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三首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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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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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一

【古诗】是古代汉族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战争以
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
诗，以唐朝为界限，以前诗歌均为古体诗，其后，古体诗渐
渐式微，逐渐消亡。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
诗。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体诗，但唐代之
后的诗歌不一定都算近体诗，具体在于格律声韵之分。

读古诗《悯农》有感400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3岁孩童也会朗朗诵读的古诗是距今1000多年的唐代诗人
李绅所写。

每当我读着这首唐诗--《悯农》，我脑海就浮现出这样的一
幕情景：农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辛勤地在田地里耕作，
豆大的汗水一滴滴地落在庄稼地里……原来，我们吃下的每
一颗米饭，都包含着农民的千辛万苦!

因而身边很多小朋友都普遍存在浪费粮食的坏习惯，我想，
我们应该好好学习这首古诗的意义，学会珍惜粮食，珍惜资
源!

只有学会珍惜，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养成节约
的良好习惯，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首古诗的含义。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二

古诗是古代汉族诗歌的泛称，在时间上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
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
诗。大家读了相关古诗，有何感悟?来看看本站小编精心为你
整理古诗诵读读后感，希望你有所收获。

在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教我背一些简单的古诗，虽然
我不懂诗的意思，但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也学会了一些古诗。
闲暇时候，就让我背给他们听，他们在一旁认真地听，有时
也为我鼓掌叫好。这样我背诗的劲头更足了!

到了小学一年级，我学会了汉语拼音，有机会去读更多的书
了。正好，学校给每位同学发了《古诗文诵读》，我便迫不
急待地读了起来，其中有些是我小时候就会背的古诗。虽然
我还不能全部背出这些古诗，但是通过我的一遍一又遍地阅
读，加上老师有时对一些古诗的讲解，现在我也能理解一些
古诗的含义了!

当我读到《咏鹅》时，我觉得这只鹅写得太美了。颜色分明，
有雪白的羽毛，红色的脚掌，绿色的水波，在水中是那么的
自由自在!听老师说，这首诗是一位诗人在七岁时写的，我觉
得这位诗人太有才了，小小年纪竟写出这么好的诗句。回头
想想自己，在学校学习时，也会贪玩，影响了学习，爸爸妈
妈有时也会批评我，让我好好学习。看到这位有才华的小诗
人，我心里暗下决心，从小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
献!

有一天，我跟着爸爸去食堂吃饭，偶然一抬头，看见食堂的
墙上写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就问爸爸这是什么
意思?爸爸先让我把这首诗背一遍，然后告诉我，这首诗前两
句讲农民在烈日下辛苦劳动，后两句讲这一粒粒粮食是多么
的来之不易。整个诗句告诫我们要爱惜粮食。听了爸爸的话，



我明白了我们小学生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看看餐桌上剩
下的一些饭菜，我要劝一下大哥哥、大姐姐们，希望他们也
不要浪费粮食。从那天以后，我就吃多少、盛多少，而且每
次都吃完了。

读了《古诗文诵读》这本书，我从中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如孝敬父母、珍惜友谊等。虽然我只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但
是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好学生，一个好朋友，一个好
孩子!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自从我认识了《中华经典诵读》
后，就像推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让我穿越在中华民族几千
年来的灿烂文化之中，尽情地去领略那些文人墨客们带给我
的种种意境和美景。并被那丰富的文化底蕴所影响想着。

我从你那里不但懂得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警言，
还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真理，更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中找到了学习的方法。你让我
提高了阅读理解和写作的能力，更让我体会到了中华经典文
化的情趣和神韵。你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从小就喜欢读古诗文，多读古诗文能陶冶我们的情操，能
丰富我们的知识。我爱读古诗文。

从开学到现在，我又读了不少的经典诗文，比如杜牧的《清
明》、李白的《赠江伦》等。这些古诗不但让我领略了经典
诗文的美妙，而且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首富有哲理的《悯农》。“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反映了
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我读着这首诗，眼前仿佛出现了烈日
当空，农民伯伯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炎热，流着满头大
汗，辛勤地锄草、耕地，汗珠一串串地滴下来，滴进了泥土
里的情境。



有谁知道这盘中的每粒米饭，都凝结了农民伯伯们的劳苦!每
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啊!农民伯伯为了让大家吃着香喷喷的米
饭，自己在烈日下给禾苗锄草，这个画面多么感人啊!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很多人好像都忘记了节约是这个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比如在饭堂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有的
小同学非常挑食，好吃就吃，不好吃就不吃。总是随便把饭
菜倒进垃圾桶里。他们不懂得节约，不爱惜粮食。他们这种
行为是不对的。

