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优质8篇)
条据书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是信息传递和沟通的重要工
具。条据书信的语气应坚定但礼貌，避免使用过于傲慢或挑
衅的措辞。范文中的条据书信展示了专业、准确、规范的写
作风格，可以作为写作的参考和借鉴。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一

参加了射阳县农村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课例研讨活动后，听了
专家的现场点评，我对低年级语文阅读教学第一课时的教学
目标定位又有了新的认识，再反思自己执教的《“黑板”跑
了》这一课的第一课时后，颇有感触。

一、循序渐进式的阅读要求，有梯度地引领学生读好课文、
理解词语。

我在解读课题、质疑课题以后，首先让学生初读课文，并出
示了第一遍读课文的要求：

（1）自己大声朗读课文，遇到生字借助拼音多读几遍，读准
确；

（2）遇到难读的句子多读几遍。

理解生字词以后，让学生再读课文，这一次的要求比第一遍
时要高一些，要求学生能把课文读流利；第三遍读课文的要
求是让学生边读边想，“黑板为什么会跑了？”“黑板上为
什么加引号？”这样有梯度地引导学生读课文，层次比较清
楚，学生也能在老师有意识的安排和引导下顺利地读通课文、
读顺课文。而且还能使学生跳一跳，就摘到了桃子，在每一
阶段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这种层次性的学不仅体现在课文
的朗读指导上，在词语的教学中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我
出示四组精心设计的词语，先让学生借助拼音把生字以及词



语的音读正确，然后去掉拼音，用开火车的形式抽读词语，
以达到巩固的目的，最后引导学生用各种方法去理解词语，
从而达到读好词语的目的。

二、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

1、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课开始，我
引导学生读了课题后提问：“读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问
题？”这一环节的设计，旨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问题意
识乃是一种自主精神，一种怀疑心态，一种探索意识。围绕
课题发现问题，大胆质疑，能很好地唤起学生的情趣和好奇
心，产生读书探究的欲望，促进主体的.发展。而且我们也真
切地看到，学生带着疑问两次走进课文，通过读的方式寻找
答案，非常准确地解决了“黑板为什么跑了？”从而也了解
也课题上引号的用法。

三、扎实的基本功、良好的素质为课堂注入一股清新的泉流。

在整堂课上，还有一个细节也充分地展示了课堂的应变能力。
当学生说不出“聚精会神”的意思时，我从课堂上、从学生
中间引导学生结合具体的情境去理解这一词语。“看，现在
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还有王晓敏也在
聚精会神地看着老师。”然后引导学生想想还有什么时候也在
“聚精会神地”想或做什么事。这样一来，学生就有了说的
依据，有了思维的依托，所以课堂上立刻热闹了起来，学生
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在课堂上要能紧紧地抓住这种训练学生
说话的时机，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锻炼说话能力。

四、待解决的问题。

1、在指名学生朗读课文后，引导学生进行评价时，要是呈现
出从读得不好到读得好这一过程就更好了。

2、在指导长句的朗读时，我认为把停顿的符号画在停顿处，



然后再指导学生读，有个别学生读得不是太好，我没有当场
好好指导她，处理得有点急躁了。

3、识字、写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可由于时间把握不
好，识字写字过程有点仓促，指导书写不是太到位。

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我感觉对我来说我真的在成长，为我今
后的语文教学找到了方向。我很感谢领导给了我这次学习、
展示的机会。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二

今天上了《黑板跑了》一课。由于在备课前做了充分的查阅，
对主人公安培的生平事例进行了有关阅读，当我在课堂上娓
娓道来时，学生们听得很认真。为他的聪明才智而叹服，为
他的不幸遭遇而悲戚，为他的'伟大科学贡献而肃然起敬。有
了这些感情基调作铺垫，学生们的参与热情更高了，为走入
文本，探索文本，走入科学家的世界奠定良好的感情基调。

接下来在指导学生朗读时，侧重指导学生先读懂课文的内容，
知道课文主要想告诉读者的意思，并引导学生通过朗读表达
出来。比如在教学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时，简单介绍了安培，
告诉我们安培生活在两百多年前，是发法国人，还是一个著
名的物理学家，还告诉我们他搞科学研究非常专心。联系课
文后面讲到的故事，第一自然段重点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安培
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他搞科学研究非常专心。那我们在
朗读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意思突出出来。于是，便引导学生找
出读重音的词语：“著名、非常专心”等词，读出对安培的
崇拜之情。运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自然段的朗读时，找出
重点词语突破朗读难关，读出感情，读出韵味。教学效果不
错。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三

