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雁读后感(模板7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大雁读后感篇一

詹天佑是一位爱国工程师，他负责修筑的是最著名的”京张
铁路“!当时我们国家刚提出修筑计划，外国人就出来阻拦，
他们都想获得这条铁路的修筑权。后来他们提出一个条件：
如果中国工程师自己去修筑，他们就不再过问。那时后，中
国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位!

我很佩服詹天佑，他面对困难时毫不畏惧，他不怕嘲笑，毅
然接受了任务。詹天佑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
之心和自信心!他想让中华富裕起来强大起来。詹天佑经常勉
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半点马虎。
’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行该出自工程人员之
口。“从这句话中，我体会到了詹天佑对这项工作的认真态
度，他很重视这项工作。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
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惹那些
外国人讥笑，还会使中国的工程师失掉信心。詹天佑对这项
工作很重视，他不想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他把祖国
的任何东西都放在心里，因为他是一名爱国的工程师!

我要向詹天佑学习，虽然我不能像他一样也去修筑一条铁路，
但我可以从小事做起。现在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让自己
成为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才!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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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读后感篇二

一个想当拳击手的男孩，想要一个练习的对象。爸爸妈妈在
一堆家中旧物里找到一只玩具熊，给他作为练习的`工具。男
孩看到这只破旧的小熊，却伸不出他的拳头。

这只小玩具熊，是作者童年时代的朋友。他和小玩具熊形影
不离，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无论快乐还是忧愁，都要告诉
它……小熊陪伴他走过了快乐的童年……面对童年的朋友，
带着再度被唤起的友情，男孩低下头对妈妈说：“我改变主
意了，我永远也不想当拳击手了。”

友情，是长久的，与亲情一样，如钢铁一样坚固，没有什么
力量会摧毁友情与亲情，而我们，对友情常常会视而不见：
摔跤了，朋友将我扶起；学习遇到难题了，朋友教会了我；
我们往往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这一个个细小的帮助，是来
自于朋友的友情，是金钱也换不来的!我们怎能不珍惜友情
呢!

珍惜每一个朋友，就是积蓄一笔人生的宝贵财富。

大雁读后感篇三

自从我读了“望洞庭”以后，觉得作者刘禹锡写的太好了，
尤其是“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描写的洞庭
湖的样子真是太好了，太美妙了。

从我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盼望，盼望有一天可以见到诗人刘
禹锡，直到现在两年都过去了，我依然没有见到诗人刘禹锡，
我感到很失望。

他的每一首诗每句话都永记在心，一想到“望洞庭”这首诗
我就想到我8岁时的一个心愿，如今这心愿我已无法实现了，
我只想了解更多地刘禹锡的诗和词，当然还有说过的每一句



话。

通过这首诗，我想告诉自己：“诗中告诉人类应该知道什么
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望洞庭的风景和湖光还有秋月都隔
为一体，让人类好好地欣赏一番，湖面上海没有磨过的镜子。
远远低看去，洞庭湖山水苍翠，就像银盘子里放着一只青青
的田螺。

我虽然没有见过望洞庭的风景和诗上所说的那种美景，但是
我可以感受到洞庭湖美丽平静的湖面，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
么会喜欢刘禹锡的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有一种喜悦，
所以我就开始喜欢刘禹锡的诗和词。

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我将会学习更多的刘禹锡的诗词。

大雁读后感篇四

我觉得《桂花雨》这篇课文写的很好，把作者想摇桂花的心
急写得恨不得马上就摇，还把母亲的那种担忧写得好像很怕
台风现在就来把桂花给吹走。

作者把桂花的香味写的我好像都闻到了,“好香啊!”虽然作
者把桂花的缺点写了出来，但丝毫没有让作者对桂花的喜爱
减少。另外还说了桂花的优点，有桂花很香，桂花能泡茶和
做桂花糕的材料，这些优点，让作者对桂花的喜爱只增无减。

