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汇总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
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一

《红楼梦》很厚很重，我也不怎么看得懂，翻开语文书中的
香菱学诗，开始我只觉得这是一篇记叙文，看着看着，也看
出许多门道来。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林黛玉做师傅教香菱作诗的故事。俗话
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黛玉先教香菱读诗，让香菱
学会识记，理解运用五言律、七言律等，因为黛玉知道只有
让香菱明白识记是基础，理解能帮助识记，只有在理解的基
础上灵活的运用才能作出好诗，成为“诗翁”。所以，在平
时的学习生活中，要注意基础知识的巩固，只有把最基础的
东西搞透搞懂，才能够灵活的运用，进行下一步学习。

兴趣是的老师。香菱之所以想学诗，兴趣是她最先的出发点，
平时，她也爱看些诗集，在贾府这个特殊环境里，文学氛围
浓厚，更是增加了对诗的兴趣。自己喜欢的东西，学起来肯
定会轻松愉快，这就要求我们有自己的爱好，平时可以放松
心情，倒了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作为自己的加分项目，爱看书
的有文采，会画画的能偶尔创作一番，喜欢书法的可以陶冶
情操等等，都说明爱好和兴趣是十分重要的。

要大胆创作，要敢于想象。香菱学诗，第一首，通篇就是说了
“月亮很亮”这么一个意思。所以黛玉就说，初学者看的诗
少，措辞不雅，要放开胆子去做，要有想象力才行。很多时
候我们的想想都很有局限性，比如说编结局，就只会有好结



局和坏结局，其实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恶人打
败了国王篡权，但是他最终还是治理好了国家，死后还买了
个无字碑立在那里怎么样怎么样的。人的想象力是无情无尽
的，要敢于“放风”，深入思考。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二

大家或许都看过曹雪芹的代表作《红楼梦》，其中就有那么
一回让人回味无穷，那就是《香菱学诗》，香菱是一名苦命
的女子，本出身在一个乡官人家，却在三岁时被拐，长大狐
被薛霸买去做了妾，后随其进京，在薛蟠的一次外出，贾宝
玉把她带到了大观园里给自己作伴，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激起
了香菱学习写诗的欲望，却被宝钗笑“得陇望蜀，劝其缓一
缓”。

可香菱却急切的想学习，于是去找到了林黛玉。

《香菱学诗》使我不禁想起一副对联：废寝忘食香菱哭学诗，
诲人不倦黛玉巧施教“。全文完美的刻画出了一个好学，乐
学，而且善悟的香菱，同时也刻画出了一个乐为人师，率直
自信的老师—林黛玉。

这篇文章教会;了我们要懂得勤奋刻苦，不以不知为耻的人生
态度。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三

《香菱学诗》一文中，香菱痴心学诗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
每每读着这个故事，我都会想到自己学习写作的经历。

小学时，我们每次上课都会不余遗力地跟着老师大声地朗读，
喊着那些生动的字母“aoe”;大声的念着那些古怪的汉字组成
的文章：“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阅读着带着插图的小
人书上，一个拼音一个拼音组装成一个童话故事，那些奇妙



美丽的情境令人流连忘返。不知不觉中，我的心中也长出一
个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作家，为孩子们编织无数的
故事，这样一直到了终于三年级。一节语文课上，老师告诉
我们要写作文了，而写作文其实很简单，就是自己想什么就
说什么，只要能通顺地组成200 字的文段就成。“想什么就
说什么”，原来写文章就这么简单呀。我美滋滋地，一直胸
有成竹地写，将心中的秘密哗啦啦地倾泻了出来。不知不觉
中远远超过200 字了。作文本发下来了，我的作文获得了一
个大大的“好”字，老师还把它当作范文在班上进行了示范
朗读。当时的我别提有多开心呀。至今想来，我写作文与香
菱学诗一样，大家都是兴趣当头。

