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点评感悟如何表达(实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好的心得感悟
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接下
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点评感悟如何表达篇一

一、链接专题，激情导入。

师：同学们，《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一文中印第安人对他们
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之情,令我们感动。在祖国的晋西北,有
这样一位老人,他也用自己的方式深深地珍爱着他生活的那方
水土。现在我们学习《青山不老》这篇课文。（板书课题）

【评：导入紧扣单元主题,简洁自然,用文中人物的情感激发
学生的学习情感。】

二、整体初读，概括内容。

师：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人物是谁，写了他的什么事？

（生自读思考，生答略）

师小结：是啊，课文讲述了晋西北的一位山野老人为了守住
那方水土，植树造林15年，创造了一片青山的事迹。)

三、紧扣青山，感悟精神。

〈一〉希望的青山

师：这是一片怎样的青山？找出描写青山的地方，谈谈自己



的体会。

（生自读，勾画,做批注，朗读）

生1（朗读第一自然段）：我体会到这是一片美丽的青山。

生2：这里是树的海洋。

生3：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青山。

师：是啊，这是一片美丽充满生机的青山，让我们甜美的读
一读。

师：这还是一片怎样的青山？

生1;我从第5自然段知道这里的树长得很好,很粗壮。

（生补充答：这是一片茂密的青山；这是一片美的青山；这
是一片挡住洪水勇敢的青山。）

师：这段中,老人深情地说了什么？

（生读“这树下的淤泥有两米厚，都是好土啊”）

师：两米有多厚？

（联系实际感知两米有多厚，生情不自禁惊叹“哇”）

师：这两米厚的淤泥是怎么来的？

生：树挡住的。

师：要是没有这片林子，又会怎样呢？

生：洪水来了有泥石流。



生：土就会被冲走，那样原本肥沃的土地就会变得贫脊。

（生齐读“是的，保住了这黄土，我们才有这绿树；有了这
绿树，我们才守住了这片土。”）

师：是啊，有了这绿树，我们才守住了这片土，守住了这片
土就守住了什么？

生1:守住了这里的庄稼.

生2；守住了我们的家园。

生3：守住了生存的希望。

师；是啊，这不仅是一片美丽的青山，更是守住这方水土的
青山，守住人们生存希望的青山!

〈二〉青山一样伟大的奇迹

师；是谁创造了这片青山？（生答：一位山野老农。）

师：为什么说老人创造的这片青山是一个奇迹？（生默读思
考）

生1（朗读第二自然段）：这里经常干旱，霜冻，沙尘暴，环
境险恶，而创造这片绿洲的竟是一位老人。

师：读到干旱，霜冻，沙尘暴，你头脑里浮现出的是什么景
象？

（生结合生活实际谈干旱，霜冻，沙尘暴等自然灾害。）

师：从课文描写和我们刚才的谈话中你体会到什么？

（生答：在这样的环境里树不容易活起来；不知要付出多少



心血和汗水；植树时会有很多困难；种树时还会遇到危险。）

师：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创造出这一片青山，的确是一个奇
迹！（板书环境险恶）

生1：我还从“我还知道这个院子的小环境……抽袋烟睡觉”
体会到这是一个奇迹（其他学生补充：住的简陋；吃的简单；
劳动工具落后；种树就是他一天生活的全部,生活单调。）

师：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位瘦小
的老人能创造出这样一片青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和青山一
样伟大的奇迹啊！（板书条件艰苦）

三青山一样伟大的品性

师：老人在创造青山一样伟大的奇迹中，哪些地方最令你感
动？

（生阅读思考，做批注，并朗读）

生1：我从“我还知道这个院子里的小环境.一排三间房……
晚上回来，吃过饭，抽烟睡觉。”体会到老人不怕吃苦，起
早贪黑，默默奉献的精神。

生2：我从“他可敬的老伴……发现她已静静地躺在炕上过世
了。”体会到老人为了植树，顾不上照顾他的老伴。

生3：我从“他唯一的女儿三番五次地从城里回来，接他去享
清福，他不去。”体会到老人在享福和吃苦中选择了吃苦；从
“他觉得种树是命运的选择，屋后的青山就是生命的归
宿。”中体会到老人植树造林的坚定决心！（师请生再读，
读出坚定的语气。）

生4补充：我还从这位同学的谈的这个地方体会到老人愿意把



自己的一切都给这小山沟，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这穷山沟。

生5补充：我同意上面两位同学的观点，我还要补充——联系
后面“去年冬天，他用林业收入资助每户村民买了一台电视
机——他还有宏伟的设想同学要栽树，直到自己爬不起来为
止。”体会到老人植树是为了大家，不是为了他自己。

生（齐声）：后人乘凉！

师：是的,这是一种和青山一样博大的胸怀！怎能不令我们感
动!

