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诗经读后感(优秀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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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读后感篇一

导语：读完诗经，你有什么感想?下面小编为您推荐诗经读后
感，欢迎阅读!

《诗经》是我国第一步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
秋中期500多年间诗歌305篇。谈到它，我们都不会陌生。首
先想到的会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纯情诗句。它广为流传，并非没有
原因的，因为它讲了一个恒古不变的真理。漂亮好的女孩，
谁不想追求呢?但是这句话，真正解读起来呢，又有什么样的
不同体会呢?雎鸠是离爱情最近的鸟，近到它的“关关”叫声，
在那思慕男子的女子听来，也是在呼唤自己的爱人。古代传
说雎鸠雌雄形影不离。指其一递一声的相和而鸣。雎鸠被说
成是贞鸟，是爱情忠贞的象征。但是!其实据考证，雎鸠不是
斑鸠，而是鱼鹰，《关雎》并非雌雄和鸣，而是以鱼鹰在河
州求鱼象征男子向女子求爱。

这就是解读之后的诗经。可能与你臆想当中的情景不一样，
但是这确实事实。人们总是趋向于完美，把东西都往好了方
面想，也从中得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灵魂营养，我感觉这就
足够了，不用非得在乎讲的事实，你自己认定的事实、对你
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由于诗经中所涉及到的诗歌太多，我也不可能一一解读。我
总结了一下他们的特点，发现诗经中以女性为主角的诗有两



多，弃妇诗多，思妇诗多。弃妇诗又多以悲情见多。我读这
样的诗，总是感觉读不下去，读着读着心里就来气。一个女
人，被男人抛弃了，那个男人固然不对，固然应该受到社会
的唾弃。但是你被抛弃了，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还整
天哭哭啼啼悲悲切切，丝毫没有振作的迹象。看到这里，心
里真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不就是一个男人吗?没了他至于这
样要死要活的吗?如果那个男的回过头来看你那样眼泪一把鼻
涕一把，本来想和好的心，瞬间又会蹦碎的。也许我现在是
以现代的眼光去思考的，环境不一样，心态自然也就不一样。
但是这样一个形象，描写在书里，会对多少中国女性产生影
响呢?不过幸好我发现，现在这种影响越来越小了，现在的女
人们，似乎都看得开，分了就分了白，也不差那么一个。反
而觉得男人越来越变得跟诗经中描述的怨妇似的，动不动就
为情跳楼自杀，甚至前几天看网上一男的为了求女友不要分
手，竟然当众下跪!可耻啊!我真想上去甩他两个耳光，告诉
他像个男人!没想到几千年的怨妇形象竟然出现在了当今的我
们男人身上，悲哀。

相比之下思妇诗就好很多。有人说思念是青色藤蔓上开出白
色的花，纵然纠葛看上去也清晰明艳。像天暗下来独自点亮
的一盏灯火，雨后天空出现的彩虹，忧伤而美。我深有感触。
在诗经中有这样几首是写的很好，比如《卷耳》中“采采卷
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一个女子在思念他
远役的丈夫，思念使她无心劳作，在路边采苍耳，很长时间
也采不满一小筐，到最后，她索性将筐放下，在大路边张望，
惦记着远方的他。我看完之后，心理非常纠结，感到了一丝
温暖，却很快又被悲凉所代替。哎，相爱的人们啊，为什么
不能在一起，非要将他们分开拿思念折磨他们。是啊，想一
个人的时候，真的是无心做别的东西，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
体会。这种思念，带给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两个人见面的
那一刻，幸福感是多么的强烈!说道这里，我不禁又想到了异
地恋，这个深重的话题，哎，还是不要说了，当局者迷啊。
还有一首非常有意境的诗《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我不得不说，诗经其实是一部女人



内心解读秘笈，恋爱的人需要好好研究一下，虽然那几千年
过去，但是女人们那柔软的内心却是没有变化的'。从诗中我
们解读出的委婉含蓄的意思，其实就是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只是限于矜持，所以男生要主动解读。!!怎么说到这里了呢，
好像有点跑题了，但是这是我读诗经切身感受到的，也会是
我的一份财产吧。分享一下，就不收钱了。

