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采薇古诗读后感 采薇故事新编读后感
(精选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采薇古诗读后感篇一

我一直认为，鲁迅小说中有一篇的价值被严重低估，那就是
《故事新编》里的《采薇》。

这种低估与我们几千年来对伯夷叔齐，以及武王伐纣一贯的
意识形态化解读有关。但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破除了这种意
识形态的神话，书写了在一个媚俗的社会里个人有所坚持的
痛苦和困境。

鲁迅对武王伐纣的态度是解读这篇小说的钥匙。九一八之后
日本为其侵略行为辩护，说“周和汉都有侵略者的特征，但
中国人都接受了。”鲁迅就反驳说，汉不是侵略者，周似乎
民族也不同了，可以算。但武王伐纣之前就有伯夷叔齐扣马
而谏，非拖开不可;伐纣过程中杀人很多，到了血流漂杵的程
度;周平定天下后把殷顽民迁到洛邑。好一个“吊民伐罪”，
顽民两个字就把一切谎言揭穿了。(以前读过这段，按照大意
录下。目前手头未找到原文。)这也表明在鲁迅看来，武王伐
纣不过是一场被宣传美化了的侵略战争而已。小说里那些私
下里的议论，因为看到商朝的乐器精美才故意散布纣王残暴
的流言为动兵做准备，证明这个小说里对武王伐纣的态度与
那篇反驳日本的杂文相似。

还有一种说法，说《采薇》是借伯夷叔齐的故事讽刺消极反



抗的无力。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鲁迅固然对武王伐纣不以
为然，但也没有对被灭亡了的商朝给以任何的同情。伯夷叔
齐扣马而谏的内容：“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
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 吗?……” 不
过是对一些众所周知的道理的坚持，而并没有在“你死我活
的斗争中坚定站队”。在武王得天下之后，伯夷叔齐想的也
不是反抗，而仅仅想在不合时宜的时代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和
观点，有尊严的生活下去。所以，伯夷叔齐这里不是鲁迅批
判的对象，其中的调侃，更含有鲁迅自嘲的意味。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伯夷叔齐与常人无异，为了西伯养老
的馅饼变小而心里不是滋味。然而，当他们发现武王是一个
与他们的理想相悖的主子时，离开却没有任何犹豫。鲁迅对
两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做了些刻画，伯夷不通世故，而叔齐却
懂得一些如何在媚俗者组成的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但在原
则问题上，兄弟二人都是毫不含糊的。

然而，媚俗者组成的社会是无处不在的，伯夷叔齐也是无处
可逃的。那位首阳村的绅士小丙君就是趋炎附势的典型，本
来是依靠与妲己的亲戚关系在商朝做官的人看形势变了转而
投诚，继续舒舒服服的做他的地方绅士。而伯夷叔齐，只能
被当作怪物，连吃一点野菜都被小丙君家里的婢女奚落。当
整个社会都认为伯夷叔齐连野菜都不能吃时，他们只有饿死
的分了。

然而，当他们认为唯一保持尊严的方式是饿死的时候，饿死
本身的尊严也成为笑谈而不被尊重。不但小丙君拒绝为他们
写碑文，而且也流传了一些上天派鹿来喂他们，而他们起了
贪欲想吃鹿肉而让鹿不再来才饿死的留言。这样，他们竭力
维护的尊严终于也被媚俗社会盘剥得一无所有了。

鲁迅在《影的告别》里有一段话，可以作为《采薇》中伯夷
叔齐处境的写照：



“有我所不乐意的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
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
不愿去。

......

呜呼呜呼，我不愿去，我不如仿徨于无地。”

鲁迅对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痛苦和困境深有感触。但鲁迅
主张“韧的战斗”，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坚持，可以相对卑微
地活着。很多对鲁迅诟病的人，说他不满北洋政府却一直在
领着教育部的津贴，在鲁迅看来，就是像阿金姐这样说“野
菜也是周朝的，不吃的话干脆都别吃”的人。鲁迅在《采薇》
中也看透了，在这些人面前坚持自己完整的尊严是徒劳的。
可以委曲求全，但最重要的是绝不与媚俗社会合流，要活着，
而且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采薇古诗读后感篇二

让我们撑起从几千年的清湄岸边采撷来的竹蒿，逆流而上，
划向那历史深处的诗之国，经过了几千年，那些诗句，它们
依然旺盛，奔放在昨天、今天以及未来的历史长河之中，那
里是诗永恒的故里。

时光拉回到几千年前那个战乱频发的年代，正是在那漫长的
战争的行途中，产生了《采薇》。

《采薇》，是在那战火纷飞、刀光剑影的年代里，在战士那
漫长的归家的等待中产生的一株花。那些薇草，铺满了战争
那漫无边际的悠长古道，铺满了响着号角的战场。《采薇》
充满了一个战士的柔情，一个男儿柔软脆弱而又疲乏无助的
等待。