作者写摇桂花的乐趣时，感觉好好玩，我都想去摇一摇桂花
了。作者还说桂花可以泡茶和做糕点，想到这里，我的口水
就溢出来了。

作者去杭州读书时，那满山遍野的桂花树，结成花时，说十
里飘香，让我特想去那美丽的地方玩耍几天。

让我流口水的桂花糕和桂花茶，让我恋恋不舍的摇桂花的乐



趣，让我想去游玩的桂花林，这些都让我恋恋不忘，想去痛
痛快快的玩耍几天，再回来。

《桂花雨》这篇文章是我最喜欢读的，因为文章里包含了深
刻的道理。

《桂花雨》文中写道：“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笨笨
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开花季节，也得
仔细地从绿叶丛里找细花。桂花不与繁花斗艳，可是它的香
气味儿真是迷人。”这句话表面上似乎是说：桂花没梅花美。
是的，桂花很小，在百花丛中，桂花确实是小得可怜，甚至
是微不足道。但是，《桂花雨》又继续写道：“桂花不与繁
花斗艳，可是它的香气味儿真是迷人。”

是啊，桂花不像月季、牡丹那样炫耀自己的花朵，它只是凭
借自身浓郁的香气来美化人们的生活。这让我联想到社会上
有些人能说会道，但缺乏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精神，做一
点事情就自以为了不起，整天像蝉一样叫。而有些人，虽然
不善于言谈，却一心关注事业，苦干、实干，成为有用的人。
《桂花雨》这篇文章中所揭示的哲理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做华
而不实的人，而要做一个不图名利、对社会有用的人。

大雁读后感篇五

蝉

原文

今年，蝉鸣得早。杜鹃花还没有零落，就听见断断续续的蝉
声了。近月来窗外的蝉更知知不休的使事忙的人听了很烦。

一天，在树下拾得一病蝉,透明的翅收敛了身躯微微颤抖没有
声响。它就是在树上知知不休过日子的小东西。那么小声音
却那么的响竟响彻一个夏天！曾这样问：何必聒聒？那只不



过是一个夏天罢了！朋友说：知道吗？它等了，才等到一个
夏天。就只有这个夏天它从泥土里出来从幼虫成长过来，等
秋风一吹它的生命就完结了。

17年埋在泥土中出来就活一个夏天为什么呢？朋友说：那本
来的生活历程就是这样。它为了生命的延续必须好好的活着。
哪管是90年，90天都要好好的活过。

那是蝉的生命意义！

斜阳里，想起秋风的颜色，就宽恕了那烦人聒聒！

《蝉》教案

教学目的：

1、会写本课8个生字，会认7个生字和3个多音字。

2、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能用自己的话讲一讲
蝉脱壳的过程。

3、理解重点句子，学习怎样把内容写具体。

4、引导学生关注生命、关注大自然，并且喜爱大自然。

教学重点：

了解蝉是怎么脱壳的。

教学难点：

了解蝉脱壳的步骤，使学生喜爱大自然。

教学准备：



学生预习课文；老师多媒体生字词课件。

课时安排：

三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课时目标：

1、会写本课10个生字，会认6个生字和3个多音字，能正确、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理请课文脉络。

3、了解蝉脱壳的过程，自己可以复述蝉脱壳的过程。

一、谈话导入。

1、师：有一位作家出生于法国南部圣雷翁村一户农家，童年
在乡间与花草虫鸟一起度过。由于贫穷，他连中学也无法正
常读完，但他坚持自学，一生中先后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880年，他终于有
了一间实验室——一款荒芜不毛但却是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
钟爱的土地，他风趣地称之为“荒石园”。在余生的35年中，
法布尔就一直居住在“荒石园”里，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
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科学札记
等资料，完成了《昆虫记》。19，92岁的法布尔在他钟爱的
昆虫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他被国人誉为“昆
虫世界的维吉尔”。他就是法布尔。而《蝉》这篇课文就是
改变自《昆虫记》。(ppt)

2、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蝉，了解蝉。[板书课题]。全班
齐读课



二、初读课文：

2、检查生字词。师：[出示多媒体生字词课件]不知道有哪些
同学回家好好预习了的，谁想来读一读？[注
意“镇”、“蝉”、“震”，多音
字“壳”、“哗”、“调”]师：全班齐读，一个字读三遍。
师：同学们认识了这几个字，能给他们组词吗？师：在8个生
字中，你觉得哪些字容易写错。[注
意：“腾”、“震”、“弱”]师：我们写这几个字的时候要
格外小心。不知道有没有聪明的.同学有好方法记住它们呢，
你能说几个就说几个。师：注意区分“脱壳、蜕皮”，这两
个词。

三、再读课文：

1、理清文章脉络：师：快速浏览课文想想课文主要内容是什
么，主要讲了蝉的哪几方面？预设：a生：蝉怎么脱壳的？b生：
蝉的声音很好，视觉灵敏。c生：蝉有听觉。（相机板书）师：
哪些自然段写蝉怎么脱壳的？（2--4自然段）。师：蝉的声
音很好，视觉灵敏，有听觉又在哪些自然段中呢？（5--10自
然段）。

