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梦留住读后感 留住今天的太阳读后
感(汇总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
达的含义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把梦留住读后感篇一

教材分析：

本课的主题是爱惜时间，主要叙述了一个爱看日落的孩子萌
生了留住太阳的念头。古老的话题，却成了一个饶有情趣的
故事。重点理解：“我知道，尽管人不可能永远留住太阳，
但人可以比太阳走得快一步，甚至两三步，这几步看起来微
不足道，但作用却非常大。”这句话的意思。

学情分析：

本课是一篇自读课文，主要通过自学、思考、讨论来学习课
文。教学中可围绕外婆的话展开。

在珍惜时间方面学生已有很多积累，比如以前学过的《与时
间赛跑的人》一文中的陈景润懂得珍惜时间，终于在数学领
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教学时跟学生的已有资源和积累
结合起来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教学目标：

1、能借助字典认识生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了解课文内容，懂得时间是宝贵的。

教学重点、难点：

感悟时间是宝贵的，如何做时间的主人。

教学准备：

收集我国的珍惜时间的格言以及我国历史上名人珍惜时间的
故事。

教学过程：

一、导入，检查预习。

1、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3、检查。

(1)词语：伫立山坳笑吟吟旭日东升焦躁悲戚禁不住慈祥眨巴
微不足道

(2)课文。(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分工读。)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良好的预习习惯及合作交流的习惯。）

二、初读课文，了解文中大意。

1、自读课文，思考“留住今天的太阳”是什么意思？我是怎
样留住太阳的？

2、每次我想“留住今天的太阳”时，外婆是怎样说的.？

（设计意图：抓住课题，理清脉络，从外婆的话中感受如何
珍惜时间。）



三、合作学习，并交流。

1、外婆一共说过几句话？

2、分别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3、为什么这样说？

4、集体交流。

5、总结。

四、进一步理解重点句子。

1、“心里不只是焦躁，还带着几分悲戚。”（领会“我”当
时的急切、悲怆的情怀。）

3、交流、朗读。

（设计意图：在反复朗读中感悟，交流，然后导出如何珍惜
时间。）

五、分角色朗读课文，说说你读了课文后的感想。

六、拓展、延伸

1、说说你自己或者别人“留住今天的太阳”的故事。

（李白的“只要工夫深，铁棒磨成针。”的故事，陈景润与
时间赛跑的故事等。）

（设计意图：通过交流让学生懂得如何珍惜宝贵的时间并积
累更多有关珍惜时间的名言。）

课后反思：



《留住今天的太阳》主要记叙了一个爱看日落的孩子，萌发
了留住太阳的念头。最后在外婆的提示下，他找到了留住今
天的太阳办法——爱惜时间。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是思维的导向。在教学中，
教师可通过有意设疑，学生质疑，启发解疑的过程中突破难
点，引导学生在自觉、积极的思维活动中受到思想教育。教
学中，教师说：“小朋友，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傍晚在西
边落山，这是自然规律。可是今天的小作者却要留住今天的
太阳，你们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
课文。”教师精心设计生动、引起思考的导语，拨动学生的
心弦，调动学生兴趣，带着疑问去探究，明白了小作者留住
今天的太阳，就是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做好作业，也就是要珍
惜时间。

新教材的课堂教学，要求我们教学资源来组织教学，通过有
序有效的课堂教学，既完成教学目标，又能促进学生的思想
道德健康成长。这是从学生思想健康发展的需要提出了语文
学科“育人”的重要任务。在教学中，会看到同学们学了课
文之后，都已经意识到要珍惜时间。可是，有的学生平时也
有不少浪费时间的表现，经常拖拉作业就是一个最大的毛病。
于是，教师紧紧抓住教育机会，问：“小朋友，在我们当中，
谁留住了今天的太阳？谁没有留住今天的太阳？”孩子们在
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看到了各自的缺点和优点。在师生良好
的互动中，学生受到了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珍惜时间。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这两句千古名言对我们
启发很大，语文教学中就是要做到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把梦留住读后感篇二

