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 六年级语文水
孩子读后感(实用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一

《雪孩子》这篇文章是我有生以来读过的最感人的一篇文章，
它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一个成
年人对她母亲的爱，描述了作者几次出差时，年老多病的母
亲总是在等她。有一次，作者出差前，老母亲对她说：“你
去吧，不会有事。我，等你回来。”但是，当作者回来时，
老母亲终于没有等到她回来——她，已经去世了。其实，这
个雪孩子就是作者自己。当作者的母亲的去世前，作者在整
理她的遗物，突然发现一本书里面夹着自己小时侯画的一半
的小雪人，那张纸早已发黄。这本书的名字叫《天鹅飞到哪
儿去了》，这是一本最早的小说，繁体字，讲述了一只天鹅
妈妈寻找小天鹅的故事。那时，作者很想知道天鹅妈妈是否
找到了小天鹅，可是，她还不认识繁体字。等到长大，认识
繁体字了，可惜又失去了那份好奇的童心。作者知道，就算
自己出了家门，自己的心也是和母亲连在一起的，但是，因
为长时间要在外地工作，很少能跟母亲见面。就在那次，作
者因为出差回来晚了点，她的母亲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走了。
就是因为作者没有一个亲人，很孤独，所以才像那个没爸爸、
没妈妈的雪孩子。

只有母亲，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精彩，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二

最近，我学习了一篇叫做《雪孩子》的文章，故事的主要内
容是：冬天到了，兔妈妈要出去找食物，兔妈妈就给小兔堆
了一个雪孩子陪兔宝宝玩。小兔可高兴了，她和雪孩子成了
好朋友，玩得好开心呀!小兔玩累了回家睡觉。突然小兔家着
火了，雪孩子为了救小兔，自己却溶化了。看了这个故事我
很感动，善良的雪孩子，为了救出他的好伙伴，牺牲了自己，
非常的勇敢。我也要做个善良的人，乐于帮助别人的孩子。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三

这篇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美丽而又生动的故事。雪孩子在小
白兔家的附近诞生了，他胖鼓鼓的，头顶上还长着几根褐色
的头发。他诞生的冬天很冷，地上仅有野草，很荒凉，雪孩
子在没有人在时，做了许多好事：保护翠鸟，帮小树把背上
的积雪刮去，把从树上掉下来的小松鼠接住……虽然没有人
在这儿，但雪孩子的一举一动全都被小松鼠看见了，从此，
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一天白兔妈妈出门去了，小白兔在屋里睡觉，雪孩子忽然看
见了小木屋起火了，可小白兔还在里面呢!他不顾一切的冲了
进去，救出了小白兔，但自己却融化了，免妈妈赶来时，地
上只剩下了一摊水。小白兔醒了，他到处找雪孩子，可是找
不到，这时他看了看天上，雪孩子变成了白云，正冲他笑呢!

多么好的雪孩子啊!多么勇敢的雪孩子啊!你的身躯多么洁净!
你的心灵多么美丽!你，温暖了我们的童年，点亮了我们的心
灵，至今仍受到我的喜爱。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四

他，无情地剥削人民、危害人民；而另一个他，热爱人民、
造福人民。



他，把人们踩在脚底；而另一个他，在好人前低下头。

他总是高高在上，而另一个他总宁愿在下，

读了《有的人》这篇文章，我彻底看透了高与低、上与下、
美与丑，可那是表面的，在人们心中那可大不相同了。有的
人靠着一张会吃人的嘴吃饭，而有的人低下头，总把人民的
饭碗放在第一位——正如鲁迅先生，他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曾经褒姒的那一笑，倾倒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
灭亡。

苏轼作诗：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杨贵妃的破
颜一笑，多少人该陪上鲜血和眼泪！

为了辅佐赵王，救济赵国，原本明争暗斗闹不和的廉颇与蔺
相如和好，廉颇负荆请罪。最终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刎颈之
交。

