动物，栖息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森林中。
它们性格温和，以竹子为食，生活方式独特。韩寒在书中描
绘了大熊猫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大
熊猫的纯真与自由。通过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我们可以
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也成为我继续学习更多关于环保方面知识的动力。

第三段：大熊猫的保护现状（约200字）

大熊猫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韩寒在书中揭示了大熊猫面临的各种威胁，比如栖息地破坏



和非法盗猎等。也让我们看到了保护大熊猫的艰巨性和迫切
性。作为环保的一员，我们应当加强保护大熊猫的宣传和行
动，努力保护它们的家园，让它们得到更好的生存环境。

第四段：勇气和希望（约200字）

大熊猫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同时，也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韩寒在书中描述了大熊猫经历了各种困难后最终成功繁衍后
代的故事，这充满了希望与力量。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勇气和
坚持的品质，面对困难时不气馁，不放弃，一定能找到解决
问题的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五段：读后感（约200字）

通过阅读《大熊猫的秘密》，我对大熊猫有了更加全面深入
的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保护现状，以及勇气和希望等主题，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极富教育意义，不仅让我了解
了大熊猫，更让我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应该从自
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保护我们的地
球家园。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环保事业中来，共
同守护我们的自然环境。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一定能让大
熊猫的未来更加美好。

总结（约100字）

《大熊猫的秘密》这本书引发了我对大熊猫的关注和热爱，
也启发了我对环境保护的思考。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保护现
状，以及从中汲取勇气和希望，对我个人的成长都有着积极
的影响。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启迪和启示的过程，我也希望
能把对这本书的体会和感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努
力，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大熊猫的应该篇二

教学目标: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使学生感受熊猫的珍奇、
可爱,从而树立保护动物的意识。

3、收集熊猫的图片资料,能根据课文内容为大熊猫涂色。

教学重难点:

15个生字词,渗透性识字。

教学方法:

讲读法、情境法、表演法

教具准备:

课件、熊猫头饰

教学安排: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课件为媒,诱发兴趣。

1、欣赏课件《动物掠影》。

教师边配合熊猫的特写镜头,边引用课文的有关语句作为解说。
(运用视听的效果,感受各种珍奇动物的可爱:猴子的顽皮,狗



熊的笨重,狮子的威武,猎豹的凶猛,熊猫的憨态可掬。)

2、用简短的几句话说说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喜欢它的什
么。(交流观后感,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已的真情实感,借以导
入新课。)

3、你还知道哪些有关熊猫的知识?是怎么知道的?(学生交流
并展示材料、图片。)

二、以读为主,紧咬重点。

1、读一读,划一划,小组探究识字。

(2)这些生字你准备用哪些方法记住它?   (回忆识字方法,
小组讨论并总结出:认真听读、看生字表、看查字表、问同学
老师、大胆猜一猜等方法)

(3)你能当小老师教教这些生字吗?(以能者为师,换个方式检
查学生的识字效果。)

2、读一读,画一画,变画面为语言。

(1)在认读生字,扫除字词障碍后,先自读课文第二自然段,再
画出大熊猫的形体。(在正确朗读的基础上,把抽象的语言文
字改成“画面”)

(2)引导学生根据所画的熊猫,按一定的顺序说说它的样
子。(再通过“画面”体味语言从而感知课文的思想内容。)

(3)谁愿意把这段读给大家听听?(激发学生表现欲,引导学会
自评、互评。)

3、读一读,演一演,摹动作促体验

(1)引读—比较。大熊猫真可爱,它小的时候与长大以后可不



大一样,请你来读一读第三自然段,你就知道了。

(2)细读—感悟。

学生反复细读,悟出大熊猫小时候很活泼,长大以后就变得懒
洋洋了。教师相机点拨:这两部分的句子的读法肯定不同,要
怎样读呢?用比较欢快的语调表现大熊猫小时候的活泼,用比
较缓慢的语调刻画长大以后的大熊猫懒散、憨态十足的形象。

(3)表演读—促体验。

谁能根据课文的内容表演一下熊猫?   (学生戴上头饰,融
入表情、动作、声音,创造性地表现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加深
对熊猫生活特点、食物特点的印象。)

(4)全班有感情地朗读。

三、以疑为题,拓展思维。

1、学完这篇课文,你知道了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还有什
么问题想与同学讨论?(学生交流疑难,讨论解决,在碰撞中发
展求异思维。)

2、熊猫是珍奇的动物,你应该怎样做?有什么好的建议想告诉
人们?

