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坭兴陶介绍 四年级语文听课心得
体会(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坭兴陶介绍篇一

听取了青年教师胡老师执教的如这一课题，文本引导理解自
然之道，让学生感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之道，明白好心人办
坏事这点确实难。

胡老师以幼龟为点，以情景导入，引出“这么多幼龟是如何
离巢入海”，再品读“离巢出海”文段，然后理解“自然之
道”。在过程中，胡老师对一只幼龟的探与出，抠词抠得很
好，让学生感受幼龟的谨慎勇敢，但听着听着我就在想，既
然已经点了这点，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去引导理解“自然
之道”中的一层意思，即：幼龟的安全意识生存之道。当然，
这不是重点，但却也是丰富理解课题的含义。

在教学一群幼龟，这一环节，胡老师紧紧地扣住了“鱼贯而
出”“结伴而出”“结队而出”这几个词，在这几个词中下
了很多的功夫，让学生感受其数量多，出的方式不同，然而，
听课的我不禁又在思考，这样的用途除了让孩子闷感受祖国
语言的准确丰富之外，与课的主旨是不是有所偏离，是不是
可以在稍作感受三词不同之后，导向因为我们的“帮助”，
让幼龟得到了错误信息，所以“鱼贯而出”，因为幼龟以为
很安全了所以“结伴而出”，“结队而出”。让学生把这一
结果造成的原因直接指向“我们的做法”，在此，可以想象
如果你就是小幼龟心里怎么想的。为下文，我们为犯的错误



后悔做一个铺垫。

第三点，我觉得问题的提法与价值观导向有所偏差。胡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出示了成群幼龟在沙滩爬行的图片，之后想象
它们会想些什么？再次齐读描写成群幼龟的句子，然后
问：“看到这个情景，谁最高兴？”学生与老师的答案是食
肉鸟最高兴。接下去再去学习揭示“自然之道”。这个问题
一抛出，我不禁一愣，总觉得与这个课堂主旋律格格不入。
当然只是个人看法。

我的想法。从没学习过这一文本，这六年级的教材也是在我
们市里属于第一轮新课程实施，不懂教材的我记一下我的设
计想法。是不是可以以向导的话“叼就叼吧，自然之道，就
是这样的。”这句为切入点，通过文本本身的特点：从小幼
龟的安全警惕，生存之道，引到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以此
为线，是不是更便于揭发深入自然之道的旨向。同时，在文
本的解读中，品读几个“而出”，理解这几个“而出”是因
为人们的做法致使幼龟得到了错误信息，这样也便于学生更
深地挖掘文本自身，把握其“自然之道”的根本。另一点，
以向导的'悲叹为结，他悲什么，叹什么，让学生进行一个小
练笔，明确课文旨意，把课堂推向深度，推向高潮。

一堂课，沉下去，思考给孩子们留下了什么？是语言文字上
的积累，是写作技巧上的掌握，还是人文的熏陶？我们明白
那是多多益善，可是我们的课堂只有四十分钟，容量有限，
所以语言文字的训练如一些小练笔最好与课文的人文熏陶目
标结合起来。这是站在这节课堂之外，我的所得，我的小感。

坭兴陶介绍篇二

军训，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磨练。短短的五天，让我明白
了人生中的道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同时，也培养了我
坚强、独立、吃苦耐劳、不怕脏以及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军训刚开始，大家真是叫苦连天，适应不了这种生活。但是，
我们作为一名踏入新校的初中生，怎么能连这么点苦都受不
了呢?这是我们的第一炮，怎能不打响就投降呢?现在，我们
早已不是家里的大少爷，娇小姐，我们站在训练场，面对教
官，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是一名军人!我们要有军人严明的纪律，
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钢铁般的意志!