我想大声呼吁：让我们大家都来爱惜每一粒米，不要浪费粮
食!让我们都行动起来，从节约一粒米开始，从自己身边小事
做起，用实际行动来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吧!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三

第一章是《冬阳童年骆驼队》，也是《城南旧事》的序言。
叙述了英子在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问爸爸为什么要系铃铛、
想为骆驼剪肚皮底下的绒毛，以及问妈妈春天骆驼去哪儿了
这几件小事。当我读到天真的英子学骆驼咀嚼时，不禁笑了
起来。多么可爱，多么天真的孩子啊！童年是最幸福、最无
忧无虑的时光。在这充满童真的.时光中，每个人的做过傻事，
连小英子都不除外。第二章叫《惠安馆》。英子遇见秀贞和
妞儿，并帮助她们重逢，多么感人啊！第三章是《我们看海
去》，讲了英子与“小偷”的故事。他是英子的知心朋友，
小英子却在无意中出卖了他……这些章节都细腻生动的描绘
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表达了英子对童年的留恋以及对
老北京城南的思念。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承载的便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受
家庭的教育熏陶，我自幼爱读诗，尽管儿时只是张嘴背诵而



不知其意，随着年龄渐渐变大，很多诗词再次细细读来、听
来，却总能感受到诗词中所蕴含的那份情感。

每逢空闲之时，我都会躲在自己的书房里诵读，体会苏
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品位李
煜“问君能有几多愁”的亡国之恨，领悟李白“天生我材必
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情感。我最喜欢的古诗是那
首儿时就朗朗上口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贫
富不均的矛盾和制度的不合理。每次读这首诗，我眼前仿佛
出现了在烈日暴晒下的农民们，不怕劳累、不怕炎热，流着
满头大汗辛勤锄草、耕地，汗珠儿一串串滴进了禾下的泥土
里的情景。我想，大家诵读完这首诗，必定也会像我一样，
对粮食的来之不易发出由衷的感慨。这盘中的每一粒米饭，
都饱含着农民的劳苦。农民伯伯为了让大家吃上香喷喷的白
米饭，自己在烈日当空的正午下田耕种，给禾苗锄草、这是
多么感人的举动啊!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很多人都忘记了节约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有时随长辈们外出饭馆吃饭，却常常
能看到刚离去的人们在餐桌上剩下大量的饭菜，他们不知道
节约、不懂得如何节约。我真想大声呼吁：让我们大家都来
爱惜每一粒米，不要浪费粮食，那可是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
水换来的成果啊!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从节约一粒米开始，
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珍惜我们现在美好的
生活。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五

这首诗既形象地告诉我们石灰是怎么来的，又赞美了石灰的
品质。意思是说，一锤锤地把大山中的石灰岩凿出来，运到
高温的窑中进行焚烧后，就产生了石灰。石灰甘愿被千凿万
凿、粉身碎骨、烈火焚烧，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清白留给人
间，贡献自己。



《石灰吟》也激励着我学习。一次，老师留了几道数学题，
题很难，有一道我绞尽脑汁，最终还是想不出来。回到家里
我打电话问了同学，原本是想让她为我讲解，但拿起电话就
让她直接把答案告诉了我。之后，妈妈检查我的数学作业，
我全做对了。妈妈问我：“这道数学题是抄答案的还是照同
学写的？”我羞愧的看着妈妈，低声说：“是同学告诉我答
案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想到《石灰吟》这首诗，它使我努力
学习，激励着我的前进。它使我懂得了：只有自身高洁的人，
才能独具慧眼，在寻常事物中发现其中的不寻常。更不要光
看事情的外表，更要看清事物的本质。我更懂得了，我要做
一个纯洁的人。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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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七

《石灰吟》明・于谦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
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是明朝的诗人，于谦
写的。这是于谦12岁的作品。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
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
被俘。于谦议立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



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

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诗
可以说是他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它的第一句是说石头很
难从深山开采出来，第二句是说把石头炼制成石灰的过程很
辛苦，说明石灰从出世时即经受磨炼。后面两句是写石灰在
烧制过程中要经过烈火煅烧，面对严酷考验，却从容自
若，“烈火焚烧”与“若等闲”，鲜明对照，更衬托出石灰
的顽强。后两句借石灰之口，一语双关，表示出作者不怕牺
牲的精神以及永留高洁品格在人间的追求。我在生活上也应
该拥有这种不屈不饶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永远不放
弃，要一直勇往直前，充满着信心地做每一件事。不要半途
而废，要做倒有始有终，跌倒了就再爬起来，累了休息后再
继续干事。要学会坚强，不能怕吃苦，以后做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在学习上，我们做作业做累了，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
但不能光想着玩，光想着下课。上课时要好好听讲，将来长
大了为国家出一份力！

古诗三首读后感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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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