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本命年的回想读后感 本命年的回
想说课稿(优质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
优秀的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本命年的回想读后感篇一

这篇课文是苏教版初中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第三课，
这个单元的主题是民俗风情。这篇文章主要是写作者家乡京
郊运河几十年前过大年的一些火热景象，为我们展现一幅色
彩纷呈的年俗画。

这篇文章的教学对象是进入初中不久的初一学生，对学习充
满热情，他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不要墨守成规，而且
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在课文理解和概括方面有一定的能力。
根据学生的这些特点，我确定了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体会文章清晰严谨的脉络结构

2、了解、感受传统节日春节的内涵

（二）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从抓关键词句来分析文章结构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关注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热爱传统民俗文化



教学重点：理清课文的脉络

教学难点：年俗所寄托的盼望

本节课我采用多媒体和导学案相结合的方法上课，课堂主要
环节采用合作探究法和讨论法，讲授法。

为了能够完成教学目标，解决教学难点，突破教学重点，课
堂教学我安排了一下环节：

（一）导入新课

1、我以刚刚讲的传统节日湘西端午节为切入点，引出一年里
面最隆重的节日：春节。然后提问，“春节，自己的家乡都
有些什么风俗”，引发学生对课文的兴趣，对中国各种各样
民俗文化的兴趣。紧接着，解题，什么是本命年，本命年有
什么风俗，这些风俗又有什么内涵，再次激发学生对民俗文
化内涵的兴趣。

2、展示学习目标

（二）牢抓基础

检查学生预习情况，落实生字词以及一些学生难懂、不懂的
字词读音，解决学生的阅读障碍。

（三）整体感知

首先让学生快速浏览课文，找出最有年味的一段（第四段），
然后齐读第四段，在预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学习第四段，要
求学生先自主概括第四自然段中的事情，采用拟小标题的形
式。然后小组讨论，完善。接着小组代表展示并讲解。

（四）感悟人们在过年中的寄托。



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畅所欲言，然后总结展示，小组互作补
充。

（五）课外拓展

我国的传统节日源远流长而丰富多彩，在引用诗句中猜出分
别是那几个传统节日。

本命年的回想读后感篇二

1、了解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2、体会作者的美好情思，学会从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写作材料。

教学重点、难点：

1、 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2、学会从生活中获取丰富的写作材料。

教学过程 ：

一、导语 ：

二、学习目标：

1、了解文题、作者。

2、领略民俗风情。

3、体味语言、情思。

三、达标导学：

（一）让学生介绍文题、作者。



1、学生介绍。

2、补充突出以下内容：

本命年（见课本p95页）

刘绍棠：作家。40多年的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
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
乡土文学体系》。所著《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
《柳敬亭说书》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峨眉》获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黄花闺女池塘》获90年代优秀小说
奖。1991年7月1日被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始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二）诵读课文。

1、常规要求：

（1）了解课文内容

记自己难以读准、难以理解的字词句

标出自己最欣赏的词句段2思考问题：

你对京郊运河（或作者刘绍棠家乡）那儿的大年有哪些初步
印象？

文章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三）释疑解难：

1、学生提出疑难问题。

2、学生自主交流解难。



回顾起来，身心轻松，童心复萌，所以文章结尾说回忆往事，
颇有返老还童之感。

歌颂了热爱生活、纯真可爱的父老乡亲。（热爱、歌颂、留
恋）

语言

c、\"食火上升，口舌生疮，只得喝烧糊了的锅巴泡出的化食汤。
\"

既侧面写“大吃大嚼”的情景，也增添了几分幽默的情趣。
（民俗风景图）

d、课后练习二。腊八粥由“小米、玉米糁儿、红豆、红薯、
红枣、栗子”熬成，可谓营养丰富；“占全了色香味”可谓
达到了食品的高境界；“舍不得吃”而又吃起来“没有个
够”，十分富于情趣。

e、“一片杀猪宰羊的哀鸣”——似有点同情

肥鸡要被“开刀问斩”——似有点从严宣判

（很有点情味）

g、换门神的细节描写同样具虔诚和愚昧两个侧面。

四、探究交流：

五、作业 ：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



1、了解家乡的风俗民情（习作交流）

2、学习本文的写作特点

二、检查作业 导入  ：

三、达标导学：

（一）习作交流

1、讨论交流。

2、推荐交流结果。

（二）探究交流写作特点

1、生动传神地勾勒生活情景。

炒年货中寄托的深义

2、线索清晰，如数家珍，逐一叙说。

第四段，作者安时间顺序从腊月初一到除夕之夜，就炒年货，
吃腊八粥等10件事情逐一叙说，或明确交代时间，或以一定
的语句承上启下，无流水帐之嫌。读者情致饱满，兴趣盎然。

