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优
质8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
解特定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一

读了这篇散文，鲁迅先生的童年生活便真实地展此刻我的眼
前：捉蜈蚣、摘覆盆子、捕鸟、到私塾念书……从中能够看
出鲁迅先生的童年是在玩中学、学中玩，使他拥有一双能够
洞察是非善恶的眼睛。所以鲁迅先生的文章往往反映了社会
现实，文笔犀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眼睛。

我们作为新世纪的少年，要珍惜自我的童年，在玩耍中学习。
要亲近大自然，激发自我的想象力，使自我充满活力，这有
助于开发智力和激发创造力，从而投入到学习中去。

玩是我们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此刻社会竞争十分激
烈，仅有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会被社会接纳。还需要提高道
德文化修养。像鲁迅的启蒙教师寿镜吾先生，“他是本城内
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这才使鲁迅对他十分恭敬。所
以，我们要做有梦想，有道德，有文化的新世纪青年，将来
才能在社会有立足之地。

同学们，请珍惜童年，它一去不回。从此刻开始，努力学习，
放飞自我的梦想。

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心得范文五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二

乐园低唱弹琴方正质朴博学恭敬拗过去

无限趣味牵连不断人迹罕至人声鼎沸

1，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
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
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
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
还有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
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
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象人形
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
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象人
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象小珊瑚珠攒成的小
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

2，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
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
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
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
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
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
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
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
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
沙沙沙！门外象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
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
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
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

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



答应他。

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
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
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但直到现在，总还没
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
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3，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
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
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
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
常到百草园了。我的蟋蟀们！，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4，“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
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
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三

优秀作文推荐:曾经梦想，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和伙伴
们无忧无虑的捉迷藏、斗蛐蛐；曾经梦想，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呼吸清新的空气，也可以肆无忌惮的就
地打几个滚儿；曾经梦想，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带着
快乐去学习、伴着浓厚兴致在书海里遨游。

这个暑假，当我读完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的
时候，我蓦然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就是我梦想的地
方。

在百草园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在百草园里，
有高大的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在百草园里，有鸣蝉的长



吟，肥胖的黄蜂，有轻捷的云雀。在如此美丽的地方，作者
可以毫无顾忌的拔出牵连不断的何首乌，甚而毁坏了邻家的
泥墙；可以感受长妈妈讲述的惊险而刺激的美女蛇的故事；
可以和伙伴们在下着雪的冬天，支起一面大的竹筛，开心的
捕鸟。这该是一种多么自由，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啊！在这
里，童真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在这里，孩提的梦想自由飞翔。

然而，这份美好在进入三味书屋的那一霎那戛然而止，仅有
的快乐就是在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描绣像和课余在书屋后面
的园子里折腊梅花，寻蝉蜕了。除此而外，就是单调，枯燥
的学习了。

在三味书屋里，整天面对的是先生严肃而冷漠的面孔，耳朵
里充斥的是同学们杂乱无序的“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还
不准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我们
现在的生活。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虽然老师不像鲁迅
老师那么的严厉，但是也不会对我们放松要求。如果我们出
现像逃课这样的情况，是绝不会骂我们几句就可以罢休的。
我们每天要按时到学校上课，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内学习任务，
课后还要去补习班上课，还有的同学要抓紧点滴时间去学钢
琴、绘画等。在双休日里，也不能自由的休息，不是去上补
习班，就是埋头写作业。而且，这样的日子随着年级的提高
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读完了这篇文章，让我体会了百草园的欢乐与自由，三味书
屋的单调与枯燥。我真的很想每个像我一样的学生能有一片
梦中的“百草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四

鲁迅先生小时候的家有一个大院子，叫做百草园，可别提多
有趣儿了，石井栏、皂荚树、紫红桑葚，还有叫天子、鸣蝉、
黄蜂都先不说，光泥墙根这一带就趣味无穷。油蛉、蟋蟀、
蜈蚣、斑蝥常常遇见。吃人形的何首乌可以成仙，覆盆子又



酸又甜。百草园真是个好地方。

小时候的鲁迅在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上学。但随着学习内容的
渐渐加难，教书先生管得也越来越宽松了。三味书屋后面有
一个院子，很小，却是孩子们的游乐园。先生经常问起
来：“人都到哪里去了?”大家都从后院跑回来，开始朗读，
当声音静下去时，唯有先生还在摇头晃脑地读书。大家便笑
作一团，先生也就不好意思继续读了。

