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沁园春雪的体会和感悟 沁园春·雪
的教学反思和体会(精选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沁园春雪的体会和感悟篇一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词
坛的一首杰出的词作。这首词作于1936年2月，毛泽东咏雪言
志，抒发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之情，表达了伟大的抱负。
全词大气磅礴，写景，纵横千里，论史，上下千年，充分表
现了当代无产阶级英雄和革命人民的豪情壮志。它意境壮美，
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
放风格。

根据初一学生的学情，本文在阅读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
因此，在教学目标的确定上，结合诗歌的教学要求，我确定
了两个目标：一是朗读中感受形象，二是品析中接受熏陶。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的实施中，我采用了导入激趣——阅读展
示——品读欣赏——角色朗读——拓展运用等教学步骤来展
示教学，尤其侧重于朗读教学这一环节。

俗话说：“三分诗七分读”，从教学过程看，我将朗读教学
贯彻到课堂教学的始终，并提出了朗读的三个要求：读准、
读懂、读美。按照“初读全词——个性朗读——听读全
词——角色朗读”的教学思路安排朗读教学过程，引导学生
真正学会读词，读出词味，领悟词的优美语言和意境，并落
实教学目标。



我认为，好的朗读教学，第一要任务明确，或认读，或感知
节奏与旋律，或领会感情，或品味意境，要让学生紧扣文本，
用学生的声音读出作者的感情、意味来。第二要范读准确，
教师觉得自己读得不好，就利用多媒体手段带领学生读，多
媒体固然好，但它不是教师的个性解读，带给学生的感受不
是鲜活的。第三要学有成效，教师要教给学生方法，让学生
自我练习，达到品出意境、发展语感的境界。因此，为了更
好地引导学生朗读，我又提出了几个具体要求：

一、要读出节奏、重音：初步感受读诗的感觉。如：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要求学生在读这几个“韵脚”的时候，要打开胸腔，气发丹
田，读出韵味、读出气势。

二、要读出意象(带有某种感情的形象)。

学生在读“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时，因为这几
句是诗人的想像，我因势利导问：当同学们读到此处，脑海
里出现了什么画面?学生七嘴八舌，想象丰富：天朗气清，红
日当空，阳光映雪，既纯洁素雅，又富丽热情，真是多次多
彩，气象万千，使人油然而生出热爱祖国的感情。

三、要读出气势(结合词作的写作背景)。

四、要读出作者的情感世界。



要读出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要读出当代无产阶
级英雄和革命人民的豪情壮志。要读出作者博大宽阔的胸襟，
雄伟旷达的气魄，热爱华夏大地的深情。

朗读本身是一种有声语言的艺术，朗读过程中要发挥“有声
语言”的艺术作用，使学生深刻体会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从
而打动学生的情感。在朗读中引导学生推敲词作的含义、情
调、韵味，想象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和情绪。虽然读的是作者
的语言，但其中包含了学生自己的主观感受，毫无疑问，这
大大有助于对课文的理解和体味。朗读还是培养语感的一种
好方式。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通过朗读，学
生感受作者遣词造句的准确，鲜明，形象，掌握语言的结构
美，音韵美，节奏美等，使其对字、词、句获得整体的感知，
增强了学生对语言的敏感性和鉴别力。

所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包括诗歌分析时我都贯穿以朗诵。
事实证明，这是诗歌教学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朗读是语文
教学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有助于加深学
生对课文的理解，使其受到情感的熏陶，从而达到阅读教学
美感，乐感，语感，情感的和谐统一。

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学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适当指导朗读，学生朗读训练，师生的评点，能让学生学
会朗读，喜欢朗读，更何况是感情丰富、语言精炼、韵律谐
美、读来朗朗上口的诗歌呢。

语文朗读教学，应走一步，再走一步。

沁园春雪的体会和感悟篇二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是谁如此自豪地评论
美丽的祖国，又是谁谈古论今，品味了五百年来中国的历史，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



为何毛主席能带领红军度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是因为他的自
信，他的韬略，还有他那鹰击长空的神勇，毛主席一生有许
多诗词，使人一读就想象出诗中的意境。诗词中，曾经赞美
过祖国，赞美过自然，赞美过感人的革命事迹，我学过很多
毛泽东诗词，每次朗诵完后都感慨万分。其中最令我回味的，
是一首赞美人民、回味历史的诗——《沁园春。雪》:“北国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句没有给人一点凄凉的感觉，
反而让人们感到精神奋发。“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
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把连绵不断的群山比作
银蛇、巨象，气势磅礴，境界雄伟。群山、平原是人民的革
命象征，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辱的，中国要斗争、
要反抗。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句话展示了祖国美好
的前程。“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反映了对中国
必胜的坚定信念。古代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些在
中国发展中有着丰功伟绩的人，只是凭借武力，完成了统一
的大业。即使威震四方在历史上被称为“天之骄子”的成吉
思汗，也不过只会拉弓射大雕。这些人物随着时间车轮的飞
转，都成为了过去。真正的英雄，是我们今天的劳动人民！

现在，我们少年也要像毛主席，像走过长征的老前辈一样，
不怕困难，充满自信，把长征，把革命的精神永远传播下去，
努力学习，奋发图强，长大后为振兴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力
量！

沁园春雪的体会和感悟篇三

《沁园春雪》这首词尽管只有114个字，但给人的感觉就是气
势磅礴。写景，纵横千万里，论史，上下几千年，采用多种
表现手法，充分表现了当代无产阶级英雄和革命人民的豪情
壮志。

