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烧麦子感悟(精选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感悟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感悟，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心得感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烧麦子感悟篇一

今天，我读了《三袋麦子》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土地爷爷
给小猪、小牛和小猴各送了一袋麦子，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处
理方式，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小猪憨厚可爱，它迫不及待的把麦子磨成面粉，做成
各种各样的食品。小牛呢，他先把麦子保存起来，等家里的
草料和杂粮都吃完了在慢慢吃着好东西，我觉得小牛做事很
有计划，为了防止发霉和虫蛀，小牛经常把麦子搬到屋外透
透风，晒晒太阳。

我最喜欢小猴，它聪明能干，它把一袋麦子全都种下了地，
一年以后，它的米屋里的麦堆的满满的。原来，小猴把麦子
种下地，这些都是他的收获，而且他还让土地爷爷带一些回
家。我想，小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麦子呢？它一定常常到地
里去锄草、浇水、施肥，它也一定忙得满头大汗，累得腰酸
腿疼，但是看着绿油油的麦苗茁壮成长，心里一定会乐开了
花，也就不觉得累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辛勤劳动才会有收
获。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认真读书，才会有知识，有本领，
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烧麦子感悟篇二

这个故事讲的是土地爷爷送给小猪、小牛和小猴各一袋麦子，
小猪把麦子磨成面粉，做成各种食品吃完了；小牛把麦子保
存好，慢慢享用；而小猴是把麦子种下地，收获了许多麦子。

学了这篇课文之后，我最赞同小猴的做法。因为小猪它非常
懒惰，只知道吃不知道干活。小牛它把家里的草料和杂粮都
吃完了，才吃麦子，说明他非常的勤俭节约。但是，它做的
还不够好。小猴把麦子全种下了地，而且还有了收获，说明
小猴他聪明能干，想什么事都想得很长远，而且他知道只要
付出，就有收获。

要是给我一袋麦子，我就会像小猴那样，把麦子全种下地，
还要浇水、施肥、除草，这样的话我就会收获更多的麦子了。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赞同小猴的做法呢？

烧麦子感悟篇三

1、教材简析：

《三袋麦子》在西师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第三课。
上承《一只梅花鹿》，下承《竹石》。这篇课文是一篇童话
故事，一共有九个自然段，课文情节生动有趣，语言浅显易
懂。讲了土地爷爷送给小猪、小牛、小猴各一袋麦子，小猪
把麦子磨成面粉，做成了各种各样的食品吃了；小牛把麦子
保存好，慢慢享用，而小猴则把麦子种下地，一年后收获了
满满一囤麦子，个人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结果是不一样
的。学生对这篇课文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文中有他们喜欢的
动物形象。

2、学情分析：



我班的学生思维活跃，富于充分的想象力，善于发表个人意
见。因此，在教学中采用看动画片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兴趣，
让他们自主学习，为他们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课文内容故
事性强，线索比较清晰，我根据学生的情况让学生讲故事，
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大胆表演。

3、教学目标

基于我对教材的理解和分析，结合新课标理念我将本节课的
教学目标定为：

知识目标：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能力目标：知道小猪、小牛、小猴谁做得好，体会三个动物
的美好的品格。

情感目标：能正确的评价三个小动物，明白不同的做法会有
不同的结果的道理。

4、教学重难点：

教学时，我根据课文本身的特点，把“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作为教学的重点，“能正确的评价三个小动物，明白不同的
做法会有不同的结果的道理”作为教学的难点。

二、说教法学法

教法：在这堂课中，我采用了情景导入法，讨论交流法，合
作表演法，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去诱发学生的情感，引导学
生自学、讨论、交流。

学法：语文学习不仅要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而尤为重
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方法，在教学中，我主要渗透了自主
学习法、合作学习法。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面对面



地听、说、读、议、演等去实现，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教学过程设计

（一）、动画导入，激发兴趣。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精彩的导入往往能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针对三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我利用多媒体播放动画片
《三袋麦子》引入，学生被这鲜活的画面所吸引，顿时思维
活跃、精神振作，为整堂课的教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欣
赏后让学生交流故事的主要内容，以及故事中的人物，引入
课题，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

（二）、观看动画，理解感悟

看动画片是孩子们最感兴趣、最乐于做的事情，针对这一特
点，我把整堂课的教学以看动画片的方式来完成。根据学生
的不同需求，先后播放土地爷爷分别到小猴、小猪、小牛家
的情景，在学生欣赏动画之后引导学生交流，同时指导学生
朗读。现就以土地爷爷拜访小猴为例谈谈我的具体做法：我
先播放土地爷爷到小猴家这一部分内容，并让学生边看边想，
让学生看后说说小猴家的麦囤里怎么会堆得满满的呀？同时
指导学生读好小猴的话。接着让学生交流：看着小猴家丰收
的情景，听着小猴自豪的话，你准备怎么来夸夸小猴呀？最
后，老师扮演土地爷爷和学生一起表演这部分内容，在老师
的引领下，学生自由组合表演。教学拜访小猪、小牛的思路
与拜访小猴这部分基本相同，只是问题有所不同。通过学生
的看、想、说、读、演，充分展示自己“独特的感受、体验
和理解。”在对三部分内容学完之后，引导学生交流：小朋
友，看了动画片之后，你最喜欢哪种小动物的做法呀？为什
么呢？在此活动中，增强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意识，同时让
学生在合作、探索交流中感受快乐，得到收获，学会相互接
纳，倾听、分享、互助，交流与合作的技能。



