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经读后感(汇总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诗经读后感篇一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豌豆我采了又采，即使采完了，又会长出来的，要不是因为
猃犹的缘故，我不会长期镇守在边境地区，而是回到故乡。
这是《采薇》第一章大概的解释。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历史永久，搜集了从
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诗经》大概有300多首，都是
由孔子和君吉甫从民间和皇室上收集并编制而成的。之所以
称为《诗经》是因为汉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化为五
经的缘故，就是大家所说的四书五经中的五经。

《诗经》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风，风在诗经里面
包括了15个地方，也就是15国风。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兼
葭》，就是秦风类型；第二部分是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小
雅比较容易懂，而《采薇》就是《小雅鹿鸣之什》里面的，
那么大雅呢？晦涩难懂，需要有很高的文言基础的人才能领
悟；第三部分是颂，颂主要用来赞美国家的或是举行祭祀仪
式上用的。

《采薇》是一首镇守边疆的士兵返乡的诗。讲述的是一个士



兵以采豌豆为开头来抒发相思之情。这首诗经专家考证创作
于西周时期，不过，可惜作者不详，因为先秦时期的作家一
般都是不留名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六年级
语文书中《采薇》的节选，被誉为诗经中写的最有名的诗句
之一。写出了出征和回乡中的景物和情怀。被很多古人引用，
是一段以乐景写哀情，又以哀景写乐情的典范。对比了出征
前的杨柳依依和现在的大雪纷飞，来说明自己离家之久，思
念之深。

经常读诗带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大概思念家乡和怀念亲人
是我们中国人永不褪色的记忆吧！

诗经读后感篇二

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是在晨曦中享受初夏的美好，是在午后
时小院中惬意的品茶，是在一个个宁静的夜晚中静静与书中
的人物对话，与我而言，最美好的莫过于在一个暖意、花香
交织的清风中读一个无伤人事、只关风月的老故事，就这么
犹报琵琶半遮面地款款而来，悠悠地走进你的梦，缓缓地打
动你的心，直叫人忆起那些缱绻千年，氤氲万世的旧时光。

读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就仿佛看到夜色阑珊，明月当
窗，月光如水般悠悠洒在房檐上，也冷冷清清洒在女子美丽
而忧伤的脸上。那双幽深的眸子里，一定不只是刚抚完琴却
无知音欣赏的遗憾，还有着深深刻进骨子里的思念。思何人?
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真挚的感情，是
纯粹而动人的，或许我想这就是诗经的迷人之处吧。

读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时，就忽然被深深的
感动了。这是多么高尚的爱国精神啊！什么叫日有所思夜有
所梦?心心念念到极致恐怕也就是如此吧。此时此刻，他一定
正在骑着战马，驰骋在沙场上，那种气势令人震撼，那种精



神令人感动!读久了，会让它享受丰富的文化盛典，使你更加
明智，更加自信从容的面对世界，因为它，我变得更加优秀
了吧!

每每回味起诗经，就想到曾经看过的一条微博，曾经有一句
这么形容它—仿若山间溪泉，潺潺自流，新妍明丽，悠雅清
扬，经卷翻覆之际如见清露被初阳照耀，邂逅这一抹盈盈闪
映着的翠色鲜亮。仔细回想起为什么独爱诗经?因为它有经历
时光风霜后的厚重，有经历岁月涤荡后的自若，它使人快速
成长，内心澄静，通情达理 它会细腻到让你感动到直掉眼泪。

这就是诗经，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穿越了千年来到
了我们的身边，我想紧紧的抱紧它—我人生的引路人，我的
精神食粮，我最真挚的朋友，以至于我百转寻之，只为以筑
固旧梦。

诗经读后感篇三

此诗以比兴的手法充分写出了女子结婚以及婚后对她们美满
家庭生活的愿望。桃之夭夭同逃之夭夭的读音一样，但它们
的意思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也就产生了我对《桃夭》这首诗
一点兴趣，其次对于当今时代出现重重离婚现象，更加吸引
我的注意了。

