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优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一

我早就有去的愿望了。今天，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滩，我终
于如愿以偿了!我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站在滩上，望着无忧无虑、奔腾的水，我的整个身心都溶入
到水中了，真是“之水天上来”。远远望去，宽阔的河对岸
有排长长的整齐的河堤，象水上长城一样伫立在那里，河堤
上种着笔直又茂盛的杨树，象一个个绿色的士兵一样保护着
我们的母亲河--；我顺着东流的河水望去，只见宽阔的河面
拐了个大大的弯，河水渐渐地消失在水天交界的.尽头。

我向西望去，有一座钢铁桥横跨在之上，正巧，有一列火车，
伴着轰隆隆的呼叫声，快速地穿了过去，我觉得这座桥更壮
观了!我低头看见浑浊的黄色河水，有时打着大圈，有时又打
着小圈，好像和我捉迷藏呢!我弯腰摸了摸柔柔滑滑的河水，
象我最爱吃的冰棒一样清凉。我听爸爸说：“是我国第二大
河，西起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向东流入渤海湾。源头的河水
是清澈的，因为经过了黄土高原，才变成土黄色的。

天色渐渐暗了，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雄伟壮观的，博大的
胸怀让我久久难忘，更让我回味无穷。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二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地位。作



为一名旅游爱好者，我有幸前往黄河游览，并对这条伟大的
河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第一段：黄河的历史和地位

黄河是中国境内最长的河流，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负
责滋润了中国华北平原的五分之一土地。黄河是中华文明的
摇篮，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之一。自古以来，黄河
就为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段：黄河的景色与文化

黄河是一条被中国人民热爱的河流，不仅因为祖先们从这里
走来，【而且还因为】它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想象和传说。在
沿岸游览的过程中，可以沉浸在自然风光中，领略黄河的壮
美。黄河的两岸遍布着大片的黄土高原，河流旁绿树成荫，
城市和农村在这里交织着，让人感觉到美的无限。同时，黄
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
重要见证。当你沿着黄河畔走过，你会感受到其深厚的文化
底蕴。

第三段：沿途的惊喜和遭遇

沿途游览黄河，不仅可以欣赏到绮丽的风光，还可以体验到
其中的乐趣和挑战。随着黄河东去，形成了许多火山口湖泊，
这里也是旅游胜地之一，游客可以尽情游泳、划船和垂钓。
然而，黄河的雄浑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洪水
爆发和堰塞湖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同时，为了保
护河流，也有必要建立健全保护体系，保护其旅游资源。

第四段：黄河的保护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一项国家宝贵的资源。黄
河流域的生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需要我们尽全力去保



护。我们不仅需要从政策上加强监管力度，明确保护标准；
同时，我们也需要从人文和环保上不断加强相关维护和建设，
提高人们对河流保护的认识和行动。

第五段：小结

回想起我游览黄河的经历，不禁感叹黄河的壮美与神秘。黄
河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和
责任。因此，我们有责任致力于黄河的保护和发展，使得黄
河这个中国的母亲河可以永远流淌下去，在这片土地上书写
永久的传奇。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三

教学目标

1.了解黄河的源流概况，以及各河段的水文特征，知道黄河
是我国的第二长河。

2.了解黄河在水能及灌溉方面的巨大作用，以及黄河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

3.了解黄河的开发利用状况、现存问题及治理黄河的关键。

4.通过对黄河水害成因及治理黄河措施的讲解，使学生了解
新中国以来治理黄河的成就，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5.通过对“黄河”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一是黄河哺育了
华夏儿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被誉为“母亲河”；二
是千百年来，黄河又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是世界上
公认的最难治理的河流，从而培养学生辨证的思想方法。

6.进一步树立正确协调人地关系的思想及可持续发展中“区
际公平”的意识。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大致可以分为四部分，包括“黄河的源流概
况”、“黄河之利”、“黄河之害”和“黄河的治理”。

其中“母亲河的奉献”这一框题就是介绍黄河为我国经济建
设、自然景观及文明起源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点：第一，利用黄河上游丰富的水能资源来发电；
第二，对上游地区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的灌溉，塑造了“塞
上江南”；第三，塑造了华北平原；第四，为中华民族的兴
旺发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忧患”主要是以人地协调的思想，分析黄河泛滥的
原因并简单介绍了我国治理黄泛区的成就，这些知识可以归
纳成以下示意图：

