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人和初中生 人和自然心得体
会(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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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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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初中生篇一

人类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必须与自
然和谐相处。近年来，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
质量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然而，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
深刻体会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
下面，我将与大家分享我对人和自然的心得体会。

首先，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支撑。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源泉，我们需要水、空气、食物等自然资源来满足生活的
需求。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自然进行过度开
发和利用，导致了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只有通过保护自然，
合理利用资源，才能确保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因此，我
深刻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其次，人类的行为会对自然产生直接的影响。人类的活动不
仅会损害自然环境，还会影响到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例如，
森林砍伐和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导致
了一些物种的灭绝。为了保护自然界中的生物，我们应该尊
重自然，合理利用资源，降低对自然界的干扰。只有与自然
相互协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

再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情感联系。自然的美
景和生物的独特性能让人们感受到无尽的快乐和惊叹。当我



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心灵的宁静
和平和。夏日的微风、秋日的金色落叶、春日的细雨，每一
次与自然的接触都能给我带来愉悦和舒适的感觉。这让我明
白了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
荣的关系。

此外，人类的行为还能够积极地改善自然环境。人类通过科
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善自然环境，恢复生态平衡。例如，
治理水体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推动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等，
都是人类努力改善自然环境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
到了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改善自然环境的重要力量，也是保
护自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综上所述，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人类需要自然来满足生存的需求，而自然也需要人类来保护
和维护。通过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可以获得快乐、平静
和进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资源，
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让人与自然共同繁荣。

人和初中生篇二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千丝万缕的纽带，相互依存、相互
影响。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我体会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
相互关系，并且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下面，我将从对自然的敬畏、自然中的生命平衡、人类如何
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环境的责任以及体察自然的美妙之处
五个方面来展开这篇文章。

首先，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当我置身于自
然的怀抱之中时，我看到了种种壮丽的景色，听到了悦耳动
人的自然之声，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我看到了山峦
起伏，江河奔流，这一切以及无数生命的存在都让我感到无
比的敬畏。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与自然相比，只能算



得上微不足道。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
弱小，同时也体会到了人无法挑战自然的强大力量，只能学
会敬畏和欣赏。

其次，在自然之中我体会到了生命的平衡和多样性。自然界
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了无数各种各样的
生物物种。每个物种在生态系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形
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蜜蜂攀附在花朵上
采集花蜜，同时也辅助了花朵的传粉工作。在这个多元的生
态系统中，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任何一种物种
的破坏都可能会打破这个平衡，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作为
人类，我们应当珍惜这个生态系统，保护其中的多样性和平
衡。

第三，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都离不开自然。我
们需要自然提供的食物、水源和空气等来维持生存。然而，
由于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我们常常与自然发
生冲突。人类的行为导致了气候变化、浩劫性的自然灾害、
生物灭绝等后果。因此，为了保护地球的未来，我们必须与
自然和谐相处，关注环保，减少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第四，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自然是共同的财富，也是
每个人的责任去维护。即使是平凡的每个人，也能通过自己
的努力来保护环境。例如，养成垃圾分类和减少使用一次性
塑料的好习惯，通过骑自行车或使用公共交通来减少汽车尾
气排放等等。此外，教育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学校、
社区和媒体等渠道，可以增强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培养
保护环境的责任感。

最后，自然有着无穷无尽的美妙之处，我们应当体察其中。
自然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壮丽，更是其背后蕴含的丰富。
亲近自然使我体悟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同时引发了我
对美的热爱。自然中的一朵鲜花、一枝树叶，都蕴含着生命



的力量和美的价值。走进大自然，凝视星空，沐浴阳光，感
受四季变换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人不禁感叹自然之美。

综上所述，与自然的交流使我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我们应当敬畏自然、珍惜自然、保护自然、体察自然的美妙。
只有与自然和睦相处，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我们才能建立起
持久的友谊，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和初中生篇三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源远流长，自然是我们的母亲，是赋予我
们生命和食物的源泉。然而，自然的力量也是无穷无尽的。
面对自然的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谦卑和敬畏之心。在经历了
一次次自然灾害后，我深刻体会到了自然的伟大和无情，同
时也明白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必须与自
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资源，而不是剥削破坏。

第二段：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类需要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
程中，我学会了尊重自然，学会了与自然对话。无论是在大
自然中领悟生命的真谛，还是在花草树木中感受到与万物的
连接，我们应该学会倾听自然之声、感受自然之美。自然是
世界的杰作，我们需要珍惜这一宝贵的资源。

第三段：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虽然自然给予了我们很多，但是我们人类的活动却对自然造
成了很大的影响。工业污染、过度开发、森林砍伐等行为已
经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我曾亲眼目睹过被工厂排放的废水
污染的河流和被人为开垦耕种过的土地无法再生。这让我深
感人类的盲目行为给自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段：保护自然的责任



保护自然的责任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
生活方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节约资源、垃圾分类、
减少碳排放等都是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事情。此外，政府
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加大环保力度，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来规
范人类活动，保护自然。只有每个人都能够为环境保护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共同家园。

