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养生书籍读后感 滋养生命的数学
读后感数学要滋润生命(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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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
家有帮助!

养生书籍读后感篇一

数学故事：激活数学课堂生命活力的有效“处方”

一、开堂引入故事，激发兴趣。

一般情况下，一堂课的前三至五分种，学生还没有完全从课
外游戏中转移到课堂教学内容上，此时，他们的精神状态都
比较兴奋，这时，如果开门见山地就讲授新的知识，将很难
激发学生的兴趣。为了能给学生一个强烈的刺激，由极度兴
奋的精神状态转移到最佳的学习状态上来，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我尝试着用一些儿童故事来导入新课。

这样导入，学生的兴趣陡然上涨，一个个跃跃欲试，要帮助
小熊解决难题，从而产生了探究问题的欲望。

二、难点引入故事，促进探索。

爱因斯坦说过，教育应当使所有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
宝贵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
这里所说的礼物就是学生乐于接受迫切需求的知识。

在课堂上，我发现有些内容确实有些难度，如果单凭教师直



接的讲解，学生不仅难以理解，还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使
学生丧失学习数学的信心。如果在课堂难点处引入故事就不
同了，它不仅可以化繁为简，化难为易，还能激发学生兴趣，
促使学生去探究，最终解决问题。

学生马上展开热烈的讨论，想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帮六位大
臣解决了住宿的问题。在这一别开生面的故事中，学生的思
维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产生探究欲望，在深入的讨论、
探究、合作、交流中，学生不仅理解了质数和奇数的定义，
弄清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而且思维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三、练习引入故事，调动情绪。

曾有人说：中国的学生认为，学数学就是做练习，做数学题，
外国的学生认为，学数学是参与一项活动，经历一个过程，
获得一种体验。练习是数学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如果
教师只是机械的让学生做题目，那么练习就失去其本意，无
法达到预期效果。如果将练习融于数学故事中，不仅可以调
动学生情绪，激发学生兴趣，而且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

同学们听了，一个个情绪高涨，为民除害这样的好事谁不愿
干呢？

四、结尾引入故事，扩展空间。

心理学表明，在临下课前5分钟，学生身心疲惫，情绪低落，
而这5分钟恰恰是对整堂课进行总结回顾。所以务必要使学生
在这一段时间精神饱满，情绪高涨，把课的结尾推向新的高
潮。

在教小数的基本性质后，我设置了这样一个故事情景：0.900、
0.90和0.9是孪生三兄弟。一天，三兄弟吵开了，0.900轻蔑
的对0.90说：“瞧你这么一点儿，那有我壮实”。0.90不服



气的说：“我虽然没你壮实，但我比0.9壮实吧”，0.9也不
甘示弱：“虽然你们的小数位数比我多，但我的计数单位比
你们大”。这时1妈妈走过来说：“孩子们，别争了，其实你
们都是一家人，根据小数的性质，在小数的末尾添上0或者去
掉0，小数的大小不变，你们看，0.900去掉一个0就是0.90，
去掉两个0不就是0.9了吗？这时你们不就一样了吗？”0.900、
0.90和0.9听了，就在末尾添上0或者去掉0，果然大小没有变
化，它们不好意思的对妈妈说：“谢谢妈妈，差点儿一家人
不认识一家人了”。在丰富有趣的故事中，学生不仅牢固地
掌握本节课所学知识，而且还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
且迫切期待着下一节课的到来。

实践证明，在课堂中合理演绎数学故事，不仅能调节学生的
精神状态，寓教于乐，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教
师也能更好地关注儿童的生活，关心儿童的健康发展。数学
故事，无疑是激活数学课堂生命活力的有效“处方。

