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富饶的西沙群岛读后感(大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
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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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饶的西沙群岛读后感篇一

师：看完了海里的景象，想不想到海滩上看看？

（师揭开黑板蒙着的纸，孩子们发出一声惊叹只见在一张巨
大的海滩图上贴满了一只只各式各样的贝壳。）

师：你想上来玩玩贝壳吗？

生：海滩上的贝壳各式各样，有的像五角星，有的像小孩子
的手掌，有的还像一把扇子，真是千奇百怪，我好兴奋哦！

生：这个贝壳是粉红色的，这个呢是绿色的，还有这个，花
花的像小花猫的脸，这些贝壳真有意思啊！

生：这些贝壳真像书上说的那样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对了，
把贝壳凑到耳朵边，我还听到了大海的声音呢！

师：其实啊，海滩上的贝壳还不止这些呢！

生：哇！

生：是呀，是呀，我去年去普陀沙滩上的贝壳也很多呢！

师：让我们带着自己的'感受读读这句话吧！

（孩子们用赞美惊叹的语气朗读。）



在案例中，老师把大自然搬到了课堂中，让孩子们看贝壳、
摸贝壳，聆听贝壳里大海的声音，虽然没有把海滩原封不动
地带到课堂，但在与贝壳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在多种感官的
感知下，学生对于海滩上贝壳丰富多彩的体验变得真切、鲜
活而丰富，对贝壳的赞美惊叹之情油然而生。在随后的说话
中，孩子们动情的朗读，说明他们对贝壳之千奇百怪无所不
有的确是心领神会了。

当然，我们不可能像案例那样，上《黄山奇石》就组织学生
去黄山，上《秦始皇兵马俑》，就把兵马俑搬进课堂但是对
于那些离学生生活经验较远的景象，教师还是要设法通过相
关的课件，让学生通过间接地欣赏，并产生相应的体验，这
样获得的体验虽不如亲自感知所获得的体验真切，但是，仍
能引发了孩子们深刻的审美体验，激起他们情感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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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西沙群岛读后感篇二

〖理解



财富充足；物产丰富。

〖例句

我国的长江流域历来是富饶的鱼米之乡。

〖理解

岛的总称（岛大屿小）。

〖例句

美丽的海南岛拥有很多附属岛屿。

〖理解

特别美丽。

〖例句

江边的夜景是雄伟而瑰丽的。

〖理解

像蚯蚓爬行那样动。

〖例句

小肠经常是在蠕动着的`。

〖理解

很大。

〖例句



熊猫成年以后，身体会变得很庞大。

〖理解

养殖、捕捞水生动植物的事业和行业。

〖例句

海边的人们大多以渔业为生。

〖理解

停留；休息（多指鸟类）。

〖例句

这块自然保护区里栖息着很多受国家保护的鸟类。

富饶的西沙群岛读后感篇三

【富饶】

〖理解

财富充足；物产丰富。

〖例句

我国的长江流域历来是富饶的鱼米之乡。

【岛屿】

〖理解

岛的总称（岛大屿小）。



〖例句

美丽的海南岛拥有很多附属岛屿。

【瑰丽】

〖理解

异常美丽。

〖例句

江边的夜景是雄伟而瑰丽的。

【蠕动】

〖理解

像蚯蚓爬行那样动。

〖例句

小肠经常是在蠕动着的'。

【庞大】

〖理解

很大。

〖例句

熊猫成年以后，身体会变得很庞大。

【渔业】



〖理解

养殖、捕捞水生动植物的事业和行业。

〖例句

海边的人们大多以渔业为生。

【栖息】

〖理解

停留；休息（多指鸟类）。

〖例句

这块自然保护区里栖息着很多受国家保护的鸟类。

富饶的西沙群岛读后感篇四

海底珊瑚海参大龙虾鱼景色优美

海滩贝壳海龟物产丰富

海岛鸟的天下

反思：

《富饶的西沙群岛》是一篇写景物的文章。作者用生动、具
体、形象的语言写出了西沙群岛是个地理位置重要、风景优
美、物产丰富的地方。这是一篇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
的好文章。

根据本文的内容与写作特点，我在教学设计上采用了以一个
大问题统领全文展开教学，在让学生具体感受文章中，我则



采用课件展示图片、简笔画让学生直观了解西沙群岛的美丽
景色和丰富物产，把学生带入文本，深入内心，让其产生共
鸣，从而激发热爱西沙群岛、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
可谓水到渠成。

针对中年级的教学，我重视段的教学，所以我抓住一个重点
段以重点词句加以训练，让学生掌握本学段的知识点，总结
其方法，随后辐射全文，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但在实
际课堂教学中，没做到大胆放手，训练不够到位。

