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助残日活动总结报告(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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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只拣儿童多处行读后感篇一

《只拣儿童多处行》这篇课文是冰心写的一篇散文，课文以
欢快的笔调描写了生机勃勃的“赶春”的儿童和春天里充满
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花儿。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生机，令人感
到十分快乐。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结合具体的语言文字理解花儿和
儿童一样是那么生机勃勃，令人快乐的。教学难点是理
解“为什么作者说‘只拣儿童多处行’就能找到春天。教学
完本课后，静心反思，有以下几点：

刚上课就先提出一个问题：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来写的？然
后让学生带着这个问题通读课文，学生读完课文稍做思考就
能说出是按游览顺序来写的。接着追问：作者的游览路线是
怎样的？默读课文，画出表示作者行踪的词语。然后交流板
书：颐和园门口、知春亭畔、湖边、玉澜堂。接着让学生根
据作者的游览路线及板书提示给课文分段，并概括段意。

初步感知了课文内容后，我就紧抓课文的题目展开深入的教
学——“找找文中哪些句子表现了儿童多”。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

1、重点学习第1自然段，通过圈画一些关键词体会颐和园门
口的儿童多。再理解这个比喻句中的“大魔术匣子”指什么？
“小天使”又比喻什么？在此基础上，说说这样写的好



处——突出了孩子的活泼可爱、朝气蓬勃。最后进行赏读品
味。

2、出示自学要求，按照同样的学习方法自学第2—4自然段，
可同桌交流补充。

3、集体交流。围绕“你找到了哪些描写儿童多的句子？课文
中的‘儿童’是一群怎样的儿童呢？”两个问题展开。逐一
出示表现儿童多的句子，理解、品悟、朗读。

4、重点学习第5、6自然段，引导学生欣赏海棠花的美，理
解“喷花的飞泉”比喻“密密层层的海棠花”的妙。再结合
第8自然段作者的感叹，找出花儿和儿童的共同点。

5、回归全文，理解“为什么”只拣儿童多处行“就一定能找
到春天？”

以“作者为什么说‘只拣儿童多处行’？”为突破口，引导
学生自由读书感悟，既落实了教学重点，又为下文攻克难点
作了很好的铺垫。

课文中有很重要的一个词语，那就是“旺”，怎样理解这个
词语呢？经过交流，学生理解了“旺”字有两个含义：一是
花开得旺，二是表示了旺盛的生命力。花儿旺好理解，可是
从文中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孩子们也很旺呢？通过默读课文，
学生们知道了从“喷发着太阳的香气息”“匆匆”等词语都
可以看出孩子们身上那旺盛的生命力，我又结合第8自然段作
者的感叹，“花儿和儿童一样”一句话，让学生找一找花儿
和儿童的共同点，学生们恍然大悟：知道这是是借花喻人，
借花多和旺来写那么多的儿童身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只拣儿童多处行读后感篇二

只拣儿童多处行教学反思1《只拣儿童多处行》这篇课文是冰



心写的一篇散文，课文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生机勃勃的“赶
春”的儿童和春天里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花儿。字里行间
洋溢着一种生机，令人感到十分快乐。

本文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结合具体的语言文字理解花儿和
儿童一样是那么生机勃勃，令人快乐的。教学难点是理
解“为什么作者说‘只拣儿童多处行’就能找到春天。教学
完本课后，静心反思，有以下几点：

刚上课就先提出一个问题：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来写的？然
后让学生带着这个问题通读课文，学生读完课文稍做思考就
能说出是按游览顺序来写的。接着追问：作者的游览路线是
怎样的？默读课文，画出表示作者行踪的词语。然后交流板
书：颐和园门口、知春亭畔、湖边、玉澜堂。接着让学生根
据作者的游览路线及板书提示给课文分段，并概括段意。

初步感知了课文内容后，我就紧抓课文的题目展开深入的教
学——“找找文中哪些句子表现了儿童多”。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进行：

1、重点学习第1自然段，通过圈画一些关键词体会颐和园门
口的儿童多。再理解这个比喻句中的“大魔术匣子”指什么？
“小天使”又比喻什么？在此基础上，说说这样写的好
处——突出了孩子的活泼可爱、朝气蓬勃。最后进行赏读品
味。

