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宋词读后感(大全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宋词读后感篇一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数不清的文人雅客留下了
流传至今的文字，那就是宋词三百首，下面是小为大家带来
的宋词三百首读后感1000：

最爱徜徉书海，听那花开的喜悦，听那雨落的轻愁，听那诗
人词人得意时的振臂高呼、失意时的踽踽独行。

绿肥红瘦李清照

她曾在那百花深处逢着扑蝶的人，她曾在那微醺的雨夜中梦
到一滴冰冷的泪，可抖落历史的尘埃总见她在薄瘦的西风中
卷起同样瘦弱的花帘，嗔怨着过庭的朔气。

“蹴罢秋千”一个镜头留下了少女如燕般轻快的身影，将那
份荡秋千的愉悦天真烂漫流香了千年。

“起来慵懒纤纤手”的细节刻画了那慵懒可人的娇憨。

“露浓花瘦”薄汗湿轻衣，以静写动以花喻人将她的娇美衬
托得淋漓尽致。

下片“金钗溜”的“溜”字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少女急忙回
避客人的娇羞，“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则将她羞怯的大胆、



清纯的妩媚永远流传。

(《点绛唇》)

萧萧的寒日爬上锁窗，染上了词人的百无聊赖与孤寂。

“喜”“宜”二字给酒阑梦醒之时的熏香更染清冷孤寂。

“莫负东篱菊蕊黄”，虽无心闲适仍痛饮樽中美酒，只求换
得片刻的沉醉来忘记现实。

(《鹧鸪天》)

千年之后，人们依然能听到那曲调中的欢乐与忧伤起伏成不
老的传说……

多情才子柳永

潇潇，淅淅，澌澌，沥沥……雨是多情人的季节，听雨落在
纤细的柳叶上，宛若晶莹的泪，滴滴流入你的心中，吟笔哀
弦与雨听!

“寒蝉”“长亭”“雨”无处不凄凉，无处不伤怀，恋人将
要远走，兰舟催发，帐饮怎不无绪?“相看泪眼”“无语凝
噎”于无声中见真情，。

“千里”“烟波”，一程远似一程，道尽了恋人分手时难舍
的别情。

“暮霭沉沉楚天阔”更显离情之深之远。

酒醒于“杨柳岸、晓风残月”以虚景写真情，何等凄凉。

“经年”与“今宵”相对，时间与思绪上均是环环相扣，步
步推进，几多伤感“更与何人说”!(《雨霖铃》)



听，潇潇，淅淅，澌澌，沥沥……雨，幽幽浅吟着花间凄婉
优柔的离愁。

豪放旷达苏轼

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再到“此心
安处是吾乡”，同样的情形，多份旷达的心境，即是不同的
境界。

把“明月几时有”向青天问之，气势恢宏豪放，将豪放派词
人的气势展露得淋漓尽致。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
玉宇，高处不胜寒”说明作者“出世”与“入世”，
亦“仕”与“隐”之间抉择上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寄寓着
作者出世、入世的双重矛盾心理。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写词人的入世思想战胜了出
世思想，表现了词人执着人生、热爱人间的感情。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暗示出作者的`心事浩茫，抱怀人心事，借见月而表达作
者对亲人的怀念之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写词人一种
洒脱、旷达的襟怀，齐庞辱，忘得失，超然物外。

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
其旷达显而易见。

(《水调歌头》)

又一个中秋，又一次月圆人不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合上书卷，心头再次萦绕宋词之韵，精巧宫丽的、凄婉优柔



的、抑或豪放旷达的……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数不清的文人雅客留下
了流传至今的文字。

早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便写下了长篇抒情诗《离骚》，
后来又出现了《论语》、《史记》等巨著。

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诗词歌赋、小说更是各具风
采。

爱诗之人，必定从小背诵《唐诗三百首》，而爱词之人，当
然少不了有一本《宋词三百首》。

小学时，老师很少提到宋词，上了中学，我渐渐对宋词有了
了解并喜欢上这种文学体裁。

著名词人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都是我经常在朋友、家人面
前提起的对象。

这个暑假，我还特意买了一本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回家
欣赏。

在《宋词三百首》中，有许多我从未听过的词人，像时彦、
周紫芝、袁去华，但他们的词句仍让我陶醉：“胡马嘶风，
汉旗翻雪，彤云又吐，一竿残照。

“梧桐叶上三更语，叶叶声声是别离。”