第一段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把年轻女子比喻成桃花，桃花的绚丽多彩体现女子对于这次
婚姻很是满意，笑开了花。把美丽的女子比喻成桃花更加形
象地地将女子的美丽给展现在读者的脑海里。女子为何会对
此次婚姻很满意？是因为女子愿意加到这家去，说明女子的
梦中情人在这儿。从这一段我想到这应该是在向往自由婚姻
的吧。在古代没有什么自由婚姻的概念，通常都是有一些个
其他概念阻拦两队非常相爱的人，如门当户对类的。非常相
爱的两人却因某种条件而被拆散是一件多么痛心的事啊。唐
代诗人白居易从少年到青年一直与一位名叫湘灵的姑娘要好，



可因母亲的不同意就这样分离了。

第二段的“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以桃树上结满硕大的果实体现家中儿孙满堂，吉祥之兆。这
一段描述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多子多孙为幸福家庭的象征。
有“家和人兴百福至，儿孙绕膝花满堂”类的许许多多诗句。
这里应是对自由婚姻之后能够儿孙满堂的祝愿。但由于现在
人数过多的状况，我想现在的儿孙满堂是不太好的。

第三段“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以
桃树上整整齐齐的叶子托出合家美满的情景。这段体现婚后
对合家欢乐，幸福美满的祝愿。这段话使我想到了这种合家
欢乐、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与当今许多因种种原因分家家庭
的对比。当今结婚的大部分也算是自由婚恋，但又出现了大
量离婚的现象，这是个心灰意冷的结果。对于那些离婚的家
庭，确实都是有种种原因的，可不用分家总还是比较好的。

这一诗句不但可用于古代时对自由婚姻以及婚后和谐家庭的
愿望，也可用于对当今婚后没有离婚的和谐共处的家庭的愿
望。愿此后所有婚姻越来越美满。

诗经读后感篇四

淡淡书香，古朴气质，随着手中页数缓缓增加，我仿佛看到
了那午后暖暖阳光，轻拂柳叶，还有听到小山坡上那低低吟
唱。诗经，没有波澜壮阔；也没有万分柔弱，在我眼里，它
有是那午后明朗，风儿轻抚，虽有枪林弹雨中烟火，却少了
那一份尖锐，虽有小桥流水般思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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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不过诗音，短短几句，却深深地奏出了那一份对少女倾
慕。河水细流，荇菜参差，道出了在水一方思绪，道出了翻
来覆去挂牵。“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转眼，
又是那坚贞女子在扞卫爱情。谁道红颜娇弱不已，耳边，是



她那誓死决心。

硝烟漫天，烽火连连，又有谁知叱咤风云背后，却是深深无
奈，深深思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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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颜。只愿弃
甲归田，与你漫步庭间。

“勿剪勿拜，召伯所说。”是人民爱屋及乌，对有德政召伯
遗迹珍重，爱惜，是对那些一心为民，鞠躬尽瘁官吏无尽赞
美。而‘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魏风伐檀》却又用着那声
声哀怨唤出了他们不满，在那腐败社会，在那只会搜刮民脂
民膏社会，成千上万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却只能是敢怒不敢
言，换来只是这深深地呢喃，叹息，指责，无奈！

诗经，一本不灭书，她似动听歌喉，唱出了一份真情，一份
赞美；她似哀怨二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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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小河，
在人们心中缓缓，流淌！

