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游春图读后感(模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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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游春图读后感篇一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学生凭借文字，入
情入境，感受泗水河边浓浓的春意。

2、体会第八自然段孔子所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语所蕴含的
道理，走进孔子高尚的精神世界。

3、营造浓郁的人文氛围和艺术气息，感受语文学习的博大和
美丽。

教学重点、难点：

1、体会孔子所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所蕴涵的道理；

2、领会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及师生之间浓浓的情谊。

教学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设计：

一、导入

2、学生配乐朗诵。



二、孔子论水

1、过渡：泗水河里碧波荡漾，泗水河畔春意融融。浪漫的泗
水春景让人赏心悦目，孔子充满智慧和灵性的语言更给我们
启迪。

出示：水奔流不息，是哺育一切生灵的乳汁，它好像有德行。
水没有一定的形状，或方或长，流必向下，和顺温柔，它好
像有情义。水穿山岩，凿石壁，从无惧色，它好像有志向。
万物入水，必能荡涤污垢，它好像善施教化……由此看来，
水是真君子啊！

（1）品味这段话，把你的收获或疑惑写在边上。

（2）交流：

水滋润万物，哺育众生，像君子一样无私仁厚；

水和顺温柔，真似君子温文尔雅恬淡的性情；

水穿山岩、凿石壁，胸怀志向、多像君子百折不挠的坚贞情
操；

水能荡涤污垢，还万物本真洁净的姿彩，多像教人求真求善
求美的君子风范。

（说得真好，我想你们读懂了孔子的这段话。）

（3）对比读：如果老师把这句段话改一改，你觉得行不行？

出示：水好像有德行，好像有情义，好像有志向，好像善施
教化……由此看来，水是真君子啊！

（交流：孔子用了打比方的方法，由水的特点讲到君子的品
性，学生容易理解，具有说服力。我想你们读懂了孔子的心



思。）

交流，你们真聪明，跟孔子一样，能从司空见惯的流水中看
出如此深奥的道理，老师佩服你们。

（5）孔子和弟子们谈论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会怎样对
弟子说？

“意味深长”是什么意思？他说的话含义丰富而深刻，说得
很含蓄。说的时候语速是怎样的？情感是沉稳的？分别练习，
体会孔子会怎么说。

指名读，逐句指导读，连起来读。

指名配乐读。（评：老师听出来了，孔子不仅在论水，更是
在教育弟子们成为真君子。）

练习背诵。（让我们把孔子的这番话记在心间，启迪我们的
成长，好吗？）

配乐齐背。

三、师生言志

1、听了孔子的谆谆教诲，弟子们受到了什么教育呢？默
读11——13节，体会子路和颜回是不是真君子？并要能说出
自己的理由。

2、交流：

子路：急性子——豪爽、心地坦荡——有情义、乐善好
施——是真君子

颜回：深思熟虑——沉稳、谦逊——温文尔雅、有情义——
是真君子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孔子的教育是成功的。”

3、可惜，颜回的志向歌书上没有写出来，你们猜一猜，歌词
里会写出什么？

交流，颜回的志向歌打动了孔子，他先是侧耳倾听，过了一
会儿，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浓了。

四、评点圣人

总结：是啊，孔子循循善诱，表现出了杰出的教学魅力；他
和蔼可亲，与学生和谐相处，师生情深，给这绚丽的春光增
添了一份迷人的风景。所以说泗水河畔的春意更浓了。

游春图读后感篇二

一、教材分析

《孔子游春》是苏教版语文第十二册的一篇游记。它生动地
描绘了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带领弟子们到泗水河畔赏春，
巧借河水诱导弟子的故事，表现了孔子对弟子的关爱及师生
间真挚的情谊。

二、教学理念

伴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学生已成为教与学的主角，课堂上出
现了更多的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局面，教学组织形式也异
彩分呈。本课教学试图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反思学习，
自我提高，形成“尝试——反思——再尝试——再反思”的
教学模式。

三、教学片断

师：就在这美丽的泗水河畔，25前的一天，大教育家、思想



家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尽情地游玩，他们在游玩之时都说
了些什么呢？请快速浏览文字，哪段文字给你留下了深刻印
象。

生交流。

出示合作要求：尝试自我探究和小组合作

1、每小组任选其中一点理解。

2、各组员独立思考，有自己的理解。

3、小组内交流，让感受和想法走向深入。

生：小组合作学习。教师让学生独立尝试体会文句。

师：请同学们任选其中的一点说说自已的理解、感受和想法。

生：说水“有德行”，是说水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师：你从哪儿体会到的？哪些词？

生：哺育、一切、乳汁。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水，水用自己
去浇灌万物，牺牲了自己，却成长了别人，这是一种多么伟
大的精神啊！

师：你说得真好！

生：我来谈水“有志向”。我体会到水有一种一往无前的精
神。水的志向是流向大海，为此，它穿山岩，凿石壁，可见
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过许多艰难险阻，
但它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朝着理想奔去，这种精神令人敬
佩。