我时常翻翻那些名家名篇，有些体会就会摘抄下来，一遍遍
地读，一遍遍地思考。我认识到那些经典都是感情真挚，感
染力极强的文章。我明白了，文章立意为大，只有有了最真
最美的立意，才有资格去谈文采藻，结构思路等问题。有了
基础，模仿借鉴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环节。小说中，香菱刚写
诗时，也只是将王维、李白等的经典罗列一番，可以说是最
实在的模仿。但别忘了，这种模仿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课文中，香菱按照黛玉的布置开始写“月亮”的诗，但前两
首都被黛玉批评为做作，没有自己的东西。这也是初学者常
犯的毛病，说得难听点，就是现在流行的“复制”。可贵的
是香菱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懂得了任何文章都要融入自己
的思想，抒发自己的真性情，有了这样的认识，写出佳作就
水到渠成了。果然，第三首就强多了。可惜，我自己的写作
还没有达到香菱作诗的水平，作文训练往往是凑数而已，难
得有一篇真正发自内心的文章。可见还要努力。

一个小说的人物，给了我那么多的收获，早该仔细读读《红
楼梦》!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四

香菱，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而《香菱学诗》是我们的一
篇课文，我看了香菱的学习用功不禁让我想向她学习。

香菱是个苦命的女子，原籍姑苏，出身乡宦家庭。她三岁被
拐，长大后被呆霸王薛蟠买去做妾，后随薛家进京，一向住
在荣府的梨香院。平日她要伺候薛蟠，难得有空，这一次因
薛蹯外出经商，宝钗便把她带进了大观园给自我做伴。环境
的变化，激发了香菱写诗的愿望，宝钗笑她“得陇望蜀”，
劝她“且缓一缓”，可她急切的很，于是去找黛玉。

故事开头写香菱一见黛玉就说明求教之意，黛玉慨然允诺。

香菱练习写诗也是在黛玉的指导下进行的，包括命题限韵评
论习作，指点门径三事。

香菱的诗一共写了三稿。第一稿是在“茶饭无心，坐卧不
定”的状况下经过苦思写成的。宝钗先看，说：“这个不好，
不是这个做法”;黛玉则认为“意思却有，只是措辞不雅”，
指示她“丢开”这首，“放开胆子”另作一首。香菱得了这
个指示，“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
或蹲在地下抠土”;“皱一回眉”，又“含笑一回”，简直到
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可这样写出的第二稿依旧不行。黛玉说：
“过于穿凿，还得另作”;宝钗则认为它离了题，不是
写“月”，而是写“月色”了。尽管又一次失败，香菱毫不
气馁，便独自走到阶前小竹下构思她的第三稿。她“挖心搜
胆”，绝无旁骛，以致将探春“错了韵了”。这一天，香菱
满心想的都是诗，到晚间还是对灯出神，三更起床，到五更
才睡去，最后，她居然在梦中把这首诗作成了，而且笑
道：“但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待到宝钗将她唤醒，
她立即将诗抄写下来——这就是她的第三稿，之后博得了众
姐妹的一致称赞：“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



这就是香菱对学习的渴望和执着，但是此刻的我们呢?有好的
学习条件却不好好学习，整天只明白耍酷、玩，这一切又有
什么意思呢?其实，只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你不
但能够学好，而且会让学习的负担成为快乐，所以，让我们
一齐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吧!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五

香菱刻苦学诗终于梦里得到了一首好诗最后成功的因素不仅
仅只有香菱对于诗歌的痴迷，更在于香菱周围的人对于香菱
十分的支持，因此在通往成功的路上，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

天生好动的我在幼时哭闹着要去学舞蹈，在我眼中，舞蹈演
员的一颦一笑都能把我迷得不知东南西北，有如蝴蝶在风中
迎风飞翔一般美丽。我也如愿以偿的去学习了我一生中最爱
的事情——舞蹈；刚开学的第一节课，老师就夸我不仅先天
条件好，更有舞蹈的天赋，因而我对于舞蹈这门令我痴迷的
艺术更加疯狂了，对着镜子不断地练习，摔跤、拉伤都不算
什么。

事与愿违，我对于舞蹈的痴迷并未被家人认可，因为我进入
了快节奏的初中生活，轻快的拉丁舞应该被放置一边，我目
前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考上一个好高中；为此我不知与家人
废了多少口舌却仍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我只能逆来顺受，从
学习中寻找自我，可这并未让我对于舞蹈的热情有丝毫的减
少，在家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仍在为其努力着。

也许大人永远不明白舞蹈对于我的重要性。

被繁重的功课与考试压得喘不过来气，但是我的成绩在呈二
次函数图像一样一步一步往上升，不懈的努力换来了自己的
成功，第一次质量检测我的文化课在班级排名第四，加上了
体育分进了全校前五十名；妈妈对我的成绩十分满意，愿意
给我一次尝试的机会。



