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营的感悟(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我们写心得感悟要注意
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
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科学营的感悟篇一

《生命，生命》是人教版新课标实验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五组
中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开头发问：生命是什么？接下来并
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飞蛾绝境求生、瓜苗从砖缝中长出、
倾听心跳三个小故事，表现出作者杏林子对生命真谛的思考、
探究与领悟，最后一节道出心声。向读者传递了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一定要珍惜生命，决不让它白白流失，使自己生
活得更加光彩有力。文章主体部分的三件小事看似浅湿，实
则含义深刻；看似并列，实则层层递进。

知识与能力：掌握本课生字新词，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理解
课文的内容，背诵课文。

过程与方法：抓住重点词语，联系生活实际，理解含义深刻
的句子。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作者对生命的思考，懂得珍惜生命，
让有限的生命创造出无限的价值。

“生命是什么”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对于四年级学生而言，
有一定的难度。为此设计教学流程时，我紧扣文路，设计教
路，铺垫学路，主要是以下几点：（一）情景导入，引发生
命的思考；（二）品词析句，感受生命的跃动；（三）联系
生活，欣赏生命的顽强；（四）亲身体验，领悟生命的责任；
（五）叩问心灵，追求生命的价值。



本课的教学分两课时完成，第一课时引导学生读通课文内容，
学会生字新词。以下是第二课时的教学过程。

（一）情景导入，引发生命的思考

播放一组大自然生机盎然的图片，然后引用杏林子的话导入
新课：一粒貌不惊人的种子往往隐藏着一个季节的灿烂；一
条丑陋的毛虫，可能蜕变为一只五色斑斓的彩蝶，因为生命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个环节，我让学生看到与普通生命绝然不同的画面，引发
学生对生命的思考：生命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生命呢？
并自然引出课题“生命，生命”。

（二）品词析句，感受生命的跃动

学生对生命有新的思考，就急于想从文本中找出答案，这时，
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飞蛾求生的这个事例中感受生命的跃
动，让学生划出令自己震撼的句子，重点出示：“但它挣扎
着，极力鼓动双翅，我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手中跃动，
那样强烈！那样鲜明！”

句中飞蛾求生欲望之强烈，显而易见，学生在“挣
扎”、“极力鼓动”这些重点词语的朗读中，能想象出飞蛾
为了一线生机使出所有力量，这时，老师让学生联系上下文
思考：飞蛾是在什么情况下挣扎求生的？通过品悟，学生明
白飞蛾此时身处绝境，毫无生还的希望，然而追求生存的力
量却又是如此强烈，让它奋力拼搏，飞蛾绝境求生给学生震
撼与启迪：生命是如此重要。学生通过品词析句，真切感受
到生命的跃动，为小飞蛾弱小生命在这逆境中挣扎求生而敬
佩。再次有感情地朗读课题时，学生便像飞蛾一样带着强烈
求生欲望，呼喊出了“生命，生命”。

（三）联系生活，欣赏生命的顽强



如果说，飞蛾的跃动是“求生存”，那么瓜苗从砖缝中长出
则更多的是“谋发展”，这个故事中给学生的启迪应比绝境
中求生的飞蛾更加深刻，为让学生欣赏到生命的顽强，更为
深入的领悟生命，我引导学生回忆吃瓜子的经历，体验瓜子
壳的坚硬程度，感受小小的瓜苗冲破坚硬的外壳，需要付出
多大的努力，再联系科学知识让学生联想植物生长的条件，
这时老师结合句子：“它可以冲破坚硬外壳，在没有阳光，
没有泥土的砖缝中，不屈向上，茁壮成长，即使它仅仅只活
了几天。”进行探究“小瓜苗拼命冲出外壳，冒出地面，也
许只能活几天，你认为这样值得吗？”

此刻，我补充“黄山松”、“塔顶树”、“爬蔓”、“竹
石”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图片，学生联系了生活场景，领悟
到生命的不屈向上，这时老师再亲切与学生对话交流：“同
学们，你现在对生命又有了什么样的理解呢？”带着对生命
执着追求，学生再读课题时，香瓜子这种顽强向上的生命力，
已不只限于对文本的认识，而是深入到内心深处。

