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古诗词读后感(模板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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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
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一

《诗经》，那一份典雅，那一份清新，那一份美丽。

淡淡的书香，古朴的气质，随着手中的页数缓缓增加，我仿
佛看到了那午后暖暖的阳光，轻拂的柳叶，还有听到小山坡
上那低低的吟唱。诗经，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万分柔弱，
在我眼里，它有的是那午后的明朗，风儿的轻抚，虽有枪林
弹雨中的烟火，却少了那一份尖锐，虽有小桥流水般的思绪，
却淡去了那一份娇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再
也熟悉不过的诗音，短短几句，却深深地奏出了那一份对少
女的倾慕。河水细流，荇菜参差，道出了在水一方的思绪，
道出了翻来覆去的挂牵。“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
它。”转眼，又是那坚贞的女子在扞卫爱情。谁道红颜娇弱
不已，耳边，是她那誓死的决心。

硝烟漫天，烽火连连，又有谁知叱咤风云的背后，却是深深
的无奈，深深的思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年前，
千年前，又是谁在刀枪铠甲之下，脑海中浮现出妻与子的笑
颜。只愿弃甲归田，与你漫步庭间。

轻轻翻着这一张张的页码，转眼间，眼前，不再仅仅是那浓
浓的亲情，爱情，字词深处，却是那对时事的评价，对人的



赞美，以及那处于统治者压榨下的哀叹——“勿剪勿拜，召
伯所说。”是人民爱屋及乌，对有德政的召伯的遗迹的珍重，
爱惜，是对那些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官吏无尽的赞美。
而‘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魏风伐檀》却又用着那声声的
哀怨唤出了他们的不满，在那腐败的社会，在那只会搜刮民
脂民膏的社会，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却只能是敢
怒不敢言，换来的只是这深深地呢喃，叹息，指责，无奈！

诗经，一本不灭的书，她似动听的歌喉，唱出了一份真情，
一份赞美；她似哀怨的二胡，唱出了一份无奈。她，拥有着
一份典雅，一份清新，一份美丽，是桃花源里那清澈，美丽
的小河，在人们心中缓缓的，流淌！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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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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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为doc格式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三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爱的母亲，为了要给出走的儿子，
亲手缝制了衣服。心里一直在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
回家园。就像小草那稚嫩的幼芽，就能报答了春天的阳光所
给予的温暖与生机。这首诗成了千百年来有口皆碑的母爱颂
歌。

读完这首诗，我才更深深的体会的，母爱的伟大。她很慈祥，
很勤劳，很爱自己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母亲。通过这位母
亲我联想到自己的妈妈。我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妈妈。虽
然我们离的好远，但我总觉得妈妈一直在陪着我。

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非常着急，又加上路上堵车，
妈妈急忙把我从车上抱起，往医院跑。我迷迷的睁开眼睛，
看到妈妈满头大汗，但是她停也没停的一直跑。当医生说，
我病情稳定时，妈妈的脸上才露出会心的笑容，从那时起，



我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妈妈，报答妈妈。

而回想一下，现在21世纪，独生子女的'社会，个个娇生惯养，
对父母经常性的辱骂，甚至大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颗感
恩的心，来回报社会，回报父母。

世界上有一种爱，它无处不在，让你肆意索取，让你坦然接
受：世界上有一个人，她默默无闻，把所有的爱都给予你，
而不求任何回报。这种爱，叫母爱，这个人，叫母亲。

我爱我的妈妈!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四

古诗词，充满诗情画意，最美。这么美的古诗词，读者是如
何解读的?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古诗词读后感，希望
你有所收获。

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静夜思》，诗中李白尽管身在异
地，但他的心却一直思念着、向往着故乡。夜色笼罩下，天
边挂着的那轮月，那洒下的如霜般的月光，将李白带到了思
想的情怀中。

是啊!故乡是多么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能理解在
远方思恋家乡的感觉。想想啊，李白思念着家乡却不能回到
故乡是多么的伤感啊!相信大家身在他乡也一定会像李白一样
思乡的。故乡，这个亲切的词，它像一棵古老的藤，承载着
对时光的眷恋，贮藏着对往事的缠绵。故乡情，像永远斩不
断的根，让人们永远心系着故乡。

曾听人抱怨过故乡的偏僻和落后，但他们是否听过故乡的鸟
儿清晨悦耳的鸣叫;是否看过故乡人最淳朴的笑脸;是否触摸
过故乡那秀丽的山水呢?或不知在春天故乡带着播种的希望;



