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最珍贵读后感(优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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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最珍贵读后感篇一

我们在学校读书，是每个人都完全属于自己的教科书的。

每当新学期开始，我们就会在老师那里领到崭新的一本本教
科书。这在我们是很平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我看了《珍贵的教科书》后，我却改变了看法。那教科
书是张指导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我捧在手里的
教科书猛然变沉重了。是啊，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平常和应该
的事情，其实它是我们的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甚至生命换
来的，它们其实是多么宝贵啊！

以及无数的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斗争而流血甚至牺牲
的人们。不能忘记啊，忘记了就意味着背叛！

最珍贵读后感篇二

书，对于现在的我们已经不足为奇了。从上幼儿圆的那一刻
起，我们就有了一批批课本。现在，我们的书本已经多得数
不清，教科书、课外书，家里到处都是。平时看完了就扔，
觉得习以为常。今天我读了《珍贵的教科书》，让我感到以
前的教科书是多么珍贵呀！

这个故事讲了张指导员为了保护二捆书，竟然牺牲了自己那



宝贵的生命。

战争时代，延安小学搬到艰苦贫穷的小山村里，没有凳子、
没有黑板------没有书，同学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坚持
学习。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的。和他们相比，我们
的条件远远胜于他们，每个学期都能发到崭新的课本，坐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闻着浓浓的油墨芳香，享受着先进的教
学设施，与那个时代童年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最让人感动的是，张指导员为了保护孩子们仅仅的二捆书，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临死之前，还关心着书本和孩子的学
习。

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先烈。

最珍贵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执教的《珍贵的教科书》一文上完后,我觉得自己在教
学目标的设计上能紧扣“通过朗读来体会文章的内容”这一
个论坛式活动的主题,并能有效地把握住教学重点,采用了多
种形式的读来突破难点,并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的
参与面很广,思维活跃.特别表现好的有施雅娟,张大勇等,其
中张大勇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在班级中是一个差生,可今天
他发言踊跃.因此,我就在课堂上加以表扬,运用激励机智使他
有一种成功的愉悦感,从而激发了他的学习兴趣.

在朗读训练中,我觉得在朗读前出示要求很重要,使学生有了
一个明确的目标后,朗读时能及时纠正补足,同学之间也可以
对照要求来评价朗读的熟练程度.而学好语文的关键就是如何
朗读,如何通过朗读来把握文章的思想内容.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我就设计了一些朗读要求,使学生从句到段再到篇,都能紧
扣朗读的要求,从而来理解文章的内容.古人云:“读书千遍,
其义自见.”可见只有多读,才能逐渐领悟文章的内容,只要多
读,就能理解文章的意思.



当然,在“二期课改”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多种形式的读就更
能体现出“以学生为本”的发展目标.朗读,不仅能帮助学生
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丰富学生的想象,激发学生的爱憎情绪,
而且还可以训练学生的语言,达到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所以,
在指导学生朗读时,首先让学生掌握文章的基本思想内容,因
为朗读的感情变化,声调高低都和文章的基本思想有关;其次,
要仔细琢磨文章中的每一句话,想象文章中的每一个人物,每
一个情节,反复体会或讨论交流后朗读起来才能有声有色,动
人心弦;接着,考虑一些朗读技巧,哪些地方应快些,哪些地方
应慢些,怎样读好重音,停顿等等;最后,让学生在正确,清楚的
朗读基础上做到自然流畅和传情达意.

总之,这堂课上完后,我的感受颇深,我感到培养和训练学生的
朗读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是逐步提高的.因此,在以后的课堂教
学中我还将不断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使他们的朗读水
平更进一步!

最珍贵读后感篇四

教学目标：

1．学会本课14个生字，正确读写“板凳、代替、嗓门、印刷
所、俯冲、轰隆、爆炸、叨念”等词语。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课文讲了哪些内容，了解课文叙
述的顺序。

3．使学生了解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的艰难，懂得珍惜今天幸
福的学习生活。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学习目标：