《新课程标准》中提出：数学学习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知识经验的获得、个性特点的发展和数学
能力的形成，都来自学生在数学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而参与
程度却与学生对数学学习是否感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
学生对枯燥无味的数学一般都缺乏兴趣，对数学学习难以形
成愉悦的体验。那么，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
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就成为了数学教师当前研究的重要课
题。年4月，我校参加省总课题《促进学生数学学习的评价实
验与研究》的开题会后，确定了子课题《如何利用数学故事
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数学学习能力》并实施研究。经过
一年的探究和实践，我们发现，在数学课堂中恰当地引入数
学故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所有感官参与
学习活动，使学生愉快轻松的获得知识，数学能力也得到发
展和提高。



养生书籍读后感篇二

石羚在他的文章《涵养生存的家国情怀》的结尾中说到：没
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
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可以说，没有国家
的繁荣强大，我们就不会如此幸福的生活着。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千千万万个家庭汇聚成一个这样大的、这样团结的民族，国
家、民族、家庭、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当其他国家被炮弹
袭击，遭受战争的折磨，处于水深火热中时，我们正快乐、
幸福的生活着。我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为我的
祖国日益强大而感到自豪。而祖国能如此强大、安全，我们
能如此幸福，都要感谢一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英雄。在我们
还躲在被子里睡大觉的时候，环卫工人早已在大街上打扫；
在我们穿着暖和的衣服，吃着热乎乎的饭，甚至要挑食，吃
美味的食物时，边防战士正在与冰冷恶劣的环境搏斗；在我
们宅在家里吹着空调时，执勤交警却在马路边顶着大太阳指
挥交通；在我们团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时，有些人正在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辛勤的工作他们牺牲了许多可以陪伴家人的时间，
用来守护其他人的安全、保家卫国，这应该是家国情怀的最
好诠释了。

石羚的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最浪漫的不是
花前月下，而是忠诚信念；最感人的不是卿卿我我，而是以
身许国。这些英雄用自己的汗水，信念，坚持，守护了万家
灯火。他们是最平凡的人，也是最伟大的人！

国与家两个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字，构成了家国情怀，使
国家繁荣强大，使人民幸福美满。它是一种深情大爱，也是
一种理想追求，在实现它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也构成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又如石羚提到的：千千万万
个小家都好，国家和民族才能好。



养生书籍读后感篇三

这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故事，讲述了作者的表哥大学毕业后
找工作，但都遭到拒绝，舅舅问他是不是目标太高了，他不
服气，舅舅让他明天看打石。舅舅打了138下没有碎，第139
下是裂成两半。隔天，表哥又去找工作，他从杂役到工人，
从工人到主任，最后有了自己的公司。他悟出一个道理：许
多的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到成功的，成功需要毅力和坚韧。
只要愿意付出坚持的代价，就可以享受到成功的甘甜。就像
打石一样，第139下碎和以前138下的努力无关吗？当你惊叹
水滴石穿的伟大时，要知道水滴为这一刻努力了无数个春秋；
当你陶醉于昙花一现的芬芳时，要知道昙花为这一夜努力了
四个季节；当你欣赏着成功者的辉煌时，要知道他为这一天
奋斗了多少个日夜！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就成功的，所有人的
成功都是通过年复一年的努力得来的。当上帝给你一个酸的.
柠檬时，你要通过无数努力，千方百计把它变成甘甜的柠檬
汁。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吗？要克服苦难、空虚、寂寞就
得用超凡的毅力和坚韧，这样坚持努力不懈，也就会尝到成
功的喜悦。

养生书籍读后感篇四

上学期我听了十几节的数学课，感觉仍是以“说数学”为主，
即很多教师都热衷于老师问学生答的教学方式。这种“说数
学”最突出的问题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面窄，表面上看秩
序井然，实际上缺乏一种内在的活力，学生无兴趣可言，更
谈不上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培养。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在不断学习新课程、走进新角色、转
变观念、改革教学的过程中认识到，如果以“做数学”代
替“说数学”，情形会迥然不同，就会让课堂充满生命的活