夏天携着似火的骄阳;秋天留着摇曳的芬芳;冬天领着雪花的
绽放……故乡，那个让游子辗转反侧的地方，氤氲着爱的气
息。

如今，我身在故乡，这片静卧在青通河畔的这座小城，思绪
万千。故乡是我们永远的根，它不曾离我而去，始终在我身
旁奉献着。

夕阳的余晖伴着鸟归巢时的鸣叫，我静静的吟诵着《静夜
思》，心中独留下一句话--故乡，我爱你!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篇一开头描写了春望所见:
山河依旧，可是国都已经沦陷，城池也在战火中残破不堪了，
乱草丛生，林木荒芜。诗人记忆中昔日长安的春天是何等的
繁华，鸟语花香，飞絮弥漫，烟柳明媚，游人迤逦，可是那
种景象今日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
继而一个“深”字又令人满目凄然。诗人写今日景物，实为
抒发人去物非的历史感，将感情寄寓于物，借助景物反托情
感，为全诗创造了一片荒凉凄惨的气氛。“国破”和“城
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象，同时存在并形成强烈的反
差。“城春”当指春天花草树木繁盛茂密，烟景明丽的季节，
可是由于“国破”，国家衰败，国都沦陷而失去了春天的光
彩，留下的只是颓垣残壁，只是“草木深”。“草木深”三
字意味深沉，表示长安城里已不是市容整洁、井然有序，而
是荒芜破败，人烟稀少，草木杂生。这里，诗人睹物伤感，
表现了强烈的黍离之悲。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无情而有泪，鸟无恨而惊
心，花鸟是因人而具有了怨恨之情。春天的花儿原本娇艳明
媚，香气迷人;春天的鸟儿应该欢呼雀跃，唱着委婉悦耳的歌
声，给人以愉悦。“感时”、“恨别”都浓聚着杜甫因时伤
怀，苦闷沉痛的忧愁。这两句的含意可以这样理解:我感于战
败的时局，看到花开而泪落潸然;我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
而心惊胆战。人内心痛苦，遇到乐景，反而引发更多的痛苦，



就如“营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样。杜
甫继承了这种以乐景表现哀情的艺术手法，并赋予更深厚的
情感，获得更为浓郁的艺术效果。诗人痛感国破家亡的苦恨，
越是美好的景象，越会增添内心的伤痛。这联通过景物描写，
借景生情，移情于物。表现了诗人忧伤国事，思念家人的深
沉感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人想到:战火已经连续不断
地进行了一个春天，仍然没有结束。唐玄宗都被迫逃亡蜀地，
唐肃宗刚刚继位，但是官军暂时还没有获得有利形势，至今
还未能收复西京，看来这场战争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想
起自己流落被俘，扣留在敌军营，好久没有妻子儿女的音信，
他们生死未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要能得到封家信多好啊。
“家书抵万金”，含有多少辛酸、多少期盼，反映了诗人在
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战争是一封家信胜过
“万金”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所有受战争追害的人民的共同
心理，反映出广大人民反对战争，期望和平安定的美好愿望，
很自然地使人产生共鸣。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连月，家信不至，国愁
家忧齐上心头，内忧外患纠缠难解。眼前一片惨戚景象，内
心焦虑至极，不觉于极无聊赖之时刻，搔首徘徊，意志踌躇，
青丝变成白发。自离家以来一直在战乱中奔波流浪，而又身
陷于长安数月，头发更为稀疏，用手搔发，顿觉稀少短浅，
简直连发簪也插不住了。诗人由国破家亡、战乱分离写到自
己的衰老。 “白发”是愁出来的，“搔”欲解愁而愁更愁。
头发白了、疏了，从头发的变化，使读者感到诗人内心的痛
苦和愁怨，读者更加体会到诗人伤时忧国、思念家人的真切
形象，这是一个感人至深、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
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且这首诗结构紧凑，
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由登
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



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
开篇描绘国都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
怨恨;再写战事持续很久，以致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
的哀怨和衰老，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
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表现了在典型的时代背景下所生成
的典型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
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也展示出诗人忧国忧
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

《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李后主的绝命词。相传他
于自己生日(七月七日)之夜(“七夕”)，在寓所命故妓作乐，
唱新作《虞美人》词，声闻于外。宋太宗闻之大怒，命人赐
药酒，将他毒死。这首词通过今昔交错对比，表现了一个亡
国之君的无穷的哀怨。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
月不断更替，人生多么美好。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月，什么
时候才能完结呢?回首往昔，身为国君，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
底做得如何呢，怎么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据史书记载，李煜
当国君时，日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枉杀谏臣……透过此
诗句，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从威赫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
后主，此时此刻的心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多少也有悔恨
之意。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苟且偷生的小
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
氏的社稷——自己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诗人身居囚屋，听
着春风，望着明月，触景生情，愁绪万千，夜不能寐。一
个“又”字，表明此情此景已多次出现，这精神上的痛苦真
让人难以忍受，透露出他内心多少凄楚和无奈! 夜深人静,倚
楼远望,只见月光如水。眼前的一切更激起他对南唐故国的深
深怀念。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词人在这里发出的岂止
是深沉的叹息，简直是痛彻肺腑的呼号。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尽管“故国不堪回首”，
可又不能不“回首”。这两句就是具体写“回首”“故国”
的——故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
朱颜已改。这里暗含着李后主对国土更姓，山河变色的感
慨!“只是”二字，极为沉重，传达出物是人非的无限怅
惘。“朱颜”一词在这里固然具体指往日宫中的红粉佳人，
但同时又是过去一切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象征。