应该指出的是，黄河还有两个“忧患”，即断流问题和凌汛
问题，这两个问题目前显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前者。教材
把断流问题作为“读一读”来处理的。教师应该让学生了解
这两个问题，加深对黄河问题的认识。对于凌汛，教师应该
让学生了解以下几点：一是凌汛发生的地点（自低纬向高纬
流动的、处在温带地区的河段）、发生的.时间（秋末冬初或
冬末春初）、造成的危害及目前解决的办法。

除此之外，还可以让学生考虑黄河有没有其他的忧患，例如
水污染问题等，要让学生认识到，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影响，
黄河的问题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帮助他们树立用发展的眼光
看待问题的意识。

“根治黄河”是在上一个标题的基础上，介绍黄河的治理。
从上图可以看出，黄河“害”的根源是“沙”，就应该
对“沙”采取措施，途径有二：一是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包



括造林植草、修建梯田或打坝淤地；二是减淤，即建一些水
利枢纽工程。

重点和难点：

重点：黄河中游含沙量特别大以及下游成为“地上河”的两
大特征；黄河的治理及开发利用。

难点：黄河中游含沙量特别大的原因；下游成为“地上河”
的原因；凌汛的形成。

教法建议

本节的第一框题“中国第二长河”并没有太难的知识点，建
议训练学生的读图能力，即这部分知识通过读图活动来完成。

关于黄河的“利”，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分头查找资料，然后
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没有黄河，中国将会怎样？”其
目的是加深学生对黄河在国民经济、文化等方面重要作用的
认识。

关于黄河的“害”，教师可以安排学生结合各河段的特点，
分组对不同河段进行分析，找到原因之后再一起讨论治理的
措施。这样不仅针对性强，而且最终会使学生认识到：治理
黄河的措施要“因地（河段）制宜”，黄河的开发利用要遵循
“区际公平”的原则。

关于最后一个框题，可以找一些图片或视频资料给学生，增
强他们的感性认识。介绍水利枢纽时，尤其要介绍小浪底工
程，这是黄河中下游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除了发电之外，
它更重要的作用是调水调沙，对于根治黄河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外，要通过介绍这一工程，使学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治
理黄河的作用，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含义。



教学设计方案1

【教具】：有关图片。

【教学过程】：

[引入]：前一节课我们学习了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这节
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国的第二长河--黄河。

[讲授新课]首先我们来了解黄河的基本情况。

[板书]一、黄河的基本概况

[活动]请学生读“黄河流域水系略图”，并依次回答以下几
个问题。

1、找出黄河的发源地和入海口：巴颜喀拉山脉和渤海；

2、读课本及地图，明确黄河干流的长度和形状：5500多千米、
“几”字形；

5、在图上明确黄河上、中、下游的分界点：内蒙古自治区河
口镇和河南旧孟津；

6、找到黄河的主要支流：汾河和渭河，并请学生注意，这两
条支流分别位于黄河的哪一个河段。

[教师过渡]：黄河源于雪域高原，曲折东流，注入渤海湾，
那么，它有哪些主要特征？

[板书]二、黄河的水文特征

[学生讨论、回答]（教师可以将长江、黄河和珠江的流量列
成表）因为水量不大。



[板书]1、水量不大

[提问]提起黄河，你的第一印象如何？（水特别浑浊）这说
明什么？（黄河泥沙多）

结合黄河流经的地形区，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

[学生讨论、回答]略

[教师小结]黄土覆盖且疏松、降水集中多暴雨、地表缺乏植
物保护是导致黄河中游含沙量特大的主要原因。

（如有条件可以播放录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板书]2、中游含沙量大

[补充]：黄河每年输入下游的泥沙达16亿吨。如果把这些泥
沙筑成高宽各一米的长堤，其长度是地球与月球距离的3倍，
可绕赤道27圈。黄河每年带走的氮、磷、钾肥约4000万吨，
相当于全国每公顷耕地被冲走375千克肥料。所以，一位外国
朋友惊讶地说：黄河流走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
不是微血管出血，而是主动脉破裂。

[转折提问]：黄河中游大量的泥沙流到哪里去了？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形成“地上河”的原因（黄河出孟津后，
水流平稳，大量泥沙淤积而成）