1．学习生字词。

2．整体了解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

（一）导入，介绍时代背景

1．“教科书”是什么？（学习用的课本）

2．板书：珍贵的教科书

3．怎样才称得上“珍贵”？

（意义深刻，十分宝贵，特别好的价值大的。）

每到开学，我们都能拿到崭新的教科书，可在那战火硝烟的
年代拿到一本教科书是多难呀！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珍贵的
教科书》一课所讲述的事情发生在1947年春天，蒋介石反动
派为了挽救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命令胡宗南部队进攻中共
中央的所在地――延安。面对强大的敌人，党中央毛主席采
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方针，于3月份主动放弃了延安。延
安小学也转移到一个小山村里。让我们看看当时孩子们的学
习条件有多艰苦吧。

（二）范读课文了解大意

听读课文并思考：课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读后明确：课文主要写了延安小学的张指导员为保护教科书
而光荣牺牲的事。

（三）默读课文，理解层次



1．提出默读要求：按照“思考·练习”2的内容提示边读边
想，给课文分段，

（1）明确：

第一段（第1－第4自然段）

第二段（第5－第6自然段）

第三段（第7－第10自然段）

第四段（第11自然段）

（2）引导学生把段意概括为小标题。

明确：盼书、取书、护书、激励

（四）自学课文

1．思考：为什么说教科书挂珍贵的呢？

请同学们认真读课文。要求：

（1）读准字音，联系上下文理解词义

（2）画出不理解的.词句。

（3）边读边想。思考老师提的问题。

2．学生读课文，按要求自学。

（五）检查自学情况

1．指名读课文，读后正音。



2．讨论：为什么教科书是珍贵的？

3．让学生提出不理解的词句。

炮火连天：形容炮火十分猛烈。

渴望：像口渴的人要喝水那样迫切地希望得到。

亮开：本课指放开嗓门，使声音响亮。

嗓门：嗓音

振奋人心：使人精神振作、奋发。

争先恐怕：争着向前，惟恐落后。

恨不得：表示一种强烈迫切的希望。

嘶叫：马的叫声。本课指飞机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呼啸：发出高而长的声音。

盘旋：这里指打着圈子飞行。

叨念：因惦记或想念而不断地谈起。课文指轻声反复地说。

（六）作业

1．画出由生字组成的词语，把带这些生字的句子读一读，理
解词语的意思。

2．熟读课文，思考课后题1。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知道课文讲了哪些内容，了解课文叙述
的顺序。

教学步骤：

（一）复习导入

1．出示生字词卡片，指名学生认读并说说词语的意思

2．各自小声读课文，读后指名口述本文所讲的故事。

3．导入：为什么教科书是珍贵的？我们打开书，在课文中找
到答案。

（二）讲读第一段

1．指名学生读第一段。

读后明确：没有桌椅，就坐在地上，把小板凳当桌子；没有
黑板，就用锅烟灰在墙上刷一块；没有粉笔，就拿黄土块代
替。最困难的是没有书，我们只能抄一课学一课。

3．讨论。

（1）学生答：遇到困难是没有桌椅、没有黑板、没有粉笔、
没有书。

（2）学生答：没有书的困难较突出。

（3）教师问：你是从哪个字看出来的？

（4）学生答：最困难的是没有书的“最”字。因为他们只能
抄一课学一课。



4．教师引读：“是啊，当时条件多艰苦啊，没有桌椅，就坐
在地上，把小板凳当桌子；……我们只能抄一课学一课。”

5．学生练读第一自然段。想作者为什么要把当时艰苦条件和
同学们克服困难写具体？

明确：突出顽强学习精神，衬托教科书珍贵。

7．讨论交流

明确：渴望比希望、盼望的程度强烈，如果换成希望或盼望，
说明教科书没有那么珍贵。

（2）“同学们知道这书是怎么来的吗？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
印出来的！印书用的纸是党中央从文件用纸里省出来的！”

这段话如果不用问旬开头该怎么说？张指导员为什么要用问
句开头？

明确：用设问句式引起注意。

后两句都用感叹号，表达张指导员什么心情？这又说明教科
学怎么样？

明确：珍贵

（3）“节省”是什么意思？“党中央……省出来的”又说明
什么？

明确：说明毛主度、党中央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甚至把
孩子们用的教科书看得和中央文件同样重要，体现了下一代
的殷切希望。同时也说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条件十分艰
苦，纸张十分缺乏，能印出教科学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教
科书确实是珍贵的。



8．练习读张指导员和“我”的对话，读出兴奋激动的感情。

（三）讲读第二段、第三段

有书的喜讯让孩子们无比幸福，我和张指导员去取书的途中
又发生什么事呢？同学们读课文第二段、第三段。

明确：突出书的珍贵。

2．讨论：

（1）敌机投下炸弹以后，张指导员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2）“我”醒来以后看到了什么？

