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歌雪后读后感(实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
望对大家有帮助!

诗歌雪后读后感篇一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首唐诗是我在一年级时学的
《咏鹅》。现在我想起这首诗，仍然读得津津有味。我喜欢
读唐诗，吟诵起唐诗，就像唱歌一样高兴。因为在唐诗里，
我能懂得很多道理，学到很多在课本上找不到的知识。它是
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觉得读唐诗是一种乐趣，它成了
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唐诗70首》。
我把这本不值钱的书看作宝贝似的，都过了两年多了，还放
在我家的书柜里。现在打开它，我读起里面的诗还是那么的
着迷。这本厚厚的《唐诗70首》里，我最喜欢、记得最熟的
一首就是《静夜思》，它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大作。记得
我们最近学的一首歌，歌的歌名是《读唐诗》。这首歌的开
头就是朗诵了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诉说的是远在它乡的游子李白
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这首诗虽然只是说了李白想念自己的
家乡，自己的亲人，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他
很想自己的母亲，很想回到遥远的家乡与年老的母亲一起度
过这寂静而冷清的中秋之夜。

学古诗的好处有很多。读唐诗，丰富我的课外生活，让我知
道不少名人故事，也能从中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如：“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让我感受到陆游这颗深深的爱国之心，“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做一个爱惜粮食的人。“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感受到母亲博大的爱，有做一
个孝敬父母的人……我读了唐诗以后，觉得自己变得有教养
了，不像以前那样孩子气，不懂道理。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
一样，成了一个小大人。

《读唐诗》这首歌里还唱道：“唐诗唐诗传家宝，一代一代
传到我，文明哟古国……”既然唐诗是宝，中国是文明的古
国，大家还不快行动起来去读这个宝，去寻我们文明古国的
宝！

诗歌雪后读后感篇二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一首著名的边塞诗，表现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
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

诗人从描写景物景入手，首句勾勒出一幅冷月照边关的苍凉
景象。“秦时明月汉时关”不能理解为秦时的明月汉代的关。
这里是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使用，在修辞上叫“互文见
义”，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诗人暗示，这里
的战事自秦汉以来一直未间歇过，突出了时间的久远。次
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万里”指边塞和内地相距万里，
虽属虚指，却突出了空间辽阔。“人未还”使人联想到战争
给人带来的灾难，表达了诗人悲愤的情感。

怎样才能解脱人民的困苦呢？诗人寄希望于有才能的将



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倘若来自龙城
天水的飞将军李广而今健在，绝不许让胡人的骑兵跨越过阴
山。“龙城”指天水，而“飞将”则指威名赫赫的飞将军李
广。“龙城飞将”并不单指李广一人，更是借代众多汉朝抗
匈名将。“不教”，不允许，“教”字读平声；“胡马”，
这里指代外族入侵的骑兵。“度阴山”，跨过阴山。阴山是
北方东西走向的大山脉，是汉代北方边防的天然屏障。后两
句写得含蓄、巧妙，让人们在对往事的对比中，得出必要的
结论。

这首诗着重表现的是对敌人的蔑视；是对国家的忠诚，是一
种勇往超前、无所畏惧的气概。前两句写皎洁的明月和雄伟
的`城关，既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上无数次侵略战争的回忆，又
是今天将士们驰骋万里、浴血奋战的历史见证。后两句用汉
代的名将李广比喻唐代出征守边的英勇将士，歌颂他们决心
奋勇杀敌、不惜为国捐躯的战斗精神。这首诗由古到今，有
深沉的历史感，场面辽阔，有宏大的空间感。字里行间，充
满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这首诗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悲壮而不凄凉，慷慨而
不浅露。

诗歌雪后读后感篇三

自从我校开展经典诵读以来，我读了很多古诗文，如《石灰
吟》、《山行》等，而我最喜欢《游子吟》。我被这首诗深
深地感动了。

这首诗讲的是：慈祥的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用针线吃力地为
即将远行的儿子缝补衣服，母亲担心儿子在外耽搁久了，衣
服容易破，所以母亲把针脚缝得非常紧密。作者发出了感叹：
谁说小草的心能报答得了春天的温暖呢?(也就是 ：谁说儿女
的心能报答得了母亲对子女的养育恩情呢?)



