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潮这课主要讲了 灯笼课文心得体
会(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观潮这课主要讲了篇一

灯笼课文是一篇描写春节来临时村民制作灯笼的报道。这篇
课文不仅描绘了灯笼的制作过程，更反映了中国人对春节的
热爱和乡村生活的和谐与美好。阅读完《灯笼》这篇课文，
我不禁感慨万千，心生深思。以下将围绕五个主题展开，论
述我对灯笼课文的体会和感受。

首先，灯笼课文给人们带来了节日的喜庆氛围。通过描写村
庄里红红绿绿的灯笼，在我的心里勾起了浓浓的新春祝福。
春节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它是中国人家庭团圆、亲
朋好友相聚的时刻。灯笼是春节不可或缺的装饰之一，无论
是古老的红灯笼还是现代的创意灯笼，都能为人们带来一种
温馨庆祝的氛围。阅读《灯笼》这篇课文，我仿佛身临其境，
感受到了浓厚的年味和温馨的家庭氛围。

其次，灯笼课文让我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
灯笼制作的过程中，作者详细介绍了灯笼的制作材料、工具
和具体步骤。这些都是古老的手工艺技能，代表了一个民族
的智慧和创造力。灯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
人们扎根于乡土、传承发展的意识。通过制作灯笼，人们不
仅能够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更能够传承和弘扬这一
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三，灯笼课文也告诉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常常隐藏在平凡之
中。灯笼的制作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艺，而是村民们日常
生活的常态。作者细致地描绘了村民们忙碌地制作灯笼的情
景，从中我看到了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
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身边的美好，被物质追求所淹没。
灯笼课文通过描绘村民们制作灯笼的场景，提醒我们要珍惜
身边的平凡，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第四，灯笼课文传递了勤劳和团结的精神。在课文中，村民
们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互帮互助完成灯笼制作任务。他们
彼此相互依靠，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团体的力量。这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团结。灯笼不仅是
一个简单的装饰物，更象征着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庆佳节的心
情和愿望。这种团结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制作灯笼的过程中，
更是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所应具备的品质。

最后，灯笼课文给我带来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是我
最深刻的体会。当我阅读完这篇课文后，我不禁向往起那些
宁静祥和的乡野生活。灯笼不仅是农村人们制造的器物，更
是携带希望和梦想的载体。每当夜幕降临，红红的灯笼点亮，
村庄恍如仙境。我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幸
福。

总而言之，《灯笼》这篇课文通过描绘村庄制作灯笼的场景，
让我感受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平
凡生活中的美好、勤劳和团结的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这让我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充满了期待，更让我珍惜现
在的生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寻找生活中的
美好与感动。

观潮这课主要讲了篇二

教学目标 ：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感知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快乐在于奉献。

教学过程 ：

一、师生相互问好。

师：小朋友们，睡了一个午觉，精神这会儿多好啊！上
课——小朋友们，下午好！

生：老师，下午好！

二、导入  

师：小朋友们，徐老师听你们李老师说，前天刚上了一篇课
文，叫《兰兰过桥》，是吧？兰兰见识到了架在水里的“潜
水桥”，也看到了爷爷手中可充气又可折叠的“塑料桥”，
小朋友们可大开眼界了，事后听说你们自己还设计了不少多
功能的桥，徐老师可感兴趣了，于是把你们设计的几幅桥拿
到这里来了。瞧！这是徐智涵设计的，他告诉老师说他设计
的桥会移动、会说话，还会飞，用处可大着呢！这是钱佳宇
设计的太阳能桥，她说这种桥上的灯，白天能吸收太阳光线，
到了晚上就能照亮路面。郭可凡设计的就更不错了，看！这
座桥有一个安全门，她告诉老师说鱼可以在门边洗澡，受到
保护，而小朋友们呢，可以在桥上嬉戏、玩耍，可是一不小
心，要是失足掉进了河里，你也不必担心，因为这座桥长着
两只自动安全手，一遇到这种情况，这两只健壮的手就能把
小朋友给打捞上来，这真是人类的好帮手啊！

