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塘旧事读后感(汇总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荷塘旧事读后感篇一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积累文中的好词佳句。

2、品味文中优美的词语及修辞手法，感受大自然和谐的美。

3、理解景物描写及其作用，培养写作能力。

教学重点：

品味文中优美的词语及修辞手法。

教学难点：

理解景物描写及其作用，培养写作能力。

教具准备：

投影，课件。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播放课件，欣赏荷塘美景。

2、说说观看的感受。



3、导入：荷塘美，荷塘中发生的故事更美。让我们一起走进
美丽的荷塘，与作者一起欣赏荷塘美景，一起回忆荷塘那让
人难忘的往事。

出示课题：荷塘旧事。(齐读课题)

4、简介作者：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其散文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主要作品有《雪朝》、
《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等。)

二、检查预习，整体感知

1、解决字词障碍。

课前大家已经预习课文了，不知道里面的生字词掌握得怎么
样?(出示词，指生读)

2、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板书：美景 旧事

哪几个自然段写了荷塘美景?(2-4)

三、再读课文，品读赏析

1、预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学习，再读课文，相信大家
一定能读得更好。

2、默读2—4自然段，你从哪些词句感受到荷塘的“美” 勾
画出相关的句子，批注。

交流探究

(引导学生通过朗读，感悟荷塘美景，并找出第3、4自然段中
的比喻句，去掉比喻部分，对比朗读，说说哪个片断好?好在
哪儿?让学生体会运用比喻及抓住颜色来表现出荷塘的美的写
法)



3、同一地点，早晚景色各不相同，谁喜欢月色下的荷塘?谁
喜欢白天阳光下的荷塘，选择你喜欢的一段有感情地读一读。

4、生有感情练习朗读。

指名分段合作读，男女生分段读(配乐)。

四、归纳写法、仿写练习

1、作者为什么能把荷塘写得这么美?(出示“我的视角”中冬
冬的话)

2、文中的比喻句描写了荷塘景色的美好，赞美了大自然和谐
的美。世界上的景物是丰富多彩、奇妙无穷的，如(课件)：
亭台湖水相映成趣、公园里的花红柳绿、小桥流水等，哪一
样都值得我们去讴歌、去赞美，让我们拿起手中的笔，也来
描写大自然中令你心驰神往的一处美景吧。

3、景物描写训练。

要求：(1)要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2)200字左右。

板书设计：

荷塘旧事

美景 旧事

如繁星闪烁

恰似晶莹的新月

像跳舞的少女



荷塘旧事读后感篇二

（一）、知识目标与技能目标

1通过对文本的深入研读，学习生字新词，品味文中优美的句
子及修辞手法。

2在对故事情节的学习中学习景物描写的方法及其作用，培养
写作能力。

3了解文中的人物形象，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分析能力
和感悟能力。

（二）、情感目标 感受大自然和谐的美和人类纯朴的爱。

二、教学重点： 赏析景物描写的优美，归纳写作要领。

三、教学难点：理解小伙伴们的性格特点并领悟文章的主题。

四、教学用具：挂图

五、教学过程：

一、揭示课题

1.导语引入：人生道路有风平浪静的，也有惊涛骇浪的，就
是这些不同的经历才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所以旧事难忘啊！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一篇既有美景描绘，又有动人故事叙述的
文章。

（板书、齐读课题）

2.作者给我们讲述的旧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请一个同学读第一自然段）



3.师：是啊，本文记叙作者童年时到外祖母家过暑假，在荷
塘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二、学习课文

（一）学习2——4段

1.这是一个怎样的荷塘？听老师读2——4段，边听边想像，
你想用一个什么词来形容这个荷塘？（生说，师板书）

2.请学习默读2——4段，勾画出你认为优美的句子，再想一
想，这些句子写出了荷塘的哪些特点？能不能抓住句中的关
键词谈出自己的体会。

（请生读句子，谈体会，抓特点）

3.指导感情朗读。

4.师小结：作者抓住荷塘白天与夜晚颜色的变化，同时，运
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巧妙而生动地描写了荷塘的形状及荷花动
态，把荷塘的美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样的景
物描写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二）学习5——8段

1.荷塘的景色是迷人的，是美丽的，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便
是那一件件发生在荷塘里的旧事。

2.请同学们自读5——17段，把你认为特别有趣的地方勾画下
来，并找一找作者写了哪几件旧事？ （指导朗读、板书）

（三）学习9——17段 （小组读，男女生读）

1.还重点叙述了那件旧事？一起来看看这惊险的场面。（请
学生读10——14段）



2.同学们，你们有同样的经历吗？说说你当时的感受？

（设身处地地想，通过朗读表现当时紧张的场面）

3.还好，有惊无险，请男生读小伙伴是如何把我救上来的。

体会“哈哈大笑”是一种怎样的笑？

为什么说那笑声“憨直淳朴”？

（四）老师小结

1.引读18段，想象浮现在“我”眼前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2.齐读最后一段，板书文章所揭示的中心。

