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古诗积累心得体会(优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通过记录心得体会，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
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
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古诗积累心得体会篇一

烦恼是夏日炎热的太阳，抚平心灵，静静的翻开书，进入诗
词的世界，为夏日带来一丝凉爽的风，转眼间，烦恼无影。

——题记

曾经读李煜的《虞美人》，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弥漫着忧伤气息的开
头让我为之动容，便不可抗拒地爱上了他，一个带着传奇色
彩的词人。他总爱用词去抒发内心之感。词中夹着一股伤气，
每当我翻开书，总会有种感觉，不可名状，那伤气似乎是一
种气体，弥漫在我的身体周围。那首带着亡国之情的词，让
我久久不能释怀。或许心中也在跟着他一起伤感，但那时，
我的灵魂似乎进入了那个世界，很难自我控制了。

我的一个好友甚至比我更喜欢他的词，她常常低声吟诵，甚
至流泪，我不知她内心的感受，但猜，她一定是回到了那时。

也曾读过柳永的《雨霖铃》，他的词中也有股气息，带着忧
伤，却是为情。“杨柳岸，晓风残月”带我进入了凄凉的秋
天。码头上，有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子在与女子告别，分明见
他眉宇间流露着一股衰伤与不舍。那女子倾城，或闭月，她
那双眼睛中带着些许的无奈。两人深深的望着，此时，是用
心在交流。



琪也喜欢这首词，她不试着编过歌，但很快就忘记了，她只
好笑笑。她说，若是她能理解柳永透彻，那此生无悔。

李白自是不能少的，他豪爽深深厚感染了我，我曾偷偷怀疑
他是否是重庆人，当然那时我还很小，想法自然奇怪。

李白的诗总能引人入胜，和他一起或仰天长叹或邀月饮酒，
你可以体领到他内心的悲凉，他也愁，愁什么？国家破碎，
民不聊生。他堂堂八尺男儿却无力拯救，他叹，他悲，他用
酒来释放自己，酒后人醉，心不醉。他的悲愁与无奈全都融
合在了心中，化成了壮丽的诗篇。这是酒的功劳的吗？李白
的诗让我不禁感叹：好一个潇洒的唐朝少年！

她是一个女子，带着传奇的女子，试想，在黄昏，她轻解罗
裳，独上兰舟，于自然嬉戏，然后兴尽晚回舟。在她心中，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才称得上英雄。她的一生大起大落，
少女的快乐，少妇的畅快，中年的焦愁，老年的凄凉。全都
化作一首首词，她叹息“人比黄花瘦”，她吟诵“红肥绿
瘦”，她的季节乍暖还寒，她为我增添了愁，那愁，才下眉
头，却上心头。

古诗积累心得体会篇二

第一，积累语文知识，形成知识体系。知识丰厚了，才能勾
连出许多的内容来，才会有识别文本精华的慧眼。

第二，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丰富文学词汇。不能认为小学生
小，就用简单幼稚的语言，从一开始就要使用规范的语言，
而这需要积淀和练习。

第三，增强“主问题”“话题”“任务”的意识，全班学生
得到训练，大面积表达汇报。平常的碎问碎答浪费了很多学
生的时间，且效果不好，要有克服的意识，以主问引领学生
的深度思考，以任务训练学生。



第四，训练声音和语言。“谢谢你”“读得好听”“谢谢你
的努力”“读起来吧”，温和的微笑，敦厚的声音，听起来
很舒服。以后，我要让声音柔软起来，好听起来。

任何一堂课的背后都是精心的构思，巧妙地设计，都是立足
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积累语言知识，掌握学习方法，获得语
文技能，提高语文素养。而这一切，也唯有老师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自己训练自己，才能在课堂中游刃有余。就像余映潮
老师一样，勤奋好思，笔耕不辍，不离学术，不离实践，成
为语文教学天地里一处耐人寻味、景色旖旎的胜地。向余老
师学习！

古诗积累心得体会篇三

谈到国学经典，我心十分澎湃，所谓国学，就是一国之所术
也，这也必然与我们的古圣先贤紧密相关。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
明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有许多优秀的
思想精华永远值得我们发扬。“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厚
德载物”的博大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浩然正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
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
神，“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忧国忧民的情
怀等等，这些凝结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
成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
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
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原动力，是中国人民
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国学经典，只有接续国学薪火，
才能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是一件大好事。弘扬和培
育民族精神，都要从做人开始。如果没有做人的基础，那就
既不会有民族精神，更不会有革命精神。做人从哪里开始?从
洒扫庭除，应对进退开始;从国学启蒙的“三百千”开始。这
种学习不光是识字和道德思想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作为
一种文化的传承来对待。