在上课后的交流活动中，杨雪琴教导、语文组长符小姨、符
方苗教导、孙柳教研员等做了点评，都谈了各自的看法，既
有优点也有不足，还提了宝贵的建议。大家的话就像一面镜
子，能看清自己的不足，然后加以调节，以达到提高课堂教
学水平的共同目的。

富饶的西沙群岛读后感篇五

一、教材分析

本课是第六单元第二篇讲读课文，训练重点是进一步巩固训
练学生理解词语，并在理解词语的基础上读懂一句话，渗透
段的训练。通过教学，组织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进行段落训
练。

这篇课文是写景为主的记叙文，作者生动、具体、形象的语
言写出了西沙群岛是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是激发
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的好文章。

本文题目中心词是“西沙群岛”，即描写表现的对象是西沙
群岛，而题眼是“富饶”，纵观全文，作者先概括地总述了
它的富饶、美丽，再从海面、海底、海滩、海岛的顺序具体
介绍西沙群岛的风光和物产。写海面主要是通过色彩的变化
来表现它的美丽；海底是写水产丰富，重在“富饶”。西沙



群岛的海底有各种各样的珊瑚、懒洋洋的海参、威武的大龙
虾；鱼的品种众多、数量也多。写海滩则突出了贝壳的“千
奇百怪”和海龟的“庞大”、“有趣”。写海岛是围绕“鸟
的天下”来写，从总到分，进一不写出西沙群岛的可爱。最
后写西沙群岛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和富饶。

本文在写作上一个特点是首尾呼应。第一自然段写出西沙群
岛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它是一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
第七自然段则写西沙群岛变得更加美丽和富饶。而二到六自
然段是分述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就文章结构而言，这部分
是按照进入群岛的地点由上到下，由近及远的顺序来写，而
每个部分都有中心句。第二个鲜明特点是用词准确，写珊瑚
的形状像“花朵、鹿角”，写海参“懒洋洋地蠕动”，写大
龙虾“全身披甲”“威武”等。本文句群种类较多，结构十
分典型。

文章叙述具体、细致、有序；描写动中有静，动静结合，作
者又能恰当的运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因而写得十分生
动。

教学目标

依据教材的特点，本单元的训练重点，学生的实际情况，确
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1语文训练方面：

a会认10个生字，会写13个生字。能正确读写“风景优美、物
产丰富、五光十色、深蓝、杏黄、交错、高低不平、各种各
样、懒洋洋、披甲、威武、成群结队、飘飘摇摇、颜色、形
状、千奇百怪、渔业工人、四脚朝天、茂密、肥料、祖祖辈
辈”等词语。

b有感情的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c品读优美的语言，积累好词佳句。

2思想教育方面：

读懂课文主要内容，了解西沙群岛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3习惯培养：

a继续培养学生用心、动脑思考、边读边想边动笔的习惯。

b培养学生按照要求预习的习惯。

c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习惯。

教学重点

根据教材的特点和编者的意图，确定的第一个教学重点应该
是通过教学，使学生在读懂课文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热爱祖
国的思想感情。

课文句群种类较多“因果、并列、总分等”结构又十分典型，
依据这个特点，确立第二个教学重点是凭借以上有利条件进
行句型分析，让学生认识其特征，掌握由句子到句群到段落
的组合规律，弄清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能利用句判
断理清文章的'脉络，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根据本学期训练重点，确定第三个重点是培养学生联系上下
文和生活实际理解词语的能力。

本文语言优美生动，因此描写海水颜色和海域物产的段落是
本课重点，品读的同时，进行仿写，达到以读促写的目的。

教学难点



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儿童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向抽象逻
辑思维过渡，这决定了对于远离海域的三年级学生来说，弄
清海水色彩和海域物产的段落成了本课的难点。

二、教学方法

1教学本课主要采用以读为主的方法。本课教材语言具体、形
象、生动，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真挚的感情，学生的情感容
易被激发，因此教学时，注意指导朗读，反复熟读，辅之以
讲、议、问、答，适当点拨，就可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注解，
激发学生深厚的爱过情感。

2运用读段的方法，突破难点，弄清句与句关系。教材的第三
自然段是并列句群，二、六自然段是因果关系，课文首尾呼
应，段中又有中心句。教学中，要先引导孩子抓住重难点词
语理解句，再联系上下句理解句群，进行段落训练。

3根据小学生特点，对直观形象的东西反应强烈，应该运用多
媒体教学，激发情感，让学生有切身感受。

三、学法指导

1有意识的培养孩子质疑问难的能力。

学贵有疑，教学中，要有意识培养引导学生质疑问难，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逐步到自己能解决问题。

2继续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养成边读边想，不动笔墨不
读书的习惯。

大纲规定，小学语文教学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阅
读习惯，因此，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边读边滑，久而久之，
学生就回领悟读书必须动脑，动手的学习方法。



3教给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词语的方法。

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进行段的训练，是阅读教学的训练重
点，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学习方法。