薇菜，一年复一年的生长，从冒出幼嫩的枝芽，到它渐渐地
老去，一年复一年，薇菜嫩了又老，老了又嫩，就这样年复
一年的生长枯萎，战士也年复一年的在沙场上度过。战士们
天天严阵以待，只因猃狁太猖狂。“四牡翼翼，象弭鱼服。
岂不日戒，猃狁孔棘。”马训练的已经十分娴熟，还有象骨
装饰的弓和鲨鱼皮箭囊，怎能不每天戒备呢？猃狁之难很紧
急。

战争是如此猛烈，人是如此脆弱，面对战争，人类就是弱者，
只能甘拜下风，俯首称臣。

战争结束吧！战士需要安定的家园，人类需要安定的家园！
终于，从遥遥的古战道走上了回家的归途，而等待就在这一
刻变得苦涩，那株薇草也已经在漫长的焦灼之中枯萎。漫天
的大雪夹杂着雨水，泥泞铺满了归家的路，这是多么艰难的
归程啊！想当初离家的时候，杨柳随风摇摆，而如今却是漫
天大雪。“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时光，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早已泯灭在沙场上，再也回不来
了，满心的伤痛有谁能体会。

采薇古诗读后感篇三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从《采薇》的内容看，
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
归的情怀。下面是本站小编向各位推荐的采薇读后感精选，
希望对各位能有所帮助!

之前并没有读过《采薇》这类的改编神话或历史小故事的文
章，我不喜欢这种文章，好像把原着改了，也没有更多的令
人惊喜之处，反而有点无趣。这次无可奈何，我就去认真的
看了，原来鲁迅还真不是随便写写的，证实了那一句“存在
即合理的”的哲言!

在原着中，史上叔齐和伯夷是商代小国孤竹国的公子，他们



在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决定不吃周朝的粮食，于是饿死在首阳
山上。在原着中，作者褒赞着叔齐和伯夷的铮铮骨气和“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气。而在鲁迅的
小说中，采薇中的主人公叔齐和伯夷很明显是以他们为原型，
不过鲁迅把他们用在小说中不是取他们的骨气，而是用他们
的不知变通来讽刺世人。

伯夷和叔齐是商末辽阳孤竹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这从他们
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们的排行。孤竹君死后本来是叔齐当国君，
但叔齐是个讲孝悌的，觉得不应该夺了大哥伯夷的王位，所
以离开了;而伯夷呢，是讲仁的，认为竟然父王要三弟继位一
定要遵守，而如今三弟要让位，他不愿接受也觉得无法解决
所以逃离了。最后两兄弟竟然在流浪途中相遇了，索性结伴
而行，后来被周文王收留了养老。但后来周文王的儿子周武
王要伐纣，伯夷和叔齐觉得不孝不仁，所以据食周粟，避走
首阳山。在这之前，他们两个还专门跑到周武王面前骂他不
孝不仁。

伯夷叔齐两兄弟流落首阳山，无以为食，就薇而食。伯夷叔
齐因采薇达到拒食周粟突显其仁孝的目的，最后又因采薇而
死。因为四海之滨莫非王土，即使野菜也是周武王的，无论
他们逃到哪里，都要食周粟。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才明白
他们一直在逃避和自欺欺人，多么可笑和愚蠢，唯有一死才
能真正地拒食周粟，所以他们饿死了。即使饿死了，还是被
人们嘲笑。因为拿掉那最后稻草的人，就是一个乡绅的丫头
阿金姐，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就编造了一个谎言，说伯夷
和叔齐因为鹿肉而死的，给他们的死安了一个恶名。

虽然我对叔齐和伯夷最后的死有点怜惜，事实上，他们并没
有做错社么，只是在坚持自己的心而已，最后可以说是为坚
持而丢了性命，可却无辜的被世人抹黑，但是在我们这个时
代来说，他们是真的很不会变通，墨守成规，只能用这么一
句话来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另一方面，处于鲁迅那个时代，在采薇中，叔齐和伯夷是必
须死的，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固执和盲目守旧而付出代价。这
也是鲁迅像通过文章传递给那个混乱时代的麻木迷茫的人们
的忠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那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很多民众因
不识字，不知时势，不问国事，坚守旧时规矩，不能接受新
思想。当然也有很多被八股毒害多年的读书人对新思想抱以
怀疑否定的心态。人们就惯于受老规矩的拘囿，从而形成一
种思维定势，什么都按老规矩办事，而不知根据事物和时代
的发展变化而加以变通。按现代的话说就是不能与时俱进，
这对于一个新的中国的建立是不利的。采薇在警醒世人，开
阔思想这方面有着很大作用。其一，运用白话文，故事短浅，
容易让更多的百姓接受，潜移默化的接受新文化的熏陶。其
二，史上的伯夷和叔齐的故事，读书人很熟悉，鲁迅从另一
个角度评价他们，对比之下，给世人一个思想冲击。因此，
我觉得《采薇》还是挺有现实主义的风格。