第五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让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我们应该从小培养环保意识，教育下一代如何保护自然，并
动员更多人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总结：人类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我们需要学会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环境保护贡
献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
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人和初中生篇四

一、理解和学习通过人物对话揭示思想性格的写作方法。
（个性化的语言）

二、培养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鄙视伪君子
与奴才，做英勇投入战斗的实干者。

教学时数：两教时。

一、布置预习，思考题：

1、这篇散文诗写了几个典型人物？主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刻画
的？用恰当的词概括他们特有的思想性格。



2、作者写这些人时分别倾注了怎样的感情？是褒还是贬？作
具体分析。

二、激发兴趣，引入课文。京剧讲究脸谱，颜色、线条，均
有学问。如红脸表示赤胆忠心，黑脸表示戆直无私，白脸表
示内心*险。观众一看舞台上人物的脸，就能猜测其好坏，猜
测其思想性格。这说明肖像描写是为人物性格服务的。

孔乙己第一次出场的肖像描写是：高大身材，青白脸色，花
白胡子，活画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穷困潦倒，自命清高，好
喝懒做的性格。最后一次出场，黑瘦，破夹袄，蒲包，草绳，
用手爬着走来，突出地塑造了这个受欺凌受摧残的苦人儿形
象。可见外貌描写在刻画人物形象中十分重要。

然而，艺术高手有时不用外貌描写，只用人物语言的表达方
法，也同样能深刻地揭示人物思想性格，塑造出鲜明的形象。
鲁迅先生这篇散文诗就有此妙处。

三、理清段落。

思考回答：课文通过三场对话描绘三个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哪三场对话？请划分一下。第一场谁与谁对话？第二场？第
三场？用浏览速度看一遍。

（板书）

1、奴才与聪明人

2、奴才与傻子

3、奴才与聪明人

四、分场朗读，理解内容。

第一场对话：奴才与聪明人。奴才，诉苦。为悲惨生活而唉



声叹气，不知反抗，不想反抗。由于安于现状，心灵深处有
自我安慰，因而易为廉价的“同情”所满足。“诉”、“舒
坦”，准确地披露了内心的活动，深刻地揭示了奴才的奴性、
软骨，“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概括，精要，入木
三分。

聪明人，故作姿态，顺奴才的话，听话音，接话头，敷衍，
不负责任。说了三句话，叹了一口气，故作“惨然”和“叹
息”的样子。第三句话分明是叫奴才安于奴才的地位。

对话中省略号有妙用，给读者以充分想象的余地。

第二场对话：“奴才与傻子。奴才，诉苦。不思反抗，不敢
反抗，反对反抗。“恭敬”驯服，卑躬屈膝，奴颜媚骨，向
主人请功。“首先”、“得胜”揭露深刻。

傻子、实干，正直。他义愤填膺，热情勇敢，英勇战斗。具
有毁坏铁屋子的精神。（《呐喊》自序）

然而，他不明事理，鲁莽从事，孤军作战，脱离群众，不考
虑方法。

第三场对话：奴才与聪明人。奴才，安于做奴才，居功自诩，
为得到主子的夸奖而洋洋自得，十足的奴才本性。不仅奴颜，
而且脊梁骨是弯的，骨头是软的，拍马，发臭。

聪明人，敷衍。仍然接话，顺着奴才的意思，赞扬奴才安于
奴才的地位，叫奴才永远做奴才。至此，灵魂深处的世界进
一步暴露，原来是主子的帮凶。

五、表情朗读。

1、只读对话部分，连贯起来理解领会：没有服饰、外貌的描
写，而是用对话揭示人物的心灵。为什么对话描写能揭示人



物的心灵呢？言为心声，作者抓住了反映不同人物内心深处
的关键性语言来表现，做到了语言个性化，使人听其声如见
其人。要做到这点，须有很深的功力，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
与感受，善于敏锐地捕捉。这种描写方法在古典小说中早已
运用，如《红楼梦》中王熙风的出场，就是听其声如见其人。

（板书）

对话描写

言为心声

听其声如见其人

2、进行对话描写时伴以简洁的叙述与神情描绘，轻轻一笔，
画龙点睛，如闻其声，如见其态。

3、不是孤立的几场对话，而是鲜明的对照，照出奴才的奴性，
聪明人的伪善，傻子的憨直与莽撞。在比较中使假、恶、丑
的可憎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六、理解作者褒贬的感情。

1、对维护旧社会的奴才、聪明人揭露，讽刺，对毁坏旧社会
的傻子既赞扬，又指出不足，激励人们更好的战斗。

《野草》，1920年9月——1926年4月时作品，共23篇。作者在
《题辞》中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
饰的地面。”“地面”就是产生野草的社会背景。1924年，
国共两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25年“五卅”运动
掀起全国反帝高潮，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北方依然是军阀
的黑暗统治。鲁迅对封建势力、买办思想深恶痛绝，展开英
勇的战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勾画、塑造这三种人，（社
会上确实存在）寄寓褒贬的感情。



