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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级语文读后感篇一

不懂就问

字典大楼(聂鑫森)

语文天地一

第二单元妈妈

*妈妈的爱(刘丙钧)

儿子们(奥谢耶娃)

语文天地二

第三单元丁丁冬冬学识字(一)

丁丁冬冬学识字(一)

第四单元植树

植树的季节

*杨树之歌



一片树叶

语文天地四

第五单元青青的山

*山寨

美丽的武夷山

语文天地五

第六单元讲信用

我必须去

小山羊和小灰兔(钱欣葆)

语文天地六

第七单元远行

*早发白帝城(李白)

南辕北辙

远行靠什么

语文天地七

第八单元体育世界

体育世界

第九单元丁丁冬冬学识字(二)



丁丁冬冬学识字(二)

第十单元动脑筋

称象

狮子和兔子(凡夫)

语文天地十

第十一单元清清的水

*瀑布(叶圣陶)

吃水不忘挖井人

语文天地十一

第十二单元小英雄

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

歌声

江凡(刘杰)

语文天地十二

第十三单元快乐的生活

*雨后(冰心)

一件好事(莫柯奥夫)

语文天地十三



第十四单元立志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女娲补天(《淮南子》)

语文天地十四

第十五单元夏天

迷人的夏天(张怡菁)

看瓜

语文天地十五

生字表

级语文读后感篇二

教学内容：

《彩色的梦》是一篇童谣，写的是小朋友用五彩的画笔，编
织了一个美丽的童话。让孩子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发现这个
世界其实是那么的奇妙。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教学目标：

1、认识“盒、聊”等10个生字，会写“彩、梦”等10个新字。
会写“彩色、脚尖、森林、雪松、歌声、苹果、精灵、季
节”等词语。

2、了解各种各样的梦，体验梦的多彩之处。

3、感受梦的色彩情感，运用自由、夸张的表现手法，大胆、



快乐地描绘梦境，培养学生的丰富想象力。

4、感受想象的乐趣，培养学生爱想象、敢表现的个性品质。

教学重点：

发学生回忆和想象力，突显个性，力求创新。

教学难点：

感受梦的色彩情感，培养学生的丰富想象力。

教学课时：

2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认识“盒、聊”等10个生字，会写“彩、梦”等10个新字。
会写“彩色、脚尖、森林、雪松、歌声、苹果、精灵、季
节”等词语。

2、了解各种各样的梦，体验梦的多彩之处。

一、创设情境，引入梦境

1、师：小朋友们好，你们昨晚睡得好吗?有没有做梦?谁来讲
讲你的梦?

2、学生讲自己做的梦。



3、师：我昨晚想着今天要给孩子们上课，也兴奋得睡不着，
感觉自己也做了一个奇妙的梦。

我梦到自己仿佛有了魔力，我用脚尖轻轻一滑，大片的草坪
绿了，到处的野花都红了，天空也蓝了，蓝得可爱，蓝得透
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手拉着手唱着歌、跳着舞。在
一座小屋的烟囱上，结出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般的太阳。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师：你们觉得老师的梦怎么样?

生：神奇、甜美。

师：看来大家都做过梦，今天我们也要学学《彩色的梦》。

4、揭示课题《彩色的梦》。

二、初读课文，认识生字。

1、学生自读课文，检查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完成以下要求：

(1)借助拼音将课文读通顺，读流利。

(2)有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认一认，实在不认识的请圈出来。

(3)找出文中的新词，联系上下文理解。

(4)说说课文中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彩色的梦?

2、检查学生的初读情况。

(1)将学生分成4个小班，每个小班读一个小节，看看哪个小
班读得。

(2)认生字。同桌互相认生字，看谁还有不认识的生字，同桌



教教他。

(3)强调存在困难的生字。

a、后鼻音：坪、囱、精、叮、咛

b、边音：聊

(4)将生字的拼音帽子去掉，再开火车读一读。

(5)将生字宝宝藏到词语中读一读。

铅笔盒聊天草坪葱郁拉手

烟囱精灵叮咛彩色脚尖

森林雪松歌声苹果季节

(6)有不理解的词语吗?联系上下文思考。

葱郁：森林里的雪松长得很好，很茂盛。

叮咛：本文指紫葡萄叮嘱、交待。

3、课文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彩色的梦?

