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毽子里的铜钱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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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毽子里的铜钱读后感篇一

1、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感受他们
彼此的关爱，及我的感激之情。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抓住重点词句，体会卖山薯老人和我的善良，感受他们彼此
的关爱，及我的感激之情。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毽子里的铜钱》，齐读课题。

(一)、通过老人两次送我烤山薯体会老人的善良与纯朴。

1、文中讲到老人几次送我小山薯?(2次)自读提示：勾画老人
两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思考老人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的。
批注自己的体会。

2、交流。

(1)、谁来交流描写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的句子。(“老人
一声不响……”)

师：从这个句子中你体会到什么?(老人很善良)理由
是：——(板书：善良)



师：因为?(老人没要我的钱。)

师：还有谁再来谈谈从这段话中的哪些词句中你体会到了老
人的善良。(从笑呵呵可以看出老人给我时很快乐。理解一声
不响)相机指导朗读。

师：其实老人见我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子猜想我都没有钱，
完全可以说：——

师：多么善良的老人，让我们齐读这段再次感受老人的善良。

师：当老人笑呵呵地送给我香喷喷的烤山薯时，我心里怎么
样?(十分感激)我感激是因为?如果学生不会引导学生想在什
么情况下给我的。(我想吃时，老人给了我烤山薯，老人明明
知道我没钱的情况下，白送了我小山薯。)

师：现在你就是那位小女孩，感激地读一读。(评价读出慢慢
地剥，慢慢说明什么?还有哪些词说明我很珍惜。再珍惜地读
一读。

(2)、这位慈爱、善良的老人后来又给了我一个小山薯，谁来
交流你勾画的句子并谈谈自己的体会?(生读句子，交流体会。
)

师：课文7、8自然段都在写老人第二次送我小山薯，同学们
用圆圈圈出老人动作的词，看你有什么体会。(学生圈画，抽
生交流画的词，我勾画的动词是——从 ——词中我体会
到——因为——谈体会，说原因。)相机换词“塞”可换成哪
个词?(放)用哪个更好。(体现老人真心的给我。)

师：在我给老人两个铜钱老人不要的情况下，又送我两个烤
山薯，我不肯接受，老人硬塞给了我，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
脊，我心里空落落的。空落落什么意思?(换词，用空落落说
一句话。)



(二)、通过交流体会老人生活的艰辛。

师：老人第一次给我小山薯我感激地接受了，可第二次我心
里却空落落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自读3-6自然段思考。

师：谁来交流?(因为隔壁二婶买了烤山薯本应给十个铜板却
只给了9个，二婶这样老人有什么反映。(老人说“不行啊，
我要亏本啦，还很不快乐。)我想补偿老人可老人不要却又给
了我一个烤山薯。)

师：老人对我如此大方，可面对二婶少给了一个铜板他却说：
“不行啊，我要亏本啦。”而且还很不快乐的样子，你是不
是觉得老人很小气?抽生说。

师：其实小贩们做小本生意利润微薄挣钱很不容易，他这样
做也是生活所迫。出示小贩图片解说让学生体会小贩生活的
不易。

师：文中的老人同许多小贩一样，生活格外艰辛，其实我们
从文中很多地方都可以体会到。请同学们用~~~~线勾画描写
老人外貌、语言、神态的语句体会老人的艰辛。

师：你从哪些体会到老人生活很艰辛?

师：老人生活的确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课文用一个词来写
(栉风沐雨)什么意思?理解。

师：见老人这么不快，我的心情也变得难过结结巴巴地
说：——(生读)

师：我难过师因为—— 是因为——(看到老人亏了本，看到
老人吃了亏。所以我心里很难过结结巴巴地说：——(生读)

师老人亏了本还乐意送我小山薯，我心里越发觉得不安，于



是，我急急忙忙做了什么?(生读那段话 板书 亮晶晶)

师：急急忙忙说明什么?(想补偿老人 想用我唯一的两枚铜钱
安慰老人)那请你来读出我的急急忙忙。

师：这可是我心爱的毽子啊，我却撕烂了他，你觉得我掏出
的仅仅是铜钱吗?(还有对老人的同情、体谅，我的善心。)

师：可老人把铜钱放回了我的口袋，摸摸我的头说：——

师：“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是什么句?改成陈述句。
再读老人说的这句话。

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你觉得老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什
么?(我对老人的同情与体谅)

师：这枚铜钱对老人来说重要吗?他可以用这钱为贫困的家
庭——

师： 你觉得老人为什么不要我的铜钱?(老人被我的体谅、理
解、善良所感动。)

师：多么善良的老人，此时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你想对老人
说什么?

