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写古诗心得体会(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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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
么样去写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
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写古诗心得体会篇一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中的古诗句更是历经千年不
衰，影响至今。我曾经在学习古文化课程时端坐于教室，咀
嚼着这些古诗句，思考它们背后的意义，受益匪浅。我的所
见所闻，皆以为心得，将在下文中阐述。

第二段：感悟“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这句古诗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此句带来的
感悟是：在现代越来越嘈杂的社会中，很难体验到放松和宁
静。但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
安静之处。只有当我们深入自然世界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它的静谧和美好。这也教人在生活中寻找一些舒缓心灵的事
物，以保持精神的平衡。

第三段：认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唐朝大诗人杜甫的《登高》中这句诗被广泛传颂。这句诗中
有一种深深的思念，表达了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
之情；也有一种对于自己融入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喜悦，体现
出公民意识和人文关怀；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有着深深的艺
术表现力，帮助我们走进杜甫的心灵世界，领悟杜甫的文学
技巧。

第四段：理解“人生若只如初见”



这句话出自《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对话。这句
话如此简单，但却有着深刻的哲理。它直接指出了我们在生
活中经常面对的一种自我欺骗。当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个人或
事物时，我们的心是纯净的；但是当时间久了，我们的感受
会变得世故和陌生。这也教人珍惜每一次的初见，保持初见
时的态度和感受。

第五段：总结+建议

总之，古诗句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不仅帮助我们欣赏诗歌，
还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和启示。而对于我们积极的投入和沉
浸其中，更是有着无穷的收获和美好的回报。因此，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多读古诗词，并在生活中融入其中，
以便于更好的建立自我认知和精神世界。

写古诗心得体会篇二

古诗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尤其是选编进
我们小学语文教材中的优秀古诗，它们大都具有如下特点：
语言优美精炼、想象丰富新奇、韵律朗朗上口、情感动人心
魄、哲理深刻入微，它们或豪迈昂扬，或细腻清丽，或发人
深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一辈子都难以忘掉。古诗在开
发培养孩子们审美意识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么，如何让孩子们领略古诗的美，让孩子们通过古诗的学
习，进而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呢?在教学的实际操作中，我们
的老师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讲多了，破坏了古诗的整体意
境美;讲少了，我们的孩子们又难以逾越理解的障碍。迫于统
考的压力，一个简单省事的办法出现了：一抄了事——照抄
教学参考书上的诗句分析。老师的教流于程式化、孩子们的
练也趋简单化，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一切围绕围绕考试，诗
中的情感、美词佳句的体验过程被一句句抽象的答案所替代，
以背诵代替理解，会背、能默写成为学习诗歌的单一目的。
下面我谈谈自己在古诗审美教学中的一点心得体会：



通过反复吟诵来体会文章的美感，以声带情、以形入情，是
这一鉴赏方法的最大特点。宋代大家朱熹曾经说过：“诗须
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只有经过充
分地、反复地诵读，设身处境地进入诗的境界，仔细体味每
个重点词句的含义，细致感受其中的形象美，才能深入地领
略作品中的情致和趣味，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

古诗的语言凝炼含蓄，耐人寻味，经常是“言有尽而意无
穷”。近代大家闻一多先生曾说：诗的长处在于它有无限度
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例如唐朝
诗人王之涣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只有二十个字，既有祖国
山河的壮丽雄伟，又有诗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足，亦有诗人无
限的进取和探索精神。

正是因为这样，这就要求我们老师自己要设身处地窥探诗人
的内心世界，用自己的情感经历去体验诗人的情感经历，再
来引导孩子们理解诗的中心、体验诗的情感。要使孩子们具
备情感体验的能力，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然后再走出来，
做到“自化其身。”古诗时代背景的提供是必不可少的。

古诗语言简洁所带来的一些特点，比如词序倒置、成分省略、
语句浓缩、意思跳跃等，都构成了孩子们学古诗的障碍。根
据孩子们年龄特征，帮助其疏通理解，教给一些古诗的常规
学法——分词连序法：第一步是分词解义，逐词逐句理解字
面意思及在本诗中的含义;第二步是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连序
翻译。让孩子们深入理解，古诗中的情趣美也就不难体会出
来。

让孩子们在学习活动中，由“入乎其内”再到“入乎其外”，
才能取得产生最佳的审美效果。



写古诗心得体会篇三

学习古诗，要欣赏诗的意境才能得到精华。而意境具有形象
性，在诗歌的意境中，形象是基础。所以我们要创设各种各
样的`情境，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才能有所感悟，有所
意会。意会就是让学生在阅读中通过直觉理解古诗的意思，
并不一定要把诗意全部解释出来，这种理解含有一定的模糊
性，但这种模糊性并非是摸不着头脑，而是理解过程的一个
阶段，这种“雾里看花”的方式可能要比那一览无余地说白
更能达到理想的理解境地。我总结了几种方法：

