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这个规矩不能有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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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这个规矩不能有读后感篇一

1、会认、会写本课的生字。理解“纳闷”、“辩解”等词的
意思。

2、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

3、以读为主，读中体会彭总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与人民
群众平等的好品质。

课前准备：

学生：预习课文，自学生字、新词。

教师：备课，课件

教学过程：

课前三分钟：（脑筋急转弯）

一、谈话导入  揭示课题

1、谈话导入

2、揭示课题，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  整体感知

2、师小结：

三、精读课文  读中感悟

1、学习第一自然段    理解“职务”

2、学习第二至十自然段    着重学习彭总说的话，体会
彭总的好品质。

师指导朗读，理解“纳闷”、“辩解”“反身“的意思。

3、师小结

四、联系实际  畅谈感受

五、总结延伸  情感升华

彭德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
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群众的心里。今天，在清明节来
临的今天，我们缅怀他，向他敬礼。

六、作业小超市

1、写一写：把自己想对班干部说的话写在日记本上。

2、说一说：请搜集彭得怀的有关资料或其他伟人以身作则，
不搞特殊化的事例，利用课余与同学交流交流。

这个规矩不能有读后感篇二

教学目标：

1.学习本课生字,理解“纳闷”、“辩解”等词的意思。



2.引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彭
总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平等的好品质。

3.激发学生对革命前辈的热爱之情，懂得尊重别人，学会与
人友好相处，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

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体会人物思想
品质。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新的课文，请大家一起来读课题。

2、你第一次读这个课题时有什么疑问?教师选择较为简单的
问题，让学生根据预习情况互相解答。

3、谁能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彭德怀?

二、初步感知

1、“这个规矩”是什么规矩?彭德怀总司令为什么要对那些
工作人员说这句话?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的问题读读课文，从
文中找答案。

3、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你们都能读准吗?咱们一起来读一读
吧!

学生开火车读。

重点提示：“德”不要丢掉中间一横，点击横变红;“鬼”注
意字形，点击“”变红，指导书写。

4、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写了一件什么事?



三、精读课文，情感体会

1、再读读课文，你认为“这个规矩”是什么规矩?彭总为什
么说“这个规矩不能有”?(全班集体交流)

2、你认为彭德怀是怎样的人?到的?画出来和小组同学交流一
下。

集体交流：学生先读自己找到的句子，再谈理解、体会。

(1)“……很多人亲切的称呼他‘彭总’。”

(彭德怀担任国家的多种职务，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可很多人
却亲切的称他为“彭总”，这说明他与大家的关系很好。)

(2)“傍晚，彭总穿着便衣，叫汽车停在离公园还有一条街的
地方。”(出示句子)

(彭总穿着便衣，还在离公园比较远的地方就下车了，这说明
他不想搞特殊。)读一读，体会彭总的好品质。

(3)根据回答出示课文第7自然段，彭总说话时语气怎样?为什
么生气?谁来读一读?(指导朗读)

(4)出示课文第9、10自然段，彭总说这句话时，是怎样的态
度?(十分坚定)他为什么走出了公园?(出示课文插图，观察彭
总的表情)

谁能读出彭总坚定的语气?(练习朗读)

3、彭德怀就是这么一个以身作则，一切都与民群众平等的好
领导。我们再来分角色朗读课文，体会彭总的好品质。

先同桌，或小组合作朗读，在进行全班朗读汇报。师生共同
对朗读情况进行评价。



四、课堂小结，深化感情

彭德怀同志这种与人民群众平等的好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但这只是咱们同家领导人的一件很普通的小事，还有许许多
多发生在伟人身上的感人故事，希望同学们课后通过阅读、
上网、询问等多种渠道进行民解。

这个规矩不能有读后感篇三

本课所面对的是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他们已能够阅
读浅显的童话、寓言、故事，并在阅读中初步理解文章内容，
向往美好的情境，懂得文章蕴含的浅显的道理。并且能够通
过各种途径查找、搜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

本课的学习应鼓励学生收集有关彭德怀其人其事的资料，更
深入地了解彭总的伟大人格，通过人物的语言及行为重点理
解课题，体会人物的思想品质。

三、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的生字，理解“纳闷”、“辩解”等词的意思。

2、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彭总以身作则，不
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平等的好品质。

3、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查找资料，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4、激发学生对革命前辈的热爱之情，懂得尊重别人，学会与
人友好相处，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