为了国家，张骞出使西域；为了国家，俗物在匈奴领土囚禁
了数年；为了国家，许多人奋发图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那次去看建国大业这部电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骨瘦如
柴，戴着厚眼镜的闻一多出现在一个破旧的讲台上，周围熙
熙攘攘聚集了许多贫困的百姓。那个学者高亢地发表了一次
演讲，企图唤醒沉睡的大众。而这位学者发表完言论之后，
便在街角被几颗子弹了结了。一位进步青年毁于反动统治者
手下。而他死后仍是一种安详的神情，仿佛还沉浸在人们觉
醒的快乐中。风带着一丝苦涩的味道吹过他掉下的破碎眼镜。
风带走了他的躯体，但是永远不会使那次演讲风化。

这世界就是这样。

是谁残酷剥削人民、妄想流芳千古？是谁为人民服务、一心



默默奉献？剥开表层，我看见了赤裸裸、活生生的现实，上
与下、丑与美的区别如此明显。像鲁迅一样的人永远活在了
人们的心中。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五

1、从汉语拼音入手，正确认读、默写词语盘点的词语，掌握
一部分多音字的读音和组词。

2、熟练背诵指定的课文段落以及练习中的日积月累和成语。

3、根据每个单元的训练类型进行训练讲解，使学生正确掌握，
灵活运用。

4、加强阅读训练，指导学生读懂课文，完成课后练习。

5、指导学生写好作文。要求：认真审题，正确选材，叙事完
整，条理清楚，真情实感。

二、复习措施

(一)复习方法

1、首先采用单元复习法，教师把课文中的重点、难点再跟学
生一起回忆。把作业本、一课一练中重要的知识点让学生去
记忆;一些学生错误率较高的题目让学生多观注。然后再通过
相应的练习卷加深印象，老师做到认真批发，讲解。具体安
排这样：讲解课文花一课时，利用早上时间给学生听写词语，
主要是词语盘点中的词语，默写要背诵的课文。课文讲解完
后让学生回家把试卷做好，第二天教师批改之后再与学生教
对，做到不放弃一个学生。

2、然后采用分类复习，教师分工把词、句、按课文内容填空
等基础知识整理出来，让学生再进行练习，减少学生在这方



面出现的错误，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

3、最后再进行相关的综合练习，让学生对复习的知识进行一
个整体的回归。教师要分析学生作业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把
一些典型的错误再反复进行强化练习，争取把错误率降到最
低。

(二)教师方面的措施

1、围绕各单元教学目标，研究教材，抓住课文的重难点，全
面系统复习;一些重点的句子及理解让学生背出并会分析。

6、复习以激励表扬为主，开展小竞赛，让学生在复习中尝到
快乐，提高复习效率;

8、让学生自己准备一本本子，把自己在作业、试卷中出现的
有关基础知识的错误情况记下来，以便反复强化，时刻提醒
自己。

(三)分类安排

第一部分：汉语拼音

要求学生端正作业态度，看拼音写词语时，要求把拼音拼完
整。要求区分音节、音序。查字典中的音节要大写。

第二部分：字词的复习

掌握本册的生字及多音字;辨析形近字、音近字;掌握音序、
部首查字的方法并能据词定义;掌握本册中的词语;搭配词语;
将词语分类;辨析近义词与反义词。近义词与反义词这一块学
生掌握较差，在平时的训练中要求学生有意记忆，分类摘录
下来，多读多记。

第三部分：句子的复习



继续认识句子;学习将句子写具体;会将把字句改写成被字句;
学习改写反问句;会改病句;会使用顿号、叹号，初步掌握冒
号的用法;会缩句、扩句;会写比喻句、拟人句;会区分句子中
使用的说明方法等。

第四部分：阅读的复习

结合课文，掌握读懂按时间顺序或事情发展顺序或方位顺序
写的一段话的方法;熟读课文，理解内容，并按要求朗读或背
诵、默写课文;能够默读，能按要求边思考，读懂内容，完成
习题;对于课外阅读，教师有选择地让学生进行练习并进行讲
解，教给他们基本的阅读方法，回答总是的巧门。其实最很
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反复读。