国学圣贤的精神和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主要组
成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国学”。以国学启蒙的范本“三
百千弟”为例。《三字经》最重要的特点是条理清楚、文理
明畅、概括精辟地传授历史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知识，团结
友爱的重要性，以及学习应当刻苦等等，被誉为“袖里通
鉴”。且反复劝勉学童勤学，敦促家长、老师认真对待对子
弟、学生的教育。诵《百家姓》使我了解了中华民族姓氏的
渊源。《千字文》是世界上流行年代最久远，使用人数最多
的儿童国学启蒙读本，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弟子规》是关于品德
修养、行为规范的国学启蒙读本，将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忠、
孝、仁、义、礼、智、信等理念用通俗的语言，浅近的历史
典故讲述清楚。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扬和光大革
命精神，不可不从国学启蒙开始。回溯源头，传承命
脉，“国学”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以上是我对国学经典一点感悟，希望对国学爱好者学习国学
经典和国学圣贤文化有一定的帮助!同时我也希望国学经典能
成为世人的千古国学，让我们的民族精神永传下去。

古诗积累心得体会篇四

1)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其专精。——章学诚

2) 读书如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病。 ——章



学诚

5) 灵魂欲化庄周蝶，只爱书香不爱花。——童铨

6)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欧阳修

7)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8)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张衡

9) 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颜之
推

10) 人有坎，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颜之推

12)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专不欲杂。——黄庭坚

13) 但患不读书，不患读书无所用。——朱舜水

14) 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秦牧

15) 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刘知几

1) 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列子

3) 读书好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袁枚

4)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陈
善

5)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程 颐

8) 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袁牧

9) 或作或辍，一暴十寒，则虽读书百年，吾未见其可



也。——吴梦祥

10) 要知天下事，须读古人书。——冯梦龙

11) 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王符

12) 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王符

13) 读书如行路，历险毋惶恐。—— 《清诗铎·读书》

14) 当以读书通世事。——倪元璐

15) 开卷有益。——赵光义

1)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

2)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陶渊明

3) 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程端礼

5)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蒲松龄

6) 有志者事竟成。 —— 《后汉书耿弇列传》

7)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8)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9)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10)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11)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 《论语》

12) 志当存高远。 —— 诸葛亮



1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 《论语学而》

15)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 《汉书董仲舒传》

16) 志不强者智不达。 —— 墨翟

17) 一日不书，百事荒芜。——李诩

18)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19)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

古诗积累心得体会篇五

在低年级的学生中，知识面窄、语言贫乏，认识的字也不多。
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障碍。当引出了课题之后，就要引出课
文的生字。引出生字可以直接带出，也可以提问题引出。例
如：“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这首古诗，你们会读
吗？”“会”这样学生就可以带着问题自觉地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去阅读这首诗了。读完后找出生字词，接着引导学生自
己去找出不会读的字词。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我从来都不急
着去回答，先问学生有谁知道答案，让会的学生来解决。这
样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全班学生都不会
的情况下，我才说：“你们想认识它们吗？”随着学生的一个
“想”字，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到一个高潮。从而老师教得轻
松，学生学得也快乐。

熟读古诗后，就要了解这首诗的意思，在语文课本中，都会
把不太容易理解的字词翻译出来。这时，我就让学生采用小
组合作或个人发言的方法，一字一句地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学
习，自己在旁适当点拨。有时，我还鼓励学生自己去翻找工
具书，然后，在课堂上汇报，这样会对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
力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古诗具有简洁、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的特点，学生要充分了
解诗中意境，诗句的言外之意，就要靠自己的想象补充和领
悟，去联想去构想诗词中的画面。例如：教学《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时，我先让学生理解了诗意，知道作者是独自一
人在他乡作客。这样我叫学生闭上眼睛，老师帮助学生创造
一个独自在家的情景：“今天，你的爸爸妈妈都出差了，现
在你一个人在家，外面黑黑的，四周静悄悄的……”“这时
你的心情怎样？最想的是谁？”“你在家都那么的孤独，特
想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再闭上眼睛想一想，诗人独自一人在
他乡，看着家乡的月亮却不能回家的心情是如何？会想谁
呢？”学生会脱口而出：“孤独，想家，想家里的人。”这
样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课外拓展的延伸是培养发散性思维和思想教育必不可少的一
种方法。开始，我就引导学生通过画画的方式来理解诗句以
及发现美，表达美。教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我让
学生想象一下自己的家乡是怎样过重阳节的？引导学生各抒
己见，从而引出要珍惜家人和朋友以及尊敬老人。“那我们
平时要怎样做呢？”这一个问题进一步深入教育。从而达到
最终的思想教育的目的。

总之，我们只有正确把握作品的情感，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
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才能使学
生热爱古诗，热爱祖国优秀的人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