例如《村居》一诗教师通过散文诗似的语言感受到春天，又
能让学生从教师如诗的语言中得到熏陶。孩子们的生活经历
是再学习最大的资源库，教学中启发孩子巧妙联系自己的生
活记忆，孩子们从教师、学生的描述中唤醒对春天的记忆。
利用以往春天的趣事放风筝为依托，奠定起春天真美的情感
基础，顺理成章地进入春天这个美好的情境中，在学习古诗
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从而感悟到诗中的乐趣，情趣。

古诗的意境，绝大多数都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在教
学时，可利用现有的插图，仿制的幻灯片或根据诗的内容绘
制的诗意图，再现形象，使学生触景生情，感受诗的意境。
如教《所见》这首诗时，画面以诗的内容为背景，一片森林
浓荫覆地，一位牧童骑在牛背上，悠闲自得，吹着短笛，再
配上一段《牧童短笛》音乐片段，在它的前面插入一段山歌，
后面插入一段知了叫声，这样就有助于帮助学生进入小诗所
设的情景，又能唤起对夏天扑蝉趣事的回忆，使学生在领会
诗的意境时，不知不觉中完成由学生到牧童的角色换位。又
如在教学《草》时，我采用全诗配画的方法，让学生给每一
句诗配上一幅画，使几幅画面相连，形成完整的系列画面，
学生也在配画过程中直观地理解诗意。运用古诗配画教学法，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又能够加深对诗意的理解，强
化记忆。



叶圣陶先生说：“读诗不仅要睁开眼睛看文字，更要在想象
中睁开眼睛看由文字触发而构成的画面。”钱正权老师
说：“引领学生进入诗词意境的基本路子，不是一味地寻求
诗词的信息意义，而是让学生一边读一边想象诗词中的画面，
也就是说在诗词的语言文字中想象作者所要描绘的生活图景。
读者要读出诗情须进入意境，须发挥想象。”我们要用想象
去感受诗人生动、形象、凝练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一幅幅具
体、生动的画面。因此，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展开想象
的翅膀，感受诗情画意。例如：在学习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时，许多学生都没有去过庐山，单靠一些呆板的图片是无法
体会庐山三叠泉的雄伟和壮观。这时我在教学是运用多媒体
播放了庐山三叠泉的视频，让学生闭上眼睛，听着瀑布的声
音再想一想三叠泉就在你的眼前飞流直下，一泻千里是多么
的雄伟和壮观。

写古诗心得体会篇四

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许许多多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读古诗不仅能够领略到美好的诗意，也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
心得体会。在我与古诗相伴的日子里，我深感古诗的魅力和
对生活的启迪。

第一段：古诗的韵律之美

古诗中的韵律之美是令人难以忽视的。古人用极富韵律感的
语言和押韵的句子，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例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的“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
流”，既表达了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通过韵律的运用，
使读者产生共鸣。“戎马关山北”中
的“戎”、“马”、“山”、“北”拼音相同，形成了平仄、
声调相近的效果，增加了整首诗的音乐感，使人心生赞美之
情。

第二段：古诗的意境之美



除了韵律之美，古诗还以其独特的意境之美吸引着人们。古
人在写作时，常常通过描写自然景物，展示自己的感受和思
考。例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以楼台高耸的视角，描绘
了一幅壮丽的江山画卷。“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使人
感叹大自然的宏伟和无垠。

第三段：古诗的思想之美

古诗不仅在表达感受和描绘景物时具有魅力，在思想表达上
也同样令人折服。古人用简练却富有哲理的语句，直击人心。
例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到“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字字珠玑地表达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这种
思想的表达方式，不仅令人深感人生的脆弱和珍贵，也使人
更加珍惜当下的所拥有。

第四段：古诗的情感之美

古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可以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例如，
杜牧的《秋夕》中写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透过对夜晚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远离故土和亲人的
思念之情。“轻罗小扇扑流萤”一句中的流萤，是对孤寂和
思念的表达，使读者不禁联想起自己曾经的离别和思念。这
种情感的共鸣，使人在欣赏古诗的同时，也能暗自思考人生
的意义。

第五段：对古诗的心得体会

读古诗不仅能够享受到美的享受，也能够得到很多的心灵启
迪。古诗中的智慧和哲理，能够帮助我看待问题和思考人生。
例如，在面对困境时，我常常回想起杜甫的《登高》，他用
登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忧虑和对人生的思考。诗中
的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让我明白，即
使在困难的时候也要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潇洒自如地
迎接挑战。



