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本我的爸爸读后感一年级(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
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绘本我的爸爸读后感一年级篇一

打针情景。

绘本《我好害怕》。

事先让幼儿和家长讨论并记录自己最害怕的事或物。

活动目标

能够想办法消除害怕的心理，尝试战胜害怕。

知道害怕的感觉人人都会有，愿意大胆说出自己内心的恐惧。

活动过程

一、绘本植入，引出害怕心理。

你们看，谁来了?(小熊)

小熊今天怎么了?小小的圆眼睛瞪得大大的，毛都立了起来，
双手握得紧紧的。到底怎么了?(不高兴、生气、害怕)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原来是遇见了一只凶恶的大狼狗，还在汪汪汪地叫呢!小熊真
害怕!

二、经验迁移，说出自己的害怕。

1、根据记录图，讨论自己的害怕。

那你有害怕的时候吗?(有)

昨天宝宝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已经把自己害怕的事情画了下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请你轻轻地从小椅子下面取出图片，
和身边的朋友说一说。(老师巡回倾听)

2、个别幼儿说出自己的害怕心理。

你害怕的是什么?(大灰狼)

为什么会害怕?(因为大灰狼会咬我们)

害怕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不舒服)

我们来做做害怕时的样子。

原来害怕时我们会全身发抖、缩成一团;还会闭上眼睛、捂住
耳朵等，真不不舒服。

3、经验归类梳理。

还有谁也害怕这种厉害的动物?(我怕老虎、我怕的是蛇)

总：原来你们都害怕蛇、老虎、大灰狼这些厉害的动物。(教
师边说边出示展板)

你害怕的是什么?(刀)



为什么?(因为它会把人割伤的)

(因为插头有电要电死人的;剪刀碰到别人也会受伤的)

你害怕的是什么?(打雷)

为什么?(很响，很吓人)

还有谁也害怕这种很响的声音?(我怕气球爆炸、风声)

总：原来那些很响、很恐怖的声音也会让我们感到害怕。(出
示展板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他害怕什么?(打针)

为什么?(打针很疼)

哦，有很多小朋友因为怕疼，害怕打针。(揭示展板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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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原来每个人都会害怕，害怕是种冷冷的、紧紧的、不
舒服的感觉。害怕的时候我们会哭、会躲起来。你喜欢这种
感觉吗?(不喜欢)

三、讨论交流，克服害怕心理。

1、结合展板，讨论解决的办法。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不害怕呢?

遇到这些凶猛的动物时，我们可以怎么做?(逃跑、躲起来、
找妈妈……)

总：有了这些好办法，我们就不怕这些凶猛的动物了。(将害
怕表情翻面成笑脸)



电、刀这些东西，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用到，但是一不小心就
会受伤，那该怎么做?(小心使用、不玩电和火、请爸爸妈妈
帮忙)

总：你们真会动脑筋，这样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怕了。(翻转笑
脸)

听到可怕的声音怎么办?(捂耳朵、放音乐、让妈妈抱)

总：原来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分散注意，战胜这些可怕的声音。
(翻转笑脸)

2、情景表演，积极面对害怕。

打针你们怕吗?

打针可以治疗疾病;打预防针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得棒棒的，能
不能因为害怕就不打针呢?怎么做才能让自己不害怕?(有的不
怕，真勇敢;怕，打针的时候不看，躲在妈妈怀里……)(找一
个勇敢的孩子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不害怕，是怎么做的?)

我们一起来学学打预防针的样子：袖子卷一卷、手臂弯一弯、
脑袋歪一歪，告诉自己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你们真勇敢!
翻转表情)让幼儿大声地说出来：打针我不怕!

小结：原来有些害怕的事情，我们可以躲起来，说出来告诉
别人，或者做一些让自己舒服的事情，这样害怕就会变少。
但有的害怕，只要我们勇敢面对，也就不怕了，就像打针一
样。

四、绘本回归，生活应用。

1、回归绘本，了解小熊的`克服方法。

你们都想到了好办法克服了害怕，变成了勇敢的孩子。小熊



有没有变勇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播放多媒体)

它想到了什么办法(躲得远远的)

现在小熊脸上是什么表情?(开心)

是啊!因为它也知道害怕的时候该怎么做了。

2、生活应用，克服害怕

绘本我的爸爸读后感一年级篇二

今天读了绘本《我爸爸》一本书后，让我明白了很多，故事
中的爸爸是个勇敢的爸爸，还是一个非常强壮并且温柔的爸
爸。

这让我想起我的爸爸，他样样事情都会，是个非常棒的爸爸，
爸爸在我心目中非常高大，我也非常爱我的爸爸。

绘本我的爸爸读后感一年级篇三

《我爸爸》这本绘本的每一页，从封面到封底，连蝴蝶页也
采用了它的花纹。

在读过《我妈妈》后小不点主动挑了一本《我爸爸》借回家
中。

在书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这句话
也成了宁的口头禅。

宁宁是个观察力很强的孩子，他听到“他什么都不怕，连坏
蛋大野狼也不怕”，立即发现了画面上树后的小红帽，三只
猪并指给我看，啊，这可是他再也熟悉不过的人物了，小家



伙有了共鸣读起书来更有兴趣了，爸爸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更
高大了。

宁爸在看到“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时抗议说“这不是丑
化爸爸嘛”，小不点立刻反驳：“不是呀，这是夸你棒呢”