2、学习第1自然段师：蝉一般都住在哪里？结合你的生活来
说一说。（蝉一般都住在树上，）师：的确，蝉和我们很近，
和我们是邻居。齐读第1自然段。师：作者法布尔称蝉是他的
邻居，说明了作者对蝉是什么感情？（很喜欢蝉，把蝉当朋
友）文章中又是从哪里说明的呢？（我喜欢观察蝉脱壳）
（ppt)我们接着往下读。

四、学习第2--4自然段。

大雁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读了《蝉的产卵及孵化》，又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蝉。



文章主要分成两个大段，一个是蝉的产卵，还有一个当然是
蝉的孵化。

蝉产卵的地方是一排的，一排上有大约三十到四十个刺孔，
也有十几个的。每个刺孔里约有十几个卵，当然，蝉想产多
少就产多少，一次产卵总数在三百到四百之间。蝉产卵时间
长达六至七个小时，产卵时，它们没有争斗。产卵在一片和
平的气氛中进行，只有一只蝉产好后，另外一只蝉才会上去。
如果某只雌蝉抵达的时候，位置已经被占了，只要这只蝉一
发现自己的错误，就会立刻飞走，去寻找别的树枝条。可是，
有种小飞蝇却残忍地屠劣蝉卵，蝉这善良憨厚的巨人却做也
不做什么!

蝉幼虫孵化要众多的阳光，没有了阳光，就不能孵化了。

蝉产卵的情景让我想到了天鹅群和蚂蚁，团结友爱、和平共
处。蝉产卵时不争夺、有秩序、讲文明，我们人与人之间更
应该这样，要互相帮助。小飞蝇则凶恶无比，它们很懒惰不
自己动手筑巢，还残忍地屠杀其它幼虫的卵，实在太可恨了!
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被人的痛苦之上!我们决不能这
样做，遇到这样的事或人要全力阻止。

蝉宝宝们很小就有着优秀品质，它们会赶在冬季来临之前自
己寻找合适的土地，并挖洞，在那里生活四年，这么小就会
独立，真是可贵呀!我们也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懒要勤，
要有文明，做好孩子!

蝉四年的地下苦干换来一个月在阳光下的欢乐，这就是蝉的
生活。我们不要再责备成年的蝉发狂般地高唱凯歌了，整整
四年，它在黑暗中，穿着像羊皮般坚硬的肮脏外套;整整四年，
它用镐尖挖掘着泥土......终于有一天，这位满身泥浆
的“挖土工”突然穿上了高贵的礼服，插上了能与鸟儿相媲
美的翅膀，陶醉在温暖中，沐浴在阳光里，享受着世上至高
无上的欢愉。无论它的音钹有多响，也永远不足以赞扬如此



不易、如此短暂的幸福!

我们人就像蝉一样，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久违的
成功。努力吧!唱起那――凯歌!

大雁读后感篇七

读了《蝉――用生命歌唱生活》一文后，我感慨万分，蝉可
以用一句著名的俗语形容：叫喊的聋子。但它是值得我们敬
佩的。

文章主要写了蝉在某个夏天，它不做一点儿事情，只是终身
唱歌，而蚂蚁则忙于储备食物。冬天到了，蝉过于饥饿，向
蚂蚁借食物，可遭到了难看的待遇。于是从此，蝉便开始靠
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且它并没有放弃唱歌，它唱歌的时候总
是那么专著，从不因为外界的变化而引起情绪波动，所以用
那一著名的俗语来形容它最合适不过了。

以前，我一向讨厌蝉，我讨厌它“知――知――”的叫声，
讨厌他丑陋的外表，讨厌他那没有尽头的噪音，尤其是在你
高度疲劳的时候，一直会听到他那源源不断的叫声，想睡觉
也睡不成，总之，蝉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烦。

直到今天看了这篇文章，我对蝉的看法由讨厌转化为敬佩。
我今天才知道，一只蝉的生成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多则十
七个春秋，然而他们经过十七年的酝酿，却只能绽放一个短
暂的炎夏，等到那秋风飒飒的时候，它美丽的生命也就随之
终结了。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短暂，但又是那样完美。它们在
一个短暂的夏天里，尽情的敞开洪亮的歌喉，演唱着一首又
一首美妙的生命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