其实，森林里也有一座不一般的桥，今天我们就要去会会它，
它叫——

生：象鼻桥（）



三、教授新课。

生1：我看到了许多小动物，森林里有条小河。

生2：我看到两只大象把鼻子连起来，让小动物们过去。

生3：我看到小动物们可开心了。

……

生1：小鸡生病了，她可以到对岸去看病。

生2；山羊爷爷可以到河对面看望小孙子了。

师：哦，你是用自己的话来说的，那么课文中还有哪些句子，
你也可以看出来这里的小桥可重要了！

（课件：）

师：那请你们自个儿读读吧！想一想，该怎么读好它。

个别读

师：请问你为什么要把“热闹”这个词读得这么有味道？

生1：因为，他们每天都来来往往地过小桥。

生2：因为很多动物都从这里过，有摘野果的，有采蘑菇的，
有走亲戚的，也有看朋友的。

生1：小刺猬忙着去送信。

生2：小猫忙着去钓鱼。

生3：小乌龟忙着去参加运动会。



……

师：你们说得太好了，让老师觉得真的好热闹啊！不过，要
是你们能把这句句子读得让老师觉得也很热闹，那才叫棒呢！

个别读——齐读——范读——齐读

师：可为什么这里是一座“象鼻桥”呢？请你好好去课文中
找找吧！（学生找）

生：其实，原来森林里也是有桥的，只是大雨冲坏了小桥。
桥两岸的小动物都不肯来修桥，两只小象看到了这个样子就
主动来做桥了。

师：你可真是个爱读书、会读书的好孩子啊。是啊，大水冲
坏了小桥，那可怎么办呀？请小朋友和你的同桌一起读读第2
自然段，看一看，当时小动物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

（生读）

生：不方便！

师：你从哪里知道没有桥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啊？

生：小鸡生病了，不能去河对岸看病；山羊爷爷想孙子了，
也不能去对岸看孙子。

生1：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心里很急，要是病情严重了，怎
么办呢？

生2：我可急了。

生：……

师：请所有因为没有小桥而给你带来麻烦的小动物们再次读



一下这个自然段。

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早上河边突然出现了一座奇怪的
桥，是用——

生：象鼻子搭成的桥。

生：笑眯眯的，很开心！

师：其实课文中就有描写他们心情的句子，你能找一找吗？

（课件出示：）

个别读

师：哎哟，你把我踩疼了！

个别读

师：你能不能把脚步再放得轻一点啊？

再次个别读

师：那只小动物想在自己的座位旁边走一走这座桥？你是谁
啊？

生读

师：小动物们走得可开心了，高兴得都唱起歌来了，谁再来
试试？

师：小动物们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欢快的歌，看来是好开心啊。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全班一起来读读这句话吧。

师：时间慢慢过去了，有不少小动物发现这两只大象慢慢瘦



了下来。你知道原因吗？

（课件：）

个别读

生：非常感动，也很惭愧。

师：把这句话好好地练读一下。

师：动物们感动着，那么感动些什么呢？他们也惭愧着，他
们又在为什么事情而惭愧呢？（课件：

请你好好读一读课文，选择上面的一句来回答。

生1：动物们因为看到大象为大家服务，所以感动。

生2：动物们因为感到大象静静地在河边为大家带来方便，所
以感动。

……

师：请受到感动的小动物们带着感动的心情来读读这句话。

生3：动物们因为知道了自己不修小桥是不对的，所以惭愧。

……

师：那么请所有感到惭愧的小动物带着惭愧的感情也来读读
这句话。

师：是啊，你们平时遇到过什么令你感动或惭愧的事情吗？
有没有？好好想想。

生1：我作业 没有做，老师批评我了，我感到很惭愧。



生2：六一儿童节时，我上台去模特儿表演，我觉得很感动。

……

生：齐心合力修建了一座新桥。

师：这座桥后来被命名为——

生：“象鼻桥”

师：那聪明的你觉得给新桥起这个名字好吗？说说你的理由。
当然这个理由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说，也可以在课文中找答案。

（生说）

师：你们喜欢这两只可爱的大象吗？

生：喜欢！

师：老师也喜欢大象，喜欢这两只热心的大象，喜欢它们无
私地帮助了小动物们。其实在生活中，你要是热心地帮助你
身边的人，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同样，也能给你带来
开心。就让我们在生活中彼此关心，把幸福分享给大家。

下课！

观潮这课主要讲了篇三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
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
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
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
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
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
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
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
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
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
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标签:

情感人物赞美民歌叙事女子初中古诗场景战争初中文言文乐
府其他

译文注释

织布机声一声接着一声，木兰姑娘当门在织布。织机停下来
不再作响，只听见姑娘在叹息。

问姑娘在思念什么，问姑娘在惦记什么。姑娘并没有思念什
么，姑娘并没有回忆什么。昨夜看见征兵的文书，知道君王
在大规模征募兵士，那么多卷征兵文书，每卷上都有父亲的
名字。父亲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子，木兰没有兄长，木兰愿意
去买来马鞍和马匹，从此替父亲去出征。