画面上的太阳将我们一家人暖化了，和《我妈妈》一样，书
的最后同样是一句“我爱我爸爸，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
我(永远爱我)。

宁宁搂着我和宁爸的脖子说：“我心疼你们两个人。”

绘本对于学前期的幼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低龄段
的幼儿来说。

因为低龄段的幼儿还看不懂文字，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生动
形象的图画来理解故事，看懂故事。

所以身为幼儿教师的我，就更要了解绘本。

最近，我就读了《我爸爸》这本绘本。

这本绘本的作者是安东尼·布朗，一位英国有名的画家。

刚拿到绘本的时候，一个让孩子喜爱的爸爸形象，一个全新
的孩子视觉的爸爸就映入了我的眼帘。

打开第一页，“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一位胖胖的父
亲端坐在桌子前，穿着睡衣，满眼惺忪，头发乱糟糟，哪里
能看出来这位父亲很“酷”呢?文字和图画的错位让我哑然失
笑。

再往后看，图文并茂的描绘了一幅“他什么都不怕，连坏蛋
大野狼都不怕”，爸爸叉着腰，大野狼正灰溜溜地往外走，
门上的太阳呼应了前面墙上的太阳。



再仔细一看，躲在门外树背后的是小红帽和三只小猪，呵，
他们可是最怕大野狼的呀!“我”爸爸是如此的孔武有力，无
所畏惧的画面。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用大野狼来进行对比呢?可能因为
它是孩子们熟悉的.动物，能打败大野狼的爸爸可以提供给孩
子安全的保障--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再往后看，“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爸爸的头变成了马
头，连椅子腿儿都变成了马蹄，可是，仍然看得出来这
是“我”爸爸，为什么?因为笑容还是爸爸招牌式的笑容，睡
衣还是爸爸标志性的睡衣。

这就是表现安东尼。

布朗超现实主义画风的典型图画，孩子看到这样随意组合的
形象，更加能激发幼儿的兴趣，让他们能从图画的描绘中感
受到孩子爱爸爸，爸爸爱孩子的美好情感。

最后，画面中出现了“孩子的手伸在爸爸的胸前，小太阳又
出现在爸爸的睡衣纽扣上，爸爸露出慈祥的笑容和温柔的目
光”这样的画面。

再翻到最后，“他也爱我。

(永远爱我)”，爸爸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是一幅多
么温馨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仿佛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

《我爸爸》这本绘本的每一页，从封面到封底，连蝴蝶页也
采用了它的花纹。

能让我们更深的感受到父亲在孩子心目中的伟大形象。

作者把对父亲的哀思，把生命中巨大的疼痛，把有些人要留



着眼泪诉说的不幸，用这样一种夸张的，喜悦的，幸福的，
阳光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或许才更接近爸爸的愿望。

坚强快乐地生活着，笑着面对生命中的一切苦难，让我们试
着学习在生活中不断地寻找阳光，寻找快乐，感恩的生活着。

在看完这本绘本之后，感动的暖流在心里久久散不去。

脑海里反复出现绘本里的这句话：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

一边看我一边想到自己的爸爸，爸爸不是大官，也没有大权
不是富人，更别说什么家财万贯，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
爸爸，足以让我骄傲很久，因为他真的很棒!

跌倒了，扑进爸爸的怀抱里，爸爸宽大的手掌会拍拍你，然
后觉得很安心。

累了，趴在爸爸的肩膀上，足以美美的睡一觉，踏实的睁开
眼睛，发现爸爸也在慈爱的看着自己，这就是最真实的爸爸。

安东尼·布朗在图画中运用了许多太阳的图样来呼应爸爸阳
光般的特质，不论是墙上、门上，袜子和钮扣上的图画，盘
子里的荷包蛋，或是爸爸头上不时出现的“光环”，都有着
同样的作用。

爸爸就像是阳光，无处不在，不是吗?