（三）朗读品味

四、作业 ：

课外阅读刘绍棠作品，作好读书笔记。

本命年的回想读后感篇三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积累词汇，正确、笔述文中所写的过年的习俗，
口述文章的线索。

2、能力目标：陈述春节习俗的文化内涵（家的文化）；陈述
文章生动传神的语言；陈述今昔过年的异同，陈述自己对过
年习俗的新认识和新理解。

3、情感目标：表情朗诵课文（热爱民俗文化，激发热爱民俗
文化的感情）。

教学重点

目标1、2

教学难点

目标2

教学过程

一、进入新课（背景音乐喜洋洋）

（学生播放投影）宋朝著名诗人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诗《元
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播放投影的同学问：首诗描写我们中国哪个传统节日的？
（春节）

二、解释课题



1、谁能告诉老师“本命年”是什么意思？（见书下注释）渗
透读书方法

2、第一个“本命年”是几岁？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多少岁
了，你是怎么知道的？（12岁，60岁，最后一段。）

3、通过预习，你了解到作者的一些情况了吗？（投影作者头
像，发言后出示，请学生朗读）

【刘绍棠】（1936～1997）当代作家。河北通县（今北京市
通州区）人。1949年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4年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蒲柳
人家》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
秀短篇小说奖。《京门脸子》获得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
《敬柳亭说书》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
《峨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黄花闺女池塘》获得90年
代优秀小说奖。40多年的文学生涯，致力于“中国气派，民
族风格，乡土题材，地方特色”，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
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

三、研读课文

（一）整体感知，理解内容

1、作家刘绍棠家乡过年时的年味很浓，而且比起我们城市过
年要热闹的多了，他们从腊月初一就开始忙了，让我们来看
一看，他们在忙些什么？请大家默读课文的第四段，文章介
绍了旧时过年的那些习俗？请你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在归
纳前播放影片片段）

2、同学们看，作者写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文章却显得多而不
乱，过渡自然，同学们能告诉我是按什么顺序记叙的吗？
（时间顺序）



用文中的四个词语形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预热-增
温-红火-发烧）

（二）品味语言。课文不仅结构紧凑，而且写得富有乡土气
息，饶有情趣。你认为哪些语句很有情趣？请找出来读一读，
并说明理由。请把你把欣赏的语段，无论是在语句的推敲上，
语言风格上，还是在这风俗所蕴含的意味上，只要是你所欣
赏的，与大家共享。（学生畅所欲言）

1、分析语句：

1、如：炒完了一锅又一锅，一捆捆柴禾捅进灶膛里，土炕烫
得能烙饼……

为什么用“捅”？“土炕烫得能烙饼。”表现出当时怎样的
情景？

2、……盛在碗里令人赏心悦目，舍不得吃。可是吃起来却没
有个够，不愿放下筷子。

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哪个词用得好？好在哪？

2、师略作小结。

（1）准确的动词、形容词。如“捅”。

（2）自然易懂的`民间俗语。如“腊月初一一蹦一蹦，大人
小孩不得病。”“妇女们忙得脚丫子朝天……”

（3）幽默风趣的词。如“灶王爷走了，门神爷也换岗了。”

（三）深入探究：春节习俗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1、展示年画：要求学生同样能用正确简洁的语言概括图画中
反映的习俗（能力迁移）；说出鱼所寄托的寓意（学生：年



年有余）。点年年有余的动画图，引出本板块的难点。

举例：吃饺子、包制钱――盼望生活美好。放鞭炮、贴春
联――营造节日气氛

归纳：a、劳动一年，欣喜五谷丰登，享用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

b、展望未来，祈求好运，祝愿平安幸福

c、合家团聚，增进亲情，密切邻里和村庄的人际关系

（四）、体验反思：

1、今昔对比

说说看：现在的年是怎么过的？与过去相比哪些习俗已消失，
哪些习俗是新增的？（媒体重现十件过年习俗）

（同桌讨论、学生交流：挑绒花、除夕夜等等变化比较大；
新的过年方式如：网络拜年、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外出旅
游……）