2、出示自学要求，按照同样的学习方法自学第2—4自然段，
可同桌交流补充。

3、集体交流。围绕“你找到了哪些描写儿童多的句子？课文
中的‘儿童’是一群怎样的儿童呢？”两个问题展开。逐一
出示表现儿童多的句子，理解、品悟、朗读。

4、重点学习第5、6自然段，引导学生欣赏海棠花的美，理



解“喷花的飞泉”比喻“密密层层的海棠花”的妙。再结合
第8自然段作者的感叹，找出花儿和儿童的共同点。

5、回归全文，理解“为什么”只拣儿童多处行“就一定能找
到春天？”

以“作者为什么说‘只拣儿童多处行’？”为突破口，引导
学生自由读书感悟，既落实了教学重点，又为下文攻克难点
作了很好的铺垫。

课文中有很重要的一个词语，那就是“旺”，怎样理解这个
词语呢？经过交流，学生理解了“旺”字有两个含义：一是
花开得旺，二是表示了旺盛的生命力。花儿旺好理解，可是
从文中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孩子们也很旺呢？通过默读课文，
学生们知道了从“喷发着太阳的香气息”“匆匆”等词语都
可以看出孩子们身上那旺盛的生命力，我又结合第8自然段作
者的感叹，“花儿和儿童一样”一句话，让学生找一找花儿
和儿童的共同点，学生们恍然大悟：知道这是是借花喻人，
借花多和旺来写那么多的儿童身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只拣儿童多处行教学反思2这篇课文是冰心写的一篇散文，课
文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生机勃勃的“赶春”的儿童和春天里
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花儿。教学的重点是引导学生理解花
儿和儿童一样是那么生机勃勃，令人快乐的。难点是理
解“为什么作者说‘只拣儿童多处行’就能找到春天。为了
提高课堂的有效性，我设计了几个环节来落实重点，突破难
点。

初步感知了课文内容后，我就紧抓课文的题目展开教
学——“找找文中描写了哪些地方儿童多”。然后交流板书：
颐和园门口、知春亭畔、湖边、玉澜堂。这正是作者的游览
路线。以作者的游览路线为抓手引导学生分段，便于学生很
好地理清文章思路，把握课文主要内容。



《课程标准》强调，“阅读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
过程。”只有引领学生走进文本深处，感受语言的色彩，体
验文本的情感，尽情地读，自由地想，不断感悟实践，才能
充分感悟文本。我让学生找一找并画出描写儿童多的句子，
围绕这些句子进行赏读品味，从中体会课文中的“儿童”是
一群怎样的儿童。比如第1自然段的比喻句中的“大魔术匣
子”“小天使”突出了孩子的活泼可爱、朝气蓬勃。从描写
知春亭畔孩子们的句子中，体会这是一群儿可爱、纯真、快
乐、活泼、充满朝气的儿童。从“小小的身躯上喷发着太阳
的香气息”想象、感悟儿童充满活力。这样既落实了教学重
点，又为下文攻克难点作了很好的铺垫。

本课教学重点指导学生学习第5、6自然段，引导学生欣赏海
棠花的美，理解“喷花的飞泉”比喻“密密层层的海棠花”
的妙。再结合第8自然段作者的感叹，找出花儿和儿童的共同
点。在此基础上回归全文，理解“为什么”只拣儿童多处
行“就一定能找到春天？”使学生在理解文字的同时挖掘文
本的深刻内涵，感悟出儿童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只拣儿童多处行读后感篇三

《只拣儿童多处行》是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体现了冰心对
春天、对儿童的赞美之情，为了让学生体会这一种感情，在
第二课时的教学中，我设计了一个问题让学生自主学习。

生：这句话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生：作者写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

生：作者是怎样写出儿童多的？

师：把几位同学的问题综合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只拣
儿童儿处行是一定不会找不到春天的？今天我们就来阅读课
文，探讨这个问题。



1、提出自学要求：根据这个问题，仔细阅读课文，划出有关
句子、词语，在文中写出自己的感受、体会。（作批注）

2、学生自读自悟。

3、交流反馈，老师适当引导。

师：现在请同学们自由发言，老师很愿意享受你们的读书收
获。

生（略）

4、在学生感悟基础上，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1、课文学到这儿，请你根据对课文的理解填空：你知道在冰
心奶奶的眼中，儿童是 ，是 ，是 。