（四）亲身体验，领悟生命的责任

飞蛾、香瓜子这些小小的生灵用它们的顽强和努力证明对生
命的渴望和热爱，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又应该怎样对自己的
生命负起责任呢，在这一环节中，我注意引导学生由物及人，
从飞蛾绝境求生存，香瓜子砖缝谋发展的故事领悟，转入亲
身体验中。首先，让学生闭上眼睛把手放在左胸上，和杏林
子一起感受心跳，然后问：同学们你触摸到什么？有的说：
摸到生命在跳动，有的说：感到生命力很强大，还有的说：
拥有生命多幸福呀！

这时让学生用个性化的朗读去告诉别人：这就是我的生命，
单单属于我的。然后我再联系文本，适时拓展：介绍杏林子
的人生经历，写作背景资料。当学生知晓一个有着如此热情，
对生命充满追求的人，居然是一个日夜饱受病痛折磨的残疾
人，对生命更加敬畏。此时，师生一起带着对生命负责的态



度深沉地齐读课题“生命，生命”。学生以文本的拓展，思
索起生命，在亲身体验中知道必须承担的责任。整个教学过
程，就变得更加立体丰满起来！

（五）叩问心灵，追求生命的价值

在学生获得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感受之后，我把学生从文
本引入生活，联想到自己，让学生说说自己该怎样对待生命，
学生结合自己了解的身残志坚的人进行交流，然后画面出示：
攀登艺术顶峰的聋哑姑娘——“千手观音”；身残志坚的现
代保尔——张海迪；先人后已的神州之花——文花枝；轮椅
上的科学巨子——霍金；不惧暴力保卫圣火——金晶……从
一曲曲生命赞歌中，我们再次回到了课始的那个问题“生命
是什么呢？”文章题目重复出现“生命”“生命”含义又何
在呢？然后让学生深深地叩问自己的心灵，我又该如何看待
自己的生命、谱写生命呢？让学生用：“可以……也可
以……”的句式写话，畅谈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光彩有力。
学生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已超越了文本，超越了课堂，在今
后的人生中，将辉映出夺目的光彩。

回顾整个教学过程，我认为这一节课的教学，在贯彻新课程
理念中，有三个鲜明特征：

（1）阅读文本，对话交流。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思考，阅读中
感悟。文本中的飞蛾绝境求生、香瓜子的顽强不屈、倾听心
跳的锵铿有力与学生心灵彼此交融，达到和谐统一。

（2）紧扣课题，逐层深入。生命含义丰富，意味深长，教师
在教学中有意存而不解，而是在反复回荡，在逐步深入中给
学生更多思考的空间，最终达到情感上的共鸣，理性上的认
识。

（3）联系生活，注重体验。引导学生跳出文本，走向生活。
使学生对深刻的生命话题有更真切的感悟，在《·》潜移默



化的阅读之中吸取到人生的营养。

科学营的感悟篇二

《生命生命》是小学语文课标实验版四年级上册第四组“生
命”这一专题中的一篇精读课文。《生命生命》这篇课文列
举了三种生命现象，抒发了作者的三种感触：小飞蛾在生命
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时极力挣扎强烈的求生欲望，生命是值得
珍视的；香瓜子在墙角砖缝中长出小苗生命的诞生，生命力
是强大的；“我”静心听心脏的跳动，感受自己的生命生命
的意识，生命是应当严肃对待的。文章结尾作者直抒胸臆，
写下了自己对生命的深层思考，表达了她强烈的生命意识、
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习这篇课文要尽可能的引导学生用心体
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将它延伸到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之中，
懂得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善待生命，让有限的生命体现出
无限的价值。

1、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意的作用；

3、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能复述
课文大意。

1、会认5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理解由生字组成的词语。

2、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3、概括作者列举的三个例子，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
含义深刻的句子。

4、感悟生命的意义，懂得珍爱、尊重、善待生命，让有限的
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理解三个事例中蕴含的道理。

体会含义深刻的句子，能联系生活实际谈对生命的感悟。

一、对话引入，铺垫情感基调

1、播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让学生说说听到这段音乐
时的感受。

2、学生交流自己喜欢的有关生命的名言。

3、将杏林子的生平事迹做成一张张内容不同的小纸条，当成
礼物派送给说出名言的同学。

4、收到礼物的同学依次介绍杏林子。

5、导入新课：为何一个一生有五分之四时间都在与病魔作斗
争的人有这样的生命奇迹出现？（总结学生的发言，以设问
的形式自然导入新课。）[这样的导入，既是一种“预热”，
也是一首教学“前奏曲”。其原则是“预热”，要与即将进
行的课堂教学，与即将学习的文本无缝接轨，完美“合拍”，
让课堂“未成曲调先有情”。本环节以说名言换取杏林子生
平事迹的纸条，既为学生理解本文的思想内容做好了准备，
又了解到作者的相关情况，铺就了本文的情感基调，不失为
一种较好的“预热”。