2、奴才与穷人、奴隶不同，此文中的“聪明人”与通常说的
耳聪目明的人不同，概念不能混淆。

七、思想意义：三种人具有典型意义，历史意义，不是张三、
李四、王五，而是这一种、那一类，高度概括。可作为镜子
对照，照到灵魂深处，教育人们认清、看穿“聪明人”与奴
才的面目与本性，激励人们反抗，战斗，向旧社会旧势力进
击。进击时要寻找合适的方法。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仍有艺
术的生命力。

八、作业：写一段对话揭示人物性格。

教后：

2、一个同学说：“奴才毕竟是奴才。”好。

3、第一场对话，聪明人思想性格暂不下结论，引起悬念；时
代背景放在后面讲，可突出思想意义。

人和初中生篇五

1.引导学生通过学习选文，比较深入地了解孟子的“人和”
思想。

2.在孟子博大精深的思想的启发下，获得对人生的借鉴与指
导，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3.巩固和落实文言知识。

1.课时：一课时

2.课型：引导探究课

1.根据此选修课程的特点，课堂设计应避免两种极端化的走



向，即纯粹的文言知识传授和纯粹的文化宣讲。要让学生在
讨论、分析、探究的过程中，感受孟子所传达的博大精深的
思想，并达到陶冶身心、涵养德行的目的。

2.本课堂的设计采用“板块式教学模式”。板块式教学模式
可优化教学内容，使教学结构清晰有序，形成一种层进式的.
教学造型，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教学板块一：认读与感知

教学板块二：质疑与探究

教学板块三：领悟与延伸

导入：由热点时事世博会入手，引出“和谐”话题，再追根
溯源到孟子的“人和”观。

（板书课题）人和

带领学生温故初中时学过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即本课的第一个文选。

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重点学习内容为2.3文选。

教学板块一：认读与感知

学生活动：

1.各自大声的朗读文段,熟悉文段内容。

2.听读文段，校正读音，整体感知。

教学板块二：质疑与探究

学生活动：



1.学生梳理文段，提出疑惑

2.合作探究，解决疑难

（在学生力不能及的情况下由教师点拨，引导，帮助学生解
决文言知识方面的疑难问题。）

（如果学生不能准确理解，一定要在诵读品味中加以引导）

教学板块三：领悟与延伸

（在学生明确文段观点的基础上进行）

学生活动：深入思考，探讨领悟，完成以下两个问题。

1.仔细阅读文段，看看在所学文段中，哪些语言足以引发你
的思考，你想和别人分享吗？寻找一个对象，把你找出的句
子送给他，并阐述送给他的理由。

（以上两问题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发现问
题、思考问题的兴趣，并回扣课本，引导学生在先贤圣人博
大精深的思想中，获得自己人生的智慧。）

人和初中生篇六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字词。

2、理解课文内容，品味拟人修辞的妙处。

3、通过片断训练，培养学生想像力，锻炼学生写作能力。

1、重点理解巨人变化的原因；理解应深化主题，并向生活辐
射联系。

2、教学突破通过辐射材料，丰富思想，品味写法，获得感悟。



一、热身训练

1．板书“爱”。

2．诱思：正大剧场结束曲中唱道：“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
言”，韦唯在《爱的奉献》中唱道：“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还有一位诗人说道：“把爱
拿走，我们的地球将变成一座坟墓。”请同学们谈对“爱”
是的理解，可以引用格言、歌词、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述。

3．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看看课文叙述了一个怎样动人的
故事，王尔德又是怎样诠释爱心的。

二、设疑、理解、点拨

1．提问：孩子们给巨人的花园带来了什么变化?

2．提问：巨人是怎样由自私变得充满爱心的?

3．提问：课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三、辐射资料．深化理解

1．叶圣陶说过：“作得思有路，循路识斯真。”可见理清思
路、概括内容是多么重要。请同学们浏览课文，列出课文结
构提纲。

2．指导学生阅读《一棵大树》。

提问：大树对男孩可谓爱之有加，可是他给自己带来美好和
快乐了吗?

3．请同学们给这篇童话补充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

四、本课小结



因为有了爱，世界才如此美好。请同学们在课下向其它同学
讲述一个你身边发生的爱的故事。并用实际行动向你身边的
人奉献出你的爱心。

一、理解作者构思

1．课文为什么要强调是“巨人”和孩子呢?如果改成“男
人”和孩子，效果会怎么样?

2．你觉得课文在构思上还有哪些独到之处?彼此交流一
下。(给予点拨)

二、学习拟人修辞

1．拟人是本文运用的.最主要的一种修辞，从文中找出最典
型的一段来，体会其妙处。

2．指导阅读《溪水》一文，提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写好拟人
句。

三、片断写作练习

提问：巨人为什么“特别”想念那个小男孩?假如有朝一日，
男孩又来到了巨人的花园，会发生怎样动人的一幕，请充分
发挥你的想像力，运用拟人的手法写一个片断。

四、本课小结

读童话是美好的，写童话同样是美好的。因为在读、写之中，
你的心灵便得到了净化，我向同学们推荐阅读王尔德的《快
乐王子》、《道林格雷的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