小时候，我总喜欢伏在窗口看日落，呆呆地看着，想着。因
为太阳一下山，周围就会黑沉沉，什么也没有了。我总是百



思不解：太阳公公为什么要下山呢？奶奶常对我说：“孩子，
太阳睡觉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天将要过去了。”我总是含糊
的点点头。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跑去问奶奶。“奶奶，能让太阳公
公不下山吗？”。奶奶摸了摸我的头，迟疑了一下，
说：“好孩子，要想把今天的太阳留住，你得在太阳下山之
前完成你自己的事情，这样就能留住今天的太阳
了。”“哦”我高兴地点了点头。

于是，第二天放学，我一回来就埋头做功课，因为作业是最
重要的任务了。可是，当我埋头苦干完自己的事情时，太阳
公公似乎比往常有点更匆忙，早早下山了。我有些埋怨自己
做得太慢。奶奶看见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灰心，
太阳明天还会再出来的。你明天早点起来，不就赶先太阳公
公一步了吗？”我诚恳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我从睡梦中醒来，太阳公公已经悬挂在半空中
了。我责怪自己醒得太晚。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在太阳下山
之前做完自己的事情，一定要把太阳公公留住。可是坚持了
好多天，次次都差那么一点儿，尽管我把平时去玩耍的时间
都用上了。不过，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把今天的太阳留
住。

终于，机会来了。有一天，因为老师们下午有事开会，提前
放学了，我飞奔回家，争分夺秒地做功课和干活。当我把所
有的事情都做完时，太阳还挂在山头上，我欣喜若狂，我跑
去找奶奶。奶奶似乎也为我感到高兴，说：“小子，好样的，
你把今天的太阳给留住了！”我高兴地笑了，确认自己已经
把太阳公公留住了。可是，太阳似乎有些不大理会，像往常
一样——红着脸下山去了。我有些失望，差点哭了……。

后来，我上了小学三年级，老师告诉我们，一天有二十四小
时，太阳下山不是去睡觉，而是到地球的另一边去了。当我



们这里是白天，另一边是黑夜。我明白了，奶奶说在太阳下
山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做好，就能把今天的太阳留住，是让我
不浪费一分一秒，好好珍惜时间呀。

是的'，人生有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只有把握好今
天的分分秒秒，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把梦留住读后感篇三

几个月前，我的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做《把梦留住》。
这本书是一个叫叶楠的厦门大学研究生到西部支教时写下的
真实记录。向读者展示了在西部支教时的快乐与辛酸，志愿
者的奉献精神，以及西部孩子们对上学的渴望。

作者和他的一位队友被分配在了位于乡下的西安中学。那里
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缺少水和食物。自然条件更是恶劣，
时不时就会黄沙满天，让人出不了门。但是，作者并没有变
得消极，而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看待一切。用诙谐的手
法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但最让我吃惊的，是那儿的教学设施
极度地缺少，体育器材也是寥寥无几。作者买的一个足球，
几根跳绳，便是他们最好的器材。课外读物更是少得可怜。

而且，学校的住宿条件也极差。不仅住的是上世纪50年代盖
的危房，而且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被塞下了三十多位学生，
床单还都是用化肥编织袋铺成的。而出生在南方的我，根本
就不能想象他们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生活的。我从小就没怎
么吃过苦，还不好好学习，真是太令我羞愧了。

西海固的冬天更是难熬。气温动不动就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
度。却因为学校经费不足而烧不起煤炭。作者身穿厚厚的棉
衣尚感寒冷，而孩子们却依然如夏天一般穿着单衣单裤。这
一切是多么地残酷啊!

可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环境，那儿的许多家庭也承受不起。许



多孩子只是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了，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读
完便辍学了。能读到高中或是大学的只是凤毛麟角。在那个
荒凉的土地上，读书便是孩子们一种奢华的享受。在支教队
的努力下，有不少捐款送到了一些孩子手中，每个人只有两
百元。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顿饭，一件衣服的钱。可对他
们而言，这不亚于一根救命稻草，是可以让他们在学海中多
遨游一会儿的小舟，使他们离自己的梦想梦想更近了一步。

让我们多多关注西部，多关注那些孩子们，把他们的梦留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