炎热的夏日，骄阳似火，连续几个小时的操练，让我们吃尽
了苦头。单调乏味的军训日复一日，头顶上的烈日记录着我
们的汗水。军姿、蹲起、行进……一系列的动作不停地重复，
直到教官满意的点点头，我们才算“过关”。我们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苦练过来的。

最后一天，我们来到大操场开始阅兵和领奖。领奖的时候我
们班只拿到了两个奖，我觉得之所以我们没拿到更多的奖状，
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好和没有休息好。军训完了一天后我觉
得很累，第二天起床也没有精神，脚还很痛。

真是一次难以忘怀的军训，它让我深深地盛触那句话：一份
耕耘，一份收获。你只要付出了，就一定会有相应的收获，
你付出的越多，收获的也就越多。人生往往是这样。虽然，
这五天来的军训是前所未有过的艰苦，但它也是我这一生中
最美好的回忆。

坭兴陶介绍篇三

一、紧扣重点词，重扩展。

在学习本文新词语时，姚老师先把自主学习权交给学生，借
助活动手册读音、说意，并通过找近义词、反义词加深记忆，
渐而自然过渡到词语所在的文章句子，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
理解词义，同时分析了文章重难句。汉语虽是我们的母语但
小学生在学习较书面的中文词语时，也需要在头脑中形成有



栩栩如生的形象并经过反思才能理解、接受。给我印象颇深
的时“辗转”一词的讲解，姚老师首先提问句中从哪个词可
以看出寻找相匹配的骨髓的不易，然后为了帮助学生更形象
的理解和记住这个词，姚老师引导学生依照文本扩展，医生
首先会在哪里找，从杭州到全省再到省外乃至整个中国大陆，
最后到中国台湾终于找到。从这个艰难历程让同学深刻理解了
“辗转”的含义。这里充分体现了姚老师的教学智慧。

二、重视朗读训练、多样性阅读。

阅读是语言教学的一种重要训练形式，本文又是一篇真实故
事饱含真情实感，很适合有感情的朗读。本堂课上姚老师也
穿插了很多“读”：自由朗读、快速阅读、单独朗读、细读。
学生在朗读—思考—再朗读的过程中逐步理解课文中心思想。

三、抓住重点，注重情景创设。

姚老师善于抓住关键词语，如“静静”、“奔波”、“沉
着”等来引导学生体会人物内心，体会文字背后的情绪。并
且让学生设想自己就是中国台湾青年自己在余震中会怎么做，
入情入境探究人物内心。整个捐献骨髓和送骨髓的路程和时
间表的设计很清晰明了。最后在姚老师配合音乐深情并茂的
朗读中，同学们与作者的情感达到了共鸣。

同时就本堂课提一点小问题，感觉本堂课的容量有点大，另
外学生对文章深层次方面的东西挖掘能力有所欠缺，与老师
不能形成很好的师生互动，这可能和学生本身的基础有关。

坭兴陶介绍篇四

《三国演义》是一部断代体古典名着小说，它讲述了从东汉
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首先我看到的是像“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一类脍炙人口



的诗句，接着引入正文。第一句话这样说到：“话说天下大
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不无道理。周末七国分
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书中还有上百个人物、无数的军事谋略，加上作者本身借着
历史人物，来阐述忠、教、仁、义、爱的道理，更是深中人
心。它写的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
刘表、刘璋，气量狭隘的周瑜，长厚的鲁肃，勇者张飞、许
楮、典韦，下至因行间而贻笑千古的蒋干，无不个极其态。
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虽有这些人物，但最令我有所
感受的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几个英雄人物。

先说关羽。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降汉不降
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
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而约好一
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往投。我认为虽降了敌，但最
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得可贵的忠。
《三国演义》表现关羽的方法也极简单：“丹凤眼，卧蚕眉，
面如重枣，青龙偃月刀”，后来加上“赤兔马”，又读过
《春秋》，刮骨疗毒不怕疼，斩颜良，诛文丑，几乎变得天
下无敌。他的所做所为值得我们学习。

封建统治时期需要忠臣，需要一个能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臣，这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熟知天文地理，能文能武，
足智多谋，而且一生谨慎，鞠躬尽瘁。他借东风，草船借箭，
三气周瑜，智料华容道，巧摆八阵图，骂死王朗，空城计，
七星灯，以木偶退司马懿，锦囊杀魏延，这些是常人所想不
到的。我本以为这种人应该相貌非凡，可书中描绘的却十分
简单：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他的所
做所为给后人很深的印象。