第五部分：习作的复习

能按指定的段式(时间、事情发展、方位的顺序)写一篇通顺、
连贯的文章。引导学生学会文章的川连。指导学生区分写人
与写事的文章。其实两者是区分不开的，主要在于开头与结
尾的不同，让学生抓住这一点，把事情的过程写具体;写人要
求把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作详细描述，再加上一些优
美的词句，这样的文章就是一篇好文章了。除了这些，还要
根据本册习作的要求，对于七篇大作文进行再次地讲解，应
该抓住哪些来写。在复习阶段，教师可对学生出一些比较典
型的题目让学生去写，然后进行集体地讲评，修改。让大部
分的学生知道这一类的作文应该怎么来写。在考试前，还要
教给他们最重要的不能忽视作文的审题，一定要认真审题，
否则再好的作文也得不到高分。再则，在复习阶段，让好的
学生自己去看一些优秀的范文，而对班中的一些后进生，那
就要靠教师帮忙选择一些考试概率大一点的优秀习作，让他
们去看，去读，去模仿。考试时如遇到这一类的作文，他们
也知道应该怎么来写，应该能够拿到基本的作文分。

(四)后进生的辅导



对于班中的一些后进生，采取加强基础知识的复习，复习的
进行听写生字、默课文，在基础知识方面不要再大量失分了，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些阅读的训练。再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
进行辅导，进行耐心讲解。并在班内帮他们找一个小帮手，
代替老师帮帮他们，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五)优生的提高

我们班往往在大考中高分的人数很少，在优秀率的人也只是
刚刚上，没有高分。这种现象很吃亏，好生提高起来比后进
生要简单，只要端正态度，稍稍指点就能有所进步。所以，
这一次要重视对好生的提高。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六