“唤觉来厌厌，残照依然花坞。”……

这样反而让人忍不住想去看看词的内容;它更不用像小说，要
有人物、环境和情节，完全是作者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很好
地抒发了写词时的感情，读起来仿佛是身临其境。



正是因为宋词的传神、飘逸，才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缺
少。

春天，一个美丽的季节，我想，人们看着窗外的美景，一定
会吟上一句：“绿柳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等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到乡村去度假，晚上，若是
在小路上散步，一定会有和辛弃疾一样的感觉：“明月别枝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知不觉，秋风已将树
叶吹黄了，

词人秦观正是在这时写下了《浣溪沙》中的名句：“漠漠轻
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秋天，还有一个家人团聚的节日，那就是中秋节，或许，一
个几乎不会中文的外国人，也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这样的千古绝句。

一个人难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这时，他就像陆游笔下的
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如果想让自己重新振作，
那就大声背一遍岳飞的《满江红》吧：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里面的语句可以让
任何一个人鼓起勇气。

宋词就是这样，它不但可以描写各种景色，而且能抒发各时
的心情，可谓是“文学大家之绝唱”。

我很喜欢这本《宋词三百首》，而且会把它推荐给更多的人，
相信它一定能陪伴我成长。



读宋词读后感篇二

假期闲余，随手翻阅了一本宋词。翻开《宋词三百首》，则
为其中的细腻真挚所吸引，而不能自拔。诧异于文字的魅力
竟可穿越千年不朽，思接千载。试想穿越千年的风云变幻，
和古人吟咏着同样的诗歌，感受着同样的情感，那是何等神
奇的事情。

忽然想起一句话“其实时间是静止的，流动的是我们自己”，
似乎有悟。品读宋词，感觉他们真情涌动，真切如一缕缕微
风，从古代飘到当今，而且还要继续飘到未来；它们又象涓
涓溪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间断。心情好的时候，我喜欢
读词。

喜欢和柳永一起感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的真情；喜欢和苏轼一起“把酒问青天”，感慨“月有阴晴
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
也喜欢读词。柳永的轻轻诉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
落清秋节”，我深有同感；苏轼那断肠的“料得年年断肠处，
明月夜，短松冈”的凄凉沧桑，我听后，会和他一起忧
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李煜的
“愁”，仿佛感染了我的“愁”。

让我也反思是否我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是无论心情
好亦或是心情不好，总有两件事我很喜欢做：一是能感动自
己的，再则是能为自己的心灵创造一份感动的。所以读细腻
的宋词成了我所喜欢做的事，因为古人饱蘸感情的文章总能
拂动心弦。

我喜欢苏轼，他的豪迈是一种几番大起大落后的彻悟；我还
喜欢李清照，她的词脱俗而清新，委婉而细腻……每每读到
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辛弃疾
的“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总会觉
得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读古诗在我看来是一种享受。品宋词却是一种心灵的沟通，
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我是在品读一个人。我喜欢那种从不知所
云到有所领悟的境界。的确，我钟爱着宋词，但也有个小小
建议：不要太过于钻研它们的情感，会让你走向“林黛玉”
呀。但仍要说：“我爱宋词！”

读宋词读后感篇三

一本借错了的书，《宋词三百首》不适合小学生阅读。

经过上次与孩子共读古诗词以后，发现孩子对古诗词比较感
兴趣，于是这次又安排孩子读《宋词三百首》。虽然孩子年
纪小，一时不能理解很多宋词的含义，但是古诗词平仄有序，
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读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多读多
诵能体味韵律美，音乐美。反复诵读，大胆想像，能领略意
境美。词人或吟咏生情，或感物咏志，或借物言志，多吟多
诵，体验情感美。