《诗经》博大精深，我读懂的，也许只是表面内容，其实他
还有更加深厚的内涵在里面。就像人们说的，有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诗经》也是这样。它带给人
们的不是死的刻板的东西，而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我们
不同的人，从中获取的也不同，但是只要找到了自己内心真
正需要的那一部分，就值了。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
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
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
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
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
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
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
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
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
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
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
《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
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
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
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
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
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
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



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
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
《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
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
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
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
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
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
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
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
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
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
《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
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
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
“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
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
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
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
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
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
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
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
“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
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
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



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
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
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
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
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诗经读后感篇二

伴着关关和鸣的雎鸟，我独自来到河中的小洲。

闲暇之时，偶尔能来到此等惬意之地，又何尝不为享受？我
这么想。但总觉得似乎还少了些什么。突然间，一位高挑秀
雅的女子映入了我的眼帘，只见她身着绿罗衣，竹簪束发，
光洁白皙的脸庞，乌黑深邃的眼眸，实在是少见的美丽姿色
啊，令人心醉。我细思，这难道不就是可以娶以为妻的贤淑
女子吗？我入了迷。少时，不觉天色已晚，还未来得及与这
位女子言谈，她便款款离开。遇见，或许只是一眼，便能走
进我的心中了吧。

晓看云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从那以后，每每我
闭眼就寝，那位女子的面貌就浮现在我眼前。无论是白昼，
亦是黑夜，我都想再次遇见她，追求她，与她相伴余生。但
是，再多的爱意也只能化为思念，默默地想她，便使我彻夜
难眠。

梦回那日相逢，参差不齐的荇菜之间，隐隐约约有女子的身
影，我奏起琴瑟，想要接近她；我敲起钟鼓，只为取悦她。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梦醒时分，我终究还是
得不到我心仪的女子，她也无法感受到我的真心。

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待到陌上花开之时，试
问你可否缓缓归矣？



诗经读后感篇三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的
诗比唐诗，宋词，元曲多了几分轻快活泼，宛如轻快灵动的
少男少女，带着几分自在的心意，随性哼唱，却不经意间，
流传千古。

你可曾记得那河州边飘扬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雎鸠是离爱情最近的鸟。近在它“关
关”的叫声。如果有一只鸟儿叫了一声"关"，另一只鸟儿会
马上应和一声"关"，一呼一应紧密相连且短促响亮。听到
这“关关”的叫声，又见河州旁采荇的意中人，怎会不心动
呢?他的日思夜想，对她的无限眷恋，都化作“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只愿，她不拒绝你，你
亦接近心中期盼已久的幸福。

有种思念是河州旁可见可想的采荇少女，另一种思念是可望
而不可及的蒹葭丛中迷蒙的身影。

那个她，一会儿在水边，一会儿又出现在水之州，朦胧的轻
烟使她若隐若现。秋水凝结的白露在清晨更为清透，映着她
的身影。那遥远的人永远无法触及。我要穿过河流去寻找她，
可是河流险阻，挡住了我的去路。有时仿佛再往前跨一步就
能接近，可向前一步后她又出现在了更远的地方，呼唤仍在
耳畔响起……她仍旧在水边，而我却触不到她。河道依旧绵
长。我用尽一生执着于一场没有结果的寻找，你最终在遥不
可及的远方。没有停止，没有悲哀。仿佛已过千年，一生终
了。

听说这世间除去思念，还有承诺。有一种承诺叫做《击鼓》
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这是那么深沉无望的爱情，一个渺小的士兵，他的爱情，在
宏大的战争中是那么不值一提。他无能为力，只能依依不舍



地离去。即使只是每天吃着粗粮，身边有妻子温暖的陪伴也
好啊，总不如现在，排着队去战场迎接死亡。

在一场场骇人的战争中，多少人无望地死去，而我幸存下来。
可我的心里却只有对你的思念和忧伤。我多希望哪天，我可
以牵着你的手，亲口向你说出这句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现在，请你原谅我，我们之间生死的距离太遥远，你我的别
离太长。

忧郁苍凉的《击鼓》，生死的誓言，是因为曾经有过刻骨铭
心的爱意，初嫁的欢喜。如《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
华”那般。