二、品读课文，感悟生命顽强

1、通读课文，思考作者从哪些事例中引出了对生命的思考。

2、交流讨论思考的问题，用三句话概括三个事例，再请学生
把语言浓缩成3个小标题（飞蛾求生、瓜苗破土、静听心跳）

3、精读课文24自然段，选出感触最深的事例，进行品读。



4、学生谈自己感触最深的事例，说说为什么喜欢。（可以是
只谈课文的事例，也可以谈自己的感悟。）

5、默读这三个故事，用心去发现、去品味，看哪个句子打动
了你，或者让你大吃一惊，或者让你肃然起敬。

6、组织学生交流反馈，随机点拨。（幻灯片出示相关句子，
抓住关键词，设计一些问题和练习，在理解的基础上指导朗
读，通过教师的引导语反复读课题，在读中对生命有所感悟。
）句子1：但他挣扎着，极力鼓动双翅，我感到一股生命的力
量在我手中跃动，那样强烈！那样鲜明！飞蛾那种求生的欲
望令我震惊，我忍不住放了它！

（1）为什么我会“忍不住”？我心里在想什么？（抓住动
词“挣扎”、“鼓动”、“跃动”，启发学生想象飞蛾求生
的画面，感悟飞蛾强烈的求生欲望。）

（2）在学生对作者的想法有所感悟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朗读
这段话。（反复读，读好那三个感叹句。）

（4）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引导学生读课题。

句子2：那小小的种子里，包含着一种多么强的生命力啊！竟
使它可以冲破坚硬的外壳，在没有阳光、没有泥土的砖缝中，
不屈向上，茁塣成长，即使它仅仅只活了几天。

（1）这粒香瓜子的生长环境怎样？由此你体会到什么？

（2）在学生体会到种子那顽强的生命力后，指导学生朗读。

（3）面对这株幼小的瓜苗，你想对它说些什么？

（4）师总结学生的发言，引导学生读课题。

三、体验反思，升华生命内涵



1、提问：读完全文，你感受到什么？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谈
谈自己对生命的认识。（如果学生的回答，没有与具体生活
实际相联系，这个问题的设计就不能体现出联系实际生活的
意义，而学生自身对生命的感悟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也受到阻
碍。由此，教师可以做适当引导，以激发学生“说”的欲望。
提示学生使用这种格式说话：“我感受到生命因为……而美
丽”，再联系到生活实际。）[这个说话题目的设置，是非常
关键的一环，不仅突出文章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能引导学
生说出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2、教师总结概括，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
尔·柯察金的一段话。

四、课外拓展，抒写生命感言

飞蛾求生——珍爱生命

生命生命瓜苗破土——生命力顽强

静听心跳——严肃对待生命

科学营的感悟篇三

2018年3月30日我有幸参加了牡丹区实验小学，小学科学学科
的培训活动，深感荣幸。因为这次科学科的培训，让我对此
学科又有了新的认识。通过这次培训让我受益非浅，此次培
训与以往的教师培训不同，不单单在理论上有依据、在实践
中有实例，而且又能从实践中回到理论，找到焦点，指导实
践，进行操作。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认识，升华自己的理论
水平，让人信服。对自己在今后工作中发现自己，完善自我
有着深刻的意义。通过这次认真的培训和自己的努力学习，
我感到收获很大，下面我就此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本次培训学
习的感受，希望与大家共勉。



一、教师的基本素质高，课前准备充分。

牡丹区实验小学的各位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表现的解决问题，
处理问题的能力很高。教学理念先进灵活，面向全体。在基
本功和技能方面展示出了教师的综合能力。课前资料收集齐
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拓展创新得到了
全面的发挥，教学活泼新颖。

二、小组合作学习效果明显。

教师的准备十分充分，不仅备教材备学生特别是教具的准备
相当好。充分体现了教师对教学的责任心，小组合作学习、
交流，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促进了学生相互帮助、
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充分的发挥了学生
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教学过程精致。

在这次活动中，每位教师教学思路新颖在教学中注重了自身
的形体语言的运用，他们的思路清晰，语言亲切。善于组织
调控课堂，开拓学生的思路，老师善于把科学课融入生活，
让学生从生活中去感受科学课的乐趣。教学突出重点，解决
难点，让学生在玩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价值观。