2、针对这种变化谈谈自己的感受。

教师充当主持人，以“过年大家谈”的形式引导学生说出切
身体会，学生展开辩论。学生讨论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结合
寄托的文化内涵谈感受。

教师小结，旧时人民的文化水平不高，旧时过年习俗里面包
含着很多迷信的成分，但正是这些却反映了普通劳动人民纯
朴的愿望，反映了他们的质朴与可爱。而现代生活节奏的加
快，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过年风俗的变化，向着更加文
明，更加简约的方向发展。但是不管习俗如何变化，寄托了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习俗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吸收其中的精华，追求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

3、质疑课文

解决十个问题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来的有价值，同学们对文章
本身有没有可有质疑的地方？

人们常说“文章的题目是内容的眼睛”，可本文的题目却不
很切题，你是如何看待的？

写过年，可文章却没把年写完整，农历的新年一直要到正月
十五元宵节呢。

四、结束语

今天我们既了解了作者笔下那充满浓郁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情
的过年情景，也畅谈了如今大家热热闹闹过年的场面，看来
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幸福呀，这样的生活怎不叫人向往!希望
每一位同学都能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成为美好生活的拥有
者和创造者。

五、布置作业

1、了解了祖辈们是如何过新年的，又亲身感受了现在过年的
习俗，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将来人们又将怎样过年呢？课
后写一篇《畅想2053年新年》，想像未来的过年。

2、请你查找资料，了解其他国家的民俗风情，课后在板报栏
里与同学交流。

候补环节：

明天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传统节日，皓月当
空，请你分别用四字短语对祖国、父母、爷爷奶奶、同学、



朋友、老师表示不同的祝福。

本命年的回想读后感篇四

教学目标：

1、了解并梳理文中描述的春节的习俗；

2、感受文本中大年里热闹红火的氛围与习俗背后美好的祝愿
与向往；

3、体会作者的写作手法。

教学重难点：

1、感受文本中大年里热闹红火的氛围与习俗背后美好的祝愿
与向往；

2、体会作者的写作手法：主要内容独立成段，过渡自然。

教学课时：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两首童谣《新年来到》、《忙年》

新年来到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忙年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
漓漓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
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
扭。

二、题解：本命年的回想

（一）、本命年是什么意思？

（二）、作家刘绍棠在自己60岁的本命年回想了一些什么？

过大年从腊月初一开始持续到大年初一整个月的事儿。

三、整体感知：

（一）、写了哪些习俗？

1、炒年货；

2、吃腊八粥；

3、买糖果；

4、挑绒花；

5、宰生擒；

6、备食物；

7、送灶王爷；

8、换门神；

9、除夕守岁；



10、拜年。

（二）、作者所写的哪一个习俗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为什么？

预设：1、从品味词语读到过年气氛的热闹、红火；

2、从习俗读到丰收的喜悦、美好的祝愿与向往；

小结：我们从文中读到了当地过年的热闹与红火，从热闹红
火的民俗背后读到人们欢天喜地饱享一年劳动果实，期盼家
业兴旺、人人幸福健康的美好祝愿；读到阖家团聚、密切邻
里，和和美美奔向新年的美好图景。

四、体会写作手法：

1、上述丰富的内容与情感作者就在一段里写作，没有分段，
写了十件事，分成十段好吗？

不好，首先分段之后不紧凑，这一个月的年味是一天紧接着
一天，预热、增温、红火、发烧，在一段里紧接着写才能表
现出这种紧张、热闹与红火。第二，作者的情感也是在这段
里一泻而出，回忆得越来越起劲儿，越来越热烈，容不得被
打断。

2、虽不分段，简单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写作，是否有记流水账
之感？

没有。（1）过渡自然、由此及彼；（2）语言生动、情趣盎
然。

五、主题探讨：

作者60岁高龄回忆往事，想起儿时过大年，颇有返老还童之
感，如何理解？



预设：结合作者写作背景，孤身一人回到家乡养病，昔日过
年的热烈、纯真、虔诚与美好让他再次感受到家乡浓郁的乡
土风情，以及纯朴、善良的人情，重燃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

六、作业：

用生动且富有感情的语言描述一个家乡过年的习俗，字
数：200字。

本命年的回想读后感篇五

学习目标：

1. 正确、简洁地概括文中所写过年习俗，并说出所包含的文
化内涵。

2. 比较今昔过年习俗的异同，说出自己独特的感受。

学习重点：概括文中所写过年习俗，体会其中的文化内涵

学习难点：能说出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对过年的独特感受。

教学方法：

1、在教学中，主要运用情景教学、对话教学等方法。

2、引导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学习，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的能力。