谜题：讨媳妇图漂亮（打一成语）

谜底：以貌取人

解析：“取”别解为“娶”，以貌娶人。

谜题：哪吒不闹海，武松不过冈。（打一成语）

谜底：生龙活虎

解析：哪吒不闹海“龙”王就不会死，武松不过冈老“虎”
也就活生生的。

谜题：武则天登基（打一成语）

谜底：后来居上

解析：“后”别解为太后武则天，“上”别解为皇上。



谜题：漓江之水天下绝（打一字）

谜底：璃

解析：“漓江”的“水”和“天”字的下面“绝”了，不存
在了，便剩下“离工一”。

谜题：别后不见有变化（打一字）

谜底：加

解析：“别”字的后半部分不见了，剩下“另”，然
而“另”字发生了变异，变化成了“加”字。

谜题：迎春袭人两含羞（打一成语）

谜底：花花草草

解析：“迎春”是一种“花”名，“袭人”扣《红楼梦》中的
“花”袭人，由此构成“花花”；“含羞”是一种“草”名，
“两含羞”即两个“草”，“草草”。

谜题：三十六中抓重点（打一《水浒传》人名）

谜底：林冲

解析：“三十六”等于两个“十八”，“十八十八”可组
成“林”；“重点”别解为“两个点”，为“冫”，“中”抓
“冫”即“冲”字。

谜题：南面有水清又清，西面有水船不行。（打一字）

谜底：白

解析：“白”字的南面有“水”即“泉”字，西面有“水”即



“泊”字。

谜题：丝毫不曲（打一数学名词）

谜底：绝对值

解析：绝对值（直）！

谜题：八戒自吹法术精（打一成语）

谜底：能说会道

解析：猪八戒法号“悟能”，“能说会道”别解为猪八戒说
自己会法术。

谜题：圆规画鸡蛋（打一省会名）

谜底：太原

解析：鸡蛋一般是椭圆型的`，用圆规来画鸡蛋，太圆了！

谜题：宋字去了盖，不做木字猜。（打一字）

谜底：李

解析：“宋”、“字”二字都去掉宝盖头，组合起来便
是“李”字。

谜题：一星期报道一次（打一明星）

谜底：周迅

解析：“一星期”即一“周”，“迅”扣“讯”。

谜题：赤壁之战的结果（打二歌星）



谜底：孙悦，刘欢

解析：赤壁之战的最大受益者是“孙权”、“刘备”。

谜题：老头耍滑头（打一字）

谜底：嫂

解析：“老头”扣“叟”，“耍滑头”指“耍”字的头部分
（而）滑掉了，剩下“女”字，“叟”、“女”即“嫂”字。

谜题：砍掉羊尾巴，没有一点血。（打一字）

谜底：盖

解析：砍掉“羊”字的尾巴，剩下“丷王”；“血”没有了
一点，为“皿”字。

谜题：邂逅见秋香，更名入华府。（打一成语）

谜底：随遇而安

解析：根据“唐伯虎点秋香”典故，唐伯虎遇到秋香后卖身
华府，改名为“华安”。

谜题：始皇不是赢氏子（打一西汉人名）

谜底：吕后

解析：传说战国时，吕不韦将已有身孕的姬妾送与秦昭襄王，
生下的孩子就是赢政。谜底解为“吕”氐的“后”代。

谜题：孟姜哭，褒姒笑。（打一成语）

谜底：倾城倾国



解析：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了，褒姒把周幽王的江山笑没了。

谜题：老龙王计拙犯天条（打一成语）

谜底：下不为例

解析：根据《西游记》第九回，泾河龙王违了玉帝敕旨，不
按时辰，克了点数乱下雨。“下不为例”别解为“不按条例
来下雨”。

谜题：春节前营运特点（打一成语）

谜底：反客为主

解析：“反”旧时同“返”。

谜题：整日东风吹，村子全变样。（打一明代人名）

谜底：李时珍

解析：“彡”宛如东风吹的样子，以象形法扣“东风
吹”；“日”与“彡”及“村子全”打乱再重组便构成“李
时珍”三字。

谜题：剩女的恐惧（打一成语）

谜底：死而无憾（汉）

谜题：来日定红极一时（打一古人）

谜底：纣王

解析：“纣王”来一个“日”字，打散后可重新组合
成“红”及“一时”。



谜题：桥西留有半面碑（打一水果）

谜底：石榴

解析：“桥”字的西边是“木”，“碑”字的半面取“石”，
再有“留”即“石榴”。

谜题：拆开中间重组装（打一电影名）

谜底：叶问

解析：把“中间”二字拆开，分拆为“冂十，门口凵”再重
新组装成“叶问”二字。

谜题：前看是袭人，后看像颦儿。（打一成语）

谜底：如花似玉

解析：在《红楼梦》中袭人姓“花”，颦儿是“林黛玉”的
小名。

谜题：错把孟德当翼德（打一成语）

谜底：颠倒黑白

解析：在戏剧中“曹孟德”是白脸，“张翼德”是黑脸。

谜题：何以掷果盈车（打一北宋人名）

谜底：潘美

解析：“掷果盈车”指潘安很帅，驾车走在街上，连老妇人
为之着迷，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简而言
之就是小潘潘长得美，潘美！长得帅真的是可以当饭吃的！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七

《中华少年》是小学六年级语文教材上册的一篇课文，是一
首朗诵诗。这首诗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就是作者多用比喻，
在意象的选择上采取了物化的方法。中华少年的英姿，祖国
山川的壮丽，东方文化的美丽、民族历史的苦难以及中华少
年的铿锵誓言，都被作者巧妙地物化为一个个真实可感的形
象。例如，诗人以“冰山上的一朵雪莲”“海风中的一只乳
燕”“揽天下翱翔的雏鹰”“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象征中
华少年的飒爽英姿，从而使中华少年的形象更加具体化。再
如，诗人以“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
挡不住洋炮的弹片”来相容中华民族所受到的苦难，这种被
物化的意象更加真实可感。采用意象物化法要特别注意被物
化的事物要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
情感。如，诗人选劝方块字”“唐诗宋词”来说明祖国具有
灿烂的历史文化就很具有代表性，而“阳关道”“艳阳
天”“蜜罐温床”又具有典型的象征性。类似的写作手法在
学生们的写作中也经常用到。例如：我们把学校说成是美丽
的大花园；把母爱形容像甘甜的山泉滋润着儿女的心房等等
都是采用了意象物化法。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八个单元分出了都是些什么的。第一
个单元都是写大自然的；第二和第五单元都是写人的；第三
个单元都是写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我认为，应该也
算是写人的；第四个单元是写要珍惜资源；第六个单元是一
个综合性学习，主要是以学习诗歌为主的；第七个单元我认
为都是写一种小动物的；第八个单元是写艺术的。

