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萧红的祖父与我读后感(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萧红的祖父与我读后感篇一

本文选自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作者以一个单纯幼稚的
小姑娘之口讲述童年跟祖父学诗的故事。文章内容浅显，接
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学生学习起来很感兴趣，很轻松。

在教学中，我以一个问题为线：我跟祖父学诗，心情是怎样
的？，你从哪些语句中体会到？学生围绕这个问题，在小组
合作中学习交流。大部分学生都能找到文中的重点语句，重
点词谈体会。交流完这个问题后，总结全文后，为了使人物
的形象更鲜明，我又以一个问题收尾：“我”和祖父给你留
下了怎样的印象。学生通过回顾全文，知道”“我”的`天真
可爱、活泼淘气，充满了童真童趣。祖父的慈爱、宽容、幽
默。最后告诉学生，萧红之所以爱上诗、爱上写作，跟祖父
对她的启发、慈爱是有联系的，鼓励学生课后阅读萧红的作品
《呼兰河传》。

读萧红的祖父与我读后感篇二

【教学内容】：

《跟祖父学诗》是一篇回忆性小说，文章采用大量对话语言
的描写，通过祖父那充满慈爱宽容的声音和“我”稚嫩的童
音，再现了“我”童年跟祖父学《千家诗》的情景，充满了
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课文以《千家诗》中的诗句来贯穿，
诗味盎然，以学读古诗为经，以童真童趣为纬，表现



了“我”童年生活的有趣与快乐。

【教学目标】：

1、学会文中8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意思，结合学生亲身经历，体
会“我”童年生活的有趣与快乐。

4、激发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积累好词佳句。

【教学重难点】：

1、体会“我”童年生活的有趣与快乐，感受少年真挚的情怀。

2、培养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积累好词佳句。

【设计理念】：

教学时，让学生通过“读”、“想”、“品”、“悟”，感受
“我”童年跟祖父学诗的快乐时光。首先让学生默读静思，
在文字中找出能体验“我”快乐的语句，通过指导学生有感
情朗读来体会“我”的童真、顽皮、可爱与快乐。再读课文，
找出“我”跟祖父学诗感觉如此快乐、有趣的原因，经教师
指导朗读体会后，在说说你觉得爷爷是一个怎样的人？最后
回到本文作者萧红身边，了解她的经历，体会她今天能走上
文学之路，是与祖父教她吟诵古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以此激
发学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瑰宝------古诗，自觉在课外多读、
多积累古诗。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初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学习文中生字词。了解
作者萧红，初步感受文中的“我”跟祖父学诗的有趣与快乐。
练写文章中的生字，提醒学生写字姿势要正确，养成好的写
字习惯。）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回顾上文，激趣导入

上节课，我们已了解到“我”跟祖父学诗很开心，快乐。这
节课，让我们再次走近祖父身边，和萧红一起跟祖父学诗吧！

二、感悟快乐

1、请大家默读全文，思考：你从哪儿体会到我的快乐？用笔
勾画出相关语句，并写下自己的点滴感受。

2、引导学生抓住以下片段去理解体会。

预设：

师：谁愿意把你体会到的快乐和大家交流交流？

生：我从“早上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
困了再睡去。”体会到了“我”学诗的快乐。

师：能说说你是从哪些词语中体会到的吗？

生：我从“早上”、“晚上”、“半夜”这些表示时间的词
语体会到作者很爱念诗，而且很勤学。



（引导学生想象萧红的内心，她是怎样想的，怎样做的？）

生：我还从“念困了再睡去”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喜欢念诗。

师：你们很会读书，能通过你的朗读把作者学诗的快乐表达
出来吗？

（生朗读此部分）

师：同学们，听了他的朗读，你想说点什么呢？（生评价）

师：你来试试，读出你的体会吧。（生读）

师：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看看老师能不能从你们的朗
读体会到作者很爱诗、勤念诗。（生齐读）