每当我读完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妈妈。她每天天
没亮就去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做家务，辅导我学习，非常
辛苦。她为了我愿意付出一切。

记得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我望着窗外心想：
妈妈平时都比较忙，肯定不会来接我，正在我想着怎么回家
的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是妈妈来接我
了，路上，妈妈只顾给撑伞，自己被淋湿了。后来感冒了。
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想对妈妈说：

妈妈，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挣钱养活您，但我会努力学习，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您，将来我要尽最大的努力照顾、报答您。

诗歌雪后读后感篇四

自从我校开展经典诵读以来，我读了很多古诗文，如《石灰
吟》、《山行》等，而我最喜欢《游子吟》。我被这首诗深
深地感动了。

这首诗讲的是：慈祥的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用针线吃力地为
即将远行的儿子缝补衣服，母亲担心儿子在外耽搁久了，衣
服容易破，所以母亲把针脚缝得非常紧密。作者发出了感叹：
谁说小草的心能报答得了春天的温暖呢?(也就是：谁说儿女
的心能报答得了母亲对子女的养育恩情呢?)

每当我读完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的妈妈。她每天天
没亮就去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做家务，辅导我学习，非常
辛苦。她为了我愿意付出一切。

记得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我望着窗外心想：
妈妈平时都比较忙，肯定不会来接我，正在我想着怎么回家
的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眼前——是妈妈来接我
了，路上，妈妈只顾给撑伞，自己被淋湿了。后来感冒了。
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想对妈妈说：



妈妈，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挣钱养活您，但我会努力学习，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您，将来我要尽最大的'努力照顾、报答您。

诗歌雪后读后感篇五

今天的春节期间，央视的一档节目火遍了大江南北，这档节
目就是“中国诗词大会”，一时间神州大地似乎都被诗意所
沁透，重温最美古诗词读后感。是啊，诗意原本就写在中国
人的基因中，一切的风花雪月都能够唤醒我们血脉中千年积
淀的离骚。而学者于丹在她的《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中，
将这种藏在华夏民族身上深深的诗情叫做“蛰伏着的诗意”。

借着“春城无处不飞花”的丝丝暖风，随着“随风潜入夜”
的滴滴雨声，我打开了这本于丹著的《重温最美古诗词》，
作者于丹以她的人生感悟和角度，将她认为最美的古诗词按
照原诗内容分成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冠以四字题目来对这
些古诗词进行分类。“春风飞扬”到“秋思浩荡”、“明月
千古”到“斜阳晚钟”、“田园林泉”到“登临况
味”、“剑啸长虹”到“诗酒流连”，从四季到日月，从田
园到山林，从豪放到婉约，作者以自己的诗意在书卷中刀刻
出了所谓的“诗者，天地之心”。

不论你是初学者才刚刚开始窥探诗词海洋的浩瀚，还是学有
所成的诗词达人已经满腹经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能让
你在不同的切入点感受到那些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佼佼者们所
有的悲天悯人的意识、对大自然无限的深情和他们看待人生
的艺术眼光，从而唤醒我们心中的诗意。

作者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更用她优美精炼的语言，串联起了
那一首首诗词，将它们近距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更贴近了
现代社会的理解，就作者说在这个不用仗剑的时代里，倘若
剑气不泯，也许会化成风骨，流露在一个人的眉宇之间，昂
扬、潇洒。而当激情被唤起，当我们的心意不吐不快时，便
是诗意的苏醒。



“年华有限，但诗意无穷。在有限生命中，享受天地之间回
荡着的这些诗意，那么我们也就成全了自己最美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