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 杂交水稻之父的教
学反思(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一

这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教学时为了让学生熟悉这位被誉
为“当代神农氏”的袁隆平，知道他在科学事业上取得的杰
出成绩，在导入新课时，我出示了许多与袁隆平有关的资料
和他在我国乃至国际上获得各种奖项的图片，使学生对这
位“水稻之父”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后续的学习做了充分的
铺垫。

这篇课文的篇幅很长，所以，第一课时教学时，我先引导学
生通过略读、默读课文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课文内容，了
解了杂交水稻的重大意义和培育杂交水稻的百劫千难，并为
课文的四个部分添加了小标题;然后，为了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我从“百劫千难”入手，理出了“难度大”“时间长”“挫
折多”这三大学习点，于第二课时再进行深入的学习。

第二课时的学习除了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感悟主人公的科学精
神外，还要渗透“写人文章如何选材组材”的.教育。课上，
我用“为了写清楚‘难度大’(‘时间长’‘挫折多”’，作
者选取了哪些材料来写?从中你体会到主人公身上的什么优秀
品质?”的话题导入。

让学生从“偏偏要啃‘硬骨头’”等关键句子来感受袁隆平
知难而上、坚忍不拔、坚持不懈、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等科



学精神。不但使学生认识到这些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
而且体会到了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袁隆平不计个人得失，
献身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以及作者对他的歌颂和崇敬之情。
在“小练笔”的设计上有两步考虑，课堂上，我主要的意图
在于引导学生围绕中心正确选材——通过学生的口头表述，
引导学生明白什么样的材料(事例)才能更充分地表现中心;选
材后，怎样有条理有主次地表达出来，则留待学生家庭作业
交上来后的再次评讲中落实。

通过教学，我觉得自己在引导学生多读多悟上存在着较大的
遗撼——课堂上的读不够、也较单调。我们知道，引导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是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提高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本课中，科学精神的培养不
能脱离语言文字的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学生的自读自悟不
容忽视。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二

这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记叙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20
世纪60年代到1975年这十多年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十分
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培育杂交水稻的故事，表现袁隆平不计
个人得失，献身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表达了作者对袁隆平
的歌颂和崇敬之情。

教学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1、布置课前预习，初知文本内容。

这篇课文的篇幅很长，课前，我先布置学生通过略读、默读
课文的方法，先自学本课的生字新词，并从整体上把握课文
内容，了解了杂交水稻的重大意义和培育杂交水稻的百劫千
难，并为课文的四个部分添加了小标题。

2、搜集适当资料，了解人物形象。



教学时为了让学生熟悉这位被誉为“当代神农氏”的袁隆平，
知道他在科学事业上取得的杰出成绩，在导入新课时，我出
示了神农氏的资料，与袁隆平有关的资料和他在我国乃至国
际上获得各种奖项的图片，使学生对这位“水稻之父”有了
一定的了解，为后续的学习做了充分的铺垫。

3、抓住重点词句，体会人物精神。

“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表现他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当西方学者断言：“搞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的无知”时，袁
隆平偏偏要啃这块“硬骨头”。用“偏偏”表现他迎难而上
的决心，“硬骨头”突出了这一任务的艰巨。

“他卷起裤腿，脚踩污泥，头顶烈日，手持放大镜，像大海
捞针似的在稻田里逐株逐穗地寻找。灼人的阳光晒黑了他的
皮肤，小刀似的稻叶刮得他脸上、手上、腿上发痒发痛;汗水
如注，一行行、一滴滴透过稻叶，滴进水中。”本句通过人
物的外貌、动作、细节的描写方法，比喻的修辞，表现了寻
找的困难，即这种试验的难度之大，体现袁隆平坚忍不拔的
精神。

“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没找到”。“第三天，还
是没找到”体现时间漫长，表现袁隆平坚持不懈、克服困难
的精神。

“袁隆平和助手们跳进水沟，小心翼翼地把稻株连根带泥挖
出来”表现了科学家们对实验成果的珍爱和成功时的喜悦。

通过讨论，学生对袁隆平有了深入地了解，不但使学生认识
到这些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而且体会到了文章表达
的思想感情——袁隆平不计个人得失，献身科学事业的伟大
精神，以及作者对他的歌颂和崇敬之情，收到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4、注重课文朗读，体会人物情感。

比如：“第一天，没找到……”，当学生反复有感情地读着
这些句子时，自然而然感受到袁隆平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为
了科学研究矢志不移、知难而上、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读
着这样的句子，学生本身也深受鼓舞，达到“情感的迁移”。
读的目的性明确，层次也十分明显，不是为了读而读。学生
的每一边朗读都有每一遍的收获，在朗读中，理解了课文、
体会了作者的情感。

