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优秀6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
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篇一

上完《老人与海鸥》一课，我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不仅仅
因为文中那感天动地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在我教学时的处处
得失，让我不停的咀嚼着，回味着。

众寻资源无数，风格各异的教学设计比比皆是，大同小异的
教案也随处可见，真是千个师傅万个法，同行们虽是殊途同
归，但却要看这路谁走的最精彩。上课前我学习了很多资料，
观摩了很多课例，甚至将语文新课标也进行了认真的学习，
好好武装了一下自我的头脑，走在新课程理念的大道上，我
相信我不会走错。

在理论指导下，本课教学理念定位于“自主、合作、探究”，
我力求在课堂能很好的体现。所以，我在本课教学目标、教
法学法及过程的设计上反复斟酌，在“自主学习，合作交
流”上做文章，在这一课时中引导学生抓住课文的重点词句，
理解课文具体的语言文字，经过小组合作学习，自主探究，
以读感悟，体会老人对海鸥的深厚感情，并揣摩作者是如何
把老人对海鸥的感情写具体的。

课一开始，我以“动物“一词入题，引导学生说出自我以往
阅读的与动物有关的文章，并谈感受，从而进入七单元单元
导读，明确本单元学习任务”，这样学生对本单元的学习任
务和学习目标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就能够
有的放矢地进行学习，在初读课文之前，我请学生回忆掌握



了哪些阅读方法，在预习中是怎样预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醒
学生掌握正确并适合自我的读书方法，提高读书效率。可是
我经过课上观察发现学生都好像放不开，举手很少比较拘谨，
异常在课前谈话和概括课文主要资料的时候，本单元课文要
求学生用较快速度阅读文章，可是学生对用较快速度阅读这
一方法并不是很熟悉，不够明确快速阅读的要点，所以造成
学生读书时速度较慢，进程有所影响。之后的预习检查词语
认读和概括文章资料的环节，都是为学生更好接触文本而设
计。

之后的文章结构划分，我以“亲人”引入，指导学生利用过
渡段来理清文章结构。首先让学生思考：什么是亲人先让学
生在文中找出有这个词的段落，并出示另一个有一字之差的
句子相比较，让学生感悟“和”与“对”的差别，从而理解
老人与海鸥之间的爱是相互的。同时让学生发现这段在文中
起什么作用，拟小标题，为课文分成两部分打下基础。

在本课第三环节研读合作，朗读感悟教学中，我在时间上的
处理没有合理安排，导致后面教学时间不足，影响教学资料。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同时这些原因也是提出来请同行们商
榷，以提出解决的办法。

1、学生自读课文时间较长，没有用较快速度阅读课文，暴露
出平时学生的阅读训练的低效性。

2、小组合作学习探究的时间问题。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学习
方式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我为了更好地体现这
一理念，在学生独立读书、思考之后，便让学生分组合作，
交流学习结果。学生根据具体的学习要求开始进行合作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小组认真讨论，抓住了关键词句进行分
析，有些小组则围绕课文大胆质疑，并在组内寻求答案。我
在观察小组学习状况时发现，有些小组的学习不够大胆，交
流甚少，分工不够明确，造成效率低下。为此，我在后面的
全班交流环节时，特意让讨论很落实的小组进行汇报，尤其



是让学生的质疑面向全班，以此让同学们明白应当怎样样有
效合作。结果这一环节的落实很是耗费时间，以至于后面学
生交流，朗读感悟的时间不到20分钟。教案中预设的场景不
能完全展示。由此我又思考到一个问题，如果在平时教学中
没有采用小组合作，自主探究的形式，合作没有阶段性训练，
只是在公开课上做一个演示而已，那合作的意义又在哪里看
来，充分了解学情，落实平时的合作训练十分重要，因为这
些都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3、学生朗读感悟不能够很好到位。本课教法的设计是以读为
本，教学中我将朗读和体会结合起来，在学生品味理解课文
后适时指导学生朗读。可是在读的过程中学生的体会不够，
不能大胆发言，情感体验很不够，而我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担
心教学任务的完不成，在指导和点拨上没有到位，有的句子
只是蜻蜓点水而已，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仅限于皮毛，缺乏深
层次的感悟。首先，教学时，我既想竭力追求完美，又想有
所创新，突出亮点，可课文的容量很大，短短的四十分钟是
难以达成的，为把握时间而去进行的教学，多少有些意犹未
尽的感觉，有些词句学生体会的不够到位，理解的不够深刻，
没有给一些中等偏下的学生留下很充裕的时间去思考，面向
全体不够。其次，对文章的整体把握还不够，课堂中引导学
生读的时间比较少，面不够广，学生的情感没有全部被激发
起来。造成回答面小的现象。

新课程理念与传统教学的冲突怎样解决，如何互补......这
都是我所困惑的，期望在前行的路上能得到同行们的宝贵意
见，那将是我最大的收获。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篇二

