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沙渔人读后感(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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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
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西沙渔人读后感篇一

一、教材分析

《西沙渔人》（浙教版第七册）这篇课文记叙了西沙渔人下
海捕鲨的'情景，赞扬了他们机智剽悍的品格，《西沙渔人》
第一课时教学设计之一。全文脉络清晰，语言优美，适宜于
学生朗读。文章围绕“机智剽悍”，先概括介绍西沙渔人是
久经风浪锻炼、机智、剽悍的海猎手，再具体介绍西沙渔人
是怎样钓鲨鱼的，最后写西沙少年相约钓鲨。

二、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西沙渔人的剽悍，
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案《西沙渔人》第一课时教学设计之一》。

2、积累“剽悍”“风驰电掣”“惊涛骇浪”等好词，记
诵“敢于……敢于……甚至敢于……”这一典范句式。

3、感受西沙渔人的“剽悍”形象，开展模拟招聘演员活动，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三、教学过程



（一）背诵导入，激发情趣

1、背诵古诗《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
看一叶舟，出没**里。”

2、教师导语：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就是写那些出没**里久经
风浪锻炼的西沙渔人。板书课题，齐读。

7、积累好词，将这两个词写一遍。

西沙渔人读后感篇二

教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能回答课后问题；感受
西沙渔人勇敢、机智、剽悍的品格，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

3、能正确听写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课时安排：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

1、读通课文，了解大意

2、学会本课14个生字，读准多音字“挣”“扎”；理解部分
新词语的意思

3、完成作业本第1、2、3题

教学过程：



一、揭题

由鲨鱼引入，揭题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听课文录音，圈出你认为比较难读、容易读错的字词，并
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2、反馈，并请学生读一读有关的句子

3、再听一遍录音，说说你对西沙渔人的印象（可以从课文中
找出有关句子或词语）

三、学习生字新词

1、自学生字，新词，有意思不懂的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查
字典、联系上下文、同桌讨论）

2、反馈交流

3、多音字（挣、扎）及有完成课后题2

四、完成有关作业

抄写词语，完成作业本第1、2、3题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理解部分新词语的意思，完成作业本第6题

2、边读边思考，能回答课后问题；感受西沙渔人勇敢、机智、
剽悍的品格，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



教学过程：

一、复习

1、回忆课文大概内容

2、认读生字词语（多音字及近义词）

二、学习课文

学习单元提示，知道默读要边读边思考，可以先提出问题，
再到课文中仔细去寻找，让自己的读有目的。

（一）学习第1、2自然段

1、用刚才学的默读方法，自学一二自然段

2、学生提问（容易的由学生自已解答，有困难的可以相互交
流）

如为什么说西沙渔人是机智、剽悍的海猎手？

可以先理解“剽悍”的意思。除了引导学生在第2自然段中找
以外（敢于出没在波涛险恶的南海上，敢于潜入几十米深的
海底采集海参、珊瑚，敢于只身去钓鲨鱼）还要让学生到全
文中去找（船小浪大、海深鱼猛、钓钩特殊、方法巧妙）

3、小结刚才的学习方法

（二）学习第3、4自然段

1、点名读这两自然段，其他学生找：西沙渔人钓鲨的方法，
再想想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

3、反馈交流



（三）学习第5自然段

自学后再交流

（四）小结

学完这篇课文，你印象中的西沙渔人是怎样的？从哪里看出
来

你对哪句话印象最深，为什么？

三、布置作业

完成作业本中有关题目

第三课时

教学目标：

1、会用“甚至”“顿时”造句，完成有关作业

2、正确听写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教学过程：

一、复习

回忆课文内容

（1）说说印象中的西沙渔人是怎样的？

（2）西沙渔人的钓鲨的方法

二、指导完成有关作业



1、会用“甚至”“顿时”造句

先让学生理解“甚至”“顿时”的意思，再造句

2、作业本第6题

回答要具体，要点

（1）勇敢剽悍（2）机智

三、指导听写最后一个自然段

西沙渔人读后感篇三

设计理念：

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以问题体系为课堂教学的基本策略，
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
抓住“为什么说西沙渔人是机智剽悍的海猎手”这条研读主
线，以表现西沙渔人内涵的语言为切入点。读中悟，悟中读;
读中说，读中议;读中习得语感，发展语言。从而逐层深入西
沙渔人的品格，不断深领其丰富的内涵，让学生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人文的启迪。

教学目标：

1、学习生字和词语，培养结合具体语境理解重点字词的能力。

2、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努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研读的指导。让学生在读
中感知课文内容，感受人物形象;在读中琢磨语言，积累语
言;在读中深悟西沙渔人的品格，提高整体语文素养。



教学准备：

1、课件

2、引导学生搜集，了解有关西沙群岛及西沙渔人的资料。

教学过程：

一、揭示目标。

1、揭示课题。

（1）复习《富饶的西沙群岛》，课件录像：美丽的西沙群岛，
加上引读第一自然段。然后请学生有声有色地朗读。

（2）在西沙有很多的海猎手，穿行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上，板
书：西沙渔人。齐读课题。