今天上完了《“黑板跑了”》一课,感触最深的是:

本课讲述了物理学家安培的一则趣事，小中见大，让我们了
解真正的科学家所具备的素质和精神。安培被称为电动力学
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甚至电流的单位名称也用其名字命名。

导入时，我决定从介绍安培入手，别出心裁地让学生做了这
样几道数学题：

填上合适的单位名称。

一个鸡蛋约重50（）一块黑板约长4（）

一张课桌价值约50（）一节课时间是40（）

这个问题把学生给难倒了，他们个个面面相觑。

我在黑板上板书：“安培”。

孩子们大声地读着，陆庆一不解地问：“这是人的名字，人
的名字怎么会是单位名称呢？”

“是呀，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作
为电流的单位名称？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安培的故事。

这样的导入，有效地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四

通过选择学习方式与合作学习方式的引进，打乱了严谨、封
闭的课堂空间，让学生在宽松的、合作的、自我的学习氛围
中自主探究，更能促使学生思维的灵动、开放、创新。同时



通过多向评价，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更独到和深刻。如评
价表演时学生对于大街情境的补白：表演车子的同学来回穿
校还不时发出喇叭鸣叫声，行人三三两两说话，有商人叫卖
声，有路人还价声……这样的表演使得文章所描写的平实的
生活场景一下子生动形象地再现在学生眼前；对于人物神态
动作的补白：表演安培的同学低看头、故看眉，不时还揉一
下太阳穴，嘴里还在喃喃自语，这表演逼真传神地再现了一
个专心思考、沉浸于自己思维中的科学家。在这样表演的基
础上如果能配以朗读不就更多彩了?学生的演、读、评，极大
激活了学生的学习思维，使他们更好地感悟了语言，体会了
人物的思想。

在低年级教学中，表演环节的创设不光为了激活课堂气氛，
更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朗读课文、理解课文、感悟课文而服
务的。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教师检查到学生懂得了安培心
算题目的入迷，懂得了他看见黑板的喜悦，懂得了他把马车
车厢后壁错当成黑板的原因，在灵动地交流评价中学生自主
理解课文内容，感悟到安培这种忘我钻研的精神。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五

昨天的天气预报最高温度：29度。已经是夏天了，这样的天
气很好，就像昆明，美中不足的是天空中还是被云层笼罩着，
第二节课应该上《“黑板”跑了》的第二课了，在对昨天的
课进行回顾之后，请覃小倩来朗读了第二自然段，这段时间，
覃小倩转变了许多，所以，我有意识地树立她的自信，她果
然读得很有感情。

我拿出了卡片：考。在组词之后，我问道：“这个字是什么
偏旁呢？”“老字头。”“那好，咱们一块来写这个新的偏
旁。我们以前学过的老字就是这个偏旁部首。”“老师，还
有一个字。”没有转头，就知道一定是杜杨洪，他的答案绝
对不正确，可转念又想，真正关注每一个孩子，也应该包括
他，于是，我朝他点点头，“老师，还有一个‘专’字。”



孩子们都发出一阵哄笑，周欣龙更是流露出不屑的表情，杜
杨洪的头低下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受打击了，所以他没有
更多的举动。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考虑呵护他的心灵呢？只是用自以为正
确地方式去教育他。我把“专”字也写在黑板上，而且就写在
“考”字的旁边，孩子们都感到很奇怪，“你有什么发
现？”“我发现这两个字有点像。”“是啊，虽然它们俩的
偏旁不同，但也很相似，我们要谢谢杜杨洪。”大家的目光
中又变成了敬佩，大家都在认真地书空笔顺，杜杨洪的声音
最响亮。就是这一念之差，就决定了他学习这门功课的态度。

也许以后，他会忘记这堂课，也许，他期末考试还是不能及
格，但是，我会永远记住这个瞬间，退一步，真的会海阔天
空。

这时，不知什么时候，阳光已悄悄地跑进教室，斜斜地照在
靠窗的孩子们身上，阳光下的孩子们显得更可爱了，你给一
点阳光，他真的就能灿烂。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六