师：正因如此，这位纯朴、善良的老人深深地留在了作者的
记忆中。引读：他那满脸的风霜——板书(热烘烘)

回板书：亮晶晶的铜钱如同作者亮晶晶的心灵，温暖了老人
的心，热烘烘的烤山薯有如老人的善良温暖了我的心，我想
小女孩和老人的善良、体谅也同时温暖了我们。此时，我想
起了我们学过的一句话：人的心只有拳头那么大，可一个好
人飞的心容得下全世界的人。一个人的爱心虽小，却能温暖
众生。(齐读)



善良 体谅

老人 ————————我

亮晶晶

热烘烘

毽子里的铜钱读后感篇二

教学目标：

2、培养学生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能力；

3、通过抓住卖山薯老人的外貌、言行和作者的心理活动、语
言，感受他们的善良，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体谅的道理。

教学重难点：

1、培养学生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理解句子的能力；

2、抓住卖山薯老人的外貌、言行和作者的心理活动、语言，
感受他们的善良，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体谅的道理。

教具准备：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上节课我们已经初读了课文，让我们回忆一下，课文围绕
毽子里的铜钱说了一件什么事？（生说）

2、你概括的这件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板书：老人、
我）、有事件，非常完整。



二、品读感悟

2、谁来说说你的眼前出现了一位怎样的老人？

3、引导学生抓住老人的外貌来体会。

“想起他一双黑漆漆的手，和手心里两枚亮晶晶的铜钱。”
（穷苦、艰难）

师：你抓住了老人的外貌来体会，还有谁找到有关老人外貌
的句子？

“他满脸的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乐的样子。”（很老、很
贫穷、很辛苦）

师：你体会得真好，还有谁想说说？

“望着他微微驮着的背脊，我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失了什
么东西。”（老人为了生活每天都要卖烤山薯，身上背着很
重的东西，给背脊都压弯了。）

“卖烤山薯的老人满脸的风霜、谦卑的笑容和佝偻的背影，
也时常浮现在眼前。”（辛苦）

师：我们来看看，就是这样一位满脸风霜、艰辛生活的老人。
出示课件：老人的图片

4、师：除了通过外貌了解到的，你还体会到这是一位怎样的
老人？

（慈祥，对小孩子很友好）出示课件：老人一声不响，却笑
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
说：“给你吃。”

a、谁能抓住关键词，联系上下文谈谈你的体会？



b、“笑呵呵”体现了老人的慈祥和友好，他并不认识“我”却
送给“我”一个山薯，体现出他对我的喜欢。老人“一声不
响”地给了我一个烤山薯，说明老人很善良。

师：能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吗？（生读）读得真好，谁还想读
读？带着你的感受给你的同桌读读。谁来给大家读读这句话？
从你的读中我们感受到了老人那颗善良的心。这时，二婶来
买山薯，原本十个铜板，她只给了九个铜板，便扬长而去，
可怜的老人愣愣地望着她家那扇门，此时老人想＿＿＿＿＿
＿＿（生说）

生说，

我摇摇头不肯接。他却把烤山薯塞进我的口袋里，向我笑着
摆摆手，提着烘缸走了。

课件出示：“他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
的口袋里，摸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
不过你的好心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从烘缸里取出一
个小山薯给我说：“再给你一个。”

读读这句话，你体会到了什么？（生说）听出来了，你是
从“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体会出来的，对吗？老人好半
天才明白，好半天老人想些什么呀？跟同学交流一下。老人
会想些什么？还可能想些什么？还会想些什么？（生说）

师：在与老人的心进行了一次对话后，我们也体会到老师的
心是如此的善良。那你能从老人的话中把这种善良读出来吗？
试着读读老人的话。（生自由读）谁来读读老人的话，你就
是那位善良的老人。（生读）你就是那位敦厚的老人，（生
读）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好吗？（师读旁白，生读老人的话。）

师：这样一位纯朴、饱经风霜的老人，两次送给作者烤山薯，
足以体现出老人的（生齐说：善良）



5、老人真诚和善良一次又一次震撼着我们的心，面对这样的
老人，作者的内心更是久久不能平静，捧着香喷喷、热烘烘
的烤山薯，此刻竟然如此难以下咽。小作者会怎么想，她又
会怎么做，赶快来找找描写小作者的语句。   谁想和大家
交流。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只想代二婶给他那一个铜板……