2、回到中心，朗读中心句，深化感悟。

现在当有人问你春天在哪里时，你会说：“ ”。

冰心奶奶是一位受人尊敬、爱戴的文学家，她的许多作品都
包含着对少年儿童的深深的喜爱和期望，一代代儿童在她的
鼓励下发奋学习、立志成才，课后请同学们去阅读冰心姐姐
写的文章，并把你认为最感人的文章带到学校里，下堂课中
让同学们欣赏。

1、本堂课的设计层次分明，从中心句展开教学，最后到中心
句，深化学生情感体验。

2、课堂教学中体现了“先学后教”“自主学习”的理念，并
都是在有了明确的目标下展开学习的，这样就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效率。

3、在课堂上师生关系和谐，对学生的评价中肯、鼓励性的评



价，让学生自由展示自己，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

只拣儿童多处行读后感篇四

师：按着作者的行踪你把这篇文章分成几段？

生1：分成四段，第一段是1——2自然段，写的是在颐和园门
口；第二段是第三自然段，写的是在知春亭畔；第三段是
第4——8自然段，写的是在玉兰堂的院落里；第四段式第9自
然段。，写了作者感想。

生2：我同意xxx的分段根据，也是写了颐和园、知春亭畔、
玉澜堂的院落及感想，但具体的内容我跟她有些不同。我认
为，第四自然段放在第二段中，也是写了发生在知春亭的。

众生七嘴八舌，两种观点都有。在我看来，答案还是很明显
的，我到很想听听他们是怎们认为的？当然让学生单纯地说
答案很显然是没有价值的，引领他们走进文本，在文章中找
答案学会看书才是关键，于是我这样问道：

请你们再读读文章，想想在颐和园、知春亭畔、玉澜堂的院
落里作者分别写了什么？找找你们这样分段的依据。

李嘉诚：我认为第四自然段放在第二段中，我是从第五自然
段的开头，“走进玉澜堂的院落里……”用排除法，到这儿
作者才走进玉澜堂，那前面的就是知春亭了。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分段的理由是一样的，这下孩子们又在
哪里进行无谓的争论。这时，子扬高高地举起了手。

子扬：我认为第四自然段放在第三段。刚才听听嘉城和广益
理由都差不多，而我在阅读时发现，在每一个地点，写的事
物也是不一样的。第一段，在颐和园门口，游人多儿童多。
第二段在知春亭畔，写了儿童多，还充满朝气；第三段这写



到了海棠花。第四自然段写的是从知春亭到玉澜堂的路上，
主要还是写了儿童多，所以我认为这一段还是放在第三段好。

子扬的回答得到大家的一片掌声。

反思：

子扬的回答理由很充分，我想假如让我让我回答还不一定说
出这么完整的理由，后生可畏！课我也是庆幸的，因为我给
了他们回答展示的空间。

我是一位懒老师，在课堂上能不讲的尽量不讲。这样也好，
学生们会说了，课堂上预习交流的环节他们常常讲的忘我，
有时经常为一些大人看似简单的问题说上大半节课造成我在
课堂上没有作业时间。

我们班实施小组合作学习已一年了，个中坚持下来的是都想
要发言的热情。那么我干脆给你个小组，在同伴面前尽情讲
吧。

3

在《黄果树瀑布》中，作者运用“刚进入黄果树风景
区”“透过树的缝隙”“我们自西面顺着石阶往下走”“我
们久久地坐着”，其中“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是听到
的，“透过树的缝隙”是看到的，“我们久久地坐着”终于
与作者描述的对象——黄果树瀑布来了个“亲密接触”，一
种由远及近，最后终于触摸到的酣畅之感隐藏其中；而在
《只拣儿童多处行》一文中，“从香山归来，路过颐和园”
孩子们就涌了出来，近距离的感受了这一群接着一群的小天
使，“我们本想在知春亭畔喝茶，哪知道知春亭畔已是座无
隙地。”其实作者一行人已然来到孩子中间，和孩子们算是
零距离接触了，“沿着湖边的白栏杆向玉澜堂走”更是和孩
子撞了个满怀，虽然“走进玉澜堂的院落里”开始写春景，



但从第八自然段作者和孩子之间的对话可知，作者一行人身
边又都是孩子。儿童，在作者的游览过程中到处都是，甚至
在那里紧紧地站着、无须动弹，就会有匆忙只顾奔跑的孩子
撞上来。作者一路游览，一路儿童，一路欢乐，少了《黄果
树瀑布》中对瀑布的期待，却多了简简单单、朴实而唾手可
及的小快乐，正如冰心奶奶在文中写道“这时候，自己感到
快乐，别人看着也快乐。”

