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吴伯箫歌声读后感 雪人的歌声读
后感(大全7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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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又读完了《雪人的歌声》，里面有很多好看的故事。
其中有一篇‘黑猫几凡的鱼果’很有意思。它讲了一只
叫‘几凡’的黑猫最爱吃鱼。鱼罐头，风干鱼，油炸鱼，香
喷喷的鱼饼干，鱼丸，只要是鱼和鱼做成的食品，没有一样
不喜欢的。

后来，黑猫种了一棵奇怪的树，树上会结鱼。从此黑猫再也
不怕没鱼吃了，它还帮助了很多流浪猫种上了鱼树，再也不
用流浪了。这本书很好看，有时间我还会再看的。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二

“‘小夜莺’好样的！”我轻轻地合上书本，不禁赞叹道。

读完了《夜莺的歌声》这篇课文，我不禁想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战火蔓延了全世界，到处都有战火，在苏联这片废墟
上，印满了德国兵的脚印，他们在苏联的国土上横行霸道，
可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败在一个小孩手里！

“小夜莺”在面对着强大的德国兵时，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
来全面诱敌上钩，巧妙地将敌人引进游击队的埋伏圈，将敌
人一举歼灭。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因此我决定也要学习“小夜莺”这种精神，让“它”在和平
年代就发挥个大的作用，为我国不再受到外国入侵而奋斗！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篇课文，名字叫《夜莺的歌声》。

这是一个发生在1941年苏联卫国战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
叫小夜莺的男孩，成功地利用了孩子不懂事：顽皮的天性来
诱敌上钩。待敌人走进军方的埋伏圈，执行任务时，他用夜
莺的叫声与学杜鹃的叫声成功传递了情报。

读完了故事，我开始佩服小夜莺，佩服他的冷静与沉着，机
智与勇敢。他可以在敌人的虎视之下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沉
着的巧妙的误解敌人的问题；机智地学夜莺、杜鹃鸟的叫声，
来与游击队传递重要信息。好一个机智勇敢的小夜莺。

在这和平的年代，我们都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不知道战
争的痛苦与悲伤。打一场仗，就要过几年的时间。在这几年
里有多少孩子失去父亲，多少母亲失去儿子！现在，虽然中
国处于和平时代，可有多少弱国正在受强国的侵略？如果经
常关注新闻的人，会看到多少战争残酷的场面。一场仗就好
象刚下了一场血雨：地下血流成河，地上尸积成山。

哎！我多么希望整个世界能够和平；希望天空上的导弹变成
洁白的和平鸽，希望战争永远从人类辞典里消失。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雪人的歌声》，这本书让我感触万
千，受益匪浅。

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快乐的小马车》、《白脖儿和
白尾儿》、《春天》、《扑满猪》、《森林童话》……其中



我最喜欢看《笨狼的学校生活》。

笨狼的勇于奉献，不怕困难的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他还有
很多很多的朋友：聪明兔，淘气猴，胖胖猪，乖乖羊……它
不仅有朋友可以一起玩，还有它的眼镜蛇数学老师，塘鹅校
长。

笨狼有时笨的很可爱。有一次，胖胖猪、聪明兔、淘气猴、
还有笨狼玩捉迷藏的游戏。笨狼藏在了树上，聪明兔不费吹
灰之力就捉到了胖胖猪和淘气猴，可是没找到笨狼。上课了，
笨狼还是没来，塘鹅校长知道了，立刻关闭了大门，开始寻
找笨狼，可是找不到。最后，是鹳鸟先生和鹳鸟太太把笨狼
送了回来。

笨狼是一只多么幽默而又令人开心的小狼呀！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五

可怕的战争来临时，弱小的儿童会怎样面对呢?我带着疑问，
读了《夜莺的歌声》这篇文章。

这是一个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故事：一个叫“夜莺”的小男
孩，用美妙的歌声巧传情报，用玩皮天真的答话迷惑敌人。
最终将敌人引入埋伏圈，巧妙脱身，歼灭敌人。

天真可爱的小夜莺本来应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与
同学们快乐地玩耍，可是如今却站在了战场上。无情的德国
兵毁了他的家园，使他幼小的心里充满了仇恨。小夜莺有着
机智勇敢的品质。能在敌人的面前从容不迫[注: 从容：不慌
不忙，很镇静;不迫：不急促。不慌不忙，沉着镇定。]，令
我十分钦佩。

当我读到小夜莺与敌人的对话时，我被震撼了。夜莺只是个
孩子，却机智地避开了话题。我觉得小夜莺有着与他的年龄



极不相符的镇定。

现在的儿童生活在和平时期，都是温室里的花朵。根本无法
体会到战争时期的恐惧，人们的生命时时受到威胁。所以我
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六