师：还有吗？

课件出示：“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安，忽然想起毽子里面有两
个铜钱儿。只是两个铜钱呀，怎么抵得过一个铜板呢？但我
还是急急忙忙撕开毽子的包布，挖出两枚亮晶晶崭新的铜钱，
递到老人手心里说：“老伯伯，给您。”

课件出示：虽然两枚铜钱＿＿＿＿＿＿＿但是为了＿＿＿＿
＿＿＿＿我还是决定把这两枚铜钱交给老人。

三、深化中心，创境表达

这段记忆影响了作者的一生。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他的心中存着善良，而历经沧
桑的老人也同样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在他们相遇后，
他们之间才能产生这样一段打动人心的真情。

课件出示： “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您（你）的……”
说一段话。（学生自由说）

教学反思：

本文是风格隽永的散文，文章结构较为复杂，作者的写作风
格唯美、富于个性，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阅读起来有一
定的难度；本文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富于人性光辉的人与人
之间真诚的体谅，由于蕴涵在质朴的文字中，学生悟情也有



一定的难度。针对课文的这一特点，在教学之前，我进行了
精心的设计，旨在抓住教学重点，突破理解难点。：

一、　品词酌句，重点深入　

语文，只有细细地品味语言文字，才能真正地悟出其中的情，
从而自己也受到情感熏陶。在教学中，我抓住了几处描写老
人外貌、言行的语句，引导学生感受、思考、表达。一
个“笑呵呵”，老人的慈祥如在眼前；一句“永远不能忘
记”，既让我们看到了老人的感激，更让学生赞叹于人与人
之间的细腻的情感，进而启发他们怎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
与事。通过品词酌句很好地突出了重点，突破了难点。

二、想象补白，挖掘人物内心。

把语言文字活化的过程，即通过阅读，把死的文字，变成活
的生活，活的感受。有着生活经验参与的阅读，能够看到画
面，听到声音，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教学过程中，多处
补白使学生的主动想象深化了语言。

三、拓展延伸小练笔

在课的结尾处拓展延伸进行练笔，通过练笔，使学生对文本
的理解感悟有更高的提升。

毽子里的铜钱读后感篇三

1、开火车读生字

2、分叫色朗读课文。

生自由读。

过渡：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1、读第一、二小节，文中用了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
呵呵等词语，通过这些词语你说明了什么。作者的心情是怎
样的。

2、分角色读第三、四、五小节。

3、理解为什么愣愣的，老人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4、根据理解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

5、小组推荐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6、默读六、七、八小节。小组讨论为什么我的心理不安？

7、老人为什么不要作者的钱？体现了什么？

8、为什么我的心理空落落的？

9、读剩下的几个小节。

10、讨论理解热烘烘、栉风沐雨再问中所表达的情感。

11、请同学分角色朗读师生间的对话，体会作者的心情。

12、小组讨论对我和卖山薯的老人来说尖子里的铜钱珍贵吗？
为什么？

13、作者从老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老人从作者那里得到了什
么？

板书设计

毽子里的铜钱

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呵呵愣愣的热烘烘、栉风沐雨



毽子里的铜钱读后感篇四

1、学习生字，会认烤等，会写毽等。

2、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

3、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找出亮晶晶异类词语，体会他们在文
中表达的意思。

正确流利的读课文，理解课文意思找出亮晶晶异类词语，体
会他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同学们知道毽子什么样子吗?读课题,围绕毽子里的铜钱.,写
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1、读课文依据课后生字表，在课文中找出生字，将课文读通
顺。

2、找同学认读生字。

3、请同学领读，开火车读。

4、小组内分段读课文。

5、集体读课文，读自己喜欢的段。

6、小组推荐同学分段读课文。

7、在文中找出如“亮晶晶”一类的词语，体会他们的意思。

8、理解词语

栉风沐雨：用风梳头，以雨洗发。形容奔波劳碌，历经艰辛。
栉：梳头，梳理



谦卑：谦虚而恭顺。

引导学生比较同义词，体会表达含义的不同。

谦虚：有自知之明，不骄傲。

谦恭：谦虚而恭敬。

谦逊：谦虚恭谨，多指态度谦让、有礼貌。

佝偻：脊背弯曲

9、组内分叫色读课文，体会人物心情。

10、小组推荐读课文

写字表中的生字每个一编组三个词，任选两个组词。

毽子里的铜钱

亮晶晶热烘烘黑漆漆笑呵呵

1、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

2、有感情的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情感，培养作者的.写作
能力。

3、体会卖山薯的老人的善良、纯朴和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激
之情。

体会卖山薯的老人的善良、纯朴和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激之
情。

1、开火车读生字



2、分叫色朗读课文。

生自由读。

过渡：读了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受，谁来谈一谈？

1、读第一、二小节，文中用了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
呵呵等词语,通过这些词语你说明了什么.作者的心情是怎样
的.

