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 精彩极了
和糟糕透了教学设计(精选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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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篇一

这篇课文是一篇教育性、感化性的课文。课文里讲了一个人
的成长离不开表扬、鼓励、赞赏，但是仅仅表扬而没有批评
是不全面的，“精彩极了”也好，“糟糕透了”也好，都有
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爱。我走进了今天的课堂，在时而
精彩时而糟糕的课堂教学中度过了漫长的40分钟。

本课精彩之处：

1．学习主线明确

我设计学习主线，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对“我”写的诗，
母亲“精彩极了”和父亲“糟糕透了”两种不同的评价带给
巴迪截然不同的感受来贯穿课堂的始终。通过抓住母亲“雨
点般”的赞扬，让学生感受巴迪的自信心膨胀，直到得意扬
扬。之后，父亲毫不留情的“糟糕透了”将巴迪的自信、自
尊、希望击了个粉碎，以至失声痛哭。让学生体会巴迪“失
落之大”，我又通过“七点。七点一刻。七点半。

父亲还没有回来。”一句中句号的作用挖掘出来的。当学生
产生疑问：“慈祥的鼓励好，还是严厉的批评好？”我又马
上引导学生回到文本（课文第16自然段有几句话，表达了作
者对父爱和母爱的理解，你找到了吗？），让学生明白，这



两种评价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爱。

另一条是：体会巴德·舒尔伯格创作成就。通过体会句
子“现在我已经有很多作品，出版了一部部小说，戏剧和电
影剧本。”让学生明白巴德能成材是和小时候父母对他教育
有着密切的关系。

2．抓关键词，导入课题

通过抓住关键词——“精彩”、“糟糕”，通过词的不同感
情色彩，体会到文章用词的准确。

3．读中悟情

课文描述的是发生在“我”和妈妈、爸爸之间的事情，人物
的对话，神态和内心活动的描写较多，朗读时，不同人物的
身份要读出不同的语气。妈妈要读出慈祥，和蔼，亲切的语
调，爸爸的语言要读出严厉的语气，叙述“我”的语句要读
出平缓的语调。无论是妈妈的话，还是爸爸的话都要读
出“爱”的感情。

4．读写结合

阅读不仅仅是人文性教育，更不可忽视的是语文基本技能的
训练，所以引导学生在解读课文的过程中，恰到好处的进行
了词语的运用，朗读的'训练，写法的模仿，使人文性与工具
性融为一体。5．板书简明、握要，给人美的享受，学生喜爱，
赞不绝口。

本课糟糕之处：

（1）学生的“悟”不够深刻：

当孩子们自由汇报关于爱，“两股风”，“把握住生活的小



船”的话外之音时，孩子们此时已兴致高涨，我没有抓住契
机，应让他们联系学校，家庭，谈谈自己的体会。

（2）激励评价不够及时，特别是“读后反思，课外引伸”此
环节，当学生谈在生活中有过类似的感受时，我的评价很苍
白。

这堂课留给我太多的感受。教育实践告诉我们，爱学生既要有
“精彩极了”也要有“糟糕透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倡导“爱满天下”，教师对学生要有慈母心，严师情，爱中
有严，严中有爱，严而有度，爱而有方，要讲究表扬与批评
的艺术，两者兼顾，才能塑造学生完整的人格魅力。而这尺
度正是教师较难把握的。

组内研讨与诊断：

陈群：

教学课文第一部分是时，教师重点引导学生品味童年的故事，
这部分的内容是发生在我和母亲、父亲之间的事情，其中人
物的对话、动作、神态和内心活动的描写较多，要求学生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并用笔画出这些描写的有关的
语句，并把自己的理解体会标注在书中，小组中交流。教学
时教师还重视了朗读，注重朗读的层次性、读懂、读通、读
顺，要求读出感情，读中理解，读中体验，读中感悟，读中
升华，读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朗读时不同人物的身份，要读
出不同的语气。不论是母亲的话，还是父亲的话都要读
出“爱”。

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读。如：个人读、小组读、范读、分
角色读、齐读等。

张弟英：



生本课堂的建构包括教师有效的学法指导，使学生的学生有
的放矢，有章可循。本科教师在指导学生理解课文的时候采
用了以读代讲，读讲结合的方法。在布置任务的时候就让学
生在预习勾画中加深对重点词句的把握，再通过全班的汇报
来加深理解。达到对作者情感的感悟与共鸣。