力。因为“做数学”更加将数学学习与儿童的'生活联系起来；
强调数学学习是儿童的一种发现、操作、尝试等主动实践活
动；强调数学学习的探索性与体验性；强调数学学习也是一
种认识现实世界的一般方法的学习；强调数学学习是群体交
互合作与经验共享的过程。

一、要从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入手

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一年级下册）》
的特点，数学学习应该是孩子自己的生活实践活动，数学教
学应该与孩子的生活充分地融合起来，从孩子的生活经验和
就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和
交流的机会，让孩子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数学、发现数
学、探究数学、认识数学和掌握数学。为此，我们的数学教
学必须由书本数学走向生活数学，取材于学生的生活实际，
让学生置身于现实的问题情境之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探
究发现数学知识，体验到生活中到处都是数学，运用数学知
识能较好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增强学生学习的动
力，使之产生积极的数学情感。

二、要在“做”字上狠下功夫

[1][2]

养生书籍读后感篇五

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想学生所
想，优化数学作业的设计，避免那些机械、重复、乏味的低
效作业，充分调动学生作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在完成数学作
业的过程中享受到学习数学、运用数学的快乐，赋予数学作
业生命的色彩。

一、自主型作业



1.弹性作业

每位学生在学习上都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作
业设计时，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设计多梯级、
多层次的作业，给学生留有自主选择的空间，充分发挥他们
的学习主动性，让他们各取所需，自主选择作业的数量与难
度。

比如在作业布置时，利用“作业超市”的形式设置三类题
目。a类为基本题，紧扣当天所学的内容，主要目的是用来巩
固新知；b类是基础题，这是针对一部分基础薄弱的学生布置
的，浅显易懂，有利于他们获得成功的快乐，增强学习的自
信心；c类是发展题，这种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针对基
础好的学生设计的，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
在“作业超市”里，学生可自主选择类型，也可以各种类型
自由搭配，做到因人而异，各取所需。

2.合作型作业

以前的数学作业，教师过于片面地强调独立思考，没有将合
作作为重要的.素质来培养。对于自主型的作业，我们完全应
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完成作业的方式，鼓励他们与人交流，进
行有效合作。

我曾尝试让学生以四人小组合作的形式编制一份单元检测卷。
在编制的过程中，学生在学习小组长的带领下复习本单元内
容，找重点，列提纲，选择题型，忙得不亦乐乎。编制试卷
的过程，是学生对知识进行梳理的过程，也是同伴合作交流
的过程。一份试卷的编制使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是学习
的主人，主动学习的意识得到了激发和增强。

二、生活型作业

数学学习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从熟悉的



日常生活中汲取营养，让学生在社会生活、家庭实践活动中
完成数学作业，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
决生活问题提供机会，搭建平台，使他们真实地感受到生活
中处处有数学，数学无处不在。

1.实践型作业

实践出真知，实践能增强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使一些枯燥
乏味的数字趣味化、生活化，通过实践，可以使学生把书本
上的数学知识转变为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
学习了重量计量单位后可建议学生回家称一称一千克鸡蛋大
约有几个？学习了“比的应用”后，可安排学生调制奶茶或
配兑饮料……让“学”融于“玩”中，在“玩”中实践，既
使学生学得轻松，又培养了他们的多种能力。

2.调研型作业

所谓“调研型”的作业就是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用研究的
眼光来分析调查所得的资料，再运用多种知识来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数学课程标准》中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范例：请调查一天内你家丢弃多少个塑料袋？一周呢？一
月呢？一年呢？全班学生一年大约丢弃多少个塑料袋？全校
学生呢？……这些塑料袋相当于在祖国土地上盖几层呢？你
能针对塑料袋问题向环保部门提个建议吗？这些有趣又紧密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的数学问题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参与探索的
意识，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还将数学知识与其他学科进行
了有效的整合，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学生正用他们的智慧营造出一道道绚丽多彩的作业风景线。
作为教师，应大力挖掘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在自主选择、实
践运用中张开智慧的翅膀，使数学作业成为他们放飞潜能的
天空，从而赋予数学作业生命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