生6；我还从“看完树……我不禁鼻子一酸——也许老人进去
再也出还来了。”体会到老人身体不行了，他失去了很多。

师：他失去了什么？

生1：失去了享清福。

生2：失去了老伴。

生3：失去了娱乐。

师：他为谁失去了这么多?

生：为了大家。

师：他有没有得到呢？

生：有!

师：老人得到了什么呢？

生1：得到了这片青山。



生2：得到了人们的称赞。

生3：得到了村干部的照顾。（生笑）

师：老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这么久，感受最深的会是什
么？

生1：环境险恶

生2：条件艰苦

师：老人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生1：这里的环境.

生2：这里的荒凉.

生3：这里的贫穷，在此之前人们还没有电视.。

师：对，如今老人创造了这一片青山，实现了自己的……

生1：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生2：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师：是啊，老人得到了自己的理想，得到了自己的价值，这
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老人无怨无悔！

〈四〉与青山同在

师：文章是如何赞美老人的？

（生齐读“作为一个山野老农，他就这样来实现他自己的价
值。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一种东西。他是真正与山
川同在，与日月同辉了。”）



师：你有什么要问？

生1：另一种东西指的是什么？

生2：与山川同在,与日月同辉是什么意思?

师：问得好，另一种东西指什么呢？

生1：那片青山。

师：这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指的是什么?

生2：老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生3：老人绿化家园，守护水土的精神。

生4：老人博大的胸怀。

生5：老人与恶劣环境斗争的精神。

师：是的，那你现在理解“与山川同在，与日月同辉”的意
思吗？

生1：就是老人的精神伟大。

生2：老人的精神永存。

师：是的，老人的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用赞美崇敬的语气
再读读这几句话吧(板书山川同在,日月同辉)

（生感情朗读）

师：大家朗读文章结尾，“青山是不会老”的是什么意思？

生1：老人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生2；老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崇敬。

生3：老人热爱家园，绿化家园让人感动。

师：我赞成你们的观点，老人百年之后，这片青山会像老人
一样老去吗？

生1：不会，人们会照顾这片林子。

生2：这是老人的心血和汗水凝结而成的，人们不会让他老去。

生3：老人的伟大的精神和博大的情怀会感动大家，大家会像
老人一样去做。

师：也就是说以后这里将不是一片青山，而是一片片青山。
是的,老人伟大的精神和博大的情怀像青山一样永葆青春，老
人的精神将会被这片土地上的子子孙孙传承。是的,青山是不
会老的，永远不会老的！

教学点评：

该教师对教材认真钻研，设计与践行了以生为主的教学活动，
有效地完成了该课的教学目标任务，体现了新课程下互动、
生动、灵动的课堂。该课的教学体现了以下特点：

一、教师注意了略读课的课型功能，注意突破该专题的训练
重点。

二、注意根据学生状况，启发、引导、点拨学生的思维，体
现顺学而导，较好地实现了教师的引领作用，实现师生、生
生的互动。

三、充分让学生来感悟文本，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特别注
意在学生感悟后的悟读深化，实现学生与文本的直接交流，
在文本中走几个来回，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感悟、朗读能力。



四、以生为主，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学生
参与程度高，学习主动，特别表现为思维的灵动与交流的互
动。

五、根据专题珍惜资源的特点，联系实际，深入思考，践行
实践，体现学习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实现了学以致用的学习
功能。

点评教师：杜佳平

点评感悟如何表达篇二

学习目标:

知识与技能：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过程与方法：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形成个性化的审美
情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重难点：感受诗歌的意境。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常常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那读书有那些所得呢？

