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祖父的园子读书心得(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祖父的园子读书心得篇一

平时，我们老师在时只重视精读课文，对略读课文的教学研
究很少，不能很好地把握它的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中，要么
像精读课文的教学一样，字词句段、篇章结构，面面俱到，
精耕细作；要么就轻描淡写，一读带过，草草教之，学生根
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对略
读课文教学认识不够正确，了解比较模糊和肤浅。这次有幸
听了略读课文《祖父的园子》，又听了她的一个有关略读课
文教学的讲座――《将孩子渡向独立阅读的彼岸》后，我才
慢慢明白与领略到老师这堂课的精妙所在，对略读课文教学
也有了更深更高一个层次的认识与理解。

一、略读课文的方法：精读、略读和浏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在阅读教学中要加强阅读方法的指
导，让学生逐步学会精读、略读与浏览。这堂课老师侧重于
略读课文学习方法的指导。其中，第二学段：学习略读，粗
知文章大意；第三学段：学习浏览，扩大知识面，根据需要
搜集信息。

第二遍，把刚才的阅读感受变回问题，再读课文，为什么说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园子？带着问题找句子，在旁边写批注。
这里老师采用了“略读”的方法引导学生长文短读，概括课
文又带着感受与问题回读课文。



第三遍，老师采用了浏览的方法引导学生读，“快速浏览全
文，圈一圈，采用圈关键字的方式看看萧红在园子里做了什
么？”第四遍，老师以“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哪件事？”
来引领学生精读重点部分。看似简略的四遍读，实则一遍比
一遍深刻，一遍有一遍效力。那么整堂课正如老师自己说的
那样，“让学生学习略读与浏览的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
这是是略读课文教学的重要逻辑起点。”而在此基础上重点
部分采用精读，真正实现了略读课文的简约但不简单，教师
教的简，但学生学的丰。

整堂课上，我们看到了学生朗读的较少，更多的是教给学生
学习的方法。老师就是这样教会学生快速浏览，学会概括，
圈关键词，学会批注，并且在多次的阅读中去感悟人物的内
心世界的。这让我今后对略读课文教学一定要先引导学生学
会阅读，再慢慢地渡到独立阅读有了可借鉴的操作方法学习。

二、略读课文的主导：价值取向。

在讲座中提到：阅读教学的三种价值取向分别是语文知识取
向；阅读能力取向；人文精神取向。阅读教学应当以突出提
高学生阅读能力为主要取向，略读课文教学更是如此。在
《祖父的园子》这篇略读课文的教学上，老师的核心价值取
向是提高阅读能力，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学会略读、浏览、跳
读、扫读、猜读、抓重点读等方法；其次是在粗知文本大意
的基础上要恰当地学习语言；也就是关注语文知识取向。这
主要表现在，虽然在课上老师没有做一次写话的'训练，但却
在不知不觉中向学生渗透了的写作方法。让学生概括了一些
写作方法：

比如，

1、以后写作文要写重点段时，可以把这段写的字数多一点，
分自然段来写；



2、把一段话写具体可以加上语言对话描写；

3、还可以抓住人物的神态进行刻画。

4、离开写作的目的，写作就无好坏之分；这里老师起了示范
作用，这一段是作家萧红描写儿时祖父园子里的景物，为了
突出作者的写作特色，老师也仿写一段，这样与课文的描写
形成反差，让学生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作者写作的用意及语言
特点。

5、在结尾点出萧红借景抒情的写作方法。所以，如果说，略
读教学要一课一得的话，那抓住语言现象习得写作方法，我
觉得就是学生最受益的一得了。这样的学法在学生的头脑中
一旦形成之后，我想这对他们今后的写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略读课文的主角：学生。

在略读课文的教学中，学生应“冲”在前面，成为阅读实践
的先锋；而教师则“或隐或退”，更多时候成为学生阅读实
践活动的帮助者、促进者、服务者和伙伴。因此，要真正实
现略读课文教学的价值取向，教师合理的角色定位是基础和
前提。“我不会站在你的前面，因为我不想带领你；我会站
在你的后面，因为我想推动你；我也会站在你的左右，因为
我想与你们携手同行！”借用一句名言，或许能让我们教师
明白：在略读课文教学中，我们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一堂好课留给我的收获还有很多很多。名师留下的风采，名
师的理念都将成为我努力的榜样，前进的动力。观赏之余，
再反思自己的日常教学，把略读课文讲成精读课的同时，却
疏忽了对学生学法的领导，忽视了对文本语言的细读。老师
的课堂教学理念，恰是一盏明灯，指引我走向正确的略读课
文教学深处！



小学祖父的园子读书心得篇二

昨天，我们学习了萧红的文章《祖父的园子》，读着清新活
泼的文字，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虽然作者萧红的一
生非常坎坷，但是那段在祖父园子里度过的童年时光是那么
的美好快乐，令人向往，令人心动。她笔下流淌的童年时光
都是自由的，你看：“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
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
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话，愿意开一谎话。
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它若愿意长
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认真地品味这些句子，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扎着一个小
辫，穿着一条红色的小裙子的小姑娘。她正咧着嘴，开心地
在倭瓜棚里捉迷藏，在黄瓜架“吭哧吭哧“地啃黄瓜，在玉
米地里捉蚂蚱……一切都是自然的状态，一切都是无邪的纯
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也有这么一个园子。外公家后面的那一
片园子，每年回老家，我总是随手把行李一扔，直奔它的怀
抱。

