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冬日看海人读后感(优质8篇)
环保宣传可以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重视。鼓励参与
环保志愿活动，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爱护大自然，人人有
责，信仰绿色文明！"——宗教界环保宣传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一

范文：

贫穷与富有

富有的人不一定表现自己的富有，相反，并不很富有的人却
很喜欢标榜自己的富有。刚刚起家的小老板总要西服革履，
坐着高档车，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富有。香港船王包玉刚
整天穿着普通的衣服，坐着公共汽车上班，但谁敢说他不富
有？看来，富有并不是表现出来的。

也许你会问，难道没有爱表现的富豪吗？当然是有的，
摆“黄金宴”的大有人在，但包玉刚没有，李嘉诚没有，比
尔盖茨也没有。摆来摆去，摆出的只能是精神的空虚与贫乏。

也许你拥有的是金钱，西施拥有的是花容月貌，但金钱总有
散尽的时候，美貌也只是过眼云烟。这一切并不是真正的富
有，真正的富有应该是永恒的。包玉刚的富有是因为他拥有
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财富、美貌本身充其量不过是富有的
外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华丽的外表往往是用来掩
盖空虚的灵魂。

陶潜一生清贫，但他却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同时
也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来抒发自己的高尚志趣。于是，几千年
后的今天，他的人品和诗篇仍被广为传诵。陶潜是富有的，
尽管他不拥有富有的外表。



有人评价大物理学家卡文迪许为“科学家中最富有的人，富
有人中最有学问的人”。显然作此评价的人不完全知道什么
才是真正的富有。科学家本身就是富有的，因为他们拥有了
永恒的知识，所以不能把卡文迪许是个富翁就把他说成“科
学家中最富有的人”。富有的外表是不能和富有的实质相提
并论的，故更不能说卡文迪许是“富有人中最有学问的人”。
人可以分为两类：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如果你拥有永恒的
东西，你就是富有的人；如果你不拥有，你就是贫穷的人。
没有一种介于富有与贫穷之间的人。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二

刘心武的一篇文章《冬日看海人》吸引了我。也许是处于对
《百家讲坛――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系列节目的癖好，我便
迫不及待地阅读了起来。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一位来自大西
北小镇里的小学教师，虽然他还没有年过半百，但额头上却
留下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花白了。在许多年前，因为学生
问他“老师，电究竟是什么样”，他感到惭愧，因为他身为
人师，却眼界狭隘，连真的电灯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于是他
利用放假的前一天，揣着干粮只身前往100多里外的县城去看
电灯。当他在县教育局门口，他亲眼看到了电灯的模样，激
动得流下了热泪。第二天，局长知道了此事，还亲自带他见
识了电话、电唱机、电熨斗，领他看了一场电影，在离别的
时候，送给他一只电灯泡作为纪念。

过了两年，学生又问老师大海是什么模样，他搜索尽脑子里
大海的模样给学生们形容。于是他又亲自来看大海。当他从
不同的角度看到冬日的大海有一番别样的雄奇景象时，他心
满意足了。

这篇散文通过一位小学教师为了教学的需要，在冬日里自费
去看海的故事，让我们领悟到了：每一个最平凡的小人物，
只要有敬业精神，点燃执着追求的火把，都能使自己的人生
闪烁出童话般美丽的灵光。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努力在大脑



中构建出这样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的形象，他的这种敬业精
神和执着追求让我们每个教师对他充满无限敬意。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三

很有幸能出示镇级公开课《冬日看海人》，我整节课的设计
围绕”感动”二字展开,鉴于文本内容比较感人,而现在的孩
子又普遍缺乏发现感动的意识,设计这节课让学生通过分析”
冬日看海人”这个人物形象,理解他的言行举止来引申到学生
的生活实际中去,引导学生体会我们身边的感动,以此来培养
学生的感动意识。

以讲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徐本禹的事迹作为导入，让学生自
己去品味打动自己的地方，在尊重学生阅读体验的同时，品
读出感动，通过为”冬日看海人”写颁奖词,让学生更深刻理
解冬日看海人是如何诠释感动一词的，并设计分享感动环节，
让学生把课堂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联系自己，
感悟生活，突破教学难点。畅谈收获环节作为本课的学习反
馈部分，检验学生学完本课后是否能感悟人物的精神内核，
同时拓展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供学生阅读，找出与冬日看海
人精神相通之处。