王慧：

1、注意抓住重点的、关键的词句，引导学生加深对课文内容
的理

解与感悟。引导学生学习小巴迪听到父亲“糟糕透了”后的
动作描写时把动作描写单独提出来，为后面理解含义深刻的
句子做了铺垫。

2.、深入挖掘教材，将课本知识延伸到课外。

新课程要求教学活动必须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因此，
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联系你的生活实际，设想一下假如
你就是小巴迪，面对父母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你会怎样想？
采用师范读，自由读，点名读，目的是让学生从读中感悟，
并适时谈谈自己对这几个字的理解。孩子们有的将自己的亲
身感受融了进去。

3通过焦老师的小专题的归类，更加明确了理解含义深刻的句
子的方法，并要在教学中及时运用。

彭速：

1、紧紧围绕本单元训练重点进行教学

本单元的训练重点是把握课文主要内容，抓重点语句体会情
感。焦老师在执教时针对学生课堂上生发的问题，非常巧妙
地引导学生用课文中的时间词组织语言归纳课文内容，润物



细无声地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教给了学生。对于含义深
刻的语句焦老师能在不断地追问中让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和生
活经验深入体会。

2、坚持以读为本，把读贯穿课堂始终

人体验、感悟到的表现出来；互读，加强生生之间的合作与
交流，齐读，释放自己的情感。课堂非常注意学生情感的激
发，很重视在情境中引导学生阅读。教师的语言，不管是指
令性的语言，还是评价性的语言，都富有煽动性，能引发学
生的激情，如让学生读“课题”时，老师是这样说
的：“‘精彩极了’该怎么读，谁行？”“你读得也精彩极
了，老师也被你深深折服。”“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字，却意
味深长。”学生就是在这样充满赞赏、充满鼓励的课堂中，
迸发出激情，迸发出智慧。

王慧总结：

本次备课活动总结：本次集体备课能围绕主题内容讨论，在
解疑过程中，体会内容。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畅所欲言，
使这次的教研活动真正的渗入到自己的日常教学。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篇二

本设计努力体现新课程标准的思想，让学生在自己的语言实
践活动中，去发现、去体验、去感受，建构起他们自己的认
识。

1、以读为主、在读中思、读中悟，对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有
自己的体悟，建构起自己的认识。

2、尝试探究性、创造性的阅读，激发学生自读自悟、自主学
习的兴趣。



以说名言，悟名言，写名言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以读为主，
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
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提升学生
的精神境界。

指名学生说名言。

（一）读名言，质疑

1、同学们知道很多名言，老师这儿也有一条名言，谁来读一
下。

出示：一个作家，应该说……小心注意、总结、提高。

指名学生读，生齐读。

2、读了这么几遍了，你能说说这条名言主要说了什么吗？

指名学生说。

3、师小结并板贴：爱的力量平衡

警告的力量

4、那么读了这条名言，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a、为什么说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爱的力量，还需要警告的力量
来平衡？

b、母亲的力量指什么？警告的力量指什么？

c、为什么需要有人常提醒你：“小心、注意、总结、提
高”？）



（二）悟名言、解疑。

1、那么你们知道这条名言我是从哪儿摘录出来的吗？

师根据学生回答，板贴课题，并在中间加个“和”。

下面我们一边学习这个故事，一边解决提出的问题。

指导读好课题（先读好“精彩极了”，再读好“糟糕透
了”）。

生自读。

指名学生说第1—14自然段的内容。

师相机板书：七八岁时第一首诗

3、下面我想请同学们再读一遍，找出母亲说精彩极了的句段
和父亲说糟糕透了的话，看谁找得又快又准。

生找读。（先找读母亲说“精彩极了”的句段，再找读父亲说
“糟糕透了”的句段。）

4、我们看写母亲的句段，母亲的话哪一段写得格外精彩？

生找读，指导读好写母亲的第一段话（第1自然段）。

生自读、交流。

从这两段话中，同学们感受、体会到了些什么吗？

指名学生说，师对学生的回答进行肯定和引导。

6、同学们，母亲的夸奖竞对我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你们知道
母亲的这种夸奖就是什么呢？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许你



也能创造一两句名言呢！

指导名学生说，引导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感悟。

（a、夸奖就像是推动器

b、母爱的力量是无穷的源泉，夸奖就像是力量的源泉

c、爱真是力量的源泉。

d、爱的力量是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爱是一切的基础。）

7、是啊，母爱的力量是无穷的源泉。母亲这么夸我，我高兴
极了，而父亲却是怎样说的呢？谁来读父亲的话。

指名学生读。

8、那父亲的话又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谁再来读读“我”
的表现。

指名生读。

10、那么父亲的爱和母亲的爱有什么不同呢？请同学们在小
组内先交流交流。

指名交流。

所以这两种爱的力量需要怎么样？

11、同学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巴迪当时所不明白的，因为当时
他才年仅七八岁，可是当他成为一名作家，写了许多作品后，
他对父母亲的话便有了深刻的感悟，于是写下了这么一番话：
让我们再一次朗读这段话好吗？生齐读名言。



