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两只小熊的读后感吴然(优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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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小熊的读后感吴然篇一

《两只棉手套》讲了一个松鼠爸爸冒着风雪为了松鼠妈妈和
小宝宝寻找树洞的故事。一开始，松鼠爸爸遭到了大黑熊和
小刺猬的拒绝。后来，他无意中捡到了一只手套，这只手套
就成了松鼠妈妈和小宝宝的家。手套的主人一个小男孩，在
了解情况后，把另一只手套也给了松鼠一家。

从这个故事中，首先我感受到了松鼠爸爸对松鼠宝宝的关爱，
冒着风雪，不怕困难去寻找树洞。这就像爸爸妈妈时刻关心
着我，我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做一个好孩子；其次，
小男孩对松鼠一家的关爱，他宁肯自己手冷也要把另一只手
套送给松鼠一家。我要向他学习，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两只小熊的读后感吴然篇二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能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过程与方法：在语文实践中学习有感情朗读的方法和朗读评
价的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明白不能依赖父母，应该从小学习生活的
本领。



二、教学过程

揭题导学片段：

生：想！

（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低年级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在很大
程度上受情绪的影响，而且他们有很强的表现欲望。当学生
看到漂亮的头饰，一个个都眼睛发亮，跃跃欲试，这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情绪，让学生能很快地
进入学习状态。）

阅读教学片段：

（1）一只小狮子整天练习滚、扑、撕、咬，非常刻苦，另一
只却懒洋洋地晒太阳什么也不干。

师：一只狮子整天练习滚、扑、撕、咬，谁来学学这几个动
作？（板贴：滚、扑、撕、咬）（指名表演）

师：你觉得他表演得怎么样？

生：他这样太轻了，不能把小动物扑住，也不能把动物的皮
撕开。

师：对呀，狮子可是林中的大王呢，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食
肉动物，你能来演好这几个动作吗？（该生表演）

师：我们想把这几个动作演好都那么难，可这只小狮子是怎
么样地练习的？

（课件示小狮子练习的情景：小狮子在不停地练习。）

生：不停地练呀，练呀。



生：很辛苦地练。

生：从早上一直练到晚上，都没有休息。

师：从早到晚不停地练习用课文中的词语就是（整天练习）。

师：它整天练习，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吃哪些苦头呢？

生：脚会累。

生：会摔倒。

生：刚开始会练不好。

师：你觉得这是一只怎样的狮子？

生：勤劳的狮子。

师：你能把它勤劳的样子读出来吗？(生读课文)

生：勇敢的狮子。

师：你能读出它的勇敢吗？（生读课文）

师：另一只狮子在干什么呢？

生：在懒洋洋地晒太阳。

师：谁来演一演它懒洋洋的样子？（指名表演）

师：真是只懒洋洋的狮子，谁能把它懒洋洋的样子读出来？
（指名读）

师：同样是狮子，表现竟这样的不同，你们能读好这段话吗？
（齐读）



师：看到这两只狮子，特别是这只懒狮子，你有什么问题吗？

生：它怎么这么懒呀？

生：它这么懒，以后怎么生活呀？

（评析：这部分是课文理解的重点。在这段话中滚、扑、撕、
咬、整天、非常刻苦、懒洋洋等词语都较难理解，而理解这
些词语对于学生感悟下文苦头、真正的狮子以及课文的深层
内涵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这些词语光靠教师的讲解是很难明
白而且机械无趣的。在这里，教师恰如其分地用了表演的方
法让学生更直观地看到滚、扑、撕、咬这几个动作和懒洋洋
的表情及状态，形成两只狮子形象的鲜明对比。更用了评演
的方式，引出对话让学生明白演好这几个动作都那么难而小
狮子要从早到晚不停地练习，是多么地辛苦。这其实是在不
知不觉中让学生理解了整天、非常刻苦含义。）

（2）小树问：那你以后怎样生活呢？

懒狮子说：我爸爸和妈妈是林中的大王，凭着它们的地位，
我会生活得很好！

师：他们第二次又说了什么？指名读，师读提示语，请其它
学生注意倾听，准备点评。

（在读对话时师加上提示语骄傲地。）

师：谁来评评他们读得怎么样，你可以学学他们读得好的地
方，也可以说说他们读得不够好的地方。

生：我觉得美子读得真的像在问别人一样，很好！

师：你能学一学吗？（生学着读）

师：还有谁来评？



生：我觉得福晋读得不好，他一点也不骄傲，不像懒狮子。

师：你能把它骄傲的样子读出来吗？(生试读)