2、学生自学。

（1）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按要求自学。

a、放声朗读课文，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读通课文。

b、读准字音，查有关工具书认字词，理解词语意思。

c、圈点画记，整体感知课文。

d、记录或标出自学中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希望提出有价值
的问题。

（2）汇报自学情况。

a、自学检查：



指名朗读，随机正音：“模糊”的“糊”读轻声。

注意字形：“锻炼”讲清本义，学生就不容易写错，并书空。

b、随机出示填空：西沙渔人都是些的海猎手。我觉得。

板书：机智剽悍。理解“剽悍”。

c、完成作业：作业本第1、2、4题。

二、提出问题。

1、学生提问，教师板书问题，并进行梳理。

2、师生讨论选一个最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说他们是机
智剽悍的海猎手。（如果学生提不出，则由教师提出）反复
朗读。

三、探究问题。

根据课堂实际，分板块灵活处理，随机解决提出的问题。

1、从哪些地方看出来？

先自己找，然后在小组里讨论交流，最后汇报。（个人或小
组汇报成果）

2、学生汇报。

根据学情，引导学生在三方面进行探究：

（1）、第2自然段“3个敢于”：反复朗读，谈体会，逐层加
深体会，读出情味。看鲨鱼吃鱼、吃兽的录像。抓住“偏
偏”体验西沙渔人的“勇敢”，板书：勇敢。



（2）、第3自然段“钓钩特殊”：读中说，描述普通的钓钩，
与钓鲨的钓钩作比较，有条件课件对比。

（3）、第4自然段“钓法巧妙”：读后理解，说说西沙渔人
钓鲨的方法，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及自己的感受。
让鲨鱼拖着小船狂奔，是为了消耗鲨鱼的体力，使鲨鱼疲劳，
表现了西沙渔人的“智”，小帆船在惊涛骇浪中风驰电掣，
分惊险，表现出西沙渔人的“悍”，这种智和悍是结合在一
起的。引导抓“顿时”一词不仅写出了斧子的锋利和西沙渔
人的利索，还表现了西沙渔人的.机智和果断。有条件的话提
供钓鲨的录像。在此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第4自然段。

（4）、第5自然段“西沙少年相约钓鲨”。西沙渔人在学生
心中已竖起高大的形象，自然对西沙少年为什么要把钓鲨作
为入门考试，也就迎刃而解了。

3、小结：教师引读要点，所以说西沙渔人是勇敢机智剽悍的
海猎手。

四、解决问题。

1、小结学法。

2、感情朗读。

4、完成作业：作业本第3、5、6题。

五、检测目标。（任选一题）

1、我是西沙日报的记者，来采访西沙渔人。

“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钓鲨？

为什么把钓鲨作为入门考试？



2、一艘捕鲨船来招工，我是机智、剽悍的西沙渔人，向他们
推荐自己。

3、一群意气风发的西沙少年又出发了，临行前你想对他们说
点什么？

4、从西沙渔人身上你想到了谁？介绍课外阅读高尔基的《海
燕》、《武松打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六、根据《西沙渔人》，续编故事《西沙少年》。

西沙渔人读后感篇四

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下，以问题体系为课堂教学的基本策略，
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的。
抓住“为什么说西沙渔人是机智剽悍的海猎手”这条研读主
线，以表现西沙渔人内涵的语言为切入点。读中悟，悟中读;
读中说，读中议; 读中习得语感，发展语言。从而逐层深入
西沙渔人的品格，不断深领其丰富的内涵，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受到情感的熏陶，人文的启迪。

1、学习生字和词语，培养结合具体语境理解重点字词的能力。

2、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努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研读的指导。让学生在读
中感知课文内容，感受人物形象; 在读中琢磨语言，积累语
言; 在读中深悟西沙渔人的品格，提高整体语文素养。

1 、课件

2 、引导学生搜集，了解有关西沙群岛及西沙渔人的资料。

一、揭示目标。



１、揭示课题。

（１）复习《富饶的西沙群岛》，课件录像：美丽的西沙群
岛，加上引读第一自然段。然后请学生有声有色地朗读。

（２）在西沙有很多的海猎手，穿行在波澜壮阔的大海上，
板书：西沙渔人。齐读课题。

2、学生自学。

（１）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按要求自学。

a 、放声朗读课文，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读通课文。

b 、读准字音，查有关工具书认字词，理解词语意思。

c 、圈点画记，整体感知课文。

d 、记录或标出自学中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希望提出有价值
的问题。

（２）汇报自学情况。

a 、自学检查：

指名朗读，随机正音：“模糊”的“糊”读轻声。

注意字形：“锻炼”讲清本义，学生就不容易写错，并书空。

b 、随机出示填空：西沙渔人都是些的海猎手。我觉得。

板书：机智剽悍。理解“剽悍”。

c 、完成作业：作业本第1 、2 、4 题。



二、提出问题。

1、学生提问，教师板书问题，并进行梳理。

2、师生讨论选一个最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为什么说他们是机
智剽悍的海猎手。（如果学生提不出，则由教师提出）反复
朗读。