这就是鲁迅先生记忆中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

读了这篇散文，我了解到鲁迅先生的童年生活，那时的孩子
们在大自然中快乐成长，而现在的我们只能生活在钢筋水泥
的丛林里;他们玩的游戏都在院子里，而我们却一直玩网络游
戏;他们住的都是平房，而我们住的却是高楼大厦……对比鲁
迅先生描述的童年生活，我也想到了我的童年。有在楼下和
朋友们嬉戏的场景，更多的却是在网络上玩游戏的激动场面。
这样做的结果是伤害眼睛、影响睡眠甚至导致心理疾病。因
此我呼吁大家走出家门，拥抱大自然，过健康的生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五

推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描写了一曲童年的
优美往事，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可以说是作者的乐园乐屋，充
满着恬淡、和谐、静美的情调。

作者未上学前，常在百草园中独自玩耍嬉戏，百草园，其中
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可是，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其中充
满了童趣，作者对其中野草树木的热爱，还有对花鸟虫兽的
活动描写无一不是栩栩动人，在这里，他还非常天真的听信
别人的玩笑与谣言，相信在长草中有一条大赤练蛇，这些都
充满趣味，在作者笔下，百草园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颜色和
声音的生命世界。连那青青的野草丛里，也蕴涵着动人的故



事，美女蛇的故事被长妈妈讲的有声有色，但见金光闪闪，
风声飒飒恐怖极了，又生动极了，让作者喜欢极了又害怕极
了。借助这个民间的古老传说，饶有兴趣的从另一侧面丰富
了作品的内容，别开生面的为作品拓展了新的天地，百草园
因为这个传说更具魅力了。除此，作者也喜欢下雪时捕鸟，
一些充满生趣稚趣的句子，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
木莲们！这些语言包含着他不想离去的痛楚与对百草园深切
的热爱，鲁迅先生在百草园里这样度过儿时的快乐时光。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描写了一曲童年的优美往事，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可以说是作者的乐园，充满着恬淡、和谐、
静美的情调，让作者难以忘怀。

作者未上学之前，常在百草园中独自玩耍，百草园其中似乎
确凿有些野草，可是，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其中充满了童趣，
作者对其中野草树木的热爱，在作者笔下，百草园就是这样
一个充满了颜色和生命的世界，连那青色的野丛里，也藏着
动人的故事，美女蛇的故事被长妈妈讲得极有声色，但见金
光闪闪、风声飒飒，恐怖又生动。借助这个民间古老传说另
一侧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别开生面地为作品拓展了新的天
地。也包含了他不想离去的痛楚和对百草园的深切热爱，鲁
迅在百草园就是这样度过了儿童极乐的时光。

三味书屋的景致就完全不同了，如果百草园的清新神奇给我
们留下印象，而三味书屋的昏暗枯燥与之形成对比。平时只
能专心读经书，旁边的学问不许过问，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我们也从作者对三味书屋的描写中不难发现字里行间洋溢快
乐的情感。溜到三味书屋的小花园折腊梅寻蝉蜕等开心的玩
耍，再回到课堂听课，我们能感受到三味书屋里虽枯燥但却
掩不住儿童不可压抑的天性和本能。

这样的童年是充满幸福快乐的，这才是鲁迅真正的童年乐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七

作者着力去刻划人物的形象时，概括集中地描绘细节，即使
在片断上也要活龙活现把形象刻划好。鲁迅的巨著，就有异
常丰富的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有一个片断是在书房里读书。那位高而疲的老先生管着
学生读书之后，“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
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调
倪，一座皆惊呢，金厄罗，颠倒淋漓唯，千杯未醉嗬。我疑
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
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这个片断，一下就把冬
烘先生的形象勾划出来。

一部作品，如果抽掉了绘声绘影的细节，它就不会有艺术的
感染力。离开细节去刻划人物，不过是塑出没有灵魂的偶像。
的确，真实的细节还是靠生活去提炼的。诗人歌德说
过：“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
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
他谆谆瞩咐爱克曼：“我只劝你坚持不懈，牢牢地抓住现实
生活。”这些话虽然平常，却是至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观课报告篇八

今日的我们，在王老师的带领下，跟随着鲁迅先生的脚步，
走进了世界名著《朝花夕拾》中的名篇――《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的世界里，去领悟世界文豪的思想精髓。

现如今，却难见一片如百草园一样的“乐园”。大街上只能
看见一个个背着书包的身影，却听不见一声声欢歌笑语。补
习班和兴趣班遍地开花，却找不出一张自然的笑脸。甚至有
时，五谷不分都成常态。

为何不去接近大自然呢？大自然里，有多少青山绿水，有多
少桃红柳绿，而且那山山水水中，也蕴含着多少知识，多少



道理呀！

“救救孩子……”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如此写道。是
呀，让孩子们回归自然，拥抱自然吧！让孩子们都拥有快乐
的童年，还孩子们童年的一片蓝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