（五）拓展，结合我的视角，课后练习题多角度赏析文章。

板书设计：

形状

景美 颜色和谐之美

荷塘旧事 姿态

狗刨比赛

人美 打水仗淳朴之爱

水中救“我”

荷塘旧事读后感篇三

在这个暑假，我读了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是从



一个六岁小女孩――英子的眼光出发，通过“惠安馆的疯
子”、“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爸爸
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五个故事，用英子童
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城南旧事》
既表现了作者的思乡情怀，又表现了旧时代女性的悲惨命运。

这本作品并没有刻意的表达什么，只是一幅场景，一幅场景
的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他自己。
那样的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恒新，
那样的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之心。

我最喜欢文中的主角――英子，她是一个善良、天真、富有
同情心、机智又狡黠的小姑娘。小英子并没有因为秀贞的疯
而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害怕她，而是和秀贞成了好朋友，并用
自己的方式帮助秀贞和妞儿母女相认，并偷了妈妈的金镯子
给她们做盘缠，体现了她的善良和富有同情心。12岁时英子
失去了爸爸，没有爸爸的感觉是多么痛苦，我们是无法体会
到的，人的一生命运多舛，让人哀怜!

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妞儿，她的妈妈就是疯女秀贞，
但是她一生下来就被秀贞的妈妈――妞儿的姥姥给扔了，后
来被妞儿的养父抱了去，养她到大点，就教妞儿唱戏，然后
让妞儿站在天桥上唱，唱完后就给人家要钱，如果人家不给，
她的养父就打她，打得体无完肤!看看我们，天天吃香的喝辣
的，奶奶宠着、姥姥惯着,要什么给什么，更不用说挨打了，
看看妞儿，再看看我们,觉得妞儿真可怜!

书中用一些小事反映当时人的思想。如文中的宋妈，她在得
知儿子小栓子被淹死，女儿丫头子被送人时，决定找回丫头
子，说：“如果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也不要了。”体
现了宋妈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以前这种思想很深，不过现
在好了，这种思想已经几乎灭绝，令人很高兴。

书里还描写了兰姨娘、小偷等多个具有丰富个性特征的人物，



个性鲜活，使人难忘。

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很好，不管是在语言、人物形象还是故事
内容都体现出它的京味特征，为我们展现了北京的地域特色，
如：北京人、北京话、北京的风土习俗等等。这篇文章用词
准确、感情真挚、构思巧妙、并且描写生动，大量运用伏笔、
比喻等修辞手法，令人读完后回味无穷。

城南旧事心得体会4

荷塘旧事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阅读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朱自清的文章，总
给人一种美丽、宁静、自由的感觉，他笔下的荷花，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那是怎样一种美丽啊，细致到仿佛微隙空气
里的灰尘粒子都写得一清二楚——似曾在梦中遇见，微风萧
瑟，品一番月夜荷花。

生活，还是需要一些情致的。在月圆之夜里，作者独自漫步
在清华园，所见的景色，都是那么清雅别致：“月光如流水
一般，静静倾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恬静的语言如梦
如幻，一动一静，隐含着一种清丽的文学之美。难怪作者倾
心于此，就是因为荷塘的沁人心脾吧。

这样安静的夏夜里，听着蛙声蝉鸣此起彼伏，静赏一番荷
花——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清华大学的僻静角落，有着“出淤
泥而不染”的荷花衬托，应情应景，且又是一番享受。

荷塘月色的美丽，可以使人忘记忧愁。文中，我看清了作者
的写作背景——战争、硝烟、人民没有自由。在这样如此恶
劣的条件下，作者朱自清用文字的形式抒发自己对旧社会的
反对和不满，却又在荷塘的美丽里忘记忧愁的心事，环境，



真的可以静心呢。

与作者一起赏花观月之时，我深深地陶醉了。合上书，此时
此刻，对身边琐事的困窘、尴尬和懵懂全然消失，只有几近
享受的感觉游离在心。仿佛繁华落败，观赏者却意犹未尽。

睡了，却正与荷塘相见……

荷塘旧事读后感篇五

人人都有一本能走进自己心灵的好书。能真正走进我心里的
书，还是那本《城南旧事》。

这本书有六个篇章，分别是《童年冬阳骆驼队》，《惠安
馆》，《驴打滚儿》，《我们看海去》，《兰姨娘》和《爸
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每一个篇章都像一
首带着淡淡哀愁的诗。