到东边的集市上买来骏马，西边的集市买来马鞍和鞍下的垫
子，南边的.集市买来嚼子和缰绳，北边的集市买来长鞭（马
鞭）。早上辞别父母上路，晚上宿营在黄河边，听不见父母
呼唤女儿的声音，但能听到黄河汹涌奔流的声音。早上辞别
黄河上路，晚上到达黑山（燕山）脚下，听不见父母呼唤女
儿的声音，但能听到燕山胡兵战马啾啾的鸣叫声。

行军万里奔赴战场作战，翻越关隘和山岭就像飞过去一样快。
北方的寒风中传来打更声，清冷的月光映照着战士们的铠甲。
将士们经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战斗，有些牺牲了，有的十年
之后得胜而归。

观潮这课主要讲了篇四

夜深人静，我悄悄地走到江轮甲板上坐下来。

偶然回头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原来是跟随我出来旅行
的`小外甥。

“是月亮把我叫醒了。”小外甥调皮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又
仰起头凝望着天上的月亮出神了。小外甥聪明好学，爱幻想，
和他交谈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我们来背诗好吗？写月亮的，我一句你一句。”小外甥向
我挑战了。写月亮的诗多如繁星，他眼睛一眨就是一句。

他背：“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我回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诗，和月光一起，沐浴着我们，使我们沉醉在清幽旷远的气
氛中。

突然，小外甥又冒出一个问题来：“你说，月亮像什么？”

他瞪大眼睛等我的回答，两个乌黑的瞳仁里，各有一个亮晶
晶的小月亮闪闪发光。

“你说呢？你觉得月亮像什么？”我笑着反问道。

“像眼睛，天的眼睛。”小外甥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的比喻使我惊讶。我好奇地问：“你说说，这是什么样的
眼睛？”

小外甥想了一会儿，说：“这是明亮的眼睛。它很喜欢看我
们的大地，所以每一次闭上了，又忍不住偷偷睁开，每个月
都要圆圆地睁大一次……”他绘声绘色地说着，仿佛在讲一
个现成的童话故事。

天边那些淡淡的云絮在不知不觉中聚集起来，一会儿，月光
就被云层封锁了。“月亮困了，睁不开眼睛了。”小外甥打
了个呵欠，摇摇晃晃地走回舱里去了。

甲板上又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久久凝视着月亮消失的地方，
轻轻地展开了幻想的翅膀……

观潮这课主要讲了篇五

1、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旅行家树无论在什么环境都为人类造



福的品桔格。

2、了解旅行家树的外形特点，生长环境和发挥的作用。

3、理解“修长”“灸烤”“贫瘠”“肃然起敬”“不毛之
地”等同语的大意。

4、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

5、练习朗读课文。

课文中介绍旅行家树的外形特点，生长环境及所发挥的作用
的部分

一课时

一、揭示课题

看了《旅行家树》这个题目，你们想知道些什么？（旅行家
树是什么样的？它为什么叫旅行家村？它生长在哪?）

二、初读课文，了解大意

1、下面就请同学们带着这些问题自由地读课文。

2、这篇课文介绍厂旅行家树的什么？（样子、生长环境、名
字由来等）

三、指导分段

1、指名分自然段朗读。

2、默读，给课文分段。

讨论归纳



四、阅读第一段

默读第一自然段，想想作者是在什么地方发现旅行家树的？
（结合解释”腹地”就是靠近中心的地区j旅行家树外形l有什
么特点？（树干上没有枝”厂，挺拔修长，叶子长在顶上，
整齐徘列。）作者是怎么形象地描绘旅行家树的叶子的？
（打了两个比方）

五、阅读第二段

2、结合理解下列词语。

翠绿欲滴、别致

3、课文中说听了非洲朋友的介绍，“我”对旅行家树肃然起
敬，“肃然起敬”是什么意思？（形容看到、听到或想到某
一入或事产生恭敬、钦佩的态度和心情，）为什么“我”会
对旅行家树肃然起敬？（“我”对旅行家树肃然起敬是因为
被旅行家树为解旅行者的于渴甘愿受防，这种造福于人的精
神所感动，心中对这种树充满敬佩之情j）

4、旅行家树是不是口和旅行的人有关，概括起来说，它有哪
些作用列在住房前可增添情趣，在茫茫沙海可解人干渴）

5、结合理解下列词语。

“贫瘠”指土地下肥沃。“不毛之地”指不长庄稼的土地，
形容土地荒凉贫瘠。”跋涉”就是爬山过水，形容旅途艰苦，
“通都大邑”就是指大城市。

六、阅读第三段

默读思考：离开非洲时“我”为什么开始想带回一株旅行家
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倒不如把旅行家树的品质移植在



自己的心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明作者决心向旅行家
材造福于人的品质学习，做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

七、朗读课文

八、总结

旅行家树给我们什么启示？

九、指导练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