通过教学，我觉得自己在引导学生多读多悟上存在着一些遗
撼——课堂上的读不够、也较单调。我们知道，引导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地学习，是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兴趣，
提高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本课中，科学精神的培养不
能脱离语言文字的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学生的自读自悟不
容忽视。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三

_一条新闻在各大平台上传开了：袁隆平院士逝世了，全国人
民哀悼。

“我毕生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句话感动到内心
深处袁老几乎倾尽所有心血研发了杂交水稻，让全国人民不
再饥饿，都得到了粮食。

反转又反转，终究巨星陨落，杂交水稻之父，那个让中国不
再惧怕饥饿的袁隆平爷爷终究还是离开我们了，多希望这依
旧是一条假新闻，多希望再辟谣一次。

“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我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
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大，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我则和
助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第二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可以增产一亿五千万吨粮食!”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



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来种优势的
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获得共和
国勋章时曾说：“我不能躺在功劳薄上睡大觉，应该继续努
力!”这样伟大的科学探求精神多么宝贵，虽已获得共和国勋
章，但已高龄的袁老却说要继续努力。

我们也应该学习袁老的不放弃，努力的精神品质，在自己的
学业上多下功夫，就像袁隆平院士研究杂交水稻时一样。禾
下乘梦凉梦，丹心映青田，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发扬这
种精神。

神农氏返回了他的天国，留下人间稻米满仓，永远怀念您、
永远感恩您，风吹稻花香两岸，国士无双，缅怀!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四

稻香万里，四溢余香，在这片名为中国的土地上，永不弥散。

默默无闻，一生奉献，您的身影也永远映在蓝天之下的稻田
之中。

——前言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微风抚过，
整片整片的稻苗都弯下了腰，他们在鞠躬，为他们的父亲鞠
躬。稻香十里飘，长空万里香，世间一切的稻苗都随风飘起，
恭送这位伟人的离开。他不是战士，却拯救无数生命;他不是
诗人，却书写动人篇章，他便是培育杂交水稻第一人“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

我对于袁隆平爷爷的印象，只限于图片和视频之中。但是那
几张照片我却印象深刻。田野间，他无声地拿着一个本子在
记录什么，她身着朴素的衣服，一幅近似于老农民的面孔，



饱经风霜，他弯着腰，耕作着，种下的是种子，长出的却是
未来的希望。

当我听见袁隆平爷爷去世这个消息时，几分惊讶，几分迟顿，
几分伤感。万分难受，却哭不出来，像一块石头堵在心中，
闷得有些喘不过气，脑子一片空白，想去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怔了一会，才反应过来，于是心中水帘阵阵垂下，甚是伤感。

突然想起之前网上的一些流言蜚语，当初一些网友就因为袁
隆平爷爷摸了一下豪车，便在网上发表侮辱性言论。现在我
就想问你们，你们还有良心吗?他是一个拯救了无数人的英雄
啊!他将自己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了研究杂交水稻的事业上。袁
隆平爷爷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
他一辈子都努力在这条路上奔跑着，因为路的尽头种着他的
梦想，他一步步地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变成了可能实现
的理想，他心中有家，有国，有全世界。

《奶奶的星星》中说：人死了，便会化成天上一颗星星，给
活着的人照个亮。想必2021年5月22日夜，银河间又会多一颗
明亮闪耀的星星，看着中国这一片片他一手创造的稻田，落
下泪水，化成雨水，去滋润万物，去滋润他亲手埋下的希望。

谢谢了，袁隆平爷爷!

再见了，袁隆平爷爷!

愿您一路走好!

当您再次俯视大地，请您放心!“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
盖全球梦”，在未来我们会替您实现!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五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读后感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
的古老国度。在如河的岁月中，有非常多的爱国英雄。他们
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爱着祖国。今年，我看了一本叫《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书，看完以后，我心中思潮起伏，
深受鼓舞。书中，袁隆平在小时候就萌发了长大要当一名农
业学家的念头，而他也为这个梦想而努力着。在那个时候，祖
**亲备受战乱之苦，亲眼目睹了饿殍满地的惨景，袁隆平患
者自己童年的理想，他几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水稻研究的第一
线。

有一次，袁隆平培植水稻的地方地震了。明明他可以去安全
的地方居住，但是他放弃了宝贵的机会。依旧在已变成了废
墟的'房子旁盖草棚，住了下来，他要看着芽长大。袁隆平几
经风雨，几经考验，终于以响当当地事实证明：中国人不但
有能力养活中国人，而且，还可以昂住世界人民解决“吃
饭”问题。他说：“我就是一位知识农民，我的根在中
国。”“袁隆平”这个名字已深深烙在我的心中，他救活了
十三亿中国人民。我有许多的梦想：画家，书法家，外交家，
我从小就一直为了这些目标而奋斗着。有人说：“人的梦想
可以有许多，但实现一个就够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
觉得，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人生才会更加丰富多彩。人需
要梦想，因为有了梦想，人生才有动力，才有希望。因为有
了实现梦想的过程，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充满意义！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六