我很喜欢看《老人与海》这本书。它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
写的，主要讲述了一个以捕鱼为生的老渔夫的故事。他出海
八十四天却一无所获，被其他渔夫视为倒霉的人，但他并未
绝望，最终钓上了一条大马哈鱼。他和大鱼在海上搏斗了整



整三天，才将鱼杀死，并将其绑在小船的一侧。归程中大鱼
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回港时只剩下脊骨和尾巴。

他虽然失败了，没有得到鱼，但是，他的坚强的意志与勇敢
的精神却经常激励着我。

上学期期末，严重的骨折使我只能卧床，不能上学。六年级
上学期期末考试又是小学阶段特别关键的一次考试。怎么办
呢?我蒙上被子默默流泪。妈妈在边上不停安慰，可是我的眼
泪总是止不住。哭着哭着我尽然睡着了。梦中，我遇到了老
渔夫，他笑着拍拍我：“孩子，腿骨折了，但我们的手没有
坏，我们的大脑没有坏啊……”

对啊!醒来后，我笑着对告诉妈妈：“妈妈，你把我的书包从
家里带到医院来吧。”于是，我开始学习，从躺着看书，到
坐在床上写作业，虽然字不端正，但是却都很正确。遇到不
理解的，我就打电话问老师和同学。语文、数学、英语和科
学作业没有落下，美术、信息、音乐作业也没有落下。一个
多月过去了，我们在大雪中迎来了期末考试。爸爸把我背到
学校，虽然腿不能弯，直直地搁在椅子上，坐着很累，但是，
我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休业式后，热心的同学带回来我的成绩单。我忐忑不安地打
开了成绩报告单。当看到全优的时候，我的眼泪又一次止不
住地往下流。

我像那个老渔夫那样，面对挫折时，我没有气馁，克服困难，
勇敢地战胜了病魔!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篇三

暑假里，我读了《老人与海》这本书，它留给我的映象很深
刻：风烛残年的老渔夫一连八十四天都没有钓到一条鱼，但
他仍不肯认输，而是充满着奋斗的精神，终于在第八十五天



钓到一条身长十八尺，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
着船往海里走，老人依然死拉着不放，即使没有水，没有食
物，没有武器，没有助手，左手抽筋，他也丝毫不灰心。经
过两天两夜之后，他终于杀死大鱼，把它拴在船边。但许多
鲨鱼立刻前来抢夺他的战利品。他一一地杀死它们，到最后
只剩下一支折断的舵柄作为武器。结果，大鱼仍难逃被吃光
的命运，最终，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他回到家
躺在床上，只好从梦中去寻回那往日美好的岁月，以忘却残
酷的现实。

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
救的失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
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再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
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大马
林鱼虽然没有保住，但他却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显
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老人是一个胜利
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即使失败了，也要坦坦荡荡，
不失重压下人的“优雅风度”。

读完这部小说，有人可能会发问：为什么作者不让老人最后
获得胜利呢？这样不是更加能体现英雄的伟大吗？老人的故
事不仅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象征着整个人类坚不可
摧的精神。在现实中，他虽然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他却是
胜利者，他那顽强搏击的精神，展示了人的高贵和尊严。遍
顾所有的人生，谁没有经历过失败呢？哪怕再成功的人。失
败的原因可以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失败总是一个让你难以
承受的打击。再出海，你就会有胜利的希望。我想，这种险
恶的人生环境和这种坚韧的人生态度，正是这部作品越来越
吸引人的原因。

读完后，我获得了许多人生启示。什么是失败，失败就是要
跌倒了重新鼓起勇气爬起来，再一次跌倒再一次爬起，永远
不要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不要失去了自己人生的梦想。什
么是英雄，英雄就是敢于面对挫折，挑战挫折，战胜自己，



战胜挫折的人，他们有勇气完成自己也许失败了很多次的梦
想，这才算得上是英雄。

读完《老人与海》这本书，我感到我浑身增添了战胜困难的
勇气和力量。无论是今后的教育道路有多少荆棘，多少挫折，
我相信只有有老人那般不服输的品质，我一定会是生活的强
者，一定会实现自己伟大的梦想！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篇四

第一天上语文课，我拿着崭新的语文书随便翻了几页。第一课
《老人与海鸥》对我印象深刻，尤其是“十多年了，一到冬
天，老人每天必来，和海鸥就像亲人一样”让我深受感动。

《老人与海鸥》讲的是：一位贫穷的老人每天步行二十余里，
数十年如一日的爱海鸥，给海鸥喂食。老人死后，海鸥做出
了许多不寻常的反应，在老人的遗像前守灵。

海鸥买四块五角钱的饼干，他对海鸥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虽然老人充满爱心，可是社会有许多人没有爱心。有些人为
了赚钱，不惜违返法律，捕杀国家保护动物。