今天我们将通过《观书有感》来学会如何赏析这些名句佳作。

二、赏析《观书有感》



《观书有感》是南宋时期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作品，这是
较为的一首。全诗在写法上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把抽象的思
想用具体的事物表现了出来，很有特色。

如：用：“半亩方塘”比喻书本，用池塘的“水”比喻书中
的知识、学问、思想；用“源头活水”比喻读书得来的新知
识；用“天光云影共徘徊‘来比喻读书的感受。

三、四句诗人在写法上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给我们揭示
水如此清澈的原因：这水为什么如此清澈呢？因为源头有活
水一直不停地流下来。在一问一答中，诗人用池塘中
的“水“比喻书本中的知识、学问、思想，用“源头活水”
比喻读书得来的新知识。这两句诗看似说明水清的原因，实
际上是借此现象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哪怕已经
学到了不少知识，但如果就此不再读书了，原有的知识就会
慢慢枯竭、老化、思想就会僵化，只有不断学习，知识学问、
思想观念才能不断地得到充实更新。

三、朗读训练

1.在你们的学习中相信也有这样的体会？请把你的体会融入
到你的朗读之中。自由大声朗读这首诗。

2.指明学生读，大家评议。

3.齐读。试着背一背。

四、学生小结

点评感悟如何表达篇三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



2、理解诗句意思，想象古诗所描绘的景象，感受半亩方塘的
美丽景色，明白活水对于方塘的重要性。

3、了解说理诗，知道这首诗蕴含的哲理，懂得不断读书，不
断汲取新知识的重要性。

4、培养独立鉴赏诗词的能力，形成个性化的审美情趣。

教学重点：

理解诗句的意思，感受半亩方塘的美丽景色，明白源头活水
的重要性，同时感受古诗文字和意境美。

教学 难点：

理解古诗内容与题目的关系，领悟诗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了
解诗借景喻理的特点。

设计特色：

1、教学建立在对诗的正确的多元解读的基础上，教学设计考
虑到学生的不同表现，呈现出多种动态生成的教学预设。

2、运用多种方法灵活理解诗句的意思，如在读与画中理解，
在将“渠”改为你、我、他的语言运用中加深理解，在有与
没有“源头活水”的对比中理解等。

3、对诗句的活学活用，如师生共同合作将诗句改为“半亩方
塘锅底开，垃圾杂物共徘徊。问渠那得浊如许，为无源头活
水来。”

4、对教学时机的智慧把握，如将朱熹是南宋理学家、宋诗讲
理的知识点以及开卷有益方面的名言与领悟诗中蕴含的深刻
哲理的理解巧妙对接。



5、板书的四次变化是诗的解读，也是诗的创造。

教学过程：

一、观塘

1、导入

学诗要达到正确诵读、解意、悟境，今天我们能否做好这几
点？先自学，要求做到：读正确、通顺，读出节奏。

2、检读。

3、自学尝试理解意思，读出画面。

4、检读、助读

你认为哪些字词的意思较难理解？或要引起同学的关注？ 一
句一句地读，一句一句地想怎样的池塘？可以画出来。（半
亩、方、清、源头活水） 你仿佛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交
流，同桌。 集体交流、相机朗读。

（同学们，塘虽小却清新、明朗，有活水注入，你能读出这
种感觉吗？） （备注：“天光云影”、“湖光山色”
中“光”意思的理解要联系词语的前后搭配。谁在徘
徊？“源头活水”的意思要重点理解，可以查成语词典。）

二、观塘有感

1、导读全诗：这是一个怎样的池塘？诗人产生的疑问是？放
开眼界找到的答案是？（塘清的答案在塘外）

2、诗句活用：（将“渠”改为你、我、他。）： 谁用诗句
问问小池塘为何清。老师做小池塘，生问老师。（渠——君，
你，汝。老师故做没有听清状回答：问我那得清如许呀，为



有源头活水来。）老师问另一学生：问他那得清如许？学生
回答：为有源头活水来。）

3、如果没有“源头活水”呢？ （老师擦去“有源头活水”）
方塘怎样？同桌思考讨论。教师可以让学生回答板书：枯竭、
陈腐、污浊。教师擦去“一鉴、天光云影、清”，师生共同
合作将诗句改为：半亩方塘锅底开，垃圾杂物共徘徊。问渠
那得浊如许，为无源头活水来。 有源头活水的半亩方塘
是——谁来背诵一遍？（或者是将擦去的字写上，并写上题
目）。