主人公英子的世界是那么的纯洁、快乐。可是她却过早体会
到人生的悲欢离合：“疯女人”秀贞和她最好的玩伴妞儿的
离去；“小偷”被警察抓去“出红差”；兰姨娘与德先叔一
起不知去了何处；就连最爱英子的爸爸也与世长辞了。

本书我最喜欢的篇章是《驴打滚儿》。它讲述了英子家的奶
妈宋妈的故事。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
明来英子家里。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小栓子两年前掉入河中
淹死，女儿丫头子也被丈夫卖给了别人。宋妈十分伤心。英
子不明白为什么宋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最
后，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了。我十分同情宋妈，因为
她儿女双亡，又嫁了一个无用的丈夫。但我又敬佩宋妈，因
为她虽然是那个时代的命运的悲剧者，但是她骨子里的坚韧



的是让人钦佩的！

《城南旧事》中满含怀旧的基调，将它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
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人觉得仿佛身临其
境。这是全书最大的写作优点。

长亭外，古道边......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带着淡淡的忧伤，我再次翻开了《城南旧事》。

荷塘旧事读后感篇六

《荷塘旧事》是一篇回忆性的写景叙事散文。本文作者回忆
了童年时到外祖母家过暑假，在荷塘边度过的一段美好的生
活。文章中，作者描绘了月牙泡的美好的自然之景，同时也
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童年
美好生活的回忆和留念之情。在教学设计上，我把握住“自
然之美”和“人性之美”的和谐统一，本节课的学习主要通
过三件事的学习感受体会文章的“人性之美”。

《新课标》中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
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
体验和理解。”在研究《荷塘旧事》一课时，就让我有了更
深的体会。课文既有美景描绘，又有动人的故事情节叙述，
因此朗读是本课的重点，要求学生能读出合适的语气，表现
出小伙伴的性格是本课的难点。因此，上课中力求通过“品
词析句”的方式，有效引导学生感悟、理解课文，并贯穿教
学始终。

帮助孩子理解课文的主题。通过品词析句，引导学生自主感
悟，在解词时教师不是把结论告诉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去体
会、感悟，在朗读、辩论中，体验作者的情感。这一阅读目
标的确立既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开阔、活跃的探究平台，又让
他们在有目的的自主阅读活动中提升了探究性阅读能力。



如：作者向我们介绍起了荷塘之往事---狗刨比赛和击水游戏。
“扑通通”扑通通”、“像哪个鼓队敲乱了套似的一阵乱
响”形象地写出了比赛时的忙乱和紧张。“大菊花似的浪”
又一个比喻，浪花的形状跃然眼前。另外，从比赛后的“气
喘吁吁”和昏昏欲睡”可见当时比赛的激烈，反映出小伙伴
们的快乐生活和无拘无束的性格。击水比赛是激烈的，作者
精选了一些词语：“击”、“闹”、“急
速”、“射”、“撞击”、“混”再现了比赛的激烈。
而“当我们互相扭在一起时，便停止了击水，哈哈大笑起
来“，表现了小伙伴们的亲密无间。文章的高潮之处
是“我”溺水时。作者写出了自己遇险时的狼狈与危险，隐
藏了小伙伴们的着急。最后，小伙伴们“在水中排成一队。
手拉手铁链般地将我拖到岸上。”既写出了小伙伴们的机智，
又写出了他们的善良与淳朴。教学中我注意了紧扣文本，引
领学生积极的和文本对话。学生的回答不是凭空编造，而是
紧紧抓住文本中具体的语言句子进行感悟，手不离书，词不
离句，时时引领学生回到文本中，抓具体句子，抓具体词语，
学生的感悟是他真实的内心体验，感悟到位了，有感情的朗
读便会水到渠成。

古人说：“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如
果读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什么疑问也没产生，什么问题也没
有发现，平平常常就读完了，这说明根本没有读进去，没什
么烙印，没什么收获；反之，如果产生一大堆疑问，使你放
不下书，这才是读进去了，收获也是大的。所以，在语文教
学中，同样应该培养学生质疑解疑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当教学到“那笑声是多么憨直
淳朴啊！”时通过学生的质疑、解疑、表述，老师的质疑、
学生的解疑、表述的双重循环过程，激发了学生主体学习的
欲望，很自然的理解了课文内容，领悟了课文的思想感情，
真可谓水到渠成。我也从中受到了启示：教师要善于抓住学
生的问题，激励学生去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在理解问题中领
悟文章思想，掌握读懂课文的方法，定会在语文教学中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阅读教学中，学习语言文字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都要
从因应文路，导出词句；进而从品词入手，理解句子，感情
朗读；最后灵活运用的几步考虑，从而达到激发兴趣，弄懂
含义，达到升华，掌握词语，使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
言文字，具有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