可是我忘了，二次函数也有下降的趋势。

这一次的质量检测我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创造传奇，我倒下
降的很厉害，妈妈对我失望至极，她决定剥夺我最后的机会，
我无言以对，只觉得十分委屈。

若是我周围的人能如黛玉一般，凭借我对舞蹈的热爱，何尝
不可成为一位专业舞蹈教师？我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我也
坚信自己会成功的，终有一天我会爬起来，占据一席之地。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六

学课文《香菱学诗》之后，我深深体会到了封建体系下女子
的悲惨与无奈。

香菱是一个苦命的女子，3岁被人贩子抢走，自此，一个本该
幸福享乐的女孩沦为奴隶，后又被迫成了侍妾。身为一名女
子，香菱对于自身的命运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忍受。可是，
她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选择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
学写诗。生活的悲惨使香菱无处诉苦，委屈、伤心压在心里，
为了发泄，香菱只好选择以诗抒情。

香菱好学乐学，虽然身份不高，受人压迫欺辱，却依然怀有
一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心。在学诗的过程中，她积极思考，
不懂就问，认真对待。读诗之后，黛玉叫她说说体会，而她
的一番侃侃而谈，让人不得不赞叹她的才思敏捷、悟性高，
同时又让人叹息——怎样聪明的女子，却又这样的不幸。

后来，黛玉又鼓励香菱大胆的作诗一首。这个傻傻的女孩，
为了能作出一首好诗来，竟然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以
至于由“呆”到“疯”，又由“疯”到“魔”，最后竟
似“通了仙”。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香菱终于写出了一
首好诗，赢得了大家的称赞，也为自己的人生添上了一抹色
彩。



香菱一生命运坎坷，但因为这件事，总算让她有了些美好的
回忆。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幸福很简单，可对于香菱来说，
幸福也不过就是那珍贵的一瞬了。

时光温暖，珍惜人世中的每一分幸福。也许你身处其间却未
曾发觉，从香菱身上，是否能反照出你人生的幸运？善良的
姑娘啊，愿你还会幸福。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七

《红楼梦》是我国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它的伟大之处在于
它资料的高度性和对人物塑造的成功。一向以来，我对《红
楼梦》的印象但是是贾宝玉、林黛玉，最多还有个薛宝钗几
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已。但是这次学习的课文《香菱学诗》
却是令我很喜欢，朝思暮想地一遍遍回味，许多感情从心里
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漫开。

其实《红楼梦》我是读过的。在未学习这篇课文以前，我从
未注意到香菱这个孤苦的女子，但近来的学习，只是短短几
页纸的文字，香菱的形象便深深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久久
不能忘怀。她对于不幸的乐观和坚强、对知识的渴求、对自
身价值的追求、对学习的执着与刻苦。那么可爱。这些丰富
的感受其实揭露了我阅读时一个习惯上的不足——我不懂得
精度，总是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对于像《红楼梦》这样深
刻的有内涵的经典之作，我的浅尝辄止实在是可惜。但我感
触更深的就应是曹雪芹的小说对于人物的塑造——那么饱满、
形象，而正因此，整本《红楼梦》就像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
小小的缩影——立体而鲜活，构造复杂却有条理、因果。

读《香菱学诗》，我不仅仅在学习小说和文学方面感到有收
获，有感触，在精神方面，更是获益匪浅。

弱小的香菱遭遇了命运的不幸，三岁就被人从父母的怀抱里
夺走，从故乡的土地上分离，从此是再也不明白归根何处，



他人问香菱：你可知父母是谁?家乡何处?”，香菱默然，少
顷，又如梦醒般，只能低着头，迷惘地轻声答道：“不记得
了。”除此之外，再无别言可诉。但是，即便如此，香菱却
有着许多生命宝贵的品质，譬如好学，譬如自尊。