[板图讲解]地上河的形成过程。

[板书]3、地上河

[提问]这样的“悬河”有什么危害？

（如有条件可以播放黄河泛滥时人民逃难的录像）引导学生



阅读教材中的“痛苦的回忆”部分阅读材料（从公元前602年
到公元1938年的2500多年间，黄河决口1590次，大的迁徙改
道26次，平均三年有两次决口，百年有一次大改道。每次灾
难都夺去千万人的生命，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1938年黄河
改道，滚滚黄水汹涌南下，冲进淮河，淹没了豫东、皖北、
苏北的大片土地，受灾人口1250万，死亡89万，使得黄淮平
原的千里沃野变成了一片凄惨、荒凉的黄泛区。），加深对
黄河之害的理解，培养学生治黄的责任感。

[板书]4、易泛滥

文档为doc格式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四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流经陕西、
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山东等多个省区市，被誉
为“中华水塔”，“黄河文化”。我最近有幸到黄河流域旅
游，感受到了这条河流的雄浑壮美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也深深体会到黄河文化的独特价值。

第二段：壮美的黄河风光

黄河壮美的景色给了我强烈震撼。从黄河源头的青海玉树出
发，我们先是走过汹涌的江河，穿越狭窄的峡谷，然后才看
到了波光粼粼的湖泊和宽阔的平原。颠簸的道路上，我们又
看到了黄河上游的草原牧民以及祈祷祖先的寺庙和神木。此
时我们深深地被黄河所吸引，眼前的壮美景色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三段：多彩的黄河文化

沿着黄河而下，我们发现其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从
中华民族的起源山崖画开始，到黄河文化的繁盛发展、孕育



了众多文化古迹和历史遗迹。如崤山千佛洞、郑州二七塔、
开封的龙亭公园、洛阳的龙门石窟等等。这些历史遗址以其
独特的风格和艺术价值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同时也照亮了中
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之路。

第四段：黄河的挑战与机遇

黄河虽然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但黄河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以海绵城市建设为例，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黄河周边的
城市轻视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大规模的工厂和商业中心的
兴建，严重损害了黄河生态环境。同时，黄河也给周边的人
们带来了其丰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面对这样的挑战与机遇，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以及有序的开发利用，更好的维
护黄河的生态健康和社会协调发展。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黄河的美、黄河的文化和黄河的挑战和机遇让我
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和现代社会的建设有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我们需要更好的保护和发扬中华文化和历史文脉，更好
的利用黄河资源，使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的纽带和文化传承的
载体。同时也需要注重黄河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的平衡，
让黄河显得更加的宽广壮阔和具有生命力。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五

黄河作为中国河流中的母亲河，源远流长，源头位于青藏高
原。黄河不仅是一条重要的水利交通线，更是久负盛名的文
化河流。此次跟随旅行团沿黄而行，真切地感受黄河的浩渺
与厚重，对黄河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第一段：黄河之旅

此次黄河之旅，我们先是来到了黄河源头。仰望着周围的山



峰，仿佛有种青藏高原的震撼感，草原的广袤，天空的蓝深
深地印刻在心里。游览完源头之后，我们沿着黄河向东流去。
途经兰州、宁夏、内蒙古等地，一路上风景不断，让人们重
拾心中的梦想和热血，感受到了黄河的崇高和历史。

第二段：黄河与早期文化

黄河作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
这里生息。据考证，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大汶口文化等
属于这里发源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沿途地区也始终保留着一些黄河文化的遗存，如兰州的庙会、
银川的莫家街等，都是我们这次旅行中的收获和珍贵的体验。

第三段：黄河与中国历史

黄河是我国重要的历史纪念地之一，对于黄河的研究与保护
也一直倍受重视。黄河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这里曾有许多
令人惊叹的历史事件发生，如三皇五帝在这里创建了我国的
封建王朝，周文王灭商的战争就发生在黄河两岸，还有你死
我活的战争也在此打响。黄河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兴衰与变迁，
让人省思与反思。

第四段：黄河与现代建设

如今，黄河不再是仅仅是名列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与历史之
河，更是中国水利建设的宝贵财富。历经数千年的黄河洪水，
我们迎来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理工作，无数的河工战士们在这
里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创造了许多伟大的人间奇迹。如内蒙
古的万家寨水库、甘肃省的白涧电站和凉州电站等，都是对
我国现代水利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

第五段：黄河之感想

黄河既是古老历史文化的见证，也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建设基



础，它蕴藏着无数的历史文化遗迹，也见证着现代中华民族
的奋起与崛起。黄河旅行令我感受到了黄河的威严以及历史
文化的厚重，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更是我们未来发
展中的重要基础。我们要珍视黄河，谨慎对待她的每一次洪
水以及每一个可能破坏她生态的行为，让我们一起，共同呵
护黄河这一瑰宝！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六