以上六句，诗人竭力将美景与悲情，往昔与当今，景物与人
事的对比融为一体，尤其是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事的沧桑的
强烈对比，把蕴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
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悲慨之情如冲出峡谷、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一
发而不可收。词人满腔幽愤，对人生发出彻底的究诘:“问君
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人生啊人生，不就意味
着无穷无尽的悲愁么?“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水喻愁的名句，
显示出愁思如春水的汪洋恣肆，奔放倾泻;又如春水之不舍昼
夜，长流不断，无穷无尽。这九个字，确实把感情在升腾流
动中的深度和力度表达出来了。九字句，五字仄声，四字平
声，平仄交替，最后以两个平声字作结，读来亦如春江波涛
时起时伏，连绵不尽，真是声情并茂。这最后两句也是以问
答出之，加倍突出一个“愁”字，从而又使全词在语气上达
到前后呼应，流走自如的地步。

作为国君，李煜无疑是失败的;作为词人，他却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这首《虞美人》便是一首传诵千古的名作。他突破了
晚唐五代词的传统，将词由花前月下娱乐遣兴的工具，发展
为歌咏人生的抒情文体。

全词以明净、凝练、优美、清新的语言，运用比喻、象征、
对比、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高度地概括和淋漓尽致地表达
了诗人的真情实感。难怪前人赞誉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
“一字一珠”。 前人吊李后主诗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
怜薄命作君王。”的确，作为一个 “好声色，不恤政事”的



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作为一代词人，他给后人
留下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泪文字，千古传诵不衰。这首
《虞美人》就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篇。词作经过精心结
构的，通篇一气盘旋，波涛起伏，又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
结合成谐和协调的艺术整体。在李煜之前，还没有任何词人
能在结构艺术方面达到这样高的成就。所以王国维说:“唐五
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
句，惟李后主降来后之作及水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
数人而已。”(《人间词话删稿》)可见李煜的艺术成就有超
越时代的意义。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感之深，故能发
之深，是感情本身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是王国维说得
好:“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这首《虞美人》充满
悲恨激楚的感情色彩，其感情之深厚、强烈，真如滔滔江水，
大有不顾一切，冲决而出之势。一个处于刀俎之上的亡国之
君，竟敢如此大胆地抒发亡国之恨，是史所罕见的。李煜词
这种纯真深挚感情的全心倾注，大概就是王国维说的出
于“赤子之心”的“天真之词”吧，这个特色在这首《虞美
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以致使李煜为此付出了生命。法国
作家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
章是纯粹的眼泪。”(《五月之夜》)李煜《虞美人》不正是
这样的不朽之作吗!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五

《诗经》观后感――那一份典雅，那一份清新，那一份美丽。

淡淡的书香，古朴的气质，随着手中的页数缓缓增加，我仿
佛看到了那午后暖暖的阳光，轻拂的柳叶，还有听到小山坡
上那低低的吟唱。诗经，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万分柔弱，
在我眼里，它有的是那午后的明朗，风儿的轻抚，虽有枪林
弹雨中的烟火，却少了那一份尖锐，虽有小桥流水般的思绪，
却淡去了那一份娇弱。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再
也熟悉不过的诗音，短短几句，却深深地奏出了那一份对少
女的倾慕。河水细流，荇菜参差，道出了在水一方的思绪，
道出了翻来覆去的挂牵。“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
它。”转眼，又是那坚贞的女子在守卫爱情。谁道红颜娇弱
不已，耳边，是她那誓死的决心。

硝烟漫天，烽火连连，又有谁知叱咤风云的背后，却是深深
的无奈，深深的思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年前，
千年前，又是谁在刀枪铠甲之下，脑海中浮现出妻与子的笑
颜。只愿弃甲归田，与你漫步庭间。