12、学到这里，我相信前面的问题同学们一定明白了。

下面老师想布置一个特殊的作业，不知同学们喜欢吗？

由课堂上学生的感悟引发到让学生写一写自己的感悟，来抒
发自己的情感，真正把读、悟、写结合起来。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篇三

1、指导朗读，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2、体会父母对作者的爱和作者对父母的感激之情。

3、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父母对自己的评价。

4、培养学生朗读、口语表达能力。

重、难点

体会人物思想感情，引导正确对待家长的评价。

教法

指导朗读，引导体会。

学法

朗读体味、角色表演、交流感受。

教学设计

一、导入课文

2、引导学习。



二、自由朗读，熟悉内容

同桌交流：本文主要写的是什么？

三、朗读指导，体会感情

妈妈如何评价小巴迪的诗，该怎样读？

爸爸如何评价小巴迪的诗？（引导分角色朗读和表演）

四、发挥想象，拓展思维

小巴迪此时爬在床上会想些什么？（交流、回答）

你认为巴迪的爸爸妈妈的评价正确？为什么？（交流、回答）

朗读末三小节（小声自由读）

在作者看来，爸爸妈妈的评价谁是谁非，从作者的哪些语句
可以看出？

用线条画出你感兴趣或认为对自己的学习、创作有帮助的语
言。

引导谈话，体会人物感情，完成板书。

五、思维拓展

六、总结谈话

同学们，受到批评和表扬是我们常遇到的，我们要正确对待
这两种爱的评价：遇到表扬时想到这是对自己的鼓励，应继
续努力；遇到批评时想到这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应更加发
奋。这样，乘着爱的小船，我们一定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板书设计

19、“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

慈母严父

鼓励提醒

爱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篇四

一.教学目标：

1.学会7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精彩、糟糕、誊写、
湿润、一篇、出版、谨慎、一如既往、引入歧途。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
背下来。

3.了解课文内容，感悟作者对父母评价的理解。

二.教学重难点

作者怎样逐渐理解了父母两种不同评价中饱含的爱。

三.教学课时

两课时

四.教学设计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谈话：一个人的童年往往对他将来人生道路的成功起很大的
决定作用，有一首诗，说明了这一点：(出示“教育与孩子”，
齐读)

敌视伴随着孩子，他学会争斗;

嘲弄伴随着孩子，他羞愧腼腆;

鼓励伴随着孩子，他信心倍增;

赞美伴随着孩子，他鉴赏有方;

认可伴随着孩子，他爱心常存;

分享伴随着孩子，他慷慨大方;

诚实与公正伴随着孩子，他领悟出真理与正义。……

什么――伴随着您的孩子?!

是啊，一个人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童年所受的教育起着很
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第十六课：《“精彩极了”和“糟糕
透了”》，请同学们和我一起书空课题。(师板书课题，生书
空。)

生齐读课题。

二.整体感悟

(一)师：同学们，读了这个题目，你有什么想法?

生提问题。(问题可能为：



1.作者为什么用《“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作题目?

2：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讲的是什么事情?

3：“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有什么联系?

4：“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为什么要打引号?

5：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有什么不同的出发点?

(二)师：现在就带着这些疑问读读课文，看看能不能把这些
问题解决了。现在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边读边
画出生字词拼读几遍，读懂了的地方用笔做上批注。

(生自由读课文，师巡回)

(三)检查生字词自学情况，并说说部分词语的意思。

1.出示：精彩、糟糕、誊写、湿润、一篇、出版、谨慎、一
如既往、引入歧途

指生读。正音。齐读。

2.有不理解的词语吗?

(四)师：带着你们的问题读课文，你读懂了什么?

师：你们觉得这一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

(课文写了作者小时候写了一首诗，母亲对此表示赞扬，父亲
则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这两种评价中成长为一名
大作家。)

三.品读第一部分



师：课文第一个意思是从第一自然段到第几自然段?(一到十
四)

(生自由读课文)

生交流汇报，师相机指导

2.巴迪在听了母亲评价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诗写得非常
好，可爸爸对他评价后他伤心极了。生读有关语句。

3.书中母亲和父亲的评价为什么不一样是因为妈妈评价“精
彩极了”，他今后会有自信心，父亲评价“糟糕透了”是为
了让他知道自己还不是很好，不要骄傲自满。

四.读第二部分

(生默读第二部分)

师：好了，你产生了什么疑问?