说香菱好学，是因为当她得以在大观园中安定地生活一段时，
生命中少有平静到来了，她却没有选取物欲的享乐或是令人
沉迷的安逸，她选取了刻苦的学习。对于香菱这样小得像是
世间的尘埃连命运都把握不住的女孩子而言，学习有什么好
处呢?她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学习是义务，是使
命，是竞争，是改变命运的钥匙。对香菱而言，学习没有任
何的功力可言。她不是那个极力追求功名利禄的迂腐的范进，
她也不为了透过学习写诗蜚声文坛或是一跃成为才子佳人受
人众星捧月，她只是单纯地渴望写诗，渴望学习罢了。香菱
学习写诗的行为，提升了她自身的价值，增多了她生活的好
处。这样的赤子之心是难能可贵的，是现代的就要不断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的身为学生的我们就应学习的。

说香菱自尊，是因为当香菱应对命运的不幸，无法凭她弱小
的身躯反抗的时候，她并没有绝望，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
尽力去追求自我能够追求到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香菱更珍
贵的品质——自尊。我认为人只有拥有自尊，才能有不向命
运低头的勇气和奋斗的坚强与提升自我价值的渴望，这既是
使人不断向前的原始动力，也是人能够维持自身原则，所以
为人的根本原因。我也想拥有像香菱一样的那份平凡却不普
通的自尊，这样我便感觉是找到了自我，找到了令自我不断
成长、强大的动力。

其实读《香菱学诗》，收获的远远比我已经写下来的多得多：
香菱的乐观和坚强、黛玉的才思和循循善诱、诗的内涵、诗
的鉴赏……大大小小、点点滴滴，小到我自我也难以察觉的
触动与共鸣，大到人生的好处与航标，不胜枚举。红楼一梦，
却是现实的杯具，可杯具中却又有美得令人心醉的人、事、
情。我想，这就是所谓名著吧。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八

香菱是红楼梦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我不是太喜欢《红楼
梦》这本书。在这本小说中我最喜欢的章节就是《香菱学
诗》。

香菱是一个苦命的小姑娘从小因为一次看花灯便被人拐卖了
出去。年仅八岁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虽然如此它也没有放
弃。仍然好学说起乡里好学是因为她在大观园里刻苦学习。
不怕吃苦不受别人的嘲笑与讽刺。只顾着自己的学习甚至忘
记了吃饭和睡觉。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语相邻对比。简直没
办法比。香菱是学诗而忘记了吃饭和睡觉。而我也是忘记吃
饭和睡觉，却忙于手机和电脑。相邻学诗不耻下问而我遇到
我不会的题目却三番五次的去借鉴别人的作业。这大概就是
我与相邻的差别吧。

我与香菱对比。她的学习环境可要比我的学习环境艰苦的多。

当我遇到难题时我不会像别人去请教问题而香菱在红楼梦中
懂得不会的问题去请教别人不在乎别人的冷眼相看而我呢？
遇到不会的题就算去请教别人，如果别人的答案，没有自己
的好便会指出别人的错误从而不会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

记得有一次。物理有一道我不会的题目我便去问了同桌他认
真地对我讲述了整道题的过程虽然之后的结果不是正确的答
案我也没有感谢她便生气的说道我问你这道题目是我相信你
和你给我的答案却是错误的以后再也不相信你了。

而香菱呢？他再写诗的过程中受到的挫折和失败。他没有因
为一次的失败而放弃写诗。最终成功了。

从香菱学诗中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懂得不
耻下问，不能为了所谓的面子而不懂装懂，那样你最终将学
不到真正的本领。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九

香菱，本名英连，小时候出生于有钱人家，却由于在元宵灯
会上被拐卖，沦落为贾府奴仆。宝钗一副夫子样的作为有时
难免会煞风景，给人家泼冷水，所以香菱更愿意舍近求远找
黛玉学诗，而黛玉则指点她学诗门径。

这个故事描写了很多人，但重点描述的还是通过香菱学诗这
件事来表现书宝钗和黛玉两人不同的对待人、事、物的方式。
宝钗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想教香菱的，她认为一个奴仆不值
得，会显低她的身份，所以宝钗会偶摆夫子的架子，作者在
此次是要体现出宝钗内心性格特征。而黛玉则不同，她认为
香菱也是人，和大家一样没有高低之分，所以她不会嫌香菱
不好，很认真的教她，香菱学诗终于成功，从而获得了大家
的称赞。