那天，我跟随我们小记者学校一起去了森林公园游玩。

我还没进去，就被公园的大门给深深吸引了。

那一个巨大的大门，像一个挺拔的大树根一样。那树枝与树
枝之间，有几个很大很大的鸟巢。

树枝最上面有几只大鸟。他们有着雪白色的羽毛，小小的眼
睛和尖尖的嘴巴，可爱极了。

再向里走去，一个植物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它们整齐地
排列在我们的前列，好像在排队热烈欢迎我们似的。

我们继续沿着小路向前走。这里的植物真多啊，有杨树、桃
树、银杏树……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一棵棵，一丛丛。
走在里面就像走进了一个天然的大氧气吧里。

我们又说又笑地游览了一翻。走到一个四角亭那里停了下来。
这个亭子是白灰色的，做工也十分精细。我们在这里谈笑风
生。

老师对我们说，这个公园在2004年被菏泽评为市森林公园，
共有775公顷，东西长5.09公里，南北宽4.65公里，是全国最
大的平原森林公园呢!我们听了个个都大吃一惊。



如果你被我说的吸引了，也想来这里游玩的话，那我就给你
透露一个小小的线索吧。

这个公园有五大区：1是引景区，2是入口区，3是游览区，4
是发展预留区，5是生态保护区。

哎!就要回家了。说实话，我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呢!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七

，这个中国第二大河，你拥有这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是你，
哺育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你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
是一个从小伴着我们长大的摇篮。

从小，在我的心目中，，你是伟大的，在电视里看到奔腾的
时候我都非常的激动。从爷爷的口中，我得知是中国第二大
河。从书上我得知，中国五千年文化是从发源的，得知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你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哺育亿万中华
儿女。

时间一晃，千百年的已成为过去，伟大的已成为回忆。今日
的是什么样的呢？我从书中和资料中解到，你现在：黑糊糊
的污水，浑浊不清。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白沫和被毒死的鱼类，
而且臭味难闻！

我也知道，你是无辜的，是我们人类，随意糟蹋你，扔脏东
西，很不爱惜你，不珍惜你。

是我们错！所以，人类啊，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一起保卫，
一起来保卫我们的母亲河！

啊！，我期待着你重现昔日的光彩！我知道，，你一定会的，
你一定可以成功的！对吗



黄河救援队社会实践感受篇八

黄河，中国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
族历史的见证者。然而，几千年来，黄河屡次泛滥，给沿岸
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唐代诗人杜牧在《黄河怨心诗序》
中写道：“自腊月水抵三门，至于初春，输银数万两，苦损
亿计。”他的这首《黄河怨心》唐诗表达了人民对黄河的怨
恨和无奈。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历史、人与自然、灾难、
治理和反思五个方面来探讨“黄河怨心”的主题。

历史是黄河怨心的主要背景。自古以来，黄河就是中国历史
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夏朝时，黄河就成为了夏桀的折磨。
而到了商周时期，黄河河床频繁变动造成了大量的国土损失。
历史上，黄河几乎每过二十年就会泛滥一次，给沿线百姓带
来灾难。这也是为什么黄河怨恨深重的原因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黄河怨心的核心问题。黄河是一条大型河
流，水量大，泛滥频繁。对于人类来说，黄河与生命息息相
关。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河的水位不
断上升，河流的泛滥给沿河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害。人们很
早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尝试寻找解决办法来控制黄河
的泛滥，但直到现在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灾难是黄河怨心的具体体现。黄河泛滥所造成的灾害是无法
忽视的。在历史上，黄河泛滥造成的灾难数不胜数，不仅摧
毁了河流两岸的农田，还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灾后重建工
作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长期以来，黄河泛滥所带来的灾害
让人们感到心痛和无力。

治理黄河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之一。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治理黄河的泛
滥问题。不仅修建了许多水库来调节水位，还建立了一套完
善的防洪措施。然而，由于黄河水量巨大，治理工作一直存
在一定的困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然无法完全杜绝



黄河泛滥的可能性。

反思是对待黄河怨心的深刻思考。面对长期以来的黄河泛滥
问题，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埋怨命运和抱怨自己的命运。相
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如何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同时积极
寻求创新的治理方式。黄河怨心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保护环境，
防止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

黄河怨心系列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历史因素，
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灾难的影响、治理的难题和对未来
的思考。只有通过深思熟虑和不断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找到
更好的解决方法。黄河怨心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人们对自
然的探索和思考。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不断努力，为保
护黄河、保护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