看了“冬日看海人反思总结”的人，还看了：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四

我在课前要求学生预习了本课的作者、生字词以及概括文章
的主要内容，并在课上及时的进行了检查，可以说学生预习
的情况不错，这些内容对学生有关课文的把握上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在导入这一部分我不仅采用了一首歌曲，同时还给
学生自由发言的机会，这样就使学生迅速的进入到了课文的
情境当中，并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在讲授过程中，我采取了由浅入深的结构，层层深入，问题



的设置难易适中，这样就照顾到了所有的学生，使不同层次
的学生都能够投入到课堂中来，学生非常积极踊跃。同时在
问题的设置上我还注意留给学生足够的发挥空间，尽量多的
锻炼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圆满的完成了教学目标。作为一
名年轻的新教师，本次教学中，我在教态上也对自己有了一
个新的提高。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五

回顾自己讲授的新课《冬日看海人》，有收获，但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1、本篇文章内容通俗易懂，语言朴实无华，因而在把握文章
主要内容这一教学环节上不需花费太多的经历，重点在于引
导学生感受主人公的敬业精神，并学习体会，联系实际进行
思索: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学习、生活，因而对
这一方面的内容安排了几个教学环节反复加以巩固。从课堂
目标达成度来看，还算是较为成功。

2、新课程强调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改变以往单一的、被动
的接受式的学习，倡导构建具有“自主、合作、探究”特征
的学习方式，因此，我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尝试小组合作学
习。培养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启
发学生养成与同学合作学习、在合作学习中陈述自己意见的
习惯。这样，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起学生学习
积极性，而且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六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我发现学生积极活跃，生生之间相互交
流，为学生自主发展拓展了空间，使每一位学生都有均等的
参与交流展示的机会。小组合作学习，有利于学生的自主性
和创造性的发挥，使教学过程不仅成为认识过程，而且成为
交往过程和发展过程。



不足之处

由于受学习习惯的局限，以及组织实施策略还不尽到位，导
致小组合作学习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首先，从学生的参与来看，部分小组成员没有积极参与到
交往过程中，把自己作为个体。

2、其次，从交流的结果看，小组交流后进行班级交流，学生
反馈的还不是小组学习的结果，往往展示的是个人的想法。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七

本课的教学设计基本是按照大阅读“读一读、想一想、说一
说”的课型模式来进行，从出课成型的教学设计是我们初二
语文备课组老师经过再三斟酌、反复研讨的智慧结晶，先由
我进行初备，然后将教学思路陈述给杨老师和陈老师，她们
针对主问题的设计给我提出了意见，然后我又修改了教学设
计，并于周四进行了试讲，但是试讲的效果并不如意，主要
表现在“品读感动”与“再现感动”内容呈现重复。

“再现感动”这一环节学生只是抓住文本中一些浅层次的内
容进行情景再现，反而忽略了深入挖掘文本的“品读感动”
环节，导致整节课都没有将学生带入文本，领悟文本的深刻
内涵，出课实践证明了在第一次修改意见中提出的“主问
题”不容易将学生自然带入到对文本语言的研究上来，两位
老师建议以徐本禹的感人事迹导入，引出感动主题，顺势让
学生从文中找出感动的地方来深入挖掘，教师可根据学生的
回答步步引导，层层深入。

冬日看海人读后感篇八

冬日看海？首先这个题目就带给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冬天的
海不结冰吗？说冬日看海是不是就是写冬天去看结了厚厚的



冰的海面啊！或者是真的有不结冰的大海？――后来我知道
了完全是因为自己太缺乏自然常识了才有这么可笑的疑问。
但当时的我，脑子里确实深深地划上了这一个又一个问号。

文章里肯定有答案。于是，我细细地读起来。

读完第一自然段，我就对文中那位“头发花白”、“眼睛发
亮”的来自大西北小镇里的小学老师充满了亲切感。那是源
于自己也是一名小镇里的小学老师。因为对文字的敏感，我
觉出了他应该就是本文的主角。而且，身份的认同感，让我
觉得发生在这个小镇老师身上的故事一定都是我所熟悉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读到第二自然段的第一句话，我突然醒悟――哦，冬日看海
人就是指他了！