我的目光短浅，就只能看到这了，可是我相信鲁迅先生的目
的远远不止这样。但是，仅仅从我看得这些来看，《采薇》
并不是一本无趣或者是我用的文章，只有深入写作的背景才
能了解其中的蕴意深远。突然间，我想起，从前我认为无用
的书，是不是我没理解到它的真正含义，只是浅获表意，却
沾沾自喜。真是很是惭愧!

《采薇》一诗写西周时期一位饱尝服役思家之苦的戍边战士
在归途中所思所想，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
他爱国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全诗共分六章，前三章以倒叙的方式，回忆了征战的苦况。
这位戍边战士长期远离家室，戎马倥偬。军旅生活是那么艰
苦，驻守地转移不定，王室公事无休无止，战士们无暇休息，
有时还得采薇充饥。对此，难免怨嗟，产生渴望返回故乡之
情，但为了抵御狁的侵扰，为了实现边境早日安定，战士们



坚持下来，恰当地处理了个人忧伤痛苦与保卫疆土的矛盾。

四、五两章笔锋陡转，描写边防将士出征威仪，全篇气势为
之一振。先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流露出出征将士们雄纠纠气
昂昂的自豪感。接下来对战车以及弓箭的描写，显示出将士
们装备的精良和高度警惕的精神状态，使主人公的爱国思想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末章忆昔伤今。“昔我”两句以乐景写哀，“今我”两句以
哀景写乐。然而在九死一生归来之际，庆幸之余，难免痛定
思痛;加之归途艰难，又饥又渴，怎不悲从中来呢!

此诗选自《小雅》，却与《国风》同样运用了重叠的句式与
比兴的手法。如前三章的重章叠句中，以薇的生长过程衬托
离家日久企盼早归之情，异常生动妥贴。第四章以常棣盛开
象征军容之壮、军威之严，新警奇特。末章“昔我”四句，
分别抒写当年出征和此日生还这两种特定时刻的景物和情怀，
言浅意深，情景交融，历来被认为是《诗经》中最有名的诗
句。

《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这首诗就是一个戍边的士兵
久历艰苦，在还家的路上又饱受饥寒，痛定思痛后悲伤心情
的真实写照。这首诗描写了周人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对战争的厌倦。北方游牧民族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
出征。出征前“杨柳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三年后，
生还归来之时“雨雪霏霏”，战后萧索破败之景顿时跃然纸
上，悲凄之感犹然而生。

从戍边者思乡的悲歌中，感悟个体生命的无能与叹息。在保
家卫国的精神中，感受个体精神境界对于自然生命的超越。
归途中感受个体生命对苦难的体认，《采薇》通过情绪诗意
般的流露和宣泄，提出了一个冷峻的理性思考。生命的解读。
在浩瀚博大永恒的宇宙中，人渺小的不及一粒微尘，人来这
个世界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是



自己的选择。同样在生存期间，虽然有生存的意识，所谓生
存的权利，但你同样没有生存方式的选择。人类不过是装在
宇宙这个化学试验瓶中的最微小的一個不等于零的分子，瓶
中任何元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的变化。不管是天灾，还
是人祸，都会使生命的个体陷入困境。《采薇》中的主人公
一场战争将他无辜的卷入。他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回家，
却难以实现。战争给予他的生存体验是既痛苦而又兴奋的。
在这里作者没有写战争中流淌的鲜血，残缺的人体，扭曲的
面孔，燃烧的战火，堆积的死体。是因为人在社会主流意识
的洗礼中短时间会被蒙蔽，而只是展现了他来自群体意识的
兴奋“维常之花，·君子之车·，四牡业业，象弭鱼服，”
让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荣光和威风。同时也给他带来无限的
思家的苦痛。战争结束了，经过了生命的苦苦挣扎，他还是
他，“载饥载饿”。试问战争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
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而已。而这种经历与体验原本就不是他
的选择，即使他想选择也选择不了。任何生物只能是自然的
选择，而选择不了自然。

这首诗的主题是严肃的。猃狁的凶悍，周家军士严阵以待，
作者以戍役军士的身份描述了以天子之命将帅、遣戍役，守
卫边疆，军旅的严肃威武，生活的紧张艰辛。作者的爱国情
怀是通过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
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
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
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
薇之刚，棠棣花开，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
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
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
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
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
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这首诗的可贵之处
在于，它作为边塞体裁的鼻祖，内容却没有仅仅停留在爱国