（3）张指导员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时最惦记的是什么？这些
都说明了什么？

明确：“完整无缺”的意思是一点没有损坏。可见在危险出
现的一刹那，张指导员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想到的是保护那
捆教科书，在他看来书比他的生命更宝贵。表现他不怕牺牲
的高贵品质，也表达他对下一代殷切的希望。

这里几处省略号，它们各代表什么意思？

“快卧倒……”（表示话没喊完。）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表示我已昏迷。）

“书……书……

“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

（表示说话断断续续。“将来”后面的省略表示张指导员没
说完就牺牲了。）



“张指导员，张指导员……”（表示接连不断。）

3．指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

4．学生练读。

5．小结：张指导员为了保护教科书而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临终还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教科书上凝聚着前辈的鲜血，
也寄托着他们对后代的期望。

（四）理解第四段课文

1．指名学生读这段。

2．讨论：

（2）为什么那捆教科书和指导员没说完的话能一直激励我前
进？

最珍贵读后感篇五

一、说教材

《珍贵的教科书》是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一篇精读课文。
课文记叙了在1947年保卫延安的战役中，延安小学的师生在
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的故事。课文以教科书为线索，以
“珍贵”为核心，分“盼书”“取书”“护书”“激励”四
部分展开叙述。着重记叙了张指导员为保护教科书而献出了
自己宝贵生命的感人事迹。语言生动感人，结构紧凑，感情
强烈，读后催人奋进。与课文第十一自然段内容相配套的有
一幅插图，表现的是张指导员牺牲前的情景。

二、说教学目标



课标在第二学段还提出了“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
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的阅读目标要
求，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如下：

1、抓住重点词句，体会战争年代艰苦的学习条件，感悟张指
导员奋不顾身保护教科书的英勇行为，懂得教科书为什么珍
贵，从而珍惜今天的学习生活。

2、默读课文，试着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三、说教学重难点：

依据课文的内容距离学生的生活经验较远的实际，结合单元
导读提示，我确定的教学重点是：结合对重点词句的理解，
体会教科书的“珍贵”，从而珍惜今天的学习生活；教学难
点是：了解当时的背景，感受师生对书的渴望。

四、说教学策略

课标指出：语文课要以人为本，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语文素养以及合作探究精神，为体现这些新的理念，实现即
定目标，同时也为体现新课程标准中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
度，过程与方法三个维度的统一，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教学时我组织学生进行以多种形式的自主读书、合
作探究为主的互动活动，最后激情朗读，并结合自身感悟进
行情感延伸，从而体现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体
现语文课的开放性和语文课与社会、与人生相结合的特点。

五、说教案

课堂结构：复习导入——合作探究，朗读体验——激情朗读，
总结全文



（一）复习导入

全体，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接着教师引读回顾第一部分内
容，为下一步的学习探究做铺垫。

（二）合作探究、朗读体验

整节课以学生的研读、交流感受、朗读作为课堂互动的主体
部分，为学生提供较为充足时间、空间，通过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尽可能多的参与语文实践活动。

教学中围绕“教科书为什么珍贵”展开多层次的读。第一是
围绕问题读。让孩子们自己默读、合作感悟，“找一找、画
一画”，初步找到了文中的几个关键处。第二是引导感悟读。
在学生抓重点词、句如“振奋人心”“争先恐后”“节
省”“完整无缺”“念叨”等词的理解与感受后，激情朗读，
使学生一步步明白了因为这些书不但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
况下，孩子们非常渴望的'，而且印书用的纸是在毛主席的关
怀下，从党中央印文件的纸中节省出来的，更是张指导员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切地感受到了书的珍贵。第三是想象
补充读。通过文本中的插图及对文本中多次出现的省略号的
理解，激发学生边读边想象当时的情景及文章所要表达的思
想感情，渗透读书方法。通过这堂课，我充分地认识到：多
读，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丰富学生的想象，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而且还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所
以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反复地读、忘情地读，带上表情、加
上动作读，边读边想边品味，学生在想象中感受，在感受中
领悟，达到了“情动而辞发”的效果。

（三）激情朗读，总结全文

归纳问题：看板书回答“为什么说教科书是珍贵的？”总结
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