杂交水稻之父教学反思 西街小学 胡潇燕 这是一篇写人的记
叙文，记叙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 20 世纪 60 年代 到
1975 年这十多年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
成功培育杂交 水稻的故事，表现袁隆平不计个人得失，献身
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表达了作 者对袁隆平的歌颂和崇敬之
情。



为了在“三段六环”模式下充分体现孩子们的自主能动性，
教学中从他的科 学精神入手，重点体会文章内容，我重点设
计了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哪些重 点词句体现出袁隆平的科
学精神? 重点一：“忧心忡忡”，“心急如焚”表现他的忧
国忧民的情怀。当西方 学者断言：“搞杂交水稻是对遗传学
的无知”时，袁隆平偏偏要啃这块“硬骨 头”。

用“偏偏”表现他迎难而上的决心， “硬骨头”突出了这一
任务的艰巨。) 重点二：“他卷起裤腿，脚踩污泥，头顶烈
日，手持放大镜，像大海捞针 似的在稻田里逐株逐穗地寻找。
灼人的阳光晒黑了他的皮肤，小刀似的稻叶刮 得他脸上、手
上、腿上发痒发痛;汗水如注，一行行、一滴滴透过稻叶，滴
进 水中。”本句通过人物的外貌、动作、细节的描写方法，
比喻的修辞，表现了 寻找的困难，即这种试验的难度之大，
体现袁隆平坚忍不拔的精神。

重点三：“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没找到”。“第
三天，还是没 找到”体现时间漫长，表现袁隆平坚持不懈、
克服困难的精神。

重点四：“袁隆平和助手们跳进水沟，小心翼翼地把稻株连
根带泥挖出来” 表现了科学家们对实验成果的珍爱和成功时
的喜悦。

重点五：“像慈母似的抚摸着”。比喻句再现袁隆平当时兴
奋、喜悦、失 而复得的复杂心理。表现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
珍爱，对科学事业的热爱。

重点六

“不论晨曦初露，或是日落黄昏;不论晴空万里，或是阴雨霏
霏”， 时刻都能够体现他一丝不苟、对工作认真的态度，执
著，坚持不懈的精神。



通过讨论，学生对袁隆平有了深入地了解，收到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七

1、认读11个字。

2、能给每部分拟小标题。

3、了解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成功的艰难经历，理解他被称为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原因。学习袁隆平敢于挑战，科技创新，
拼搏钻研，为国争光，为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增强民族的
自豪感。

了解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成功的艰难经历，理解他被称为世
界杂交水稻之父的原因。

能给每部分拟小标题。

1、自学通读全文，思考全文围绕什么事情展开，每部分写了
什么内容，为拟小标题做准备。

2、分小组交流，说说每部分的主要内容。

全文是围绕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成功的艰难经历展开。

3、默读课文，思考并交流：为什么称袁隆平是世界杂交水稻
之父？

4、拟小标题

（1）启发学生理清全文的线索，搞清几部分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



（2）试着在文中画出能概括每部分内容的句子或词语。

（3）摘取或自拟小标题。

（4）交流点评，取长补短。

5、了解一个多样化的袁隆平。

一丝不苟地工作

生活中的袁隆平

板书设计：

3·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萌发——设想——发现——成功

给学生一个“交流的课堂”。以前的语文课堂，学生只是可
怜的倾听者，谈不上和谁去“交流”。我们要还给学生一
个“交流”的课堂，实现“文本对话”、“师生交流”
和“生生交流”。

读杂交水稻之父有感篇八

读课文第一小节回答第一个问题。

交流自己了解的袁隆平。

二：自学课文。

1、读通课文，标好小节，划出不理解的词语。

2、交流。（1）读书，纠音。（2）质疑解疑。



3、默读，文章主要写上什么？

三：学习重点段。

1、袁隆平为什么决心攻克“人工杂交水稻”这一世界难题？

读课文二、三自然段。首先明确袁隆平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吃
饭问题；其次明确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国内外从无人试验过，
而且外国专家武断地肯定“此路不通”。但袁隆平坚信有天
然杂交水稻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再次袁隆平作出
这个决定要有极大的勇气，要有创新精神，更要付出艰辛和
心血。

2、袁隆平为了研究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

读三、四、五、六自然段，找出有关的语句，并通过想象去
体验和感悟。

学生边说边指导朗读。

3、袁隆平的研究作出了怎样的巨大贡献？

读七、八小节，对文中的几个数字算算账，具体感受一下这
是怎样的巨大的贡献。

4、指导朗读。

四：总结。

1、为什么称袁隆平为“杂交水稻之父”？

2、为什么本文以“杂交水稻之父”为题？

4、袁隆平为什么能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