小夜莺是一个聪明、机智、勇敢、爱国的一个小男孩。

故事是这样的：战斗刚刚结束，一群德国兵进了村庄。过了
一会儿，军官看见了小夜莺，问：“你知道往苏蒙塔斯村的
路吗？”小夜莺回答：“当然了。”“如果你带路带得对我
就把打火机送给你，没带对我就把你的头拧下来。”队伍出
发了，小夜莺在悠闲自在地玩，好像把军官忘了。过了一会
儿，军官问：“你们这里有游击队吗？”小夜莺问：“是一
种蘑菇吗？没有。”军官觉得什么都问不出来，就不再问了。
在森林里有几个游击队听到了夜莺的声音。其中有一个游击
队员数着夜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夜莺的声音停止
了。“三十二个鬼子。”那个人说。接着传来了两声杜鹃叫。
“两挺机关枪。”那个人又说。过了一会儿，德国兵来了。
突然从草丛里传出了一声口哨，像是回应了小夜莺。小夜莺
转身就跑了。接着德国兵被枪打伤。第二天小夜莺有在原来
的`地方回头看，好像是在等谁似的。

我认为小夜莺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吴伯箫歌声读后感篇七

阅读最大的尴尬是：情节生动引人入胜的文章由于教学的介
入，便不再引人入胜，不再生动感人了。《夜莺的歌声》正
是一个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跌荡起伏的战争故事，来自教材
本身的刺激已足够调起学生的阅读欲望。作为语文教师，我
必须找到切入口和训练点，使其浑然天成般地不破坏教材原



有的滋味，且在教师组织、引导和调控下感受成功，迸发智
慧。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秘密？”我神秘地问道，“这篇
课文早给我们分好段落了！看谁能一下子就说出这篇课文分
为几段？”

“五段！”一个学生迫不及待地说。

“完全正确！”我当即表态，“祝贺你取得第一名。请介绍
一下你的经验。”

“这篇课文在段与段之间有空行，数一数空行就知道了。”

其他同学听了频频点头。我趁势说：“那么，课文留有空行，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分段吗？你们不妨联系电视连续剧，联系
电视中的镜头切换来思考。”

过了一会儿，有学生领悟到了：“每一部分就像电视连续剧
中的一集，开始小男孩碰到德国鬼子是一集，小男孩带路是
一集，游击队和小男孩联系又是一集，消灭鬼子又是一集，
最后部分又是一集。”

还有一个学生说：“我觉得像是电视中的镜头切换。开始是
在村子里，接着在路上，然后又切换到了树林里，再接着就
打起来了，最后镜头又回到了村子里。”

这是整体感知课文的环节。我打破了“读一读课文，看看课
文写了件什么事”这种模式化切口，而是从课文写作上的一
个特征——空行——入手，引导学生联系电视表现手法，一
下子抓住了学生的阅读心理，从而解决了两个目标：感知课
文和空行的写作意义。

“你说小夜莺是偶然还是必然碰上德国鬼子的？”我抛出第



二个问题。

“是必然碰上的。”学生异口同声的地说。

“拿证据来！”我说，“给你两分钟找证据。”

学生找来的证据还不少：1、从30和31节看出小夜莺和游击队
早有联络暗号；2、从第1、2、3节看出小夜莺是有意让德国
鬼子发现他，好把德国兵带进埋伏圈；3、课文最后第二节写
小夜莺又在那里“好像在等谁似的”，其实他是在等德国兵
经过。

“大家找来的证据有力的证明：小夜莺不是偶然碰上德国鬼
子的。可以确定，这其实是一次有着周密部署的战斗！同学
们假如你是游击队长，你在战斗前的计划中考虑了哪些要
素？”

短暂沉默后，学生说：“我要考虑好联络暗号。”

我点点头，示意她往下说：“联络暗号要使敌人不察觉，要
是被敌人察觉，那就完了。而在树林里，用鸟叫声最合适，
敌人不会怀疑。”

“你真是个好队长！”我夸奖道。

“老师，我考虑作战地点。”一个男同学说，“作战地点要
在林中空地上。”

“请问队长，为什么要选‘林中空地’？”我请教道。

“在树林里，一是便于游击队员们埋伏，还便于小夜莺一转
身逃脱。但如果真的是在树林里的话，就很难消灭敌人，因
为敌人也可以利用树木来掩护，所以最好成绩的埋伏圈是设
在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