生谈自己的疑问。

1.为什么作者说“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有一个共同的
出发点那都是爱?

3.作者为什么觉得这种爱是一种幸运?

“我谨慎地把握生活中的小船”中的“小船”指的是什么?

作者为会把爸爸和妈妈的评价比作风?

师：咱们现在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大家一块儿解决。团结
力量大，我们进行小组合作学习。

(生小组合作学习)



师：好了，我们现在来交流，谁来说，第一个问题。

生汇报交流，师相机指导朗读。

(出示句子：我从心底里知道，“精彩极了”也好，“糟糕透
了”也好，这两个极端的断言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
是爱。)

师：放声读这句话。

(生练读这句话)

(指名读句子，齐读)

五.总结

生谈感受。

师：咱们第二课时可以进行实话实说辩论会，话题是：到底
是慈祥的爱好还是严厉的爱更好。如果面对赞扬和批评，不
管来自谁的，我总结一下，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与大家共勉：

(出示句子：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要谨慎地把握住生活的小
船，使它不因“精彩极了”而搁浅，也不因“糟糕透了”而
倾覆。)

师：你们有什么话想说的下课后把它写在小卡片上。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篇五

2、提问：课文的题目很有意思，同学们预习了课文，有什么
发现吗？

（1、课文的题目加上了引号。这是因为引用了父母说的



话。2、 “精彩”和“糟糕”意思相反，他们是一对反义词。

3、“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是两种片面的评价、都是极
端的评价，“极了”和“透了”都是达到了顶点。根据你的
理解，再读课题。）

3、父母对什么事做出了这两种极端的评价？我七八岁的时候，
写了第一首诗，父母作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

二、研读课文

1、课文（1—14）自然段写了父母对我写诗作出评价的？请
同学们翻开课本82页，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1—14），
想想：父母是怎样评价我写的第一首诗的呢？“我”对父母
的评价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对自己读懂的内容可以做一些标
注。

2、指名学生回答。（面对巴迪的诗，父母的评价不一样，我
们先来看看母亲的评价。）

3．找出母亲的话，师引读。这里抓住了母亲的什么来写？
（动作神态语言），从这句话中你感受到什么？你怎么理解
母亲的评价。谁能读读这段话，模仿一下母亲的动作神态和
语言？（指名朗读。）（表扬：你读的精彩极了）

4．巴迪的反应如何，如果你是此时的巴迪，你会怎么想？

5．这么好的诗，这是母亲的评价，要不要拿给父亲看，巴迪
此时最想的是什么，他怀着怎样的心情等待父亲回来？（焦
急、兴奋、自豪、迫不及待）

（2）听了父亲这样的评价，巴迪的心情怎样呢？用一个词来
说一下。（难过/沮丧/伤心？）把你的理解读出来（指名读）



作方法。带着你们的理解，再读这句话。

三、交流品读，内化感情

在“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这样的评价中，巴迪一天天
长大，他对父母的评价有新的认识吗？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
问题，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的（15——17）自然段，先自学，
要求：找出含义深刻的句子读一读，理解然后在小组内讨论
交流。

1、全班交流。（你读懂了哪个句子，先读那个句子，再谈谈
你的理解。）

2、主要交流的句子：

“一个作家，应该视生活中的？总结，提高”（补充说明，
出示）

（1）师：母亲给我的是什么样的力量？（鼓励、赞赏、给我
写作的源泉板书：鼓励）还有一种力量，父亲给我的是什么
力量？（警告，批评）板书（警告）。如果只有母亲的鼓励，
或者只有父亲的警告，巴迪就不会健康的成长。只有有了这
两种力量，巴迪才能健康成长。

（2）对于给巴迪力量的人，巴迪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感情呢？
（感激）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幸运的巴迪对父母亲的感激。
我们一块来读这句话。合作读这段话，女同学读写母亲的句
子，男同学读写父亲的句子，齐读后面的部分。

巴迪理解了这一点，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能成为著名的作家，
离不开母亲的鼓励，更离不开父亲的警告。于是，巴迪发自
内心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师读（我从心底知道？那就是
爱）。（板书：爱）