你艳丽的脸衬着娇艳的桃花，带着欢喜，带着期盼，盼望着
以后的生活。你着上华服，竟是美得让人移不开眼。你哼着
欢喜的歌，如一道光，照亮了这一方天地。你带着满心的欢
喜，踏入一个新的家庭，且是“宜室宜家”。这是所有人对
你的美好期盼与祝福，你亦是如此安然静好。

《桃夭》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诗，不刻意着韵脚，简单又随
意，可又是后世无法超越之美，写尽了先秦时代的人民用最
美好的祝愿对女子的期盼。女子既是如此安然静好，想必对
方也是真心付出吧。

愿我再见你时，你仍是桃花灼灼的极盛容颜，仍有小乔初嫁
时对未来的无限期盼与喜悦。与温润美好的郎君，携手度过
这漫漫人生。

《诗》三百，思无邪。《诗经》里的故事，确是前世无邪的
记忆，极其清澈美好，如同淡茶花香，不芳艳夺人，细细一
品，余味悠长。



诗经读后感篇四

先秦：佚名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本诗写的是一对夫妻因国家发生战事而长久分离，好不容易
团聚却又要分开。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社会动乱，造成民不
聊生的悲苦局面。也体现出一个民族的坚韧本性。

诗的第一节写:一位妇女，顺着汝水的堤岸砍柴。日复一日，
直到把堤岸上能砍的枝条都砍了，仍然没看到自己的“君
子”，也就是自己的丈夫。那么“君子”去哪里了？给人们
留了悬疑。

第二节讲这名妇女砍完汝水岸堤上的乔木和灌木枝条后，又
开始砍这些木本植物新长出的枝条一一“肄”时，终于看到
了自己的君子。此时，女子心中长叹:他没有用死亡或背叛遗
弃我！

这种煎熬对一名长期孤独如“调饥”且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
女人，是何等痛苦！然而刚回来的丈夫却告诉她，自己还要
走:王室一一也就是国家，如同拖着燃烧的尾巴之鲂鱼，自己
就是从军匹夫。

面对动荡的时局，长期的战乱使得女子百般不愿让“君子”
再度离开，却又无法从自己的角度挽留，只能弱弱地说:“就
算国家有威难但是你就在家中离父母总归近点吧。”



诗经读后感篇五

孔子一向是我不怎么喜欢的人，可是他说了一句我特别中意
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多好的三个字，难怪会被安意如用来当书名。

最早知道诗经，大概都是那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再后来，使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而课本上又教了《硕鼠》、《氓》、
《静女》……而让我狠下心来一句句地阅读那些人类童年时
代歌谣的句子，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说，这是最悲哀的
诗。

那时我不懂，还是执著地认定，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

而今终于懂得，“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
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
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分开。--好像我们自
己做得了主似的。”

也懂得了，这句话里，有怎样的无奈与苍凉。

爱玲是对的，她一向透彻得比我早。

跑题了，我想说的，是诗经。

我们在那么远那么远的远古，居然就曾经吟出过这样多美丽
的诗句--每次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感慨到兴奋。

前世的前世的前世，我们原来有过这样纯净美好的记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我记得有个女
子在文章里说，因了这一句，她爱上了诗经。

那种感觉我懂。我爱上圣经，也是因了一句话。

最简单的文字常常最有力量。

因此每每看到署名为“桃夭”、“桃之11”之类的女子，我
都会报以了解的一笑：桃花灼灼之艳，是生为女子的我们心
底都有的渴求。

而每次看到云胡不喜的文章，更是会特别认真地读一遍。

云胡不喜，如环佩叮铃，在我还不理解其中含义的时候就喜
欢上了;更何况，这个京城女子，遇见的是我们齐鲁大地的君
子。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想她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心中的喜悦，
一定也如珠似玉。