“多英明的队长啊！”我说。

“老师，小夜莺要穿上绿颜色的衣服，这样更便于他在树林
里逃脱。”一个同学补充道。

“还要考虑派人把敌人引进埋伏圈。”又一名“队长”说。

“书中是派小夜莺把敌人引入埋伏圈的。”我说，“作为队
长，你为什么不派一个大人，而派小夜莺去呢”

“因为小夜莺是个小孩子，德国鬼子就不容易怀疑。可别看
他人小，经验丰富，机智勇敢，连大人都比不上他！”

这一环节我抛出“小夜莺是偶然还是必然碰上德国鬼子的”
这一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让学生再次读课文，找到答案的同
时也感受到了前后文联系和照应的写法和读法。然后顺势引
导学生转化角色，换位思考，学生兴趣昂然，情趣顿生，思
维活跃而严谨。

三

对于《夜莺的歌声》这样情节复杂、环环相扣的长文，梳理
得越清楚通盘考虑得越谨密，重难点解决起来就越简单。以
上两“问”视角新颖，勾起学生强烈的阅读和思考欲望，从
而整体把握周密而深刻，至此，我把教学重点引向品读、研
读和美读上，让学生透过人物言行，在朗读感悟中凸显和活
化人物形象。

“请同学们大声地读一读书4—19小节，注意人物身份。”我
说。

“请大家再读这部分。”学生读完后，我又说，“四人小组
分角色读，可以一人当小夜莺，一人当军官，注意人物语气、
表情。”



“我发现，‘小夜莺’读的不错，就是‘德国军官’还不是
太像。”读书声止，我说，“下面老师当军官，谁来做小夜
莺？”

“军官是个很凶狠家伙，但小夜莺不慌不忙，沉着，冷
静。”

“小夜莺还用‘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巧妙地暗骂德国鬼子。
”

“小夜莺看到德国军官，‘用快活的蓝眼睛望着他’，其实
并不是真正的‘快活’，而是要使德国军官信任他。”

“小夜莺一开始就学夜莺和杜鹃叫，这样，后来他用鸟叫声
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德国鬼子就不会引起怀疑。”

……

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学生都能“读”出“感悟”来，这就需
要教师的点拨。教学第二部分——“给德国鬼子带路”我就
引导学生抓两个易忽略的词：1、“他好像把身边的军官全忘
了”中的“好像”一词。当我幻灯打出此句，请学生注
意“好像”这词，学生恍然明白：小夜莺不是把德国鬼子忘
了，他装着把德国鬼子忘了，实际上是在麻痹敌人，暗地里
却在数敌人的人数和武器。2、“军官突然问答”中的“突
然”一词。当我请学生注意“突然“一词，学生由衷感叹：
德国鬼子也不是好对付的，他们不是弱智，很狡猾，小夜莺
时刻有着生命危险。而小夜莺面对敌人的突然发问回答得又
是多么巧妙和机智！

《夜莺的歌声》主角是小夜莺。以上两个部分最能体现夜莺
人物品质及其形象，于是我削枝强干，通过扎实有效的朗读、
品味精读这两部分，使语言训练落到了实处。



四

“同学们，小夜莺的任务不仅是把敌人引进埋伏圈，还要向
游击队传递情报。”该分析时就分析，我说，“最难的是人
数，小夜莺在前面带路，要数请敌人人数很不容易；最要紧
的也是敌人人数，要是把32人数成31人会怎样？数成33人又
会怎样？”

这一分析，一问，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更深处，稍稍议论，学
生说，要是多数了一个人，最后清理战场时就会发现少了具
敌人的尸体，就会以为是一个鬼子给逃脱了，以后就不能再
派小夜莺去了；要是少数了一个，就可能出现溜走了一个敌
人而游击队还不知道，这对小夜莺的生命都会造成严重的威
胁！

“同学们，这些情况小夜莺自己当然比我们更清楚，但他仍
旧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因为他憎恨杀害他亲人、侵占
他祖国的德国法西斯。”我把语气转向低沉，“可是，苏联
小英雄小夜莺，还是在一次战斗中意外牺牲了。队长、斯切
潘叔叔和队员们心情沉痛，他们有多少话想对可爱的小夜莺
说啊！——同学们，这就是小夜莺（幻灯出示图片），你又
想对这个穿着绿上衣的同龄人说些什么吗？”

“小夜莺在战斗中牺牲”是我的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以
为，悲剧的“美”更震撼人心。小夜莺的“死”更能使他的
英勇形象长久地存活于孩子心头。设计这个教学环节，我还
想让学生感受到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是我们永远的向往；我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牢记：夜莺的歌声本质上是呼唤和平的
歌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