(1)学生再读课文。

(2)请学生概括主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彩色的梦。

(3)师小结。

课文主要讲了我用画笔描绘了一个彩色的梦。

三、指导书写。



1、学生自由观察10个要求书写的生字，看看有哪些地方需要
提醒同学们注意。

2、同学们互相提醒。

3、老师指导容易出错的生字。

(1)彩字的左上面的部分的写法。

(2)蓝字的上中下部分。

(3)森字三个不同的木字的写法。

(4)“般”字与“船”字的区别。

(5)“灵”字的“彐”部分没有出头。

4、学生描红，老师巡视指导。

5、学生书写生字。

四、作业。

1、书写生字。

2、朗读童谣，读熟悉，读流利。

级语文读后感篇三

词：动物、植物、化石、珍贵、可爱、灭绝、亮晶晶、保护、
稀有

重点句子：

1、银杏树，又叫白果树，它是几亿年前的树种，十分珍贵。



银杏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一片片叶子像一把把扇子。银杏
树长的慢极了，如果你小时候种下一棵银杏树，一直要等你
当上爷爷，才能吃到它的果子。所以，银杏树又叫公孙树。

2、大熊猫是我们熟悉的动物，非常可爱。和它在同一期生活
过的动物，许多就灭绝了，大熊猫却一代一代的活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爱吃竹，你能想到吗，它们的祖先却以肉
为生。

3、中华鲟也是一种古生物，它有一亿多年的历史。中华鲟生
活在江河里，的可以长到五百千克重。它身上披着大片的硬
鳞，核桃大的眼睛亮晶晶的，一张大嘴又尖又长，样子怪怪
的。由于缺乏保护，目前，中华鲟已成为稀有的鱼种了。

中心思想：

本文通过介绍银杏树、大熊猫、中华鲟这三种“活化石”克
服重重困难，经历岁月风雨，顽强地生存到现在的经历，告
诉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稀有生物。

级语文读后感篇四

原文：

清晨，林中谁最快乐?

是可爱的小鸟，

叽叽喳喳，蹦蹦跳跳，

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梳理蓬松的羽毛。

清晨，林中谁最活跃?



是机灵的小鸟，

扑棱棱，飞来飞去，

捕捉害虫，保护翠绿的树苗。

清晨，林中谁来得最早?

是“红领巾”来放鸟巢。

崭新的木牌上写着：“请爱护小鸟!”

小鸟在枝头高唱：“红领巾”真好!”

字：扑、巢、牌、枝、唱

词：清晨、快乐、可爱、蓬松、羽毛、活跃、机灵、捕捉、
翠绿、崭新、爱护、红领巾

四字词：叽叽喳喳、蹦蹦跳跳

词语解释：

【叽叽喳喳】形容语音杂乱。

【蓬松】形容毛发、蒿草等物松散开来的样子。

【机灵】聪明伶俐，机智。

【鸟巢】鸟儿为了保存蛋、孵蛋并抚育小鸟而做的住处。

重点句子：

1、清晨，林中谁最活跃?是机灵的小鸟，扑棱棱，飞来飞去，
捕捉害虫，保护翠绿的树苗。



2、清晨，林中谁来得最早?是“红领巾”来放鸟巢。崭新的
木牌上写着：“请爱护小鸟!”小鸟在枝头高唱：“红领巾”
真好!”

二年级语文《小柳树和小枣树》知识点

字词：

柳树、枣树、树枝、弯弯曲曲、发芽、光秃秃、漂亮、微风、
落叶、乘凉、不好意思

句子：

小柳树的腰细细的，树枝绿绿的，真好看。小柳树看看小枣
树，树枝弯弯曲曲的，一点儿也不好看。小柳树说：“喂，
小枣树，你的树枝多难看哪!你看我，多漂亮!”

春天，小柳树发芽儿了。过了几天，小柳树的芽儿变成小叶
子，她穿上一身浅绿色的衣服，真美!她看看小枣树，小枣树
还是光秃秃的。

小柳树看看自己，什么也没结。她想：从前我总是说枣树不
好看，这回她该说我啦!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小枣树什么也
没说。小柳树实在忍不住了，她问小枣树：“你怎么不说我
呀?”小枣树不明白，问道：“说你什么呀?”

二年级语文《活化石》知识点

字：杏、树、慢、鲟、怪

词：动物、植物、化石、珍贵、可爱、灭绝、亮晶晶、保护、
稀有

重点句子：



1、银杏树，又叫白果树，它是几亿年前的树种，十分珍贵。
银杏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一片片叶子像一把把扇子。银杏
树长的慢极了，如果你小时候种下一棵银杏树，一直要等你
当上爷爷，才能吃到它的果子。所以，银杏树又叫公孙树。

2、大熊猫是我们熟悉的动物，非常可爱。和它在同一期生活
过的动物，许多就灭绝了，大熊猫却一代一代的活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大熊猫爱吃竹，你能想到吗，它们的祖先却以肉
为生。

3、中华鲟也是一种古生物，它有一亿多年的历史。中华鲟生
活在江河里，的可以长到五百千克重。它身上披着大片的硬
鳞，核桃大的眼睛亮晶晶的，一张大嘴又尖又长，样子怪怪
的。由于缺乏保护，目前，中华鲟已成为稀有的鱼种了。

中心思想：

本文通过介绍银杏树、大熊猫、中华鲟这三种“活化石”克
服重重困难，经历岁月风雨，顽强地生存到现在的经历，告
诉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稀有生物。

级语文读后感篇五

词：苍鹰、大海、凉气、翅膀、善跑、展翅、失望、松鼠、
石阶

重点句子：

1、青蛙长期生活在湖边，很想看看大海。苍鹰对它说：“喏，
只要登上那座山，就能看到大海了。”

2、青蛙很失望。这时，一只松鼠跳到它面前：“你想看海
吗?”