第二课时

一、复习巩固

1、小组开火车读课文。

2、你还知道大熊猫的一些事情吗?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3、有感情朗读全文。



二、识记生字,积累词汇。

1、  抽读本课生字卡片。

2、  开火车进行扩词。

3、  反馈识字情况,交流识记方法。

4、  重点指导识记:

全——金   黑——里   爪——瓜   圆——园

5、出示词语花篮

(1)指名读,齐读。

(2)你还喜欢课文里的哪些词语,说一说,再抄到“花篮”中。

(3)比一比谁积累的词语多。

三、认识偏旁,书写生字。

1、出示田字格中的生字,指名认读。

2、分类识记,指导书写。

(1)独体字:巴  爪  皮

(2)左右结构:双   动

(3)上下结构:全   黑

3、学生书空。

4、教师板演示范。



5、学生仿写。

6、教师巡视指导。

四、书写展示、评议。

板书设计:

7            大熊猫

样子:很可爱

小时侯:很活泼

长大后:爱睡觉

最爱吃:竹叶、竹笋

大熊猫的应该篇三

教学目标：

1.了解大熊猫的外形特征与生活习性，感受大熊猫的可爱，
树立保护动物的意识。

2.认识“熊、许”等13个生字，会写“四、爪”等7个字。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难点：

1.培养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能力，识字和写字。

2.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大熊猫的外形特
征。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大熊猫头饰。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词）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生字词。

2.先开火车读，再全班读。

二、学习第二段。

1.现在我们打开书本p26，我们先听听录音读，你们可要认真
听了，等一下就轮到你们读了。

2.全班齐读课文。

3.同学们都读得很棒，现在这里有一幅大熊猫的图片，你能
给我们说说你看到的大熊猫是什么样子的呢？（出示图片，
请学生说）

4.我们书上有一段文字是描写大熊猫的样子，你找到了吗？

5.谁来给我们读一读。（指名读）

6.大熊猫的样子可爱吗？那你们觉得他读出可爱的语气来吗？
谁愿意再给我们读一读。

7.你们觉得哪个同学读得比较好呢？为什么？我们全班再来
试试吧。

8.现在请看大屏幕，你能填一填吗？（指名填后全班读）

9.这里有两个词，你知道这两个词是什么形式的词语吗？（abb）
你能仿照这个样子说一说吗？（出示另外的词语全班读）



10.现在我们用铅笔把书p27的大熊猫涂一涂，看看谁涂得又
快又好，开始吧。

三、学习第三段。

1.大熊猫的样子不仅可爱逗人，而且它平时活动也特别有意
思，我们赶紧去看看，有谁找到它平时是怎样活动的呢？
（指名说）

2.原来大熊猫小时侯很（活泼）喜欢爬上爬下，而长大以后
的大熊猫就（爱睡觉）。

3.你们喜欢小时侯的大熊猫还是喜欢长大以后的大熊猫呢？
为什么？

4.长大以后的大熊猫不大爱活动，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5.你能给我们读一读这句话吗？/再请一个同学来读一读，读
出大熊猫懒洋洋的感觉。

6.现在我们请一个同学到这里来表演一下大熊猫，谁愿意来
试一试？

四.学习第四段。

1.你们看，多么有趣可爱的大熊猫啊！如果大熊猫来到我们
的课室里，我们用什么来招待它呢？（竹叶、竹笋）

2.对，大熊猫最喜欢吃竹叶和竹笋，看，它吃得多香啊！
（出示图片）

3.我们书中第四段也有说到，现在我们男女同学比赛读一读
这一段吧！



4.都读得不错，全班再来一遍吧。现在我们一齐去看看大熊
猫是怎样吃食物的。

五、学习第一段。

1.多么可爱的大熊猫啊！你们喜欢它吗？

2.作者跟你们一样喜欢它，我们看看第一段是怎样说的？谁
来给我们读读。

3.大熊猫的样子是（最可爱的），谁再来读一读这一段。

4.要突出“最可爱”，全班一起来读读吧！

六、延伸教育。

1.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各种各样
的珍奇动物。它们的数量少，比较珍贵，我们就把它们叫做
珍奇动物。特别是大熊猫，它是我国的国宝，数量十分稀少，
属于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2.对于这些珍奇的动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它们呢？