诗经读后感篇五

??爱情，饱含着人间真情的至善至美。它的生命流程与人类
历史一样深厚、一样悠久。只要人类还在不断发展延续，爱
情就将生生不息，连绵不绝。古往今来，爱情令多少人幸福
欢畅，又使多少人为之癫狂、痛苦、悲伤，因而也就成了千
百年来古今中外名人雅士争相吟诵的主题。爱情诗和爱情本
身一样，青春永驻，万古常新，如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就是以爱情诗为其最重要组成部分。《诗经》成书
于春秋时期，距今约3000年了，它包括风、雅、颂三部分，
共305篇，其中爱情诗就有80篇左右。这些爱情诗从文学的角
度反映了周代社会男女交往的清纯本色，表现出对生命本体
的尊崇和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为中国古代文化留下
了深刻的情感烙印。



??《诗经》时代是中国人的孩童时光。《诗经》中的爱情诗
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
撞。它们展示给我们的是人类最纯真、最淳朴、最自然、最
浪漫、最美好的情感世界，这是没有世俗的偏见，有的只是
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

??《诗经》中的爱情往往是简单的、真挚的、纯粹的、没有
杂质，也没有功利成分。《诗经》中的恋爱男女不会去考虑
什么地位、名分、金钱或者是社会舆论的谴责，他们只是带
着对爱的憧憬和渴望去寻觅生命中的另一半，然后相互试探，
得到了爱的回应之后，就有了幽期密约，有了铮铮誓言，从
此夕阳下，他们如影相随，共同品味爱情的甜蜜。他们携手
相伴，共同描绘未来的蓝图。这时的他们一日不见，如隔三
秋，那种热烈的思念酿出的爱情篇章让人不觉其苦，反觉甘
之如饴。

??相爱的人因爱而结合，因结合而幸福，可是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既然相守是快乐的，分离必然是痛苦的，相
思的几多辛酸，几多痛苦，几多忐忑……是那样的让人黯然
神伤。

??可以说，《诗经》里的爱情诗，实际上就是表现了一种对
爱的追寻过程，从懵懂爱到初恋、从热恋到结婚、从分别到
思念、从起风波到遭遗弃的婚姻生活的全过程，在《诗经》
里的爱情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
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苦。这些诗都带着春秋
时期我国早期社会先民们相对自由的生活痕迹，基本上比较
完整地显现出了爱情生活的真是面目。在《诗经》里，爱的
喧嚣与深沉，爱的自信与怀疑，爱的和谐与错乱……种种真
挚的情感体验，由字里行间注入了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
的心田，美丽着我们的人生。《诗经》中这些来自远古的爱
情歌唱，在今天仍放射出迷人的性情魅力，他们是一首首欢
畅流动的乐曲，天真淳朴，烂漫自由，琅琅上口，传送不衰。



诗经读后感篇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现有305首词，按內容可分成
“风”，“雅”，“颂”三一部分，“风”和“雅”更接近
了平民百姓，其內容更为浅显易懂。

我非常钟爱的一首诗是《蒹葭》，全名《国风。秦风。蒹
葭》。原诗现有三段，皆以起兴开始。

原诗勾勒了一位年青人以便追求完美河那里的“佳人”而不
管不顾路面艰险的场景。

第一句“蒹葭茫茫，白露为霜”给人一种清爽的觉得，不必
过多的装饰，就能令人遐思千万。次句“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适度地址出了年青人已被“佳人”所吸引住，另外暗示
着路程遥远。第三句“溯洄从之，路面且长”说明了追求完
美全过程的艰苦。第四句“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成了
年青人觉得“佳人”期盼不可及的心理状态。

寻觅“佳人”的全过程是一个悠长而又艰辛的全过程，但年
青人却自始至终执着地前行着，一种被称作爱的情感勉励他
勤奋，给与他战胜困难的胆量，由于心里有你，再大的风吹
雨打也不畏惧，由于心里有你，苦一点也想要，爱情的力量
一直无法估量，它可以给你倾其所有，即便不成功也绝不后
悔。

它是《蒹葭》给与我的启发，而《蒹葭》又只是是《诗经》
中的一首，如果我们能细细地科学研究每一首诗的内函，去
其糟粕，尽管会消耗一定的時间和活力，但那将是一件很有
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