三、探究问题。

根据课堂实际，分板块灵活处理，随机解决提出的问题。

1、从哪些地方看出来？

先自己找，然后在小组里讨论交流，最后汇报。（个人或小
组汇报成果）

2、学生汇报。

根据学情，引导学生在三方面进行探究：

（1 ）、第2 自然段“3 个敢于”：反复朗读，谈体会，逐
层加深体会，读出情味。看鲨鱼吃鱼、吃兽的录像。抓
住“偏偏”体验西沙渔人的“勇敢”，板书：勇敢。

（2 ）、第3 自然段“钓钩特殊”：读中说，描述普通的钓
钩，与钓鲨的钓钩作比较，有条件课件对比。

（3 ）、第4 自然段“钓法巧妙”：读后理解，说说西沙渔
人钓鲨的方法，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及自己的感
受。让鲨鱼拖着小船狂奔，是为了消耗鲨鱼的体力，使鲨鱼
疲劳，表现了西沙渔人的“智”，小帆船在惊涛骇浪中风驰
电掣，分惊险，表现出西沙渔人的“悍”，这种智和悍是结
合在一起的。引导抓“顿时”一词不仅写出了斧子的锋利和
西沙渔人的利索，还表现了西沙渔人的机智和果断。有条件



的话提供钓鲨的录像。在此基础上有感情地朗读第4 自然段。

（４）、第５自然段“西沙少年相约钓鲨”。西沙渔人在学
生心中已竖起高大的形象，自然对西沙少年为什么要把钓鲨
作为入门考试，也就迎刃而解了。

3、小结：教师引读要点，所以说西沙渔人是勇敢机智剽悍的
海猎手。

四、解决问题。

１、小结学法。

２、感情朗读。

4 、完成作业：作业本第3 、5 、6 题。

五、检测目标。（任选一题）

１、我是西沙日报的记者，来采访西沙渔人。

“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钓鲨？

为什么把钓鲨作为入门考试？

２、一艘捕鲨船来招工，我是机智、剽悍的西沙渔人，向他
们推荐自己。

３、一群意气风发的西沙少年又出发了，临行前你想对他们
说点什么？

４、从西沙渔人身上你想到了谁？介绍课外阅读高尔基的
《海燕》、《武松打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六、根据《西沙渔人》，续编故事《西沙少年》。



西沙渔人读后感篇五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能回答课后问题；感受
西沙渔人勇敢、机智、剽悍的品格，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

3、能正确听写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第一课时

1、读通课文，了解大意

2、学会本课14个生字，读准多音字“挣”“扎”；理解部分
新词语的意思

3、完成作业本第1、2、3题

由鲨鱼引入，揭题

1、听课文录音，圈出你认为比较难读、容易读错的字词，并
想想课文主要写了什么？

2、反馈，并请学生读一读有关的句子

3、再听一遍录音，说说你对西沙渔人的印象（可以从课文中
找出有关句子或词语）

1、自学生字，新词，有意思不懂的可以用各种方法解决（查
字典、联系上下文、同桌讨论）

2、反馈交流

3、多音字（挣、扎）及有完成课后题2

抄写词语，完成作业本第1、2、3题



第二课时

1、理解部分新词语的意思，完成作业本第6题

2、边读边思考，能回答课后问题；感受西沙渔人勇敢、机智、
剽悍的品格，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

教学过程：

1、回忆课文大概内容

2、认读生字词语（多音字及近义词）

学习单元提示，知道默读要边读边思考，可以先提出问题，
再到课文中仔细去寻找，让自己的读有目的。

（一）学习第1、2自然段

1、用刚才学的默读方法，自学一二自然段

2、学生提问（容易的由学生自已解答，有困难的可以相互交
流）

如为什么说西沙渔人是机智、剽悍的海猎手？

可以先理解“剽悍”的意思。除了引导学生在第2自然段中找
以外（敢于出没在波涛险恶的南海上，敢于潜入几十米深的
海底采集海参、珊瑚，敢于只身去钓鲨鱼）还要让学生到全
文中去找（船小浪大、海深鱼猛、钓钩特殊、方法巧妙）

3、小结刚才的学习方法

（二）学习第3、4自然段

1、点名读这两自然段，其他学生找：西沙渔人钓鲨的方法，



再想想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

3、反馈交流

（三）学习第5自然段

自学后再交流

（四）小结

学完这篇课文，你印象中的西沙渔人是怎样的？从哪里看出
来

你对哪句话印象最深，为什么？

完成作业本中有关题目

第三课时

1、会用“甚至”“顿时”造句，完成有关作业

2、正确听写课文最后一个自然段

回忆课文内容

（1）说说印象中的西沙渔人是怎样的？

（2）西沙渔人的钓鲨的方法

1、会用“甚至”“顿时”造句

先让学生理解“甚至”“顿时”的意思，再造句

2、作业本第6题



回答要具体，要点

（1）勇敢剽悍（2）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