（三）、拓展延伸，活跃思维

新课标强调要重视拓展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师要为学生留出选择和拓展的空间，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
发展的需要。当学完本课后此时学生脑中一定会想假如现在
土地爷爷真的从小猴那里拿回了些麦子送给我，我该怎么处
理呢？这时就让学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充分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为学生个性的充分发挥开
辟了空间。从而培养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创新能力。

复述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增强记忆能力，还能
帮助学生积累好词句，提高阅读和写话能力。中年级是培养
学生听说能力的重要时期，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应该切实地
把复述训练落到实处。因此，我再次播放这部动画片，让学
生边看边跟着一起说说这个故事。

四、说板书设计

好的板书是课文精华的体现，我的板书主要采用帖画配文字的
“图文式”板书，简洁、概括，是文章结构的简缩，展现了
文章的重点内容，加强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符合儿童的心
理特点和认知水平。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烧麦子感悟篇四

读了《三袋麦子》这片课文，土地爷爷给小猪、小牛、小猴
三人每人一袋相同麦子，小猪当时就做成好吃的，小牛是省
着吃，小猴是播种，结果是第二年土地爷爷再找到他们时，
小猪早就吃光了，小牛还剩了半袋，小猴却有了一屯子的麦
子。

这使我想到，土地爷爷就像我们的老师，麦子就像上课时老
师给我们大家的知识是一样的，但是大家每次考试的成绩是
不一样的，有的好，有的差。有的小朋友怕，贪玩，上课不
认真听讲，所以就像小猪一样，没有知识，成绩很差。有的
小朋友虽然也在学习，也很用功，但是死记硬背，没有真正
理解，所以就像小牛一样，成绩很一般。有的小朋友上课很
认真，很用功，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能真正理解书本内容，
所以就像小猴一样，发现了麦子除了吃还可以用来播种。

通过《三袋麦子》，我希望我们小朋友都像小猴一样那样优
秀。

烧麦子感悟篇五

三袋麦子（一）

读了《三袋麦子》这个故事，我深受启发。

《三袋麦子》这个童话故事中的三个小动物各有所长，都很
惹人喜欢。我很佩服小猴的聪明能干，做事情想得全面、长
远，也很欣赏小猪的憨厚可爱，但我更为小牛的勤劳节俭所
忻服。它是我们在生活中理财的好榜样。



小牛得到土地爷爷送的麦子，既不像小猪那样一下子吃完，
也不像小猴那样把麦子全种下了地，与众不同的它是“慢慢
吃这好东西。为了防止发霉和虫蛀，还经常把麦子搬到屋外
晒晒太阳。”可见小牛勤俭节约，在生活上非常有计划。

三袋麦子读后感（二）

读了《三袋麦子》这片课文，土地爷爷给小猪、小牛、小猴
三人每人一袋相同麦子，小猪当时就做成好吃的'，小牛是省
着吃，小猴是播种，结果是第二年土地爷爷再找到他们时，
小猪早就吃光了，小牛还剩了半袋，小猴却有了一屯子的麦
子。这使我想到，土地爷爷就像我们的老师，麦子就像上课
时老师给我们大家的知识是一样的，但是大家每次考试的成
绩是不一样的，有的好，有的差。有的小朋友怕，贪玩，上
课不认真听讲，所以就像小猪一样，没有知识，成绩很差。
有的小朋友虽然也在学习，也很用功，但是死记硬背，没有
真正理解，所以就像小牛一样，成绩很一般。有的小朋友上
课很认真，很用功，有良好的学习习惯，能真正理解书本内
容，所以就像小猴一样，发现了麦子除了吃还可以用来播种。

通过《三袋麦子》，我希望我们小朋友都想小猴一样那样优
秀。

三袋麦子读后感（三）

今天，我读的书叫《三袋麦子》。故事主要讲了小牛、小猪、
小猴分别得到土地爷爷的一份礼物——一口袋麦子。小牛省
着吃，小猪是做了许多好吃的。只有小猴把一口袋麦子种下
地，第二年收到了一大囤麦子，并送一口袋给土地爷爷。这
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劳动，才能有吃不完的粮食。从今以
后，我再也不会滥用父母的钱了。每当我用钱的时候，我都
会想到它是父母用血和汗换来的。我要向小牛学习，养成存
钱积累的好习惯。要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钱。每到月底，
我都要去银行存一点“紧急预备金”，剩余的用来买课外书，



继续从书中吸取更多的精神食粮，从而懂得更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