2、分角色读第三、四、五小节。

3、理解为什么愣愣的，老人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4、根据理解小组内分角色朗读课文。

5、小组推荐同学分角色朗读课文。

6、默读六、七、八小节。小组讨论为什么我的心理不安？

7、老人为什么不要作者的钱？体现了什么？

8、为什么我的心理空落落的？

9、读剩下的几个小节。

10、讨论理解热烘烘、栉风沐雨再问中所表达的情感。

11、请同学分角色朗读师生间的对话，体会作者的心情。

12、小组讨论对我和卖山薯的老人来说尖子里的铜钱珍贵吗？
为什么？

13、作者从老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老人从作者那里得到了什
么？



毽子里的铜钱

黑漆漆，亮晶晶，香喷喷，笑呵呵愣愣的热烘烘、栉风沐雨

毽子里的铜钱读后感篇五

每回闻到巷子里飘来烤山薯的香味，我就会想起几十年前家
乡那位卖烤山薯的老人;想起他一双黑漆漆的手，和手心里两
枚亮晶晶的铜钱。

那时，我大约十岁左右吧。有一天，在院子里踢毽子，卖烤
山薯的来了。闻到那股子香喷喷的味道，好想吃啊!身边没有
钱，却伸着肚子问：“老伯伯，几个铜板一个?”(那个时代，
还用铜板呢，一枚银角子换三个铜板，一块银元换三百个铜
板。)老人一声不响，却笑呵呵地伸手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小
的烤山薯，往我手里一放说：“给你吃。”我十分感激，就
慢慢地剥开了皮，万分珍惜地吃起来。

隔壁的二婶走过来了，她挑了几个大的烤山薯，称一称正好
要十个铜板。二婶说：“算九个铜板吧，我手里只有九
个。”老人说：“不行啊，我要亏本啦。”二婶说：“下回
补你就是了。”她就捧着山薯进去了。

老人愣愣地望着她家那扇门;我呢，愣愣地望着老人。他满脸
的皱纹很深很深，很不快乐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只想代二婶给他一个铜板，但是身边真的没有钱。看看手里
吃了一半的烤山薯，结结巴巴地说：“老伯伯，我也没给钱
呢。”

老人笑了，他说：“小孩子嘛，送给你吃的。”

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安，忽然想起毽子里面有两个铜钱儿。只
是两个铜钱呀，怎么抵得过一个铜板呢?但我还是急急忙忙撕
开毽子的包布，挖出两枚亮晶晶崭新的铜钱，递到老人手心



里说：“老伯伯，给您。”

他好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马上把铜钱放回我的口袋里，摸
摸我的头说：“小姑娘，我怎么会拿你的钱呢?不过你的好心
肠，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又在烘缸里取出一个小山薯给
我说：“再给你一个。”

我摇摇头不肯接。他却把烤山薯塞进我的口袋里，向我笑着
摆摆手，提着烘缸走了。望着他微微驼着的背脊，我心里空
落落的，好像丢失了什么东西。

铜钱在口袋里丁丁当当地响着，伸手一摸，它们在烤山薯旁
边，也热烘烘的。我捏着撕破的毽子，回到书房里，把刚才
的事告诉老师。老师仔细地听着，面露微笑。

我问老师：“二婶是不是应当把欠老伯伯的一枚铜板再补给
他呢?”

老师想了想说：“我想她会补给他的。小君，我倒是很高兴
你舍得把毽子里的两枚铜钱剥出来给他。”

我说：“我那时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欠了他很多似的。”

老师说：“不要难过，你有这份心就好了。做小贩的，栉风
沐雨，都是非常辛苦的。你长大以后，要格外懂得体谅他们。
”

老师慈和的声音，几十年来，时常响在我耳边。卖烤山薯老
人满脸的风霜、谦卑的笑容和佝偻的背影，也时常浮现在眼
前。他没有接受我的铜钱，却接纳了我的心意。他给我白吃
了两个热烘烘的烤山薯，使我永远感到温暖在心中。

(一)“生活艰辛”部分



1、根据积累人物外貌的词语齐读

2、把词语放到句子中，轻轻地品读。

重点理解“黑漆漆的手”和“满脸的风霜”