三、观书有感

1、老师故意让学生齐背——《观塘有感》，引起学生疑问，
引出读书法——读书要看清题目，题目是文眼呀！

2、问：为何是《观书有感》？借塘来说观书感。理解：观，
看，看见，有见解。感，用心悟，悟出滋味。简介朱熹：南
宋，理学，宋人最讲理。宋诗特点常借景（物）寓理。当时
在看书，将看书体会心得写了出来。

3、诗人看书有何感想呢？同桌讨论。

（多元理解：塘——人，心如明镜，胸怀宽广，清，高洁；
塘——书，知识，天光云影；„„） 相机出示开卷有益的名言
警句。（见预习积累）

备注：当学生不会时导法；

2、塘有源头活水就——，人观书就——。

3、把“半亩方塘”改为“方寸之心”

4、宋诗借物喻理的特点。如苏轼《题西林壁》等。）



四、拓展学习——宋诗借物（景）喻理的特点 学习《观书有
感》

（其二）：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
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诗中有悟，诗中有理）

板书设计：

（动态生成）

初：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变： 半亩方塘 开， 共徘徊。

问渠那得 如许，为 来。

再变： 半亩方塘锅底开，垃圾杂物共徘徊。

问渠那得浊如许，为无源头活水来。

还原： 方寸之心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我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点评感悟如何表达篇四

教学目标：

1、读读记记“治理、归宿、风雨同舟、肆虐”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3、理解老人所创造的奇迹，说说青山不老的含义，领悟老人



对青山的一片深情。

重点难点：领悟老人对青山的一片深情。

一、导入：

二、检查预习

课前同学们已经预习了课文，是吗？现在老师检查一下同学
的字、词、句预习情况。

（1）字词检查

1、土炕 肆虐 盘踞  淤泥

2、治理 参天的杨柳 归宿

3、风吹沙起  风雨同舟  三番五次  如臂如股 绿风荡漾

第一组强调：炕与坑的区别; 虐字的写法：踞的读音。

第二组注意：参和宿的读音并掌握其他的读音；区分治和制。

第三组要求：理解词语的意思并能掌握和他们意思相近的词
语和类似结构的词语。

（2）句的检查

1、我们盘腿坐在土炕上，就像坐在船上，四周全是绿色的波
浪，风一吹，树梢卷过涛声，叶间闪着粼粼的波光。

2、县志载：“风大作时，能逆吹牛马使倒行，或擎之高二三
丈而坠。”

第一句话掌握修辞手法并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



第二句话要求读准，特别注意断句，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三、新授：

好，在老师刚才的这段话中，提出了几个具体的要求？（这
一环节启在培养学生养成认真倾听的好习惯。）

自由读书

过渡：读书有时要把薄文读厚，有时要把长文读短，概括主
要内容，就要把长文读短，这是一种概括能力。来，谁来说
说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学生自由概括主要内容

过渡：是啊，从贫瘠的山沟到如今葱郁的青山，老农把自己
的一生都奉献了出来，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因此，告别老人
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出示句子）（作为一个山野老农，
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另
一种东西。他是真正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了。）

请几名学生来读，再一起读。

2、过渡：作为一个山野老农，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到底怎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呢？请同学们再次走进课文，
结合手中的资料。可以从社会大环境、自身家庭小环境、时
间、数量等多方面来品读这为普通的山野老农。

学生自由学习

提示学习要求：古人云：不动笔墨不读书，同学们拿起手中
的笔适当的画画、记记，让我们的智慧在静思默想中得以提
升。

学生自由学习



过渡：现在是交流的时间也是资源共享的时间，交流没有唯
一的答案，只有缺席的遗憾。来。谁能从社会大环境方面加
以说明：

（1）抓住大环境险恶：

到底怎样险恶呢？结合手中的资料和课文内容说说你的理解。

总结：是啊，这是中国的晋西北，是西伯利亚大风常来肆虐
的地方，这里素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无风三尺冻，
风起土满天”之说啊。同学们，作为一个山野老农，他不管，
不管（　），不管（　），他都（　），他都，他都（　），
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来，把你的感情送到你的朗读中。