曹雪芹在此处是明写香菱学诗，暗写宝钗和黛玉这两人的人
物性格。和前面一样，曹雪芹除了明面上的意思外，还有很
多是从暗处着手的，如后面写到的史湘云见宝玉，黛玉在窗
下聆听，除了在明处设线了人物对话，又暗处着笔些了几人
的内心想法。这也体现出了曹雪芹写作的.高明之处。

香菱学诗，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从中甚至可以延伸
出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一些感想或者说是期望。诗词要求的
是创新，倘若有了“新”，那么诗词的格式等束缚，也就成
为了空壳，可有可无，重要的是，而非格式。

学诗的过程中，香菱找了宝钗、黛玉来指点，宝钗虽认
定“女子无才便是得”，但还是给了香菱些许指点。但与黛
玉则有了很大区别。黛玉虽生性好静，喜散不喜聚，可还是
很大度地给了香菱不少指点。也让她成了香菱学诗成功的重
要人物。文中还出现了探春、宝玉等人，也起到了不小的陪
衬作用，似乎是在为香菱的学习而赞叹，又似乎是作者在为
后文写伏笔。



循序渐进的文字，流水般俊秀的诗词，终于还是为香菱所写。

香菱学诗的读后感篇十

香菱是《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我读了语文书上的这篇课
文感慨万千。

故事的开头写的是香菱去找黛玉学诗，黛玉很高兴的收了这
个徒弟，然后向她讲述了作诗的方法，并向她推荐了几本诗
书。香菱收下诗书后，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读书学写诗，
足见其对诗的痴迷。后来，黛玉让香菱写一首诗，香菱
便“痴呆”起来，每次到五更才睡下。第一首是在“茶饭无
心，坐卧不定”的情况下苦思写成，但不见成功；不灰心的她
“连屋也不入”但第二首依旧不行；终于精心所至，在梦中
得到一份佳作。

香菱对诗的痴迷，学习的勤奋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现在
的学生一看到难题便去问他人，甚至不去做，有的学生在课
堂上睡觉，难道这就是学习态度？有的同学“三天打渔，两
天晒网”对学习不钻研，对老师的话不听，难道这样的学生
也能功成名就吗？同学们，学习才是正道，人不可能快乐一
辈子，只有先痛苦，才能后快乐，否则就有可能先快乐后痛
苦。

同学们，向香菱学习吧！做现代的花朵和骄子，我们没有理
由会比香菱差。

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轮鸡唱五更戏。

绿蓑江上秋闻笛，红袖楼头夜倚兰。

懂得嫦娥应借问，缘何不使永团圆。



这是香菱所作的第三首诗。在《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算的
上是一个插曲，但是联系香菱在《红楼梦》中的悲惨遭遇，
作者写"香菱学诗"也是颇具匠心的安排。

在《红楼梦》中，香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曹雪芹的
笔下，香菱的一生颇具悲剧性，作者之所以写她学诗，也是
为了抬高她的身份，增加读者对她的好感，并且这样写也使
得当香菱被无情的命运折磨致死时，悲剧性更为强烈。

回归到"香菱学诗"上，其过程大致可分三个步骤。首先是拜
林黛玉为师，在黛玉的指导下细品王维的诗；其次是一边读
杜甫的诗，一边尝试作诗；其三是经历了两次失败，终于成
功。香菱所作的三首诗中，第一首较为幼稚，全诗只是前人
咏月时所用的词藻放在一起，其中没有任何真情实感，但她
的第二首诗便有所进步，渐渐有了作诗的感觉，第三首诗中，
香菱用词典雅含蓄，设意新奇别致，看似句句都非写月，实
际上却是句句与月相关，借月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从其
所作的第三首诗中可以看出香菱自己本人的聪明与优雅素质，
另一方面也使得香菱住在大观园里更为名正言顺，这全都是
曹雪芹的精心安排。

另外，在《香菱学诗》中，香菱所拜的师傅是林黛玉，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林黛玉的性格特点：虽是生性孤僻，喜
散不喜聚，但也热情大度，并且林黛玉指导香菱时不厌其烦，
循循善诱，而且言简意赅，这也是香菱能在短时间内作出如
此成功的诗的一个重要原因。林黛玉的这种表现，同时也是
作者对她性格刻画的另一侧面的反映。

细细品味，曹雪芹借写香菱学诗，为后文香菱的悲剧性结局
作了一定的铺垫，为黛玉的性格刻画作了一个很好的侧面描
写，可谓是"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