另一个只因为声音就喜欢的句子是“式微，式微，胡不
归?”--写到这儿我发现，没什么联想能力的极品五笔，居然
能联想到“式微”。

式微，不去管它的意义，听起来多像一个女子的名字，温婉
的，古典的，特别的，女子。

诗经是可以用来起名字的，随便两个字的组合，就好过街上
的起名专家们。

除了起名，诗经无疑是封好情书，深情而含蓄，简单而直白。

安意如说，她要写封信给那个他，信里只写八个字：风雨如
晦，鸡鸣喈喈。



而他一定会明白。

我要恭喜这个侍弄文字的女子，这世界上能懂这八个字的男
人，万中无一了。

当我写“挑兮达兮，在城阙兮”的时候，我已经伤感而遗憾
地知道，并没有人能懂得我的意思--如果能知道下一句，其
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人愿意费心去弄明白，那些遥远的诗句中，有怎样
隐忍而夺目的美。

诗经读后感篇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河边的芦苇青苍苍，
洁白的露水凝成霜。所说的这个意中人，就在河水的那一边。
逆着水追赶她，道路艰险又长；顺着水追随她，她像在水中
央……这声音，不就是那深遂悠远的歌声吗？那源自《诗经》
中优美动听的旋律。

《诗经》源于民间，源于那些朴实的劳动者，倾听他们的劳
动，倾听他们的爱情，那些纯洁美丽的故事在《诗经》中浅
浅地唱着。“采采苤苡，薄言掇之。采采苤苡，薄言捋
之。”那些劳动妇女们，在采摘苤苡时的喜悦与笑声汇成了
一首歌，聆听它时，我感受到她们在劳动中得到的无限快乐。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得关，载笑载言。”那是天真
的女子，对“氓”的痴迷。“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
兮，不可说也。”女子沉迷于男子不可脱身。聆听这道
《氓》，感受到的是女子被氓被叛的深深无奈之情，而坚强
的女子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吟唱这支悲泣之歌。聆
听之中她的凄婉坚贞感动着我。



而这仅仅只是《诗经》中的一小部分，诗经更以
其“雅”、“颂”另外两部分向后人讲诉了贵族祭祀、祈祷
丰年、歌颂祖德，更有帝王贵族之颂歌。倾听《诗经》，令
我感受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最朴实、纯洁的情感；倾听《诗
经》，我从中学会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报恩之心。
它是中国唯一一部脱去了脂粉与欲俗气的情感文学圣典。作
为民族青春时代的自由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它昭示后人主
体精神自由的美好与它存在的意义。

在学习诗歌中，我学习《诗经》，在学习《诗经》中我聆听
到那悠远的声音。那源于人类原始的音乐，那犹如蓝天般澄
净的诗歌，那摆脱了世俗尘杂的洁净的世界。它是文字的圣
典，是文学的.瑰宝！

悠悠《诗经》，荡涤着我的身心，聆听于其中，仿若身处世
外桃源来到一个音乐的殿堂

诗经读后感篇七

我的感受大致与王崧舟对钱师课的评价相同：教师不动声色，
学生渐入佳境。

那天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大屏幕里的他理着平头，架着眼
镜，有着男子将近中年时的微胖身躯。我的座位是张没有靠
背的塑料凳，钱老师又是当天第三位出场开课的老师，那时
的我早就已经腰酸背疼腿麻，而我期待久矣的林莘师的课又
偏在第五节，因此，我只是一味地希望钱师的这堂课能够尽
快结束。

主持人的介绍引出了钱老师的正式登场，他走上讲台，继而
嘴角轻扬，从容地向台下鞠了半躬，便转向学生，开始了他的
《诗经。采薇》。

“同学们，我们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他对着手中的话筒轻



轻地说了这样一句尽人皆知的评语，但是我分明听出了潜藏
话语其中的某种摄人心魄的力量，恰如深山里的一声钟鸣回
荡于空寂的山谷。为何会如此？原因说不清，道不明，总之，
我听课的精神头儿确是被这一声“钟鸣”给调动起来了。

由“诗歌的国度”自然过渡到《诗经》。紧接着，钱师让学
生讲讲自己所听到的带“经”字的书名，学生说了好
些“经”，《三字经》、《皇帝内经》、《茶经》等等，教
师对这些个“经”总结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某方面的经
典。那么《诗经》自然也就是诗歌中的经典了。通过师生间
的几句简单互动，便轻而易举地使学生明确了《诗经》在中
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上课也讲兵法，钱师如上的处理，力求简约，为避含混。这
就有了“声东击西”之效，言于此志于彼，举重若轻，潇洒
如意。又似“围魏救赵”，绕开表面，直捣黄龙，一招制胜。
给小学生讲《诗经》，首先应该避免的就是将课上得“形而
上”，如果一个教师在课前介绍了一长套关于该书的背景：
说了五百多年终成此书，说了作者身份的多而繁杂，又扯了
些诗歌来源地的广大不一。。这就无疑成了笨伯，学生满肚
疑窦，教师又落了个“一言堂”的嫌疑，卖力不讨好。因此，
教学是需要讲究巧劲儿的，以逸待劳，四两拨千斤。