我在博客上更新话题，也想学着作者一样听听孩子们眼里的
爸爸是什么样的?我发起了话题“我爸爸”我让孩子们用一种
动物来形容爸爸，收到的回复真是丰富极了。

卓卓说，爸爸是只大狮子，是因为爸爸是男生，觉得狮子是
勇敢的、有力气的，爸爸也比较勇敢，爸爸是个大力士。

嘟嘟说，爸爸像狮子，说爸爸跑的快，经常跑来跑去的。



康康说，自己是小猪，爸爸是大猪。

这就是孩子们的答案，从孩子们的角度来看爸爸，勇敢，大
力气，有安全感，更加欣赏作者对孩子们世界的了解。

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对所有父亲的献礼，然而就安东尼·布
朗的生平看来，这本图画书也有着纪念自己父亲的意味。

安东尼·布朗曾说：“我的父亲是很特别的人，外表强壮、
有自信，不过却也有害羞、敏感的一面，有一点像我爱画的
大猩猩。

除了教我画图外，他还鼓励我做各种运动，像是橄榄球、足
球和板球……”我想，正是因为对父爱深厚的了解，作者才
能用画图和简单的语言，借助孩子的角度来表述对父亲的爱
和崇敬。

也许，在安东尼·布朗的眼里，父亲的身影无所不在吧!

讲述父子亲情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很少有像《我爸爸》这
样的角度和方式，真正撼动心灵地描绘了孩子对于父亲的热
爱和崇拜。

在震撼的同时，每个看过的人都忍不住去想拥抱我们越来越
年迈的爸爸，也许他已经白发苍苍，也许他已经有些许的驼
背，也许他的步伐越来越沉重，也许他再也离不开拐杖……
这些都是因为岁月让我们的爸爸将最深厚的爱给予了我们，
而留给他们的都是时光最无情的变迁。

像爸爸一样，我们应该给年迈的他们最大的依靠和臂膀。

爱《我爸爸》他的故事简单。

他的画面温馨。



爸爸也可以是这样做的!给孩子们做个可爱的鬼脸吧，就像
《我爸爸》做的一样。

让可爱的爸爸形象给孩子们的童年温暖的记忆……我想，在
某个阳光的午后，我们孩子们一跑一跳的来到爸爸身旁，微
笑的嘴角上扬，看着爸爸大声地说：“爸爸你真的很棒，我
爱你!”我们可爱的爸爸们一定会有些泪花的微笑，拥抱住自
己的宝贝们…。

绘本我的爸爸读后感一年级篇四

目标：

1、学习画人物头像，能表现出妈妈的主要特征;

2、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对妈妈的爱。

准备：人物纸型一个，各式发型若干，绘画用具。

过程：

1、向幼儿介绍三八妇女节的意义，使幼儿了解这个节日是谁
的节日。

2、请幼儿说出自己妈妈长的什么样子。(可请几名幼儿在全
班讲述，然后分组都来说明自己妈妈的特征是什么)。

3、教师出示纸型人物，再将若干种头发型式分别配在头上，
让幼儿清楚各种发型的特点及画在头部的主要位置。

4、请幼儿想想自己的妈妈平时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教
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绘画能力请幼儿自己画也衣服并选择颜
色，也可以为幼儿示范两至三种服装形式让幼儿选择。



5、教师在指导中注意巩固幼儿对人物五官的掌握，根据幼儿
水平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如：一个黑点的眼睛;有眼眶的眼
睛;双眼都有睫毛的眼睛等。

6、力求把妈妈半身像画得端正，在绘画中教师用亲切鼓励
的'语言调动启发幼儿爱妈妈的情感，使幼儿身心投入。

绘本我的爸爸读后感一年级篇五

活动目标：

1、观察细节，理解图书中所表达的内容，并大胆地表现。

2、通过观察夸张、变形的图画，大胆地表现。学说“爸爸
像……一样……”。

3、萌发孩子对爸爸的情感，爱自己的爸爸。

活动准备：

课件、电子书、完整配乐故事

活动过程：

一、导入：每个人都有爸爸，你喜欢爸爸吗？说说你的理由。

二、阅读理解绘本

小结：这真是一个调皮又可爱的爸爸，这本书就叫《我爸爸》

小结：这是我爸爸，他真的很棒。

3、2-7页：爸爸到底有多棒？有多少本领？

阅读后提问：你看到爸爸有什么本领？你说的本领是第几页？



（教师提升一下爸爸的本领，如勇敢的、魁梧的、喜欢运动
的、多才多艺的）

小结：爸爸有这么多本领，宝贝一定很爱自己的爸爸，宝贝
爱上爸爸的`理由还不止这些呢。

4、[变马]这张图你能看懂吗？谁变成了马？你怎么知道这是
爸爸？为什么要把爸爸画成马？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爸
爸吃得像马一样多。

5、[变鱼][变猩猩]这两页是什么意思？

6、提升：你的爸爸有什么优点（特别的本领）？他象哪个动
物一样？

7、[高大][温柔]

这个玩具熊又是谁？什么时候爸爸会象玩具熊一样可爱、柔
软？你喜欢这样的爸爸吗？（欣赏录象）

看完录象后你有什么感觉？你们的爸爸平时是怎么来爱你们
的呢？

8、完整欣赏：爸爸真得很棒，这么能干，这么可爱，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这本《我爸爸》吧。

9、最后三幅：

爸爸和宝贝在做什么？你和爸爸这样拥抱过吗？拥抱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总结：原来爸爸和妈妈一样，也深深地爱着我们，我们都要
对爸爸说一句：爸爸，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