3、就这样，青蛙跟着松鼠一级一级地往上跳，累了在草丛中
歇一会儿，渴了喝点山泉水。不知不觉，它们已经跳完了石
阶，到达了山顶。啊!大海就展现在它们眼前。

中心思想：

《青蛙看海》讲的是一只长期生活在湖边的青蛙，很想看看
大海，在苍鹰的指点下，在松鼠的帮助下，一个台阶一个台
阶地跳，最后终于到达山顶，看到了大海。故事寓意深刻，
说明了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地刻苦努力，
就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初读课文

1、教师范读课文。读后讨论：青蛙看到大海了吗?怎么看到
的?

2、自由练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添字，不漏字，不回读。

3、检查自读效果。

(1)自己读词。

(2)你在字音上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双”、“展”、“失”、“善”：都读翘舌音，不读平舌
音。

“苍”;读平舌音。

(3)带读，指名读，开火车读。

(4)去掉拼音齐读词语。



(5)给生字找朋友。

二年级语文学习技巧

小学作文三字经

1、怎样观察：

观察好，得用脑。眼耳鼻，嘴与手，观察时，都用上。先用
眼，细细瞧，形色态，细分辨。听声音，嗅气味，触形态，
动脑筋。有顺序，善比较，突重点，巧联想，抓特点，观察
好。

2、怎样收集材料：

多用心，善思考，勤摘录，多剪报。

3、怎样审题：

要作文，先审题。明范围，扣题眼，知数量，清人称，附加
语，须重视。

4、怎样选材：

选材料，须扣题。熟材料，先选新，既真实，又典型。

5、怎样构思：

定中心，宜扣题，无须多，不偏离，既正确，又鲜明，立好
意，才下笔。

6、怎样列题纲：

列题纲，搭架子。定中心，理思路，明详略，细琢磨。



7、怎样开头：

开好头，是关键。直入题，设悬念，描绘景，抒发情，借故
事，引入文，先概述，再具体，借哲理，巧议论。要成功，
须灵活。

8、怎样结尾：

结尾好，味无穷。自然收，忌添足;巧总结，点中心;善启发，
留余地;暗照应，成一体。

9、怎样过渡：

衔接段，靠过渡。用词语，巧铺路;用句子，架设桥;用段落，
妙连接。忌生硬，忌跳跃。

10、怎样写具体：

写文章，须具体。多形容，多修饰;细心描，大胆想;善分解，
巧对照;从整体，到部分;先场面，后聚焦。

11、怎样绘景：

形色态，观察清，抓特点，按顺序，融入情，精描绘。

12、怎样状物：

选好物，先熟悉。明来历，知用法。察外形，按顺序，形与
色，要看清，抓重点，细描绘。

13、怎样叙事：

六要素，要记住，年月日，写清楚，环境清，人物有，起因
前，脉络连，写结果，别含糊。有重点，有详略。



14、怎样记人：

描肖像，记衣着，绘长相，点神态，言与行，要逼真，察心
理，见精神。

15、怎样修改：

读中改，细增删，调并换，文意畅。标点号，用恰当。多推
敲，严把关。热加工，冷处理，互批改，互借鉴。

16、怎样改写：

通读文，明要求，细比较，找差异，增删换，细推敲，再通
读，达目标。

17、怎样扩写：

明中心，抓要点，善想象，多描写，抒真情，巧议论。

18、怎样缩写：

抓中心，明要点，理思路，清梗概，去枝叶，留主干。

19、怎样看图作文：

看仔细，想合理。一看人，二看景，三看事，分主次。推前
因，想结果。看中想，求创新。

20、怎样写应用文：

写日记，有格式，见闻感，都可记。

写书信，按格式，言得体，有中心。

板报稿，重选材，言简明，标题新。



应用文，讲格式，多实践，活运用。

级语文读后感篇六

银杏树，又叫白果树，它是几亿年前的树种，十分珍贵。银
杏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一片片叶子像一把把扇子。银杏树
长的慢极了，如果你小时候种下一棵银杏树，一直要等你当
上爷爷，才能吃到它的果子。所以，银杏树又叫公孙树。