现说曹操。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为奸雄，可能是因为
他的儿子篡了汉。他说刘备与他是并世英雄，说得刘备都不
敢听，但是他没有杀刘备，虽刘备正是他的瓮中之鳖。这使
我感到了曹操的大度，也是周瑜做梦也梦不到的。周瑜眼中



只有诸葛亮，与其誓不两立，只要把诸葛亮杀了，东吴的天
下就太平了。后来又发现刘备也不是一般人物，便想杀刘备，
至少把他留在东吴，东吴的天下也太平了。目光短浅，气量
狭小，非英雄也。这也与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曹操还是
个实干家，曾经行刺董卓，矫诏聚诸侯讨伐董卓。这些使我
感到了曹操的伟大之处。

总的来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而以上几人也给了
我很深的感受，他们很值得我学习。

坭兴陶介绍篇五

狼，是凶残的动物，这是以前的的印象，读完《狼图腾》此
书，对狼的印象发生了转变。

这是一部写狼的故事，作者身临其境，与狼生活在一起，通
过狼的点滴，描绘了一幅鲜为人知、具有很强感染力的生活
画卷。

辽阔的大草原，狼成为一种图腾，予以精神化了，与狼的周
旋过程中：赶狼，杀狼，崇拜狼的精神无处不在故事中的毕
利格老人一生都在摸索狼性，懂狼，护狼，不赶尽杀绝收放
有余的灭狼，和狼斗智斗勇。在作者的平铺直抒中，穿过历
史的迷雾，仿佛经历了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在这场较
量中，参于战斗的战士有：人、狼、狗、马、黄羊……一切、
一切似乎被赋予了人性化;动物和人都是具有智慧、骁勇善战
的战士、感情丰富、团结奋勇。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场战役，我似乎不是在看动物界的残噬，
而是一场指挥若定的军事战役，长期草原生活使狼群能预知
天气，熟知地形，善布战局。

第一场战役是狼与马之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事先埋



伏好的狼一次又一次把高大的马群围追堵截至南水洼，先是
有计划地把马往设想的方向驱赶，然后扑、咬、耗，井然有
序、镇定自若、临危不乱。高大威猛的马在狼的强大攻势下
溃不成军。在这里，与其说狼为生存而拼命，不如说它是一
场军事才能的比拼。“擒贼先擒王”这个战术被运用得得心
应手。非常惨烈，其结果因为狼的必胜之心而宣告狼的大获
全胜。

第二场战役是：狼与黄羊之战。这场战役似乎打得很轻松，
因为黄羊在狼面前有点弱智，狼仅仅用智慧和耐心不费吹灰
之力消灭了黄羊。对天气熟知的狼利用一个大雪天，潜伏在
黄羊出没的草场，耐心等待。等待那些破坏草原的黄羊吃饱
了、腆着圆滚的肚子举步维坚，便一哄而上，形成半圆形弧
线，留出一个缺口，黄羊拼命地往缺口逃命，好多中途因为
吃太饱而毙命，逃到缺口的也立即倾泻而下，因为缺口也是
死路一条，是一个天然大雪坑。狼依然胸有成竹地驱赶羊群。
由于这些没能逃掉的羊群足以让人和狼过冬了，因此，聪明
的狼并没有赶尽杀绝。为明年留下了食粮，黄羊的繁衍能力
极强。狼尚且懂得不赶尽杀绝，人类却喜欢把狼赶尽杀绝。

第三场战役是人与狼的战役。自然狼在征服者的面前不堪一
击!

军事才能：布阵、侦察、伏击、善变、狡黠……据说元朝的
许多战术和狼的某些战术不谋而合;元朝我国疆土扩展至欧洲
大陆，疆域广阔，使周围邻国闻风丧胆，马背上的民族曾经
一度辉煌。

在文章中，食物链也得到很好的印证，达尔文的进化论，物
种之间的赤裸裸竞争发挥得淋漓尽致。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崇尚狼的精神，永远不松懈，整个民族
也才不会颓靡，才不会雌化，狼的这种顽强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