（3）这种爱你能体会吗？感受一下。带着你的理解读读这段
话。

“精彩极了”是爱，“糟糕透了”也是爱，你理解吗？测试
一下。

理解；批评也是爱：

情景：

1、小屋被你搞的乱七八糟，妈妈生气地责备你，你怎样理解
母亲的批评？

2、又一次没完成作业，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严厉地批评了
你，你怎么理解？

3、类似的事在你身上有过吗？交流。

4、老师给过你们爱吗？有过表扬的爱吗？有过批评的爱吗？

四、总结

看来同学们完全理解了作者的文章，“精彩极了”是
爱，“糟糕透了”也是爱，因为有这两种爱，才会有两种不
同的评价，父母长辈们给了我们不同形式的爱，同样，我们
也要给他们回报。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回报他们呢？（指名说）

老师学了这一课，也有自己的感受，送给同学们，我们一起
共勉。阳光是幸福的起点，风雨是成长的伙伴，快乐地享受
阳光，勇敢地接受风雨。学会理解，懂得感恩，让我们在温
柔的呼唤中成长，让我们在严厉的批评中茁壮。

五、推荐一本书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相信
你读了之后会对爱有更深刻的感受，祝同学们在爱中健康成
长。



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感想篇六

1、学会本课7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精彩、糟糕、誊
写、敬仰、出版、谨慎、迫不及待、一如既往、引入歧途。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选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背下来。

3、从父母亲对孩子的评价中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爱。

1、体会课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的意思。

2、从父母亲对孩子的各自不同的评价中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
爱。

3课时

学程导引：

第一课时

1、读读这两句话，体会不同语气。

2、说说这两句话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3、导言：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精彩极
了”和“糟糕透了”

课文到底讲述了一件怎样有趣的事?

1、充分读书，把课文读正确、流利。

2、想想父母不同的评价对孩子起了什么作用?在自己感受最
深的语句旁加一点批注。

3、提出自己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



1、指名读课文，帮助学生把难读的部分多读几遍，读好课文。

2、在小组内交流各自的体会，讨论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

3、全班交流：提出小组成员都感兴趣或不懂的问题，留待进
一步读书讨论。

1、重点指导书写“誊”(与“誉”、“卷”进行对
比)、“谨”(右半部分要写紧凑)。

2、抄写带有生字的词语。

第二课时

1、喜欢讨论同一问题的同学自由结组，读书讨论。

(1)作者为什么用《“精彩极了”“糟糕透了”》为题?

(2)同一首诗，妈妈为什么说“精彩极了”，爸爸却说“糟糕
透了”?

(3)假如父母都说“精彩极了”或“糟糕透了”，又会怎样
呢?

2、分组会报讨论情况，其他同学可以补充，教师相机指导。

1、朗读指导要点：

(1)写诗后，母亲和父亲对“我”的诗不同的评价及“我”不
同的反应。

如：母亲的兴奋和赞美，父亲的近乎冷酷和严肃;“我”听到
母亲表扬后盼望父亲回来的心情、表现等一系列孩子的体验，
都应读出了。



(2)课文最后两段，是作者对两种评价的冷静思考和独到见解，
是成年后的理性认识，也应区别于前面的朗读。

2、选择感受最深的部分练习背诵。

(1)自主背诵。

(2)选择相同内容的同学齐背。

鼓励学生畅谈自己的体会，通过交流，认识到：(“精彩极
了”也好，“糟糕透了”也好，这两个极端的断言有一个共
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认识到爱有两种：一种是慈祥的
爱，鼓励似的爱;一种是严厉的爱，严格要求的爱。我们每个
人都体验过这两种不同的爱，这些爱有的来自于父母，有的
来自于教师，有的来自于其他长辈。只是小的时候，我们更
喜欢听“精彩极了”，不喜欢听“糟糕透了”。读了这篇文
章，认识到应该听听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1、抄写含义深刻的语句。

2、有兴趣的，可完成课后选作题。

第三课时

誊( ) 歧( ) 谨( ) 版( ) 即( )

誉( ) 枝( ) 勤( ) 叛( ) 既( )

1、所以需要警告的力量来平衡，需要有人时常提醒( )你。

2、不过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鼓励( )，因此我一直在写作。

3、这两个极端的断言( )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

慈祥的 力量 谨慎地 把握



敬告的 诗篇 努力地 向前

漂亮的 母亲 兴奋地 嚷道

精彩的 字体 不住地 赞扬

例：这不是伟大的奇观吗?

这真是伟大的奇观啊!

(1)难道世界上糟糕的诗还不够多么?

————————————————————————

(2)哪条 法律规定巴迪一定要成为诗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