只拣儿童多处行读后感篇五

组内教研课，我选了冰心的《只拣儿童多处行》。平时对冰
心总是心存敬意，冰心文章的语言清丽、典雅，作品以歌颂
母爱、儿童、大自然为主。字里行间总是透着浓浓的情意，
让人心向往之。因此，这篇文章成为首选。由于偏爱的缘故，
觉得教学这篇文章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只学习这篇文章上，而
是通过这篇带动其他冰心的作品，利用有限的时间，让学生
走近冰心。

1、 夯实字词的设计

字词是基础，高年级同样要重视字词的教学。只不过，在高
年级，字词教学不是重点而已。要求也与低中年级不同。这
篇课文，我一揭入题目就引导学生理解“拣”的意思，并让
学生注意与“捡”的区别。在反馈写了几处地方时，我还让
学生注意“颐和园”的“颐”的写法，注意左边不要写
成“臣”字，并让他们书写一次；“澜”字笔画多，让他们
书空，数清笔画。

2、 夯实文本理解的设计

主要体现在对文本内容的理解。课文很多地方写了孩子的多，
第一和第三自然还通过联想的方法写出了多。于是引导孩子
反复读这段话，找出写孩子多的地方。在此基础上，让孩子
说了，冰心奶奶看到这么多的孩子而感到厌烦？那么这些句



子，除了写孩子的多，你还能品味出什么来？学生再深入细
读，从而得出，在冰心奶奶的眼中，儿童是活泼可爱的，是
充满阳光的，是美丽的小天使。

在冰心奶奶的眼中，儿童还不仅是天使，他们还是春花呢？
从而引出对5.6自然段写海棠花的句子的理解。而学习这两个
自然段时，也只抓住一个“旺”字，围绕它而展开句子的学
习。反复读描写海棠花旺的句子，领会联想方法的妙处。

3、 夯实整体感悟的设计

纵观整篇文章，作者以地点的转移为线索，以孩子和花为变
化中的两个点，抓住两个点相似的地方，揉合成一篇非常有
温馨气息的爱的篇章。怎么让孩子整体感悟到？我设计了仿
写的环节。仿写的内容也从冰心的诗中得来：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那么儿童在冰心奶奶的眼中，又将是什么呢？

儿童呵，

是____________

是_____________

是_____________

从冰心奶奶的诗中选仿写的内容，意图有二：一是形成整个



教案设计的整体感；二是通过这种看起来比较简单，表达却
很真切的方式，从整体上体会冰心奶奶的爱儿童之心。应该
来说，孩子能用这种看起来有点排比的方式写句子。

4、 文本拓展学习的设计

设计本课时，原意就不只是针对这篇课文。于是网上查看冰
心奶奶的一些资料。对冰心的生平，对冰心的文风和最有影
响力的作品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于是在学习课文，领会作
者的思想内涵之后，我选了作者另一篇表达母爱的《纸船》
作为欣赏的内容。欣赏时要求也不高，只需在静静地音乐中
听著名播音员丁建华朗诵，从中感悟。

我这样由课文教学引导向课外拓展：冰心曾经说过：有了爱
就有了一切。他不仅爱儿童，她也深爱着自己的母亲。32岁
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行驶了几个月之后，在船上写了一
首诗。这首诗以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的口吻写成, 通过“叠
纸船”这充满童趣的行动, 寄托对母亲的思念。听一听著名
的配音演员丁建华是怎么朗诵的。

后来一次到七班代课，我将这同样的教案放到他们班上。发
觉上课效果非常好，学生也觉得非常有趣味。但只上到设计
的一半，下课铃声就响了。这时便有所感悟：是课设计的内
容太多了，开课过程中，为了展示自己的设计特色，难以做
到真正地落实。整个课堂是以开课为开课了，很多时候没有
注意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反馈，常常是走过场的形式。比如没
读好，就走下一步，比如没理解好，就急着搞下一个环节等。
还有一个，就是高估了孩子的预习能力。觉得布置预习，万
事就可大吉。因此，如果退一步说，课堂教学设计和落实比
起来，如何做到真正落实，显得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