人类啊!醒一醒吧，只有咱们爱戴动物，动物才会爱戴我们。
就像我们的地球母亲，假如我们少开几次车，多环保一下，
少用塑料袋，多植树，不破坏树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环保
的。你看现在，咱们的地球母亲，空气到处污染的很坏。只
要我们环保些，地球也会善待我们。经常骑自行车，就可以
减少咱们的空气污染数量，这都是咱们力所能及的。

动物其实和人是一样的，你只要善待它，它就会善待你。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有一天，一只小狗失足落尽的河流中，围观的人很多，但是，
没有一个人愿意救小狗，可怜的小狗在作无谓的挣扎，突然，
一位年轻小伙子，跳入河流中，救起了可怜的小狗。

从此，不管主人怎样撵它，它都不走，之后，它和主人成了
最好的朋友。

人间处处有真情，它躲在了角落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篇五

一个古怪的老头，钓一条鱼，直到天昏地老，海枯石烂。

这就是读《老人与海》到一半然后两眼昏花所发出的感慨。
此后，这本薄薄的书就被我扔在书架最偏僻的角落，落了一
片灰灰的尘。我是一个极度缺乏毅力的女孩，若能把一件持
续了半个月的事情延续到一年半载，那是奇迹。

在今天被动的翻开这本书之前，可怜的老人与海就像雕塑一
般充当一个显示我“学富五车”的工具。我一点也不了解它，
也不愿意去了解它。

蓦地，突然发现那些讲述如何坚强勇敢的书籍要不就是被强
制性的送给人家，要不就是卖给了捡破烂的。那些色彩斑斓
的，浮若尘丝的奇书异卷反而夺得了一大片疆域。只有这本
孤独的老人与海，孤独地在封闭的世界中不停息地自导自演
一部相同的戏。翻开柔韧的纸页，赫然见到“我要和它斗到
死。”着实让我惊心。

纵使老人顽固不化、愚蠢木钝，但他的坚持赢过了波塞东的
嚣张。

转而想到了自己，从小学画画不到一年，放弃了;想当律师，
不到半年，丧气了;想当作家，不到三个月，泄气了。曾经许



下那么多豪言壮志，就在绝壁前灰飞烟灭。毕竟是年轻。啊，
好奇而善变。这是对自己的安慰。

并不是没有坚持过，但那种枯燥与永无止境的等待是一枚细
针，足以穿破一个鼓鼓的气球。于是曾经那么多次，承受不
住坚持换来的失败，躲在瀑布里哭泣。

纵使老人身处险境，但他的生存信念驱走了死神的垂顾。

听说除了教徒们，人是没有太多信仰的。时间在句子后面划
上了一个巨大的叉子。

老人与海感悟和启示篇六

寒假，我读了《老人与海》，这本让海明威戴上了诺贝尔文
学奖桂冠的书，它发人深省，让我受益匪浅。

《老人与海》主要描绘了一个名叫圣地亚哥胡老渔夫，独自
一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84天之后，与一条旗鱼缠斗，
用了两天两夜才将其捕获，但在其返程时，鱼血引来了鲨鱼，
没有武器与帮手的老人虽然努力驱赶，与鲨鱼殊死搏斗，结
果老人的旗鱼还是被鲨鱼吃光了，老人最后拖回家的只剩下
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全书虽然只有120页，两万七千个单词，
看上去简单的小说，却成为了文学上的经典。

合上书，我心中思绪万千，惊叹于老人顽强的意志力与坚定
不移的精神。我想，这就是他能捕鱼成功的因素吧。

但当我再次翻开书，却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贯穿全书的是
这么一句话“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哦，《老人与海》
之所以成为经典，关键是那洋溢在纸面上的永不认输的乐观
主义精神。在老人孤单时，这种精神让他与手对话，和鱼做
朋友;在老人捕鱼遭遇困难时，这种精神支撑着他熬过漫漫长
夜;在老人手无寸铁，碰上鲨鱼时，这种精神使他举起船桨，



与鲨鱼搏斗……。不论处境多么艰巨，老人总能为自己找到
快乐的事;不论有什么困难，老人总能重新站起来，勇敢面
对;不论自己情况有多糟糕，老人总能保持自信，不去逃避。

老人从未放弃过，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就会一直为其奋斗，
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自信、坚
定、顽强、乐观，足以使任何人成功。

再想想我自己，比起老人，我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老师
布置的作业多了就怨声载到;妈妈让干点家务活，就会闷闷不
乐;测试成绩不理想，就垂头丧气。感觉自己的生活没有了生
气，非常烦躁。这就是我们成长中遇到的烦脑、困难，我们
不能逃避，要勇于面对。

《老人与海》赞颂了哪怕一无所获，也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
提倡永不言败的乐观思想。我们应该学习老人不放弃、不屈
服的品质，任何时候都保持乐观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取
得更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