师：你还从哪可以体会到“我”的快乐呢？

生：我还从文中的“我”大声喊诗体会到作者的快乐。

师：她为什么要大声喊？

生：因为她觉得那诗念起来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祖父
大声喊。

师：请默读课文，找出能表现“我”大声喊的关键词句，读
一读，体会“我”的快乐

（引导学生找出“跟着喊”、“比祖父声音大”、“房盖被
你抬走了”、“照样地喊”、“乱叫”、“瞎念”等体
会“我”大声喊诗的自在与快乐。）

生：我还从“很好听”、“真好听”、“多好听”、“越念
越觉得好听，越念越有趣味”这些词句中体会到“我”喜欢
听，而且，觉得好听就学，不好听则不学。



师：诗读起来真的有这么好听吗？想想你们平时是怎样学诗
的？有这样的感受吗？

师：怎样读诗才好听呢？让我们也像小萧红那样好听地读读
这两首诗吧！

生：我还觉得文中的“我”跟祖父学诗时心情很好？

师：你怎么体会到的？

生：我从“高高兴兴跟着喊”、“笑了一会儿”、“我很喜
欢”、“更喜欢的”、“满口的大叫”、“得意极了”这些
词句中体会到“我”学诗时心情非常好。

师：你来读读这两首诗，读出“我”的喜欢、开心、得意之
情。（练读、指名读、分组赛读、齐读）

（教师在引导学生交流体会时，可引导学生联系自己学诗时
的情景，想想自己是怎样学诗的，有什么样的体会来进行朗
读指导。）

师：从你们找出的语句和从你们的朗读中，我深深地体会到
儿时萧红跟祖父学诗是多么有趣，多么快乐啊！学到这，儿
时的萧红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呢？你能用恰当的词语来形容
形容吗？（天真、顽皮、可爱、爱学习、自由自在、无拘无
束等）

三、感悟宽容与慈爱

1、认真再读课文，想想：“我”跟祖父学诗为什么会觉得如
此有趣，如此快乐呢？

2、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边读边做记号。然后小组交流。

3、集体交流体会。



预设：

生：“我”念诗大声喊时，母亲要打我，而祖父只是很幽默
地警告我说：“房盖被你抬走了”。虽然祖父实际上也是在
批评，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跟祖父学诗觉得
很有趣。

生：跟祖父学诗“我”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每当祖父
教我一首新诗，开头我觉得好听，我就学，不好听，就不学，
祖父总是依着我，直到我满意为止。

生：当“我”不高兴时，祖父就赶紧让“我”念“我”最喜
欢的诗，一念，“我”又高兴起来了。所以“我”跟祖父学
诗是快乐的。

师：你们很会读书。你觉得“祖父”是个怎样的人？（幽默、
宽容、慈爱……）

（抓住“常常警告我说……”“每当祖父教我一首新诗，开
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还是不要”“祖父一听就笑
了”“看我还是不高兴，他又赶快说……”等体会祖父
对“我”的宽容与慈爱。）

师：因为祖父的幽默、宽容、慈爱，让“我”自由自在、无
拘无束全凭“我”的兴趣去快乐地学诗。现在我们来读一
读“我”与“祖父”的对话部分，选择你喜欢的角色，在小
组里练习读一读，联系你们平时学诗的经历，读出“我”学
诗过程中的特别感受和“祖父”的宽容与慈爱、风趣与幽默。
（分角色读）

4、读读这些句子，你又体会到了什么？

出示句子：



“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念了几十首后，祖父开讲了”

“但从此再读新诗，一定要先讲的，没有讲过的也要重
讲。”

通过这些句子，让学生体会到祖父教诗的方法是不断变化的，
以“我”的兴趣为主，用他的宽容与慈爱，幽默与风趣引
导“我”，启发“我”学习《千家诗》，让“我”的童年生
活充满快乐。

5、教师小结学习内容

四、拓展：积累诗句，激发学习古诗的兴趣

1、古诗文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请把我们课文中涉及
到的诗句完整地读一读，让我们也读得越来越好听，越来越
有趣吧。

2、学生比赛诵读平时积累的诗句。

3、联系实际，说说你平时是怎么学诗的？与文中“我”学诗
经历作比较，有什么体会？

师小结：萧红现在走上文学之路，与儿时跟祖父念诗、诵诗
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让我们课外也多读一些诗句，多积累一
些诗句，让我们的童年充满诗情画意，让我们的童年更丰富、
更快乐，而且这样会让我们受益终身的。

【板书设计】

2跟祖父学诗

早晚念



大声喊

好听就学

有趣快乐

[《跟祖父学诗》教学设计(鄂教版六年级上册)]

读萧红的祖父与我读后感篇三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对于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书--《马提与祖
父》。

这个故事讲了一位小男孩和他即将病逝的祖父发生的事：在
病床上的爷爷马上就要离开人世，所有的人都悲痛欲绝，泪
流满面。只有小孙子马提没有哭，他时而看看爷爷，时而看
看周围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在看着天花板。他知道爷爷是不
会离开他的`，因为他的祖父承诺过要带他到家附近的河对岸
去。这时候他似乎听到爷爷在叫他。马提看了一眼爷爷，爷
爷已经从病床上下来了。马提问：“干什么？”爷爷
说：“我们到河对岸去好吗？”马提自然很高兴，但他不明
白周围的人怎么还在抱头痛哭。但他只问了祖父一句：“要
告诉他们一声吗？”爷爷说：“不用了，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