轻轻翻着这一张张的页码，转眼间，眼前，不再仅仅是那浓
浓的亲情，爱情，字词深处，却是那对时事的评价，对人的
赞美，以及那处于统治者压榨下的.哀叹――“勿剪勿拜，召
伯所说。”是人民爱屋及乌，对有德政的召伯的遗迹的珍重，
爱惜，是对那些一心为民，鞠躬尽瘁的官吏无尽的赞美。
而‘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魏风伐檀》却又用着那声声的
哀怨唤出了他们的不满，在那腐败的社会，在那只会搜刮民
脂民膏的社会，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却只能是敢
怒不敢言，换来的只是这深深地呢喃，叹息，指责，无奈！

诗经，一本不灭的书，她似动听的歌喉，唱出了一份真情，
一份赞美；她似哀怨的二胡，唱出了一份无奈。她，拥有着
一份典雅，一份清新，一份美丽，是桃花源里那清澈，美丽
的小河，在人们心中缓缓的，流淌！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六

我喜欢阅读，尤其是表姐给的礼物——《地球之最》，我呀，
是百看不厌。我不光喜欢看，还常常拿来问其它表弟、表姐，
考得他们一愣一愣的，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当然，我可不是为了妈妈说的“虚荣”，这本书的确有很大



的作用。

不信，我来考考你：的宫殿叫什么?

哈哈!不知道吧!下面请让《地球之最》告诉你们吧!的宫
殿——故宫

故宫又称紫禁城，它是明清两代皇帝执政和生活的.地方。紫
禁城建于明代永乐四年，即1406年，完成于1420年。紫禁城
是世界上规模的宫殿，它占地72万平方米，原有9000余座殿
宇，现存8600多间，均为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以金碧辉
煌的彩画做装饰。整个宫殿采用了对称的手法，由南向北将
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为外朝，
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三大殿是紫禁城外朝的主体建筑。
外朝建筑中最为宏伟的是太和殿，它是皇帝举行隆重庆典、
接受百宫朝拜的地方。皇帝、皇后生活起居和处理日常公务
的后廷，建有乾清宫、交泰宫和坤宁宫三座大殿和东西六宫。
前三殿和后三宫均坐落于全城中轴线上。紫禁城由城墙环绕，
墙高7.9米，城墙四角均建有一座结构精巧的角楼。城外有宽
达52米的护城河，它与高大厚实的建筑群，故宫是中国古代
建筑的精品，是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七

《出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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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八

这是一份《中国诗词大会》的观后感。说来也是偶然，中秋
佳节，闲来无事，看到朋友在圈里推荐《中国诗词大会》，
便找出来开始看了，这一看，就是一场盛大的惊喜。没想到，
诗词的魅力我过去发掘的太少太少，更没想到，诗词还能这
么玩!每次听到主持人董卿目光柔和的高声说道：人生自有诗
意，我都会想到一个场景。那是六月初我和安叔两个人坐着
大巴，从拉萨去往林芝地区的鲁朗林海，一路上的天气现象
不断变化，一会儿细雨霏霏，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又是
白雾飘飘，但是整体上都是雨点不断，我忽然就在心里给自
己提了个问题：看这雨，下得多么有诗意啊!我还记得多少写
雨的诗句呢?“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南朝
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年
少时，我会背一些诗歌，在念高中的时候，我还专门“研
究”过一段时间的宋词，只是当时坐在大巴上，我却一时语
塞，想不起来那许多关于雨的美景与多情，忽然，我就意识
到，没有诗意的人生，何其寡然!在节目里，我听到对于“渭
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解读，脑补了很多诗词带
给人的美感，心想从前只知道记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却从来没有关注过这首诗的背景，诗歌的真
实意境，还有诗人当时的.情感，甚至我没有去关注过这首诗
叫做《送元二使关西》。点评教授总是会和我们分享诗词背
后的传闻逸事，以及诗人词人当时当地的遭遇和心境，还有
那么多的家国情怀，我以前总觉得，每首诗或词，都是一幅
画或者一段故事，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不仅如此，每首诗
都是一种情绪，只有理解到了情绪这个层面，诗才能在我们
这些几千年后的读者心里变活，变得有生命力。

特别想提的是，康震老师点评时的诙谐，他很会使用网络流
行词汇，用这些词汇去点评古诗词，只消想一想，那画面都
很神奇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我觉得《中国诗



词大会》的组织和宣传也有很多的亮点，值得我们平常在组
织活动时进行借鉴。

写古诗词读后感篇九

古诗《悯农》读后感：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后我们和王晟远一
起出去散步，在路边的围墙上看到一幅宣传画，画面上一位
农民伯伯正在烈日下锄地，他流了很多汗，那些汗水滴到盘
子里变成了粮食，我们就跟他讲了古诗《悯农》：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告诉他农民伯
伯种粮食很辛苦，要流很多汗才能种出粮食，我们吃的食物
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粮食，听了后
王晟远很感兴趣，他现在已经会被这首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