师：谁能加上动作读读这句话？（指名试读）

（一生仰着头，斜着眼睛，竖着大姆指一副骄傲的样子）

师：你演得真像那只骄傲的狮子！你能上台来演给同学们看
看吗？

---------------------------

（该生上台表演）

让其它学生自己试着演读

指名演读，集体演读。

师：你看到懒狮子这幅样子，你有什么看法？

生：我看他很不顺眼，什么本领也没有，还觉得自己很牛。

生：我觉得他很骄傲，骄傲肯定会落后的。

师：这只小狮子真的会生活得很好吗？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
解。

生：不会，他会被送到动物园。

生：他会被豹子吃掉，因为豹子也是食肉动物。

师：是呀，动物世界也有竞争呢，谁有本领谁就是林中大王。

（小树和懒狮子的对话是课文感情朗读的重点，特别是第二



次对话充分展现了一只骄傲的自以为是的懒狮子，读好这组
对话对于学生理解懒狮子为什么这么懒，什么也不干是关键。
为了让学生能读出懒狮子的语气，我加了提示语骄傲地，可
学生由于生活经验少，未能完全体会。于是，我又用了表演
的方式，让学生一边做动作一边读。果然，就有学生表演出
了骄傲的表情和动作，这位学生夸张的表演引来了其它学生
的纷纷效仿。全班一片沸腾，情绪高涨，一个个争着要演懒
狮子。同时，我也发现，不用我怎么点拨朗读技巧，学生已
能将对话读得很好。在这之中，学生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思
想品德的教育，他们觉得懒狮子这样很让人讨厌，还知道骄
傲会落后，这远比教师一味地讲我们不要像懒狮子那样，效
果要好得多。）

总结拓展片段：

师：接下来我们要演这个故事了，但是有个要求，你演谁就
要把谁的话记住，想想怎样把它演得更像。（学生自选择一
角色自由准备）。

选几名准备较充分的学生上台戴上头饰表演，师读旁白。

师：现在你就是勤劳的狮子、懒狮子、小树和狮子妈妈了。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生：你们好，我是勤劳的狮子。

生：我是那只骄傲的懒狮子。

生：大家好，我是小树。

生：你们好，我是狮子妈妈。

在演完课文内容时，师问懒狮子：听了妈妈的话，你想对妈
妈说些什么呢？



生（懒狮子）：妈妈，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练本领的。

师：真是只知错就改的狮子，妈妈你又会对它说些什么呢？

生（狮妈妈）：那才是我的好孩子！

师：同学们，你们看了他们的表演，有什么想问的吗？

生：我想问勤劳的狮子，你不停地练本领，都不休息，不累
吗？

生：我累呀，可是我想成为林中的大王，所以我不怕累。

生：我问懒狮子，你说你会好好练本领，你能做到吗？

生：我能做到。

生：可你以前那么懒，会不会练了几天又想休息了？

生：我可以叫狮子妈妈管我呀。

师：看来很有改的决心。

生：老师，这里怎么没有狮子爸爸呀？

师：对呀，狮子爸爸去哪儿了？谁知道？

生：他肯定去捕猎了。

（在分角色感情朗读的基础上，把文字故事转化为直观形象
的表演，这是知识内化的过程，也是对刚上课时承诺的对现。
在这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教师还抓住这表演的契机，努力
营造口语交际的氛围，让孩子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在这
过程中，学生不但得到了语言表达方面的锻炼，而且又进一
步理解了课文，真可谓一举两得。）



教后反思：

有人说人生如戏，也有人说戏如人生，不管哪种说法更确切，
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苍白的生命是肯定无法演出多彩
的人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也都在扮演着特定的角色，
有人流芳百世，有遗臭万年。孩子们是未来的主人，是成功，
是失败，那得看你是否为他们的生命奠基！

新课标的出台，让人们更注重了语文的人文性，语文课堂不
再是知识灌输的过程，它是生动活泼的，是有滋有味的。它
更强调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要求把每一个在阅读中
的学生都视为一个独特的自我，在阅读中注重情感体验发展
个性或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新课还标指出，在第一学段，
主要以培养学生喜欢阅读，感受阅读的乐趣和良好的阅读习
惯。

据新课标的精神，我设计的这堂课的特色主要是以演为手段
培养学生的阅读的兴趣和阅读的习惯，努力让阅读成为赏心
悦目的享受，成为学生自我表现的舞台。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演激兴趣。

记得一位特级教师提出，一堂好课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四小
即小眼发光、小脸通红、小手直举、小口常开。怎样让学生
做到这四小呢？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低年级儿童的学
习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情绪的影响，要想学生人人参与教
学过程，须采生动有趣的教法。而表演就是一种孩子们喜闻
乐见的方式。在这堂课，我就多处使用了这种方法，让学生
的注意力不断被吸引，情绪一直高涨。新课标指出语文课堂
是情感交流的过程，有了这些积极的情感，学生才能主动地