3、坚持以“读”为本，加强阅读指导，使学生学会朗读、速
读、跳读等阅读方法。

媒体的运用：多媒体课件。包括文本、影音、动画等。

教学设想：



教学程序总体设计按纵横结构展开。即以“过去—现在—未
来”为“纵线”，由对文中所写旧时习俗的了解，引起对现
今过年习俗的思考，进而激发对未来过年方式的憧
憬。“横”则指以知识、能力、情感目标为主题构成的概括
习俗、比较异同、探究联想三大板块。

教学过程 ：

一、导入  新课。

1、 媒体播放《新年好》，师生同唱导入  新课。唤醒学
生对过年生活的情感体验，创设和谐的课堂氛围。

2、 媒体出示图片，启发学生谈过年感受，产生了解过去过
年情形的欲望，自然引入本文教学。

二、出示课题和作者

三、第一板块教学：研读课文，了解过去

（一）、媒体显示学习目标1：正确、简洁概括文中所写过年
习俗。（学生齐读）

1、整体感知课文，教师指导阅读的方法（媒体出示）：

读一读：正确流利

想一想：写了几件事

比一比：哪一组概括得正确又简洁（如：吃腊八粥）

2、学生大声朗读课文，生字词相互质疑。

3、自主思考，写了几件事。教师巡回指导，提醒学生抓住关
键词句圈点批注，理清条理，加以概括。



4、小组合作，集中各成员的概括，并交流明确。（实物投影
各小组归纳的几件事，学生点评，评出最佳。媒体显示教师
归纳的十件习俗，供学生参考）

（二）

、放影片《祝福》片段（出现祭祀用的鱼，画面静止）：要
求学生同样能用正确简洁的语言概括影片中反映的习俗（能
力迁移）；说出鱼所寄托的寓意（学生：年年有余）。点年
年有余的动画图，引出本板块的难点。

（三）、深入探究：春节习俗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1、媒体出示送灶图和包团子图，这些习俗包涵了人们的哪些
期盼？（学生答：平安、团聚……）

2、课文中还有哪些习俗分别寄托了人们的哪些期盼？（学生
阅读课文，抓住关键句，大致能回答：健康、幸福、美满、
来年丰收、邻里和睦……）

3、媒体出示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楼”。
用含义深刻的对联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课后深入探究
习俗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

四、第二板块教学：拓展延伸，比较今昔

媒体出示学习目标2：比较今昔过年习俗的异同，说出自己的
感受。（学生齐读）

（一）、现在的年是怎么过的？与过去相比哪些过年习俗已
消失或被发扬光大了？

现在过年又出现了哪些新的方式？（媒体重现十件过年习俗）

（同桌讨论、学生交流：挑绒花、除夕夜等等变化比较大；



新的过年方式如：网络拜年、电话拜年、短信拜年，外出旅
游……）

（二）、针对这种变化谈谈自己的感受。

1、课文作者刘绍棠对过去的过年有着怎样的感受？（学生答：
留恋、怀念）要求找课文中的原句体会作者的感受。

2、快速阅读、跳读《饺子过年》、大学生谈过年等拓展性资
料，找出作者对过年感受的句子，使学生自主加入探讨。
（学生交流，媒体显示）

3、教师充当主持人，以“过年大家谈”的形式引导学生说出
切身体会，学生展开辩论。学生讨论时教师注意引导学生结
合寄托的文化内涵谈感受。

教师小结，强调习俗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吸收其
中的精华，启发学生追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并
自然转入第三板块的教学。

五、第三板块教学：激发创新，畅想未来

学生展开联想、想象，畅想未来的年会怎么过。（媒体显示
节日图片）

小组讨论，组长代表小组作班级交流。

七、激发问题意识，形成探究课题。

并进而指出产生问题即形成了课题，促使学生在探究中学习，
揭开课题研究的神秘面纱。并将此作为一个中长期作业 。

探究方法指导：媒体显示有关图书资料和网址（超级链接，
打开网页，让学生浏览）；询问身边的人。



八、结束教学。（媒体播放新年钟声，投影出示：当新年的
钟声敲响的时候，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

学生即兴发言，教师赠言：愿同学们每一天都象过年一样精
彩、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