初春，刚刚下过一场春雨，园子里的一切都焕然一新。一阵
微风吹过，那些绿色的小生命轻轻地抖掉身上的雨水，挺直
了身子，显得更加精神了。雨水渗入泥土，泥土散发出一股
幽香，令人心旷神怡。蝴蝶、蜜蜂纷纷趁着大好心情，跳上
一支优美动人的舞蹈。

要问这时的我在干什么呢?“嘘，别出声”我正在捕捉一只活
蹦乱跳的蚂蚱。只见那只蚂蚱似乎玩累了，停在一片菜叶上
一动不动，我见时机已经成熟，便猛地一下扑上去。“哦，
真是太好了!”我抓着它满园子乱跑。

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园子里的瓜棚。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



园子里游戏、打闹。玩累了，就拿遮阳帽往后脑勺下一垫，
躺在瓜棚下，翘起二郎腿，一边采个黄瓜美滋滋地啃起来，
一边数数每棵黄瓜藤有几朵花。过会儿，我见外公在瓜棚边
睡着了，就在他的将军肚上画鬼脸，等他醒来发现，我早已
逃得无影无踪。园子里留下外公呵呵的笑声。

外公的园子，就如萧红心中的“祖父的园子”一样，它是我
幼时的游乐场。它虽普通，但童年的我总能在里面找到无穷
无尽的欢乐。

小学祖父的园子读书心得篇三

今天，我们学习了《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让我对这个童
话般的园子充满了向往，对作者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童年
生活充满了憧憬。更吸引我的，是祖父的慈爱，仁德，
对“我”胡闹、任性的宽容，放飞“我”的天性，对“我”
深深地爱。

祖父的园子是五彩缤纷，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种类繁多，
五颜六色的昆虫，在园子里飞翔、蹦跳、嬉戏;五光十色，形
态各异的花花草草，泛着淡淡的幽香，争奇斗艳的开放;高大
挺秀，粗壮坚强的大榆树，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活力四射。
在这样美丽的园子中，跟着祖父四处转悠。祖父干什
么，“我”就干什么。但其实，“我”不是在劳作，而是在
胡闹。“我”拿着锄头的“头”铲地，不过是在地上乱钩一
阵。“我”分不清哪个是苗，哪个是草，把谷穗当做野草割
掉，把草当做谷穗留着。

而“我”这样胡闹，祖父不但不责备我，还耐心地给“我”
讲着谷穗和狗尾巴草的区别。这让我感受到了祖父的仁爱，
对作者倾尽了爱心和耐心。

“我”跟着祖父浇地，“我”拿水瓢用力气向天空扬去，便



是下雨了。这体现出了孩子想象力丰富，敢于异想天开的天
性。体现出作者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作者的眼中，太阳、大树、土墙、倭瓜、黄瓜、玉米、花、
鸟、虫子、蝴蝶……都是有灵性的，是自由快乐、不受约束
的、不由别人主张、摆设，由着自己的性子生长。一切都是
美好的，充满活力的。之所以在作者眼里，一切都是活力的，
自由自在的，是因为自己过着这样随心所欲，不受拘束，无
忧无虑，充满梦幻色彩的生活。

祖父的园子是色彩明丽的园子，自由的园子，快乐的园
子，“我”也是自由的，快乐的。祖父的爱是暖融融的，像
阳光一样的，那么温暖，柔和。作者在童话般的园子中度过
童年，在美丽的大自然中生活，在祖父浓浓的、暖暖的爱中
成长，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这个园子给了萧红无限的快乐，无限的留恋，也带给了我无
限的欢乐;祖父给了萧红无限的疼爱，无限的关心，同时也带
给了我无限的震撼，感动。

小学祖父的园子读书心得篇四

所有的东西都有生命，所有的事物都会说话。祖父的园子中
的事物都是充满灵性的，可外面的世界没有;祖父的园子中的
事物都充满了童真，可外面的世界没有……外面的世界充满
了危险，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竞争，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残
酷……老师说：“中国不缺人，好学校不缺好学生，好公司
不缺人才……生活就像筛子，只有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才不会被筛下去。”

现在，学生不学习干什么?做啃老族吗?俗话说：“坐吃山空。
”老人也有权利不养你。以后，万事都靠自己。现在不学习
就进不了好学校，进不了好学校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



工作就挣不了钱，没有钱能干什么?童年是美好的。我认为这
句话只有从出生到一二年级才适用。所以说现在的小学生要
拼尽全力学习，成人也要找好工作，以后就没人能养活自己
了，除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小学祖父的园子读书心得篇五

当我读了《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后，作者萧红那美好的童
年生活让我心中不禁升腾起一个念头，我多么渴望能体验一
把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啊!

《祖父的园子》一文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
传》，这个故事主要写了她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园子里追蜻蜓，
捉蚂蚱，跟着祖父在园子里翻地、种菜、浇水，祖父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祖父铲地她就铲地，祖父拔草她就拔草，她时
常把韭菜当做野菜拔掉，把狗尾巴草当作谷穗留着。那园子
里太阳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在这个园子里一切事
物都是特别自由的。

我向往萧红的童年生活，在我生活的这十一年里，每天都过
着重复单调的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就算在双休日里
也没有休息的时间，不是关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参加
各种兴趣班，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我读了萧红写的'《祖父的
园子》后，才知道原来童年也可以这么美好，这么快乐，这
么自由。

萧红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我也想我的童年生活也能那么快
乐，而不是囚禁在学习的牢笼中。我不希望因为学习而失去
了童年生活的欢乐和乐趣，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听到我
的心声，可以多留一点儿空闲时间给我，让我有机会去接触
那美妙的大自然，给我所剩不多的童年留下一丝美好的回忆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