总结：古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以韵律、意境、思想和情
感的美丽和纯粹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享受和启迪。在读古诗
的过程中，我深感古诗带给人们的思考和感受，也希望通过
自身的努力，能够将古诗的魅力和智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
人受益。

写古诗心得体会篇五

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她凝结了古人的智慧和思想，也是
我们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和生活智慧的一座宝库。读古诗不
仅可以领略到古人那优美的意境，还能深刻感受到他们在生
活中的智慧和体悟。在阅读古诗的过程中，不仅让我了解到
古人的思想和情感，还让我意识到人生的哲理和真理。因此，
我深深体会到了古诗对我自身的影响和启示。

首先，古诗让我懂得了自然的美丽和人类的渺小。在古诗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的优美与壮丽，如《登鹳雀楼》中“白
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景色描绘，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而我们在大自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使我感到自己与大自
然的关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与
大自然的巨大。

其次，古诗唤起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在古诗中，
可以感受到古人对祖国的深情厚意，这种对国家、对民族不
离不弃的精神让我在心底产生了一种火热的爱国情怀。《白
日依山尽》中的那一番景色描绘，让我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如
此美丽的国家，有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伟大的历史，这
使我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对祖国的热爱和敬畏。

另外，古诗也教会了我如何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在古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有着坚韧不拔的生活态度和乐
观向上的心态。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启示，
让我明白困难和挑战只是人生中的一种经历，只要我们有坚
定的信念和积极的心态，就能迎难而上，战胜一切困难。



最后，古诗也让我领悟到了人生的真理和哲理。在古诗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人生、对命运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例
如，《生查子》中婉约词意、怀春情态的如意形容对自身命
运不可掌握的描写，让我明白到自己并不能操控自身的命运，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努力和奋斗。通过古诗，我意识到
了自己要把握现在，行动起来，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总之，古诗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更是一种生
活智慧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在阅读古诗的过程中，我被其中
的意境和深意所吸引，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和学问。古诗不
仅给我带来了美的享受和感悟，更使我明白了生活的真谛和
人生的价值。我相信，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依然会不断
地阅读古诗，因为古诗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写古诗心得体会篇六

学习完毕，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语文学科知识博大精深，浩瀚缥缈。上好一节语文课，首先
要扩展思路，不拘泥于课本，争取做到立足课本高于课本。
注重发展学生的课堂表现和课堂思维，利用课本内容多多扩
展课外知识，注重自己知识的培养与积累和提高。教师首先
要有语文状态，关注自身的语言美和教学的诗意化，注重教
师的语言味道，例如读书要读书语文的感觉，改变平铺直叙
的白话教学语言和教学内容，从专业化知识水平角度充分挖
掘自己的语文知识素养，多多参读语文文言文，课外读物，
现代文学作品。

做语文教育，贵在做实，在做老师的过程中，要脚踏实地的
培养自己的知识，向别的教师请教学习，追求新的教学风格
和教学方式。但是无论如何改变，都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和不
断提升自身实力，因为一切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最坚实的业
务基础知识。



余教师讲的教学设计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设计。一，从结构
清晰进行教学设计，例如从读、品、写三方面进行设计，从
而使语言学、用，能力训练，知识能力充分得到运用和锻炼；
二，从教材处理进行教学设计，如从教学创意、文笔探析、
局部精读三方面深入分析课文，做到不浪费每一个句子、段
落做到详略得当，从课文概说、选点讲解分层次理解内容；
三，从学习方法进行教学设计，如有的课文较为短小精悍且
易于理解，则主张学生自读自讲，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学生的性格差异性从而达到见仁见智的效果，教师加以引
导达到正确的思想感情教育目的；四，从课堂活动进行教学
设计类似活动有：朗读训练、课堂作文、读背积累等形式来
进行教学设计，达到一个充分高效的利用课堂时间的效果；
五，从综合学习来进行教学设计，如，每节课规定学习任务，
记住一点知识、美词，品味一些雅词雅句，从新温习经典段
落，这部分的教学设计适合用于复习。

从板块结构进行教学设计和课堂组织，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
性，但是切记不要把自由讨论代替个人思考，争取每人都能
独立完成教学任务。要把学生分类化，初二正是扎实基础和
提升能力的时间，所以这二者是不可分的，不论是学习能力
还是扎实基础，都应该同时提高。争取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
上有所收获。把每一个孩子当成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
增补、删减，只要用心必有收获。我作为一个刚刚从事教育
事业的新老师，肯定是缺点多余优点，所以我下一步的工作
重点是从优秀教师那里学习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语文
兴趣，自身踏实努力勤奋刻苦，多多培养自己的知识能力，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培养自己教师爱人的思维，争取把
每个学生派样到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