书写罢课题，钱师让学生朗读，不求节奏的统一，但求自由、
大声。

学生自由朗读后，便开始了点名读，一生读罢，诗味索然，
教师相机点拨，读出诗味，此时的诗味无非音调的顿挫，节
奏的急缓，教师不做深究细挖，只是让学生默读完注释，明
确了“思”也是语气助词之后，教师范读，加深音韵上
的“诗味”体验。这是朗读诗歌的初级阶段，就此已毕。

初读过后，便开始了研读。钱师出示了和诗境相关的杨柳意
象图，学生谈各自的感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之后，钱师引



导学生将注意力聚焦在了“杨柳依依”之上，这四个字并不
是钱师最终想抓住的关键词，他又让学生将注意力二度聚
焦——范围缩小在了“依依”二字上，对，就是这个词了！
钱师紧抓住该词不放，唯恐其溜走一般。他对此大做文章：
让学生把“依依”提到前面来，感受变句和原句的差别；又
让学生把“依依”换成其他的词语试一试。而挠到痒处的关
键一笔是：钱师让学生想想还有没有哪些词带有“依依“二
字？“依依不舍”，“依依惜别”，学生不假思索，脱口而
出。此时，学生便开始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当然仅是开始
而已。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关键词一旦被拎了出来，
“挈领而顿，百毛皆顺”。然而关键词要找得准而又准，则
需要教师本人对文本的深入研读。把长的课文读成短的句子，
把短的句子再读成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一字值千金，这是
文本提供给教师的最有利的资源，千万上心。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轻轻触了一下作者敏感而悲凉的内心，
教师不失时机，抓住学生目前的情感反应，马上让学生带着
感受读一遍诗歌的前两句，学生此时的朗读在原有的音韵和
节奏的讲求的基础上，明显又披上了一层薄薄的情感轻纱，
然而只是薄薄的。

进行“杨柳依依”的教学，老师半扶半放，而对“雨雪霏
霏”的处理，则“教是为了不教”，教师完全放开手来，让
学生自行理解体会，感受“霏霏”之妙，体会词含之情，学
生说的头头是道，教师的预设是成功的。

课堂教学讲究节奏的变化，课似看山不喜平。一篇课文里，
若含有两处或者几处相同的段落，教师的教学方法切忌单一。

这首诗的字面意思学生已经大致理解，诗歌所要传达的情绪，
学生多少也体会到了一些，钱师开始了他的文本拓展。他出
示了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即：“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



伤悲，莫知我哀！”，不需教师多费唇舌，学生便可从中体
会到作者怆然的心境和独有的忧愁。这可谓钱师的第二
个“战略步骤”，极其巧妙省力，教师不费周折，学生一目
了然，用最简洁的方式，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文本拓展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教学手段，它方便学生体会作品
的言外之意，加深对原有文本的理解。然而经验不足的教师
往往在原有文本中挖心搜胆地寻觅教学资源，这无异于闭门
造车，牖中窥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教学的“活水”，源于文本以外的世界，不是“埋首故纸
堆”，不是“三年不窥园”，而是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
问题，将一篇文章放在一个广大的背景里去研读，教学资源
自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文本拓展也好，其他的教学手
段也罢，都是服务于既定的教学目标的，绝对不能有丝毫的
偏离甚至南辕北辙。

进行了以上的工作，教师再让学生写写士兵的心里话，学生
写得很精彩，课堂气氛也因此为之一震，看来教师的文本拓
展是很成功的，这里便得到了验证。学生写话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动笔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生走入文本的深处，用
自己的笔去想象补白，去探幽显微，去潜心默会。

