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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体会(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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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
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诗词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一

近日，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诗词经典名篇欣赏的专题讲座，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有益的听课活动。通过这次听课，我感受
到了诗词艺术的独特魅力，也深深认识到了诗词对于塑造人
格和提升艺术修养的重要性。

首先，我深深被诗歌中的词句所打动。讲座上老师向我们讲
解了许多经典名篇，比如《静夜思》、《游子吟》等等。这
些诗歌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比如
《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这四句诗道出了诗人对遥远故乡的思念之情，
以及对美景中凄凉之感的描绘。这些句句含蓄而含义深远的
词句，让我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感慨之中。

其次，我受到了古人崇尚诗词的追求的启示。讲座上老师给
我们讲解了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痴迷于诗词创作的故事。这
些文人们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目标，努力追求着
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他们用最优美的语言，寄情于自
然，表达内心的感受和对世界的思考。这让我深感诗词对于
塑造人格的巨大作用。如今，我们身处于物质繁荣而精神贫
乏的时代，我们需要借鉴古人们对于精神追求的热爱和执着，
重新发掘诗词的力量，不仅为之装饰生活，更是为之树立追
求卓越和高尚的人生目标。



再次，我体会到了诗词对于提升艺术修养的重要性。讲座上
老师通过解读名篇，给我们介绍了古代诗词艺术的起源、流
派和特点。我了解到诗词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独有的
一种文化形式。通过学习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千年文化的
沉淀和智慧，拓宽我们的文化视野，提升我们的美学素养。
诗词艺术是一种高深而独特的艺术，要欣赏诗词，必须先理
解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意义。通过深入学习诗词，我们将更好
地领会和欣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使我们的艺术修
养得到提升。

最后，我对诗词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诗词是我们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形式和技巧上是艺术的表现，
更是思想和情感的寄托。它通过简练灵活的语言和丰富多样
的意象，表达了诗人的思考和感悟。诗词可以让我们凝练思
想，抒发情感，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领悟人生。
通过诗词艺术，我们可以更好地塑造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
的审美品味，增强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因此，我决定加深
对诗词的学习，将其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可以让我
更好地欣赏到诗词的魅力，也将给自己的成长和人生增添一
份美好。

总之，通过这次诗词听课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诗词艺术的
魅力和重要性。诗词给予了我思考、感悟和欣赏的机会，也
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在日后的学习生活
中，我将努力加深对诗词的学习，用诗词的智慧和情感滋养
心灵，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相信通过不断地学习积累，我
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到诗词艺术的无尽魅力。

诗词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二

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我校特举行了一次关于“诗词听课”的活动。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并深受启发。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诗词之美。在课堂上，老师为我们带来了《静夜
思》、《登鹳雀楼》等经典诗词，让我们领略到了诗词之美。
通过朗读，我们能够感受到诗歌中蕴含的情感和思想。诗词
语言简练、意境丰富，让人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作者的
心境。诗词之美不仅能触动人的情感，还能启迪人的思维，
深化人的思考。

第二段，诗词之功。诗词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
教育的工具。在课堂上，老师通过讲解诗词背后的典故、思
想内涵，让我们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例如，《黄鹤
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不仅是一首美的享受，还是作者
对友人离别的思念之情的表达。通过学习诗词，我们能够培
养情感、思考问题，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同时，诗词也能
够激发我们对文化传统的热爱，激发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
提高我们的艺术欣赏能力。

第三段，诗词之趣。学习诗词不仅能增长见识，也可以培养
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兴趣。在课堂上，老师通过生动的讲解和
趣味的互动，让我们对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诗词之趣不
仅体现在课堂中，还可以延伸到生活中。比如，我们可以组
织朗诵比赛，用诗词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也可以参
加诗歌创作班，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感受。诗词之趣
使得我们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兴趣，激发了我们对创作的热情。

第四段，诗词之力。诗词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中国文化史
上，诗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古代的文人墨客
通过诗词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激起社会的共鸣。现代社
会中，诗词也能发挥作用。通过写诗词可以反映社会热点，
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怀；通过朗诵诗词可以激发社会正能量，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诗词之力不仅能影响个体，还能为社会
带来积极的变革。

第五段，诗词之长。学习诗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
不懈的努力。在这次听课活动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对诗词知



识的不足。因此，我决定通过多读诗词、多学习诗词背后的
文化知识来不断完善自己。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将诗词知识
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诗词。通过学习和
传播诗词，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总之，“诗词听课”活动给予了我很多启发和收获。诗词之
美、诗词之功、诗词之趣、诗词之力以及诗词之长，让我深
深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我相信，通过学
习诗词，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文化，培养个人修养，发
掘自身潜力，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诗词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三

11月14日，来自各地的小学语文老师汇聚到了浙江温州，享
受一场小学语文教育的饕餮盛宴。而我也有幸得到这个宝贵
的学习机会，带着一颗虔诚求教的心，赶赴这次盛会。

经过两天半的学习，当真是不虚此行，收获也是满满。学习
的时间虽短，但内容却十分丰富和精彩，在这两天半中，有
特级教师王崧舟、薛法根、张祖庆等人的语文观摩课，有特
级教师孙双金带来的古诗赏鉴课，有特级教师赵志祥、知名
老师李丽带来的经典吟诵韵律课。两天半的学习中，赵志祥
老师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说，但凡还有一点良心的
语文老师，就不该再那么教孩子读古诗，该让孩子学会吟诵。