师：说得多好啊，正所谓：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有风雨兼



程！

生：我想谈水“善施教化”。

师：就这一点，你能具体地说说吗？

师：你对其他同学的问题还有要补充的吗？你对自己的回答
是不是要做补充和调整？

生：水随着周围的形状而变化，在一个正方体的容器里，它
便是方的，在一个长长的水渠里，它便是长的，它总是顺着
地势下流，和顺温柔，具有温文尔雅的性情。

生：这里的省略号省略了水的其他品性。

师：那么，水在你心目中又具有怎样的品性呢？你能代子说
下去吗？

学生们静心思考后纷纷举手。

生：水若满则溢，它好像懂得知足常乐，不能贪得无厌。

生：水或深或浅，清澈透明，它好像很纯洁。

生：水小可成滴，大可成洋，它好像有气量。

……

师：由此看来，水是真君子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孔子的这
段话。

生齐读。

四、教学反思



《孔子游春》这篇课文，语言优美，哲理深刻，孔子论水的
一番言论发人深思。教师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激励作用，
带领学生在文本中饶有兴趣地游览，有滋有味地品读。

2、在学生理解了水所具备特性的基础上，再设计一个：你能
代孔子说下去吗？水还像什么？还具有哪些特点、品质呢？
这样学生的认识就更进了一层，给予了学生充分的想象空间，
由此想到了做人还需具备哪些品质，无形中就是在向学生进
行道德教育。这不正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
与人文性的统一吗？对于文本这一表达形式，通过这一想象
说话的训练，学生对这种写法也了熟记于心，对于写作能力
的提高，无疑是大有帮助的。使学生在尝试自己理解后对文
本和做人给予反思，最后形成对文本和做人的真正的、深刻
的理解。

游春图读后感篇三

读完《孔子游春》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多的感受，深深地在我
心里烙下了印。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讲的是孔子带着弟子们去游赏春景，面对
这样迷人的景色，让孔子想到水，又从水想到了真君子，并
借水来给弟子们上了一节精彩的课。

当孔子对弟子们说水似真君子有德行、有情义、有志向与善
施教化，弟子们像从梦里突然醒过来似的。我印象最深的是
弟子们听完了老师的宏论后，三三两两地向老师言志，他们
这些言出来的志各有不同，我也从他们言志中体会到了他们
的。从子路说的话中，我体会到了他大方、豪爽的性格，从
颜回的话语中我体会到了他谦虚、有德行……最后，我从孔
子的话语中，体会到他胸襟的博大，拥有大爱的胸怀。

在我读完所有内容时，我看到了一个富有智慧、善施教化和
循循善诱的孔子孔老师。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又读了一个关



于孔子的故事。讲的是孔子看到有两个小孩在辩“太阳是在
中午离人近，还是早上离人近”的话题。孔子来了兴趣，也
参加了这个话题。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低头思考，
可见他又是一位谦虚、善思的人。

啊!孔子不愧是被百姓称“千古圣人，万世师表”的名号，长
大后，我想当一个谦虚好学，善于思考和孝敬长辈的人。

游春图读后感篇四

《孔子游春》是苏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第七单元的一篇。
本课是一篇游记，是描述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带着弟子
到泗水河畔游春，巧借河水教化弟子的生动一课，表现了孔
子对弟子的关心，洋溢着师生间浓浓的情谊。孔子趁“泗水
河正涨春潮”之际，适时组织弟子“游春”，并以“水”为
话题，叙物明理、润物无声，善教至极；随后与弟子弄琴唱
和、“手舞足蹈”、情浓至极。辞章俱佳、意境深远，发人
深省、回味无穷。

二、说设计理念

课文第八自然段――孔子论水，是全文的重点，也是难点。
在这一段的教学过程中，我以“孔子做为大教育家，对水有
怎样的论述呢？”引出“水是真君子”的观点，而后提出问题
“水有哪些品质？哪个些词语能表现出水的高尚品德？”这
样，由易到难、步步深入，重难点的突破也就水到渠成。其
中为帮助学生理解水的高尚品德？”我采用了联系旧知、联
系生活实践，仿照例句补充水的其它品质等方法，让学生通
过自主探索顺利解决问题，从而获得成功体验，提高探索学
习的兴趣。

三、说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第2、8自然



段。

2．感受泗水河边的醉人春景，理解文中第8自然段中孔子话
语中所蕴含的道理。

3．领会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及感受师生间浓浓的情意。

四、说教学流程

（一）课前谈话，导入新课

生交流在教过的老师中，哪位老师留下的印象最深，哪个方
面印象最深。

（二）学习“赏春景”。

1．思考：孔子的课堂在哪里？和我们现在的课堂比一比，孔
子的课堂没有什么，有什么？用“――”画出来。

2．继续想象，练习说话。

看到――――，想到――――；

看到――――，想到――――；

看到――――，想到――――；

看到――――，想到――――。

3．再次齐读第二自然段，学生领读补充的句子。

（三）学习“论水”

1．思考：孔子为什么说水是“真君子”？



2．自由读第八自然段，圈出关键的词语。

3．生自由朗读，并圈画。

4．交流

5．练习说话：仿照写一句水的其它品性。

（懂忍让、有胸怀……）

6．齐读第八自然段。

四、学习“言志”

1．读一读子路、颜回、孔子的志向，是否发现了水的影子？

2．谈自己的志向。

3．孔子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五）总结全文

（六）布置作业：

课后写一篇习作《一节印象最深的课》。

游春图读后感篇五

通过我学这篇课文,我了解了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公元
肖479)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我从《两个小儿辩日》我知道了孔
子是位待人平等的人。

通过学习《孔子游春》这篇课文知道了孔子是位富有智慧,善
施教化的人,其中富有智慧我是从孔子带弟子们游玩,教育弟



子们看出来的,他把自己想教的东西通过实践来表现出来,陆
游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我想孔子也是这样想的,他想要在特殊的情况下,弟子们才会
记得更牢。

真不愧说孔子是“千古圣人,万世师矣”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