四、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课题，以感情朗读为主，着重读好对话，通过人物
的语言及行为体会人物的思想品质。



五、教学设想

本课教学始终贯穿以学生的读为本，在读中感悟，体验情感，
通过分角色读、男女生对读、师生对读等多种形式进行人物
对话训练，深入体会彭总不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平等的高
尚品质。注重学生语文能力、创新能力、探究能力的培养，
针对本节课教学内容的特点，采用“自主、合作”的学习方
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阅读、
思考、想象，在读、悟、讨论等学习活动中，培养朗读、创
新、想象能力。重视学生查找、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组织
好合作学习活动，在重点、难点上给学生一些必要点拨，当
好引导者。

六、教学时间

一课时

七、课前准备

学生预习课文，查找有关彭德怀同志的资料；教师准备课件。

八、教学过程

（一）出示课题，引导提问。

1、板书课题，齐读。同学们，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激发学习的兴趣。］

2、归纳学生提出的问题，确定学习目标：

可能1：这“规矩”指什么？为什么这个“规矩”不能有？

可能2：这句话是谁说的？为什么要以它为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读课文，容易读错的地方多读几遍。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发现问题的能力。］

2、交流在阅读过程中易错的地方，教师重点指导“辩”的书
写。

3、指名读课文，要求：正确、流利。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
么事？

（三）精读课文，情感体会。

1、默读课文2—10自然段，思考：“这个规矩”指的是什么
规矩？你认为彭总是个怎样的人？是从哪里体会到的？划出
相关的语句。

2.读中感悟，整体把握。

这个规矩不能有读后感篇四

教学目标：

1.进一步感情朗读全文，体会人物品质。

2.学习语文天地d4中的第二题。

3.学会写文中10个生字。

导学过程：

一、交流谈话，直接导入。

同学们本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这个规矩不能有”一课，你们



还想读吗?

二、引导再读课文，加深理解。

1.学生自读课文，回忆内容。

2.指导再读彭总的话：“……这个规矩不能有!”你们知道这
个规矩指什么规矩?彭总为什么说“这个规矩不能有”?可讨
论指名回答。

3.引导学生再读彭总的话，结合语文天地，注意问号和叹号
的用法，体会说话人的心情。

4.再有感情地朗读这句话。

三、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全文。

1.可分组分角色演演。

2.指名演的好的上台演。

四、指导写字。

1.学生观察字形，引导会区别：搞—稿辩—辨—辫奉—春，
会用形声的方法记字。特别注意鬼9画。

2.学生练习写字。

这个规矩不能有读后感篇五

1．学习本文会写的字10个，会认的字9个。

2．引导学生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内容，体会彭



总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与人民群众平等的好品质。

3．重点理解课题，通过人物的`语言及行为体会人物的思想
品质。

引导学生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体会人物思想品质。

：2课时

1．初读课文，认识文中有关字词。

2．反复朗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体会彭总以身作则，不搞
特殊化，与人发群众平等的好品质。

1．教师板书课题，夸张双引号，学生观察与以往课题有什么
不同？

2．读课题你想知道什么？

1．学生带着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自读课文，画出不认识的生
字词，同桌互相学习。

2．检测学生学习生字的情况。

3．引导学生解决自己的疑问：“这句话是谁说的？为什么说
这句话？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你还从哪儿体会到教师根据学
生的回答，随机引导学生切入文中抓彭总的动作、语言、神
态理解体会彭总的品质，并穿插着交流资料。

根据学生所谈的体会及时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有关部分。

4．整体感受。男女分角色朗读全文。

1．进一步感情朗读全文，体会人物品质。



2．学习语文天地d4中的第二题。

3．学会写文中10个生字。

同学们本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这个规矩不能有”一课，你们
还想读吗？

1．学生自读课文，回忆内容。

2．指导再读彭总的话：“……这个规矩不能有！”你们知道
这个规矩指什么规矩？彭总为什么说“这个规矩不能有”？
可讨论指名回答。

3．引导学生再读彭总的话，结合语文天地，注意问号和叹号
的用法，体会说话人的心情。

4．再有感情地朗读这句话。

1．可分组分角色演演。

2．指名演的好的上台演。

1．学生观察字形，引导会区别：搞—稿辩—辨—辫奉—春，
会用形声的方法记字。特别注意鬼9画。

2．学生练习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