总之，本次培训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自己收获颇大、感受较
深，提高了实验操作技能，拓展了的专业知识，对于课程标
准的理解更加深刻。科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具有开放
性和生成性，这就对任课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
名科学教师，必须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熟练的实验操作技
能，良好的思维品质。小学生对科学充满好奇，是学生喜欢
的学科之一。因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材料，都深深地吸引着学
生，他们兴趣盎然，跃跃欲试。那怎样把握好课堂的调空艺
术，让学生既动起来，又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培养学生的探
究能力就显的很重要。只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发现、



总结，孩子们就能学到有趣的科学、有用的科学。通过听课
使我对科学课有了新的认识：从这些老师们的讲课中，得到
了锻炼，学到了很多的先进教法。同时也为我今后的教学工
作指明了方向，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争取在科学课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科学营的感悟篇四

3、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巴甫洛夫

5、科学所打开的世界越来越辽阔，越来越奇妙……——伊林

6、科学虽没有国界，但是学者却有他自己的国家。——巴斯
德

8、科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爱因斯坦

12、科学上的许多重大突破，都是从一点点细微的成绩积累
起来的。——佚名

13、科学如同大海，要求奋不顾身的拼搏。——兰道

14、科学没有国境，但科学家有祖国。——巴斯德

15、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国界。——巴甫洛夫

18、科学家的成果是全人类的财产，而科学是最无私的领域。
——高尔基

22、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
利的源泉。——贝尔纳

2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



2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

25、科学技术史表明，过多的知识信息有时反倒会妨碍和限
制创新。——朗加明

26、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科学是了不起的
事情。——邓小平

27、科学还不只在智慧训练上是最好的，在首选训练上也是
一样。——斯宾塞

28、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李政道

29、科学好比一棵大树，一个人怎么也抱不住。——非洲谚
语

30、科学给予人类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是使人类相信真理的
力量。——昆布顿

33、科学发展的终点是哲学，哲学发展的终点是宗教。——
杨振宁

34、科学地探求真理，要求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要狂热地坚持
某种假设。——莫洛亚

35、科学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的真正写真。——列宁

36、科学的自负比起无知的自负来还只能算是谦虚。——斯
宾塞

37、科学的种子，是为了人民的收获而生长的。——门捷列
夫

41、科学的未来只能属于勤奋而谦虚的年轻一代！——巴甫
洛夫



42、科学的伟大进步，来源于崭新与大胆的想像力。——杜
威

43、科学的惟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科学家应为大
多数人着想。——伽利略

45、科学的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托尔斯泰

46、科学的每一项巨大成就，都是以大胆的幻想为出发点的。
——杜威

47、科学的领域是广大的，人类的生命却是很短的。——巴
尔扎克

50、科学的进步取决于科学家的劳动和他们的发明的价
值。——巴斯德

51、科学的界限就像地平线一样：你越接近它，它挪得越远。
——布莱希特

52、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居里夫人

53、科学的敌人，不比朋友少。——土耳其谚语

54、科学的大胆的活动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应该有止
境。——高尔基

55、科学赐于人类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呢？是使人类相信真理
的力量。——康普顿

57、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
幸福。——钱三强

59、科学不能或者不愿影响到自己民族以外，是不配称作科
学的。——普朗克



60、科学不会舍弃真诚爱它的人们。——季米里亚捷夫

62、科学，劳动，实际工作？才能够使我们病态的，放荡的
青年清醒过来。——冈察洛夫

科学营的感悟篇五

我读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这本书。其中，李时珍的
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时珍是我国明朝最著名的药物学家。他生活在一个医学世
家，由于家庭的影响，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为了制作
《本草纲目》，亲自实践，历尽千辛万苦到深山野林采集草
药。为了深入研究，他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尝试一些有毒
的草药，实在是太伟大了。李时珍勤奋、刻苦学习，遇到困
难不退缩，迎刃而上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想想自己，我是那么的渺小。我做作业时遇到不懂的字或者
问题，不爱动脑筋，懒得去查字典，翻资料。妈妈看见我这
模样，语重心长地说：“做事要认真，要有耐心，不能三心
二意，这才是好孩子呀!。”我嘟嘟嘴说：“知……道……
啦!”妈妈摸摸我的头，关心地说：“别这样，我知道你一定
行的，你是最棒的。”我听了连忙点点头，哭着说：“我会
改掉这缺点，好好学习，我要向李时珍学习。”妈妈开心地
笑了。

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经历，让我懂得了做什么事情都
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