欧阳修在《生查子》中写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
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首词描写相思，明白如话，饶有
韵味，语言通俗自然，饶有民歌风味。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如梦令》中写到：“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人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一起身
便急问收拾房屋，卷帘的侍女：海棠花怎么样了？侍女看了
一看，笑回道：“还不错，一夜风雨，海棠一点儿没变！”
女主人听了，嗔叹道；“傻丫头，你可知道那海棠花丛已是
红的见少，绿的见多了吗！此词语言清新，词意隽永，令人
玩味不已。

辛弃疾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中有这样一段：“七八个
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



见。”词人运用对仗手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
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
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
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
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
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
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
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

希望孩子通过大量诵读古诗词，积累着诗词的语言，感受着
诗词的情怀，懂得古人惜墨成金，领悟词句中比喻、夸张、
对比的精妙之处，赏识能力得到提高，语言底气就足了。有
了底气，才有灵气，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思路更加开阔，
想像力进一步增强，行文下笔轻松，语言流畅，直至形成言
简意赅的文风。

读宋词读后感篇四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比如唐诗、宋词、
元曲、清明小说……而唐诗、宋词，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
大高峰。《唐宋词赏析》浓缩了唐诗宋词的精华，让我们从
中了解了许多名诗名词。

其中，我映象最深的便是《爵江月和》这首词的赏析。这首
词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英雄文天祥所写。整首诗是这样
的：“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
那更寒虫四壁。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虫四壁。横槊题诗，
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
叶飘零，重来淮水， 正是应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
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向江山回首。一线高如发。 故人应
念，杜鹃枝上残月。”

这首词的赏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的告诉读者这首异乎寻
常的词是文天祥在五坡岭被叛徒所害而被俘与同时被压北行



的同乡好友邓光荐临别时写下并送给邓光荐的。这首词对国
族的不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是我们对文天祥的壮举表示
热忱的赞慕。这首词用了苏东坡赤壁怀古的词韵。这不是一
般的唱和之作，而是赤心报国的强者之歌。既有巨大的政治
鼓动性，又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次，便是李颀的《古从
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
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
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这首诗的赏析点明了此诗是作者对当代帝王的好大喜功，穷
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加以讽刺，悲多于壮。
并具体的展现了当时边疆景象的肃穆和凄凉，告诉人们当时
的历史背景和帝王的霸道。此诗全篇一句紧一句，句句蓄意，
步步逼紧，直到最后一句，才画龙点睛， 显出此诗巨大的讽
谕力。并巧妙的运用了音节来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意义。

这本是其实还有许多像此类值得大家去品读去欣赏的诗词。
它们不仅在文字上有着特殊的含义，就连它们的标点符号上
都有着非凡的魅力。它们不仅传达着是人在不同年代对生活
产生的不同感想，也是我们对进一步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
是文学上不可缺的部分。本书清楚的讲述了大约六百多首唐
诗宋词，并进行了详细的赏析，是我们学习语文必读的一本
好书。

历史，是一座用之不竭的宝山，只要你去发掘它，就会收获
无限的知识。

读宋词读后感篇五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数不清的文人雅客留下
了流传至今的文字。早在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便写下了
长篇抒情诗《离骚》，后来又出现了《论语》、《史记》等



巨著。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诗词歌赋、小说更是
各具风采。

爱诗之人，必定从小背诵《唐诗三百首》，而爱词之人，当
然少不了有一本《宋词三百首》。小学时，老师很少提到宋
词，上了中学，我渐渐对宋词有了了解并喜欢上这种文学体
裁。

著名词人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都是我经常在朋友、家人面
前提起的对象。这个暑假，我还特意买了一本朱祖谋的《宋
词三百首》回家欣赏。

宋词，它不用像唐诗，每一行的字都一样多，但却有一定的
词律格式;它也不用有一个能概括全文的恰当名字，只要有词
牌名就足够了，这样反而让人忍不住想去看看词的内容;它更
不用像小说，要有人物、环境和情节，完全是作者想到什么
就写什么，很好地抒发了写词时的感情，读起来仿佛是身临
其境。

正是因为宋词的传神、飘逸，才让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缺
少。春天，一个美丽的季节，我想，人们看着窗外的美景，
一定会吟上一句：“绿柳烟外晓云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等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到乡村去度假，晚上，若是
在小路上散步，一定会有和辛