教学时，除加强朗读外，我有意识让学生去“发现”，通



过“发现”感悟这首词的'巧妙写法，通过“发现”品味具体
词句的深刻内涵。

学生其实有着强烈的“发现”欲望，我们有时只是忽略了这
一点，而常常会牵着学生的鼻子走。本来，我打算先抛出结
果——本词的表现手法，然后让学生追根溯源，探究原因。
没想到学生在朗读之余，对这首词大加赞赏，于是，我就创
设了这样一个问题情境：你能发现词人描写雪景的巧妙方法
吗？找出来，品一品，说说你的理解。这一问题留给学生广
阔的思考空间，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了学生，学生通过再读、
再思考、再提炼，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果然“发
现”了不少，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
高”不仅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而且
把静态的“山”和“原”动态化了，给人以生机与活力之感；
上阕重在描写，下阕则侧重于议论和抒情；上阕中“北国风
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概括性描写，以下几句是具体
描写；上阕中最后三句是作者的想像，属虚写，而之前的句
子都是实写……在此基础上，我及时引导学生进行表现手法
的归纳：巧用修辞、化静为动、概括和具体描写相结合、虚
实相生等方法，学生的思维能力由此得到了提升，真是意外
的收获。

沁园春雪的体会和感悟篇四

冬天，户外的一切都被洁白的雪覆盖着，仿佛一片净土。在
这样的季节里，我有幸漫步于沁园春的雪中，领略到了大自
然的神奇与美妙。这次体验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雪的独特魅力，
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深刻的心得体会。

首先，雪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当我踏入沁园春的雪景之时，
一片寂静扑面而来，只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声音和雪花落地的
沙沙声。这种宁静的氛围使我感到安详和舒适，仿佛置身于
一个与世隔绝的梦境之中。与尘嚣纷扰的城市生活相比，沁
园春的雪景给了我一个珍贵的机会，让我暂时远离喧嚣，静



心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其次，雪使人回归纯真的童年。回忆起小时候，冬天的雪曾
是我最期待的奖赏。那时，我总是兴奋地提前起床，迫不及
待地冲到窗前，看着大雪纷飞的场景。在沁园春的雪地里，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再次体验到了雪带给我的无尽欢乐。
我不禁放开了心扉，堆雪人、打雪仗，尽情享受着童年时光。

然后，雪让人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无奈。雪是天地间的结晶，
是自然界赋予地球的一份礼物。人们常说“大地给了雪的银
装，给了雪的恩宠”，正是因为雪的存在，世界变得更加美
丽与神奇。然而，雪也有着无法改变的规律和无法掌握的力
量。雪花洁白无瑕，纷纷扬扬地降落，形成了沁园春的美丽
景色。但当大雪纷飞，大雪成灾，却让人感受到自然的无情。
雪这个美丽的礼物，也是有时会给人们带来麻烦和痛苦。

最后，雪是一种美好的希望与勇气的象征。雪是寒冷的，但
它给人带来的却是温暖和希望。沁园春的雪景，给人一种愉
悦与满足的感觉，仿佛一切都变得美好和希望。站在雪地中，
我看到一片洁白的未来，看到了人生的无限可能。面对雪的
挑战，在严寒的环境中，我也找到了内心的勇气和坚持。雪
在寒冷中闭上了生命的大门，但从雪中可以看到希望的微光。

总结起来，沁园春的雪景给我带来了许多愉悦和思索。从宁
静与欢乐到无奈与希望，雪的意义和价值在我的眼中逐渐显
现。雪是大自然的魅力与神奇，也是人生的一片净土。在沁
园春的雪地里，感受到了雪的与众不同，除了给我留下美好
的回忆，更重要的是让我在生活中保持一颗童心，珍惜每一
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次的体验不仅让我陶醉于雪的美
妙，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沁园春雪的体会和感悟篇五

“沁园春 雪”是毛泽东在1936年冬天创作的一首诗歌，它以



一个冬日的景色为主题，诗中所描写的白雪皑皑，纷纷扬扬，
丝丝缕缕的景象一直到今天都感人肺腑，深深地震撼着人们
的心灵。这首诗歌不仅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的美，还表达了革命者们团结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
崇高理想的决心和信念。

第二段：沁园春 雪的景致

诗歌中描绘的是冬天白雪纷飞的景色，文字真实完美地表达
了这种冬天飘雪的景色。其中“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
雪飘”的描述，让人想起了湛蓝的蓝天、洁白的雪地、无尽
的风光，让人感到一阵阵的清凉。特别是“霜枫红于二月
花”这句名言，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显现了中国文化的博
大内涵和真谛。

第三段：沁园春 雪中的哲理

诗歌并不仅仅局限于描述一个美丽的自然风景。诗中蕴含着
一种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展示了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远见
和治理世界的才能。在“人生如梦我失眠，天空如水我悠
悠”的句子中，毛泽东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达出了他对人生
的反思，这种反思也是他的一种哲学。

第四段：沁园春 雪的历史意义

这首诗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文化遗产，与革命历史和国家的
发展有关。当时，中国正值国家危险，战争频繁，毛泽东也
正值大革命时期，创作时曲折多舛。但是，毛泽东为了表达
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仍然写出了这首充满调研和哲学思想
的著作，表明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和诗人。

第五段：感悟

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诗歌，强调了自然的声音、自然的美



和历史的意义，使人们感受到了文学和生活之间的融合。诗
歌的中心思想是要用人性的眼光来去欣赏自然界的美，同时
也蕴涵着革命人士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当人
们欣赏这首诗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精神被激发了，也会感
到自己想传达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因此，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文化极品，它通过文学，为人们预热
了其他领域的创作活动，推动了人文素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