七、拓展。

1.假如让你当一名动物园解说员，你会怎么向大家介绍我国
的国宝大熊猫呢？

2.谁来试试呢？

大熊猫的应该篇四

教学目标：从文着手，紧扣中心，通
过“读”“看”“想”“议”“练”这几个环节，使学生了



解课文主要内容，并学会“言之有序”的表达方法。

教学步骤：

一、启发谈话，引出课题

1.小朋友，你看见过大熊猫吗？

2.你看到的大熊猫是什么样子的？

3.让学生结合在电影、电视里或动物园里看到大熊猫的情景，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然后教师板书课题。

二、范读课文，初知整体

1.由教师或朗读水平较高的学生示范读课文。

2.学生边听边想，然后说说：你觉得课文中描写的大熊猫怎
么样？

3.教师板书：可爱。

三、图文对照，学习字词

1.让学生仔细观察课文插图，然后讲出大熊猫哪些地方很可
爱？

2.学生讲到一个地方，就让其在文中找出一个相应的词语，
然后全班一起学习，力求讲清音、形、义。

（重点学习：胖乎乎、光滑、毛茸茸、黑眼圈、新鲜、活泼、
睁开、呼呼睡大觉等词语。）

四、分节细读，情感体验



1.指名读第一节。

（1）思考：

a.这一节主要讲了大熊猫的什么？

b.哪些词句说明大熊猫外形很可爱？

（2）学生交流，教师板书。

2.轻读第二节。

（1）思考：

a.这一节有几句话，每句讲了什么？

b.大熊猫小时候和长大以后有什么不同？

（2）教师小结：这一节写了大熊猫的生活习性。

3.齐读最后一节。

要求读出“真是”“可爱”这两个词语的朗读重音。

五、熟读全文，练习巩固

1.看图请学生按顺序复述全文。

2.自由读课文，然后填空：

“大熊猫是一种（     ）的动物。它的身体（   
），尾巴（     ）。皮毛（      ），头和身子
（      ），四肢和肩膀（      ）。它头上长
着一对（      ）的黑耳朵，最逗人的是两个



（        ）的黑眼圈。它小时候
（                ），长大以后
（               ）。

[设计解读]

本设计从文入手，以文悟道，把传授知识、语言训练和情感
体验统一在同一个教学过程中。

先让学生将在平时电影、电视或动物园里看到大熊猫的情景，
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然后在初知课文整体的基础上让学生说
说课文中描写的大熊猫是怎么样的；再要求学生用课文中的
词、句分别说出大熊猫哪些地方很可爱；最后让学生看图有
顺序地说说大熊猫。这样学生就易于学会“言之有序”的表
达方法，而且达到了理解课文内容的目的。教学中通
过“听”“读”“看”“想”“议”“练”这几个环节培养
学生阅读课文的能力，另外围绕训练重点进行填空，引导学
生练习。这样训练就很扎实。

本设计符合低年级学生思维的特点，即以形象思维为主，从
图到文，再从文到图，让学生从观察体验，进入情境。如此，
学生学习的兴趣就会浓厚，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

大熊猫的应该篇五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它们以其可爱的外表而受到世界各地
人们的喜欢。但是，你是否曾想象过自己的最爱是一只会读
书的大熊猫吗？最近，我通过阅读一本名为“可爱的大熊猫
读书”的故事书，深深地被这只可爱的大熊猫深深地打动了。

第二段：感知故事牵动心灵

在这本故事书中，大熊猫小不点是一只非常喜欢读书的小熊
猫，他可以在花园中读整整一天的书。无论是什么书，只要



他看到了字，就会变得非常兴奋。这让我感受到了阅读的魅
力和乐趣，因为阅读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和快乐。

第三段：表达阅读乐趣在于发现的感悟

从小不点的阅读习惯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热爱阅读正是因
为他可以通过阅读来发现新的事物。同样，对于我们来说，
阅读的乐趣也在于发现未曾接触过的新事物。通过阅读，我
们可以学习到新的知识、了解到新的事物、领悟到新的道理，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第四段：阐释使用效益之所在

通过小不点的故事，我还理解到，阅读不光为了乐趣，更重
要的是为了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思想应用到生活中。阅读的目
的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读到的内容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全
面、更智慧、更富有经验的人。这样，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问
题时，就能够准备地解决，更好地把握机会。

第五段：总结

通过阅读这本故事书，我意识到阅读的乐趣和带来的收获。
就像小不点一样，我也希望通过不断阅读来提高自己，同时
也从中发掘出更多的生命力。我要保持小熊猫小不点的心态，
并在生活中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阅读，为自己的人生注入更多
的生命力。