看电灯？！不是看海吗？我脑子里那一大堆问题没解决呢，
而此时的文章却像是一位老练的魔术师故意卖开了关子。我
耐心看下去。这位小镇老师“看电灯”的渴望和经历是我所
不熟悉的。我的学生们当然更不曾有这样的渴望和经历了！
然而，我却感动了。他在没有通电的村子里对学生们提电，
这姑且算作是他对文本教学的尊重；然而，当学生不断的追
问时，他却生出了“惭愧”！这惭愧仅仅是因为自己没见过
电吗？不是的。从“他很惭愧，身为人师，却眼界狭隘，连
真的电灯都没见过！”这个句子里我可以读到这种“惭愧”是
“为人师”的惭愧！他要见电灯，他要告诉他的学生们电灯
究竟什么样！文中“那只电灯泡，后来成了他课堂上极珍贵
的教具”这句话，就让我的这一认识得到了验证！从他“为
人师的惭愧”中我读到的是一个小镇老师对学生的尊
重！――对文本知识的尊重和对学生认知的尊重，仍然是今
天的老师们追求的目标。小镇老师的形象在我的心里闪亮起
来！

所以，对于文章后面描写他再次因为学生对大海认知的渴望



而决定实施“冬日去看海”这一壮举的内容，我读得很平静。
不是因为情节上的雷同，而是因为“看电灯”这一节实在是
像电灯一样亮在了我的心里！但是，这部分描写中倒有一个
句子荡起我的情感涟漪：“他总是耐心地向学生们形容。然
而，他的经验并不能超过学生……于是他决心亲自来看看大
海”――从“耐心地形容”里，我明白作为一个教师，他是
可以有很多间接渠道认知大海的；然而，他仍然介意“经验
并不能超过学生”。我想这是除了“尊重知识，尊重学生”
外促使他去看大海的又一个心理动机！那就是我们都熟知的
一个理念：“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得先有一桶水”。难
怪也曾做过教师的作者会在和这位教师的对比中，自愧不如。
连我也突然间联想到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继续教育学习，
不就是为了往“桶”里多添些“水”吗？一时间我敬仰起了
这个不曾谋面也不可能谋面的同行！

但是直至读完全文，除了感动于我的这个敬业的同行外，那
些关于冬日看海的疑问却还是没有解决。文中说，“他为什
么不是在暑假时而是在寒假时跑来看海？那原因很简单：冬
日看海是可以省很多钱也省很多事的！并且，他两眼闪着异
样的光，对我自豪地宣布：冬日的大海，别有一番雄奇的景
象。”――怎么就省钱省事呢？还说“原因很简单”哪，我
百思都还是不解。

于是我走出文本，查阅资料。首先查查原文。哦，与原文一
对照，我知道了此处的海指的是大名鼎鼎的北戴河。我又查
北戴河简介，得知北戴河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大海冬季不结冰。天啊，“大海冬季一般不结冰”这样的常
识我竟然不知道！我也有了“为人师的惭愧”！我搜了几张
冬日北戴河的图片，可美了！正如文中小镇老师的感
受：“冬日的大海，别有一番雄奇的景象。”这么美的冬日
海景，我也没亲眼见过一次啊！估计我的学生和此文中的小
镇孩子一样也没有见过吧！还好，我们的教育环境发展了。
学生们都能便捷地享受到网络资源了。所以，我打算好好地
利用课件让学生感受到冬日大海的美。诚然，“教孩子们认



识大海”是教学的需要，但“冬日亲自去看大海”却是一个
教师的自发需要。不是每个老师都能产生这样的需要。我佩
服了这位小镇老师的敬业精神达到的境界！

至于冬日去看海的原因，我想，也许是因为一放寒假，他就
迫不及待了吧。或者是因为冬日是旅游淡季才让他觉得“省
钱省事”？再或者……无从考证，只得胡乱寻思一通。

情感落到文末这句话上：“每一个最平凡的小人物，只要以
敬业精神，点燃执着追求的火把，都能使自己的人生闪烁出
童话般美丽的灵光！”――小人物？对，你看，“来自大西
北小镇里的小学老师”、“若干年前连电灯都没见
过”、“省钱省事”、“身上没剩多少钱”、“坐着硬座回
那遥远的地方”……这些字眼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经济上
捉襟见肘而又没见过大世面的小人物的形象。就是如此平凡
的人，却让县教育局局长羡慕，让大作家敬佩之余为他写下
文章，让广大读者为之感动！这一切不正源于这个小人物的
敬业和追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