3、口述“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什么样的老人”

写二婶反衬

我们一个一个来体会一下。先来看看老人送我第一个烤山薯
的情景。谁来读读有关的语句。

1、抓关键词“笑呵呵、珍惜”等词语理解体会老人第一次送
烤山薯的内容

2、根据阅读提示学习老人第二次送烤山薯的内容

(1)学生自由读课文，大组汇报

(2)师生品读

a、品读动作的词“撕开、挖出、递到”所在的句子

b、引读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找出：“亮晶晶”、“热烘烘”一类
的词语，体会它们在文中表达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最后一个自然段，结合全文，体会句子的意
思。

3.挑选自己喜欢的段落，自由读或者背诵，体会感情。

1.师：文中老人的两块烤山薯，使我温暖至今。我不仅得到



了两块烤山薯，而且得到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关爱。确实，金
钱有时能买到一些具体的物品，却买不到一些无形的东西，
比如钱能买到钟表，却买不到时间;钱能买到药品，但是买不
到健康……。请你想一想，钱还能买到什么却买不到什么?小
组内交流，互相启发。然后把想到的内容写下来。

2.全班交流，相互评议。

《毽子里的铜钱》这篇课文是北师大版第七册的一篇课文。
讲的是作者回忆几十年前一位卖山薯的老人送两个烤山薯
给“我”吃，而不要“我”的两枚铜钱的事，刻画了一个慈
祥、谦卑的老人形象，表达了“我”对老人的怀念和感激之
情。

说实在话，当我拿到这篇文章时，我通览全书，觉得就是一
个字：“难”。这是一篇散文，作者的写作风格唯美，富于
个性。本文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富于人性光辉的人与人之间
真诚的体谅，由于蕴含在质朴的文字当中，对于四年级学生
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在备课时，我把自己当作一名学生，自
己拿着课文一遍一遍地读，看看自己能读懂些什么，还有那
些是一遍两遍读不懂的。我自己不能读懂的地方，我想也应
该是孩子有疑惑或学习起来有困难的'地方。针对这一情况和
课文的特点，我紧紧抓住“毽子里的铜钱”这一暗线和小女孩
“感激、难过、不安、空落落”的内心的变化这一明线来组
织我的教学。在这一环节中，我注重突出以下几点：

本文以“毽子里的铜钱”为题，文中也多次提到这两枚铜钱，
因为这铜钱里包含了“卖烤山薯老人”和“我”之间的关爱
和体谅，这种情谊是珍贵的。在教学中，我大胆地把本课作
者的情感主线抛给学生，由学生来质疑，朗读，解决。比如：
再讲到“感激”这一情感时，我就对学生说，读到这个词你
心中有什么疑问吗?再如：在课堂上当孩子读到某一个自然段
或某一句话时，我都会问一问学生，你读懂了什么，还有疑
问吗?让学生在质疑中去积极主动地思考，培养孩子的斯文能



力。新理念提倡教学的开放性，学生课堂的主体性，充分给
予学生质疑、反驳、争论的机会，但在这节课中，我觉得学
生有质疑，但给学生质疑的机会还不足够，其实，如果我能
再放开点，我想，这堂课将会更有活力，学生的思维会更有
创造性。

语文姓“语”，只有细细的品味语言文字，才能真正悟出其
中的情，从而受到情感的熏陶细读课文不难发现，本文作者
精于用词，善于细节描写，字字句句都渗透着作者所表达的
情感。如“万分珍惜”、“慢慢地望着”等词。在教学中，
我抓住几处描写老人言行的语句，引导学生感受、思考、诠
释、表达。一个“笑呵呵”，老人的慈祥如在眼前，一
句“永远不能忘记”，让我们看到了老人的.感激，更让学生
理解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理解和体谅，进而启发他
们怎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与事。通过品词酌句很好的突出
了重点，突破了难点。

课文中“前后呼应”的手法，也是本文的一个特色。由于时
间关系，在最后我点了一下，但没有具体展开来讲，其实我
认为应该让四年级的孩子知道这种手法在结构和内容上有相
似或相同之处，取到加深读者印象的作用。并告诉学生这种
写法可以在今后的写作中运用。

最后，我想请教各位同仁，这也是我在教学中长期困扰我的
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教学中，我会犯一个毛病，将课文讲
得很琐碎，我也尽力地在学，在改进，但效果不大。每一次
的上课，对我来说不仅是考验，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