我以为吟诵的目的不是为了吟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
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一种更为深
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
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
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想要真正重振中国吟
诵之传统，最好的方法就是付诸实践，也就是从童幼年开始
就以吟唱的方式诱导孩子们养成吟诵的爱好和习惯。因为童
幼年时的记忆力好，而且直感力强。也许有人以为学习古诗



文是要通过讲解说明，使孩子们理解了古诗文的内容意义，
然后才能教他们吟诵的。可是幼小的孩子们怎么能完全理解
古代那些作家们的思想和感情呢？其实这种顾虑完全是不必
要的，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不需要理解就能学习。著名的诺贝
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一篇题为《谈谈我的读书经验》
的访谈录中，就曾提出一种不必先求理解的所谓“渗透性”
的学习法。

根据文体不同，吟诵的方法、规则以及调子都有不同。从大
的角度来说，文体可以分为诗和文两类。

近体诗主要通过声律来构成音乐上的美。现在诗词专家发明
了一些吟诵符号，能标注平仄的长短、高低，以横代表平，
竖代表仄。平仄都有长短之分，第一、第三、第五字的平声
是短音，用短横表示；第二、第四、第六字的平声较长，用
中横表示；韵脚处的平声最长，用长横表示。仄声中上、去
声比入声要长，以竖线表示，在吟诵的时候，竖线时长大致
相当于短平的时长。入声最短，以“！”表示，因为入声属
于仄声，所以“！”上部的竖线表示仄声，入声又比较重而
重，所以“！”下部的点号可以表示重读和短读。

诗词课听课心得体会篇四

近日，在学校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诗词听课活动。这次活动让
我受益匪浅，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诗词的魅力。诗词不仅仅是
一种语言艺术，更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达，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通过聆听名家讲解，我对诗词的理解更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

首先，在这堂诗词听课中，我学到了许多名家的经典作品。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和同学们一起品味了杜甫的《春望》、
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等等。这些诗作不仅给我带来
了美的享受，更让我从中感受到了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真
挚热爱。这些经典作品让我更加热爱祖国，更加热爱中华文



化，也让我对中华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在诗词听课中，我领略到了诗人们丰富多样的写作手
法。譬如李白的豪放，王维的清丽，杜牧的婉约等等。他们
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风格表达内心的思想和感情。这让我
认识到，诗词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达，更是一种艺术创作。
每一个字的选择，每一个词的搭配，都蕴含着诗人的心思。
在听课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诗词的多样性和奥妙之处。

此外，这次听课让我明白了诗词对个人素养的培养作用。诗
词既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又能锻炼人的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通过学习诗词，我可以提高我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更有利于
我运用诗词语言进行思考和表达。诗词的学习也能够培养我
的审美能力，使我更加敏感于美的感知，并拓宽我的审美视
野。对于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诗词学习是提升个人修养
的好途径。

最后，这堂诗词听课活动让我明白了诗词传承的重要性。诗
词是我国独有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通过
诗词的学习，我能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
一步培养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同时，我也认识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传承和弘扬这一瑰宝，让更多的人
能够理解和欣赏到诗词的美。

通过这次诗词听课活动，我受益匪浅。诗词不再只是一种美
的享受，更是一种能够培养人的内心和个人修养的重要途径。
我将继续培养我的诗词学习兴趣，不断充实自己，用心去品
味和传承这片中华诗词的沃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
将我的收获和所学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也能够从诗
词中走进中华文化的殿堂。

诗词课听课心得体会篇五

初中青年诗歌教师听课活动已经圆满结束，这次活动为我们



教师业务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作为
一名诗歌教师，我深受启发，每一节课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
习借鉴的东西，真可谓受益匪浅，下面就谈谈我在诗歌方面
的一点听课感受：

在听课中，我发现优秀的教师都有几个共同特点：

2、善于利用多种手段辅助教学，使孩子接触到的知识更立体，
更直观，更生动;

3、教态亲切，表情丰富，在课堂上能轻松，活泼，潇洒地进
行授课，富有艺术性;

4、有扎实的诗歌基础知识作为后盾，词汇丰富，课堂充实。

这是新课标的重要特点，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通过听课我
发现教师的教学理念都发生了转变，都树立了“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理念。把整个课堂还给了学生，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注重主体参与，教学中互动模式多样，多采用小组竞
赛的模式或创造一个语境，让学生展开联想，激起了学生们
对诗歌学习的兴趣，营造了宽松，民主，和谐的教与学的氛
围，让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在这次听课中我发现课前老师和学生互动的较好的，课堂都
比较成功，老师们大多数从自身的生活着手活跃课堂气氛，
得学生们的喜欢。

我认为大多数的老师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课程开始后，
从单词的讲解，到听力练习，再到对话讨论，一环扣一环可
以说衔接得非常自然，学生们都能很好的理解，并且在每一
环节和环节之间的过渡中都在反复应用本节课的语法重点，
很多老师还打破常规，大胆创新，改变课本原有的思路，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通过这次听课，我开阔了眼界，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了紧迫感，
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同时我对自己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去思
考，怎样让自己的语言更优美?怎样让学生喜欢上课?怎样培
养学生的能力?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一定能拉近距离，
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