四、教学程序

本课安排两个课时

第一课时，指导预习，导入新课，整体感知。了解课文首尾
呼应的特点，品读首段和末段。

第二课时，重点学习2到6自然段，感受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
饶，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领会中心句的作用以及这种
写作方法。

（一）教学内容

指导预习，导入新课。

（二）教学步骤

1全文感知：我采用解释课题导入。

齐读课题，谈谈读了科第你知道了什么。（课文写的是西沙
群岛；写它的富饶；知道了富饶的意思。）

出示地图，介绍西沙群岛的地理位置及情况。让学生了解西
沙群岛是祖国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海防前哨。

（以课题激起孩子们走进文本的阅读期待。以学生的自读为
主，让他们在放声诵读中实现与文本的初次对话，整体感知
课文内容。在此基础上，让他们谈谈自己的阅读感觉。每个
同学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对文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
受。所以他们汇报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个性化的、体现他们



自己从文本获取知识的过程。）

2指导预习

a自由读课文，借助字典词典自学生字词。

b划出不理解的词语。

c就文章的方方面面提出不明白的问题。

（安排这个环节，是为了培养孩子读书思考，学会提问的习
惯，逐渐练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学
习情况，便于指导学生学习课文，有的放矢。）

3检查自学情况

a正音

b谈谈读后的初步感受

c作者写到了西沙群岛哪些地方？

（教师注意小结，给学生以完整的认识。）

第一自然段比较简单，应采用学生自己读懂的方法学习。感
知西沙群岛是个怎样的地方？

最后一段要读出热爱，感知“将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富
饶。”和首段的呼应。

4重点难点学习

学习第二自然段：



第一个环节，指名朗读，思考这个段有几句话，主要写的什
么？（第一二句写五光十色，瑰丽无比。第三句写呈现不同
颜色的原因。）

第二个环节：海水都有哪些色彩？用线划出，再读读，你感
觉怎样？同时可以扩展，你了解海水还会有哪些色彩吗？学
生插上想象的翅膀，尽可能地去想象海水色彩的美丽。结合
上下文说说“五光十色”的意思。为什么文中不用五颜六色
呢？（因为五光十色不仅仅是颜色美，还有光泽，体现作者
用词的准确。）

第三环节：理解海水呈现不同颜色的原因。自己读读这句话，
想想能不能用简单的笔画说说这个句子的表达意思，并进行
调换句式的训练，弄清句与句的关系。

（教师可设计这样的训练，把第三句与一二句话位置可以换
一下吗？作者为什么把结果放在前面呢？这样可以体会到作
者强调的是海水颜色多，美丽无比。突出教学难点。）

学习第三自然段：

第一环节：听录音，想象一下，假如你潜到海底，你看见了
什么？（各式各样的珊瑚懒洋洋的海参威武的龙虾成群结队
的鱼）（课件出示珊瑚、海参等让学生直观感受，将具体形
象的物体与抽象的文字联系起来。）

第二环节：读第一句，读懂了什么？学生抓住各式各样，读
出珊瑚的多和美。以读促写，想想珊瑚还会有什么样子的？
（菊花盛开、像树枝……）

（本环节让学生会感受出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产生
的形象生动等效果，在感知、理解、积累、运用语言过程中，
读写结合、相互贯通，进行仿写。读写结合符合儿童的心理
特点。儿童学习语文具有模仿性和较强的发表欲等特点。引



导学生仿其神，仿其意，仿其路，仿其格，仿其法，从而有
效地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

以此方法，学习后面两句，同时了解并列句群，学会举一反
三的学习方法。

学习第四自然段：

第一个环节：知道总分总的写作手法，先总叙述鱼“成群结
队”突出鱼多，再分别说鱼的样子，最后总的写出“各种各
样的鱼数都数不清。正象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
半是水，一半是鱼。”

第二个环节：分析“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
鱼。”并非真的水鱼掺半，而是用夸张的手法，强调西沙群
岛物产丰富的特点，使人回味，留下深刻的印象。（出师课
件，获得感性认识。）

第五自然段抓住美丽和有趣略讲，学生读熟即可。

第六自然段，找到中心句“鸟的天下”，体会一个由鸟来主
宰的岛屿。

（五六段强调阅读训练。阅读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学
习语言、发展语感。学习母语尤其要重视对语文材料的积累、
感悟。这篇课文语言流畅，生动有趣，语言贴近儿童生活，
在指导学生朗读时，可以让学生选择最感兴趣的语句，细细
品读，从而更好的落实教学内容。）

原文：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
淡青的，绿的，淡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
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
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



为了讲解这段，让孩子知道海水不仅仅是蔚蓝，还有“淡青
的，绿的，淡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
”不在海边的孩子，用这样的图来冲击他们的视觉，是最容
易理解海水“五光十色”的含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