参与到学习的活动中，才能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

以演助理解。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
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新课还标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
主要途径也应该是语文实践，不宜刻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
完整。新课程不应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因为如果只是以
落实所谓的知识点为前提以单纯的接受性学习为过程，以知
识技能的熟练为目的，就无法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
本课教师用表演的方式让学生理解词语滚、扑、撕、咬、整
天、非常刻苦、懒洋洋，学生更愿意参与，更能直观感受并
内化词语意思，这样的语文实践远比教师枯燥无味的讲解要
好得多。

以演入情境。

新课标指出：朗读要在正确的基础上逐步达到流利、有感情
要轻重起伏，力戒唱读和一字一顿地朗读。本课的目标之一
就是能分角色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怎样才能做到有感情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入情入境，表演能很快地让学生进
入情境，把自己当作是故事中的人物，像本课中教师让学生
演一演懒狮子骄傲的样子再读懒狮子的话，这样不用教师怎
么指点朗读的技巧，学生已能读得有声有色，这是一种指导
有感情朗读的非常有效的方法。

以演促交际。

新课标着眼于现代社会人际交往频繁的要求，在口语交际方
面提出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强调文明交往和合作
精神。而口语交际并不只是口语交际课的任务。教师必须努
力开发语文课程资源，凭借教材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语
文实践活动，创造性地进行口语交际教学才能真正、更快、



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以及愿意、主动和别人
交流的习惯。本课教师就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在进行分角色
表演的同时，不忘利用这创造的良好情境，开展生生对话，
师生对话，不断提高学生听的能力、说的水平、参与讨论的
热情，并懂得与人交往的礼貌。

最后，要指出的是，演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每篇课文
都适合演，也不是演得越多就越好，演要用得恰当，用得巧
妙，才会在课堂上擦出精彩的火花！

两只小熊的读后感吴然篇三

（一）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明确从小锻炼生活的本领，不
应该依靠父母的本领和地位生活。

（二）练习用“应该，真正，本领”三个词语说话。

（三）分角色朗读课文。

二、教学重点

（一）使学生进一步明确从小锻炼生活的本领，不应该依靠
父母的本领和地位生活。

（二）练习用“应该、真正、本领”

3个词语说话。

三、教学难点

练习用词语说意思完整的话。

四、教学过程



（一）指名读全文。

认真观察第三幅图，看一看狮子妈妈和懒狮子的表情，读一
读狮子妈妈的话，再谈对狮子妈妈话的理解。

（二）练习用“应该、真正、本领”说话。

1．读一读下面的句子。

（1）你也应该刻苦练功。

（2）自己学会生活的本领，才能成为真正的狮子。

边读句子，边体会“应该、真正、本领”的用法。

2．练习用“应该、本领、真正”

3个词语说话。先让学生自己说，老师根据学生说的情况，加
以更正，指点。

（1）应该：

我是一名小学生，应该好好学习。

我应该尊敬老师，爱护小同学。

我应该爱护公共财产。

（2）本领：

我们应该刻苦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了保卫祖国。

我们要学好建设祖国的本领。

（3）真正：



我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成为真正的祖国的接班人。

当我做得不对的时候，李明给我指出来，帮我改正，他才是
我真正的朋友。

（三）分角色朗读课文。

1．懒狮子的话要读出懒洋洋、炫耀自豪的语气。

2．狮子妈妈的话，要读出老练，沉稳，和蔼的语气。

3．小树的话要读出问话的语气，惊奇的语气。

先小组内分角色读，然后指名分角色朗读。

（四）认真观察第三幅图，想象一下，懒狮子听了妈妈的话
以后，会怎样做？

（进行发散思维的训练，指出，只要听妈妈的话，有错就改，
改好了，就是好样的）。

（五）你喜欢哪只小狮子，为什么？

（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

我喜欢那只勤奋的小狮子，因为它不怕吃苦，练习生活的本
领，有了生活的本领，才能独立生活，而不靠父母的地位和
本领生活。

我也喜欢第二只小狮子，因为它在虚心、认真地听妈妈的教
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也刻苦练功了，它知错就改，所以
我也喜欢它。



两只小熊的读后感吴然篇四

今天我看了《两只青蛙》，一只叫木木，一只叫乐乐，他们
掉到装满奶油的油缸里，因为油太滑他们无法上去，木木放
弃了但乐乐还在坚持努力地跳，终于油被变成了奶酪，乐乐
跳了出去，木木却已经被奶油淹死了。

每个人的自信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了自信是什么事情也做
不好的，我们应该向乐乐学习。

两只小熊的读后感吴然篇五

今天我学了《两只小狮子》这篇课文，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
狮子妈妈的两个孩子，一只每天刻苦的练习本领，另一只每
天什么也不干就知道懒洋洋地晒太阳。狮子妈妈对懒狮子说：
“将来你靠谁呢?你要学会生活的本领，做一只真正的狮
子。”

通过内容我应该向勤劳的`狮子学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
能老依靠爸爸妈妈和老师。妈妈告诉我一句话是：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