大熊猫是我们熟悉的动物，非常可爱。和它在同一期生活过
的动物，许多就灭绝了，大熊猫却一代一代的活到今天。我
们都知道大熊猫爱吃竹，你能想到吗，它们的祖先却以肉为
生。

中华鲟也是一种古生物，它有一亿多年的历史。中华鲟生活
在江河里，的可以长到五百千克重。它身上披着大片的硬鳞，
核桃大的眼睛亮晶晶的，一张大嘴又尖又长，样子怪怪的。
由于缺乏保护，目前，中华鲟已成为稀有的鱼种了。

银杏树、大熊猫、中华鲟、科学家把它们叫做“活化石”，
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级语文读后感篇七

首先，我向妈妈发起了挑战。妈妈先发了一个快球，打到了
我球桌的边缘，当我反应过来去接球时，球已经落到了地上，
我丢了一分。我暗想：下局一定要追回来。于是，我也发了
一个快球，可没想到妈妈却不慌不忙的把球打了回来，我又
发起第二波攻击，以扣球的方式来“回敬”妈妈。慢慢的，
我把比分追了上去，最后我以12：10险胜妈妈。

赢了妈妈我有些得意，又向爸爸发起了挑战。爸爸的。旋球
很厉害，就算速度再快，也很难接住。一下子我就丢了很多
分，这下我有点急了，很想把比分追回来，可是越急越容易



犯错，妈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在一旁给我加油打气，我
调整好心态继续和爸爸比拼，终于慢慢把比分追了回来，虽
然最后我还是败在了爸爸的旋球下，但是我有信心我一定会
攻破爸爸的旋球。

爸爸，等着瞧，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级语文读后感篇八

该教材构建了开放、动态的教材体系，倡导自主、合作、案
例发现的学习方式，注重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材按专题组织，设
计8个专题，围绕专题综合安排8组教学内容。每一个话题都
有丰富的内涵，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方法和习惯、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二、学习目标

1、继续复习巩固汉语拼音，借助汉语拼音识字、发音。

2、认识400字，写300字。要求你所认识的单词能结合单词、
句子等语言环境，准确的读出发音，理解意思。要求会写的
字要能读音，认形，懂意。正确写作，练习用口语和书面语
表达。有主动阅读的欲望，在生活中独立阅读。养成良好的
书写习惯，书写规范、正确、整洁，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3、继续使用词序和偏旁部首，培养独立识字的能力。

4、我喜欢阅读，对阅读感兴趣。学会用普通话正确、流利、
动情地阅读课文。能够背诵指定的课文和喜欢的课文片段。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默读，不出声，不参考阅读。

5、能联系语境和实际生活，理解课文中单词和句子的意思，
在阅读中积极积累单词和句子。



6、能够阅读简单的课外读物，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养成爱书的习惯。

7、学会使用句号、问号、感叹号，体会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8、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对联，古典诗词，警句。

9、逐渐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增强愿意与人交流的意识，认
真听别人说话，了解主要内容。

10、对写作感兴趣，能够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想。学会用在阅
读中学到的单词，用在写作生活中。学会根据表达的需要使
用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学会写日记。

三、使用本教材应注意的问题

1、要注意把握同一组教材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

教师在学习相应的课文时，要及时安排学生做好准备工作，
为后面的学习做准备。

2、读写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教师在把握识字要求时，应尽量避免陷入两个误区。首先，
我们不能忽视学生之间的差异，以便对所有学生提出统一的
要求。其次，没有必要把学生能否准确记忆一个脱离任何语
言环境的单词作为衡量他们是否掌握了需要知道的单词的标
准。

对于大二学生来说，一节课的写作不要太多。为了避免学生
疲劳，写作不是集中在一个班，而是分散在每个班。注意写
作质量。



级语文读后感篇九

当我和学生们一起学完这篇课文，在要结束课文时，我说道：
“学了这篇课文，此时此刻你想说什么？”几只小手高高的
举起。我点了许家诚，他说：“我想说一个词，那就是‘创
造’”。听了他的发言，我为之一震，立刻伸出大母指夸奖
道：“说得好！你真是太棒了！”在他的'启发和我的夸奖下，
小手举得更多了，更高了，有的说“智慧”，有的说“观
察”，有的说“动手动脑”，还有的说“勤思勤问”，这时
谢培又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说句话，‘观察才能有创
造！’”

级语文读后感篇十

本节课通过赏美食、说美食、吃美食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培养民
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
进一步探索食文化的兴趣。

2.学生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老师的帮助，及与同学的协
作、交流，同时利用学生已知信息为基础，通过意义的建构
而获取认识，符合教学规律。

1.识字课，识记字形没有贯穿与课堂当中。

2.写字时间不够10分钟。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也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从学生的实际
情况、实际需要、实际能力出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自己，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新课
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才能让学生真正做到快乐学习、高效率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