插图展示，抓关键词，文本拓展，补白想象之后，教师又让
学生读了一遍诗歌，这次通过学生之口表达出的“诗味”，
当然较之前面更加浓厚。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脑子里不再
只有苍白机械的朗读技巧，而是多了许许多多的诗歌意象和
情感体验：孤单的身影，瘦弱的白马，随风而舞的杨柳依依，
弥漫天地的雪花霏霏；他们感受到了景语背后的情语——世
事变幻的人事寂寥。在他们的脑海里，沧桑忧闷的士兵形象
正逐渐清晰可见。学生此时的朗读不光光有在音韵顿挫上的
讲求，更多的是发乎于中的情感表达，这就使得诵读变得丰
满，变得有血有肉，变得触动人心。

很圆满，很成功，教师不动声色，学生已至佳境，台下诸师



爆以热烈的掌声。然而，课却还没有结束。钱师开始介绍为
后人所激赏、传承的杨柳意象。

柳者留也，故有惜别之意。钱师列举了一系列历代诗人带有
杨柳意象的千古佳句，句句摧撼人心。配合上柔美而略带感
伤的背景音乐，钱师用他那低沉而浑厚的声音每吟安一句，
我的心便会深深动慨一回。这不仅是因为诗歌意境的撩人愁
思，更是出于被教师完美的教学流程引领于此的正常反
应——我的眼角潮湿了。

这又是一次文本拓展，这次拓展是为了学生的情感升华，它
使得学生在教师回味悠长的吟咏中和古人悠然相会，它使得
学生对古人的缕缕轻愁欲拒还迎。我想，这就是文本拓展的
最高境界。

将近尾声，教师没有长篇大套、情真意切的总结，而是再次
抓着“柳枝”不放，他放起了李叔同的《长亭送别》，“长
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含蓄蕴藉，浑然天成。。舒缓的童声吟唱成就了完美的谢
幕。一堂课的收尾很关键，这和写文的卒章显志一样，必须
一语中的，必须掷地有声，必须余音绕梁，必须使人难舍难
分。。好的结尾有着太多苛刻的标准。结尾不好，虎头蛇尾，
形同鸡肋，更有甚者，犹如鼠屎，坏了整堂课；好的结尾则
不然，它能使整堂课圆满融合，它能使整堂课熠熠生辉，它
是又一次情绪的高潮，它是匠心的独到展现。万里一泻，末
势尤壮，即此理也。

一堂课如一首诗：跌宕有致，自然流畅。短暂的四十分钟使
人如同置身与世隔绝的太古之境，引逗听者关于诗境的无穷
联想。这不光光源于教师对文本的独到解读，更重要的是教
师本人高深的文化内涵，以及表里澄澈的品德修养。这是一
堂诗意黯然的语文课，这又是一堂简约精到的文史课。听完
他的课，多少给了我些方向感，反省过往，展望未来，顿
觉“今是而昨非”，这是诗意的课堂才可给人以启人神志的



冲击力。

诗经读后感篇八

第一次读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就被他短小精致的诗
句所吸引.不禁被它那清新、高雅、和谐、神秘的气质所吸引,
爱不释手.

一首首清新而高雅的诗,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仿佛被
带到了遥远的国度,历史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恍恍惚惚,
若隐若现,神秘而悠远……我仿佛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隐
隐约约,断断续续,仿佛要告诉我什么……也许是历史,也许是
故事,也许是未来,也许是别的什么.

阅读《诗经》,我看不到古时人们的闭塞,愚昧与保守,我看到
的尽是爱,智慧,自然,希望与阳光.一切美好的词汇,美好的事
物,美好的情感……充溢着每一首诗.那么和谐,那么执著,那
么崇高,那么圣洁,每一首诗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每一首诗都是
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首诗都拥有一个美丽而高尚的灵魂.

睿智、沉静,是诗人的性格,含蓄,朴素而又精致,是诗的语言,
诗人用诗的形式,抒写的却是他们并不平静的心灵.对爱的自
主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正义的崇奉……每一种感情都是如
此的强烈,如此的真切;每一颗心都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虔诚.

爱,自由,正义,是《诗经》永恒的主题,这也是生命永恒的主
题.闭上眼睛,用心静静地聆听,你可以听得到——那来自远古
的心灵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