讲《黑板跑了》这课时，我抓住了专心这个词语。

2、没有听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与上文车辆、行人联系起
来。

3、接下来的课文中，无论是安培把弄错了黑板，还是情不自
禁的话，还是最后的发现真相，都充分证明了安培的专心。

指导学生想象他的动作、神态，理解聚精会神、换其他词语。

让学生体会课文要告诉我们的内容，对安培产生敬佩的感情，
同时也知道想要有所成功，必须向他一样，专心致志。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七

《“黑板”跑了》讲了一个道理：做事情要认真专心。这篇
课文侧重于表现为学习的精神。

不管做什么事情，不是有了专心的态度就够了，还应该将这
一态度付诸行动，让它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课文很多地方，
我们都能从安培身上读到这种习惯。而我们班孩子缺少的就
是这样专心学习的好习惯，所以我在教学中引领孩子们读课
文、找词句、感受与学习安培的专心：

比如“街上的行人、车辆来来往往，很热闹。可是安培好像
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只顾低着头朝前走。”
安培对车辆、行人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并不是偶然的表现，
在散步时还思考着数学题，我想这一定是他经常发生的动作。

在教学第二自然段时，我让学生用“一边……一边……”的
句式练习说话，并启发孩子读懂了什么?看图理解“安培好像
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一句，问：“请小朋
友们看看这幅图，说说大街上怎么样?你要是走在这条街上，
会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你会做些什么?谁来说说?” 孩子们你
一言我一语，补充了许多可能看到听到的东西：行人一边散
步，一边聊天;马车驶过，车夫抽鞭，车轮，马儿嘶叫;小鸟
飞过，小狗汪汪……从而理解他并不是真的视而不见、充耳
不闻，而是他专心思考数学题，对周围的一切没有去理会，
体会安培专心学习的神情。

再如：如课文第三自然段中“安培高兴地走过去，从口袋里
掏出粉笔，在‘黑板’上演算起来。”这一句，安培在大街
都能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粉笔，可见他是多么热爱学习，随时
随地都做好了学习的准备。

我是我备课时就想到的，孩子们读完后也有孩子说到了这一
点，我又让孩子们读这一段，指名来表演安培的表现，孩子



们一下子就进入了课文情境，进行情景再现后更能体会到安
培的心理变化，就能想到安培“用手指头在自己衣襟上画呀
画”时会想：要是有块黑板来计算一下该多好啊!体会安培迫
切需要黑板的心情。

再如：第四自然段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安培忙说“黑板”别
动，不由自主地跟着“黑板”前行，“继续聚精会神地演
算”，可见他的专心真是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教学时，我找了好几个孩子来读安培说的那句话，体会他着
急的心情和专心一意的神情。最后，通过读第五自然段引导
学生抓住“才”字再一次体会安培专心到入迷的程度。安培把
“马车车厢的后壁”当做“黑板”并不是短暂的一时糊涂，
而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可见安培的“专心致志”并不仅仅
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潜心钻研的科学精神。

遗憾的是，有一部分我没教好，就是当他看到街道旁竖着一块
“黑板”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孩子们找到了“太好
了”、“高兴”等词语，也读出了安培喜出望外的神情。可
是我没趁热打铁，让孩子们说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哪些
成语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如果拓展一下，该多好啊!

黑板跑了课文读后感篇八

今天上完了《“黑板跑了”》一课,感触最深的是:

本课讲述了物理学家安培的一则趣事，小中见大，让我们了
解真正的科学家所具备的素质和精神。安培被称为电动力学
的创始人和奠基者。甚至电流的单位名称也用其名字命名。

导入时，我决定从介绍安培入手，别出心裁地让学生做了这
样几道数学题：

填上合适的单位名称。



一个鸡蛋约重50（）一块黑板约长4（）

一张课桌价值约50（）一节课时间是40（）

这个问题把学生给难倒了，他们个个面面相觑。

我在黑板上板书：“安培”。

孩子们大声地读着，陆庆一不解地问：“这是人的名字，人
的名字怎么会是单位名称呢？”

“是呀，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作
为电流的单位名称？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安培的故事。

这样的导入，有效地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