（2）抓自身家庭小环境艰苦：

a、抓老人每天的生活：老人每天早晨抓把柴煮饭------晚上
回来，吃过饭，抽袋烟睡觉。

老师引，这就是老人全部的生活，老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
就在于（   ），就在于（  ），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
价值。

来，带着你的感受读一读。

（  ）、（   ），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来带着
你的感受读一读。

过渡：老农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信念之坚，决心之大，真
是无与伦比。同学们让我们再从时间、数量方面加以说明。

a、时间：15年



15年啊，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分分秒秒，多少个春夏秋
冬，多少个严寒酷暑，同学们当满天的星斗还未褪去时，老
农已（  ），当日上三竿时，老农还在，当月亮悄悄爬上天
幕时，老农依然，他就这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来，带着你
的感受读一读。

老师介绍：据相关人士介绍3700亩相当于我们汪清一小操
场300多个，以两米一棵为间距大约能植15万棵左右。

面积之大，数量之多，怎能不让人感受到他意志之坚啊？

来，带着我们的感受再一起读。

过渡：他开辟了绿洲，创造了奇迹，这就是命运的选择，这
就是生命的归宿。

预设a、“另一种东西”是什么东西？

b、“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是什么意思？

学生汇报

学生归纳

过渡：老人的所作所为就只能用这三个理由来概括吗？是啊，
在他创造的奇迹中，在他走过的足迹中，留下的串串印痕，
这一切的一切将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

带着这份感动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

过渡：老人创造的奇迹将随着青山永垂不朽，这是不会因为
年龄的增长而变老的，这位普通的山野老农让我们领悟到
（  ）。



结合课文的学习，联系实际谈谈你对课题的理解及本节课你
所获得的启示。

相机提升学生的情感认识。

四、总结：

有了老人精神熏陶下人们对青山的呵护，我们的青山怎么会
老呢？让我们一起深情的读课题。

五、 作业：

以“是啊，敬爱的老人，青山是不会老的。……”为开头，
把想对老人说的话写下来。

点评感悟如何表达篇五

《青山不老》是新课标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一篇略
读课文，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青山不老》说课
稿，希望能够帮到您!

《青山不老》是新课标人教版第十一册第四单元的一篇略读
课文，这篇课文语言生动优美，现实和过去互相比照，叙述
与描写互相辉映，用清新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一位山野老农，
面对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艰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
植树造林工作中，用2019年的时间在晋西北奇迹般地创造了
一片绿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造福于后代让我们看到
了我国人民保护自然，改造山林，绿化家园的坚定决心。因
为本课是略读课文，要求一课时完成教学任务 。我针对以上
教材的分析，从三维度出发，将本课教学目标拟定如下：

认读生字词，能理解词语“肆虐、风雨同舟、三番五次、归
宿”的意思;正确地朗读课文，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理解含
意深刻的句子，说说青山不老的意思，领悟老人开辟山林、



绿化家园的精神与造福子孙后代的情怀。。

教学重点是找出老人创造的奇迹以及老人创造奇迹的环境

教学难点是体会“青山不老”的真正含义

我首先利用课件出示晋西北荒凉的画面，让学生用一句话或
一个词来说感受，对其恶劣的环境有个初步的认识。接下来
安排学生根据“学习目标”进行学习。因为课前学生已经对
课文进行了预习，至少课文是读了两三遍的，所以在教学过
程中，我没有再安排学生放声朗读课文，而是让学生默读。
由于学生也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加之这又是本单元最后一
篇课文，所以针对重点“老人创造的奇迹和什么情况下创造
奇迹”时，通过独学然后在全班展示，再以读代讲，用读去
感受老人创造奇迹的不易。最后通过小组合作来体会对“青
山不老”的理解。整个过程我用课件出示每一步的任务以及
难点点拨，让学生有章可循。

我的板书设计是本课的主要内容这样的设计学生一目了然，
突出了本课的主要内容。总之，整堂课我抓住略读课文的教
学要把读书贯穿于阅读教学的全过程自己认认真真地读书，
应当是阅读教学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我设计
教学时，主要想让学生靠在课堂上自读自悟、交流再悟。

板书设计：

16 青山不 老

自然环境—险恶

创造奇迹 老人——青山是不会老的

生活条件—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