这一片面情怀的抒发，而是真实热烈地表达了戌边从戎的艰
苦与忧愁。

《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
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
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
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
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
之祖。

采薇古诗读后感篇四

《小雅·采薇》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集《诗经》中的一篇。
那么高中诗经采薇读后感有哪些？大家不妨来看看小编推送
的高中诗经采薇读后感，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

近几日，我都在品读《诗经》。其中的名篇《小雅·采薇》，
对我内心触动最深……

“采薇”就是采摘一种可以吃的植物。这种植物俗称“野豌
豆”，花紫红色，也是优良的饲料，并可入药。古代生产力
落后，人们种不出充足的粮食来，那这种薇菜就常被人们采
来充饥。

《小雅·采薇》是一位多年征战在外的老兵，回忆起军旅生
涯的痛苦经历，而吟咏成的一首诗歌。全诗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三章；第二部分为四、五章；最后一章为第三
部分。前三部分都以“采薇采薇”开头，描写了薇菜随着季
节的转换而产生的变化：春天萌发新芽；夏天鲜嫩葱郁；秋
天干枯萎靡。从春到秋，时光流逝，可战事是那样频繁，他
总是不能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就这样，薇菜一年年由青变
黄，这位老兵和他的战友们采集着薇菜果腹，长期过着极其
艰苦的生苦……归乡遥遥无期，士兵们饱尝思乡之苦……他



们面对着凶残的敌人，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准备着战斗！
( )

这些可怜的士兵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跄于车马之后，
他们身体瘦弱，衣衫残破，步履艰难……而那些将帅们却高
居于战车上，衣饰华贵，威仪神气……这种鲜明的对比，让
士兵们心怀不平，但又只能忍气吞声。他们多么渴望结束战
争，尽快回到家乡亲人的身边，过上男耕女织、子孙绕漆的
生活啊！

这两首不同时代的诗歌，表达的思想感情是相同的。都是反
应了当时的战乱给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抒发了人们渴盼和
平、远离战争的强烈愿望！

回溯我国整个人类历史，战乱的年代要远远多于和平年代。
沉重的徭役、兵役，让百姓苦不堪言……这在历代文学作品
中有所表现，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甫的《三吏》、《三别》。
还有《木兰辞》，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了当时的兵役制度。
木兰父亲年事已高，弟又尚幼，勇敢的木兰便女扮男装，奔
赴战场。

相比古人，我们是多么幸福！如今，社会安定和谐，国家繁
荣昌盛。真正实现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美好理
想。我们应该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和
社会责任，不抱怨、不游戏人生。不要再去自寻苦恼，被金
钱、名利所累，知足常乐，安享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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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采薇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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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罢的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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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诗经采薇
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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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薇古诗读后感篇五

《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这首诗就是一个戍边的士兵
久历艰苦，在还家的路上又饱受饥寒，痛定思痛后悲伤心情
的真实写照。这首诗描写了周人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
对战争的厌倦。北方游牧民族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
出征。出征前“杨柳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三年后，
生还归来之时“雨雪霏霏”，战后萧索破败之景顿时跃然纸
上，悲凄之感犹然而生。

从戍边者思乡的悲歌中，感悟个体生命的无能与叹息。在保
家卫国的精神中，感受个体精神境界对于自然生命的超越。
归途中感受个体生命对苦难的体认，《采薇》通过情绪诗意
般的流露和宣泄，提出了一个冷峻的理性思考。

生命的解读

在浩瀚博大永恒的宇宙中，人渺小的不及一粒微尘，人来这
个世界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是
自己的选择。同样在生存期间，虽然有生存的意识，所谓生
存的权利，但你同样没有生存方式的选择。人类不过是装在
宇宙这个化学试验瓶中的最微小的一个不等于零的分子，瓶



中任何元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的变化。不管是天灾，还
是人祸，都会使生命的个体陷入困境。

《采薇》中的主人公一场战争将他无辜的卷入。他只有一个
小小的愿望——回家，却难以实现。战争给予他的生存体验
是既痛苦而又兴奋的。在这里作者没有写战争中流淌的鲜血，
残缺的人体，扭曲的面孔，燃烧的战火，堆积的死体。是因
为人在社会主流意识的洗礼中短时间会被蒙蔽，而只是展现
了他来自群体意识的兴奋“维常之花，·君子之车·，四牡
业业，象弭鱼服，”让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荣光和威风。同
时也给他带来无限的思家的苦痛。战争结束了，经过了生命
的苦苦挣扎，他还是他，“载饥载饿”。试问战争对他究竟
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而已。

而这种经历与体验原本就不是他的选择，即使他想选择也选
择不了。任何生物只能是自然的选择，而选择不了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