他们走着走着，马提似乎感觉到有什么不太一样。但他并没
有发现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发现爷爷变得矮小了，似
乎是越变越低，马提忍不住了问爷爷：“祖父，我发现你比
以前要矮了，似乎是越来越矮。”爷爷说：“没关系，说不
定我到一定的高度又会变高，变成一位巨人。”

他们到过城堡、找到宝藏、被海盗抓，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祖父小得几乎看不见。这时祖父对马提说：“我坐在你的手
上能闻到有股刺鼻的辣椒味儿。不信你闻闻。”马提把手靠



近鼻子；突然感觉到有个什么东西进入了体内。“马
提。”“爷爷，你在哪儿？”马提问。“我在你的体内，你
能感觉到的。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啦。”

马提回到病房，爷爷依旧是面无表情得躺在床上，这时他才
明白：原来，爷爷一直活在他的心中。

故事结束了，它告诉我们：人死去并不可怕，只要他活在我
们的心中。

读萧红的祖父与我读后感篇四

读完了意大利作家普米斯的“国际大奖”小说《马提与祖
父》，小小的心里盛满了温暖，不时又荡起几缕酸楚。

小说开篇便呈现“爷爷双目紧闭，面色惨白，躺在床上一动
也不动……”，全家人沉浸在难过、悲伤之中。“爷爷”死
了！七岁的孙子马提，却一声不吭……忽然，爷爷叫了他一
声，让马提去陪他散散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说就这
样在虚幻与现实的生死交界处，祖孙俩开始了奇妙而有趣的
旅程。

他们漫步在金色的田野里，到静静的小河里捉鱼，碰到了半
黑半白的“小捣蛋”，穿越了那高高的向日葵林，一起寻找
海盗留下的宝藏，后来被海盗抓住了。在狱中，爷孙俩把玉
米剥下来，放在窗台上，利用太阳光的热量把玉米炸成了爆
米花，又软又可口；利用和卫士拔河把铁栏杆扯了下来，凭
借聪明才智，逃走并找到了宝藏——竟然是一枚金币！……
在这次奇异的旅程中，爷爷不断地变小，从以前正常的高度，
到跟马提一样高，后来仅达到马提的腰际，之后变成了一个
像洋娃娃一样高的老人……最后，爷爷让马提把自己吸到鼻
孔中，从而进入马提的身体中。小说在淡淡的温馨中结局。

让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中，“爷爷”死了，连读者都为之伤



痛，但是马提依然蹦蹦跳跳、充满活力，即使这件事来得那
么突然。是啊，即使我们最爱的人已经不在世，我们也要像
马提一样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爷爷”果真死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爷爷”并没有死
去。虽然他的躯体不存在了，但是他的灵魂、善良的.灵魂还
在！正如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所爱的人并不会真正死去，
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亲情，人世间最伟大、最朴实的情感！衷心地祝福我们的爸
爸妈妈以及身边所有的亲人每天快乐健康地生活，活出精彩！

读萧红的祖父与我读后感篇五

当我读了《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后，作者萧红那美好的童
年生活让我心中不禁升腾起一个念头，我多么渴望能体验一
把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啊！

《祖父的园子》一文节选自现代作家萧红笔下的《呼兰河
传》，这个故事主要写了她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园子里追蜻蜓，
捉蚂蚱，跟着祖父在园子里翻地、种菜、浇水，祖父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祖父铲地她就铲地，祖父拔草她就拔草，她时
常把韭菜当做野菜拔掉，把狗尾巴草当作谷穗留着。那园子
里太阳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在这个园子里一切事
物都是特别自由的。

我向往萧红的童年生活，在我生活的这十一年里，每天都过
着重复单调的`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就算在双休日里
也没有休息的时间，不是关在家里看书、写作业，就是参加
各种兴趣班，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我读了萧红写的《祖父的
园子》后，才知道原来童年也可以这么美好，这么快乐，这
么自由。

萧红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我也想我的童年生活也能那么快



乐，而不是囚禁在学习的牢笼中。我不希望因为学习而失去
了童年生活的欢乐和乐趣，我多么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听到我
的心声，可以多留一点儿空闲时间给我，让我有机会去接触
那美妙的大自然，给我所剩不多的童年留下一丝美好的回忆
啊！

《祖父的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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