大熊猫的应该篇六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之一，全球只有1864只大熊猫，其中大
部分生活在我国的四川、陕西和甘肃等地。而且，目前我们
所了解的关于大熊猫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需要更深
入地了解大熊猫。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大熊猫科普进课堂活动，
让我对大熊猫有了更明确和深刻的认识。



第二段：介绍活动

该活动由地方教育局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举办，旨在加
强青少年对保护国宝大熊猫的意识。在活动中，专业的工作
人员给我们讲解了大熊猫的生活习性、食物、栖息地等方面
的知识，并通过多媒体展示给我们看了很多大熊猫的生活照
片和视频。

第三段：深入了解大熊猫

通过这次科普进课堂活动，我对大熊猫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我知道了大熊猫是一种以竹子为主的食肉动物，每天要吃30
公斤左右的竹子。因为大熊猫消化系统比较短，所以必须每
天大量地取食，恰当的睡眠，否则就会影响它们的健康。我
还了解到，大熊猫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栖息地，并且受到森林
砍伐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它们的数量有所减少。

第四段：我要积极参与保护大熊猫

在这次科普活动中，我不仅了解到了大熊猫的众多知识，而
且还了解到了保护环境、积极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作为
一名中华儿女，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保护大熊猫的活动。我一
定会告诉身边的同学，朋友和家人，让更多的人了解大熊猫，
积极参与保护大熊猫的行动。

第五段：总结

通过参加这次大熊猫科普进课堂活动，我不仅学习了有关保
护野生动物的知识，还让我看到了大自然中的重要生物——
大熊猫的珍贵。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保护野生动物，积极参
与保护行动，为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未来贡献力量。



大熊猫的应该篇七

都江堰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一处集科学研究、教育展示、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熊猫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地。作为全球熊猫
研究和保护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异常丰富。
本文将会简述都江堰大熊猫的历史背景、对于都江堰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的参观体验以及对于熊猫保护的深刻思考。

二、背景

都江堰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是全国唯一能够以如此近距离、
如此完整地展现熊猫生态文化的地方，同时也是全世界最著
名的熊猫保护基地之一。这一地方的保护研究始于20世纪60
年代末，当时是在一个叫“蟹市”的小村庄里养育了大熊
猫——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人工繁殖。之后，都江堰大
熊猫保护研究基地在不断地扩大，逐渐形成现今面积之大、
设施之齐全的保护区。

三、参观体验

我记得那天我乘坐的旅游车驶进了都江堰大熊猫保护研究基
地，我马上就被这里四周的美景所打动，同时我也立刻感到
了这里的浓厚氛围：处处是竹林、草地，展馆、走道的布置
也很别致。最让人兴奋的还是那些可爱的熊猫们。这里的熊
猫几乎是零距离接触，十分逗人喜爱。在入口处我们借了双
望远镜，这样就更清楚地看到了每一个细节。在这里，我不
仅看到了熊猫，也了解了大熊猫的生态习性和食物来源。

四、熊猫保护

许多人认为，大熊猫是它们本土所具备的“神圣地位”，使
得它们的保护得以受到高度关注。但事实上，主要原因在于
它们”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大熊猫是地球上独有的珍稀
物种之一，同时也是具有标志性的中国国宝，这要求我们必



须全世界通力合作对大熊猫进行保护。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
的保护机构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在海外国家对大熊猫展
开研究与繁殖，以确保这一物种的延续。对于保护大熊猫而
言，我们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民间组织，都必须真正意识到
大熊猫的保护，因为它们是人类和动植物王国的共同财富。

五、结论

参观都江堰大熊猫，正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它们、保护它们。
同时，这里的自然美景和保护研究，也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美
丽的未来。人们必须把保护大熊猫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
因为这种动物不仅是地球和人类的财富，也是这个星球上各
种生命之间的纽带。当我们为大熊猫的保护尽一份力量时，
我们也保护了我们自己，保护了这个星球上美好的未来。

大熊猫的应该篇八

你好！我叫，最初被人叫做猫熊或大猫熊。可是，这个名字
一点儿也不好听，后来，人们慢慢地把我叫成了，这个可爱
的名字就出现了！

我是哺乳动物，最喜欢吃竹叶、竹笋、翠竹，有时也吃其他
植物。我体长约120--180厘米，平均体重60--150公斤，平均
每只熊猫有20--30岁。

我一般生活在四川、陕西、甘肃这些地方，在广州长隆野生
动物园还出生了熊猫三胞胎呢！

我存在了800万年，全世界野生不足1600只，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大家一定要保护我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