我最喜欢的是第七单元。因为我认为这个单元写出了动物界
中，动物也有着像我们人类的灵性。《老人与海鸥》这一课
写的是海鸥和老人之间深厚的感情，以至于老人去世后，海
鸥们都像老人的孩子们默默地为老人送行。《跑进家来的松
鼠》这一课写的'是从森林里跑进作者家的一只小松鼠，即使
不在大森林里，还保持着它们的野外生存的本领。《最后一



头战象》写的是一头名叫嘎羧的战象，它死后，没有回到祖
先留下的象冢里去，反而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坑躺在了和自己
并肩作战的“战友”旁边。《金色的脚臃一文，是讲狐狸爸
爸和狐狸妈妈尽心尽力地想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和它们一起
回到大森林里去，这种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正如我们人类父
母对孩子的爱吗！

不过在其他的单元里我也是有自己喜欢的文章的。例如第27
课：蒙娜丽莎之约，这篇课文把蒙娜丽莎的微笑这一幅画生
动地描写了出来。

这学期的课文和上学期的相比来说是比上学期的课文总的来
说更加生动，课文更加新颖。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八

眼睛就像打开每一个知识宝库的钥匙，所以让我们意识到知
识在哪里。看了《四库全书》，总结了这句话。

《四库全书》当然涵盖了四个方面。单词分别来自词库、词
库、图书馆、数据库。图书馆里有很多著名的文章，比如
《红楼梦》，《聊斋志异》（节选）等。词汇丰富，如对联、
歇后语、谚语等。词汇词典可以说是强大的。这部分最突出
的是同义词反义词不仅齐全，而且每组都有注释。除了数据
库，整本书的这一部分最有意思。甚至还有网络流行语。

学无止境。人和动物都需要学习。动物需要学生的技能，人
需要学习知识。当我们学习一篇课文时，我们需要知道课文
的中心思想，文章的主人公为什么这样说/这样做，文章是如
何分段的，你读完之后的感受……这些都是学习一篇课文的
步骤。如果想让句子更生动优美，可以使用一些比喻、拟人、
排比等修辞手法。除了修辞手法，还可以运用一些解释方法，
如类比、比较、举例等。



高二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让我很害怕。我
妈妈发现我不喜欢写日记。他走过来对我说：“其实，周记
只是这一周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用钢笔写下来。写出你
的想法。”听完妈妈的话，我半信半疑的坐在书桌前开始写。
我发现写200字有点“拦不住车”，于是尝到了甜头。直到今
天，我还是按照我妈说的做了，只加了自己的想法。写作文
就像盖房子。我妈给了我一个架子加瓦装门，最后完整的房
子盖好了。

我不仅从《语文四库全书》中学到了知识，还通过阅读里面
的文章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六年级语文桥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读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本书，小主人是一个
小魔法师，长有棕色的头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小
男孩。他手持一根神奇的魔法棒，能把你带到魔法世界。他
有还一把神奇的扫帚，骑上它，可以尽情的飞行，他就是神
奇的魔法师——哈利波特。

其实，哈利非常可怜，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在姨夫
姨妈和表哥的欺凌下生活。十二岁时，他得知自己被魔法学
校选中了。他努力为自己争取机会，终于有一次机会让他开
始了魔法生活，去一所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学习，还认识了两
个好朋友，罗恩和赫敏。

在哪里哈利认真学习各种魔法，并慢慢得知自己的身份，父
母原来也是伟大的魔法师。为了阻止伏地魔统治黑暗世界，
与伏地魔恶战，在临死的时候，给伏地魔致命的打击，使它
失去了魔力，同时也为保护哈利的生命，哈利头上受伤，留
下印记。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哈利知道了伏地魔要找一块魔法石，
来恢复自己的魔力。哈利和罗恩、赫敏同心合力屡次战胜伏



地魔的计划。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杀死了伏地魔，恢复了
学校原本的安宁。

故事告诉了我们不要轻易放弃爱与希望，爱是可以超越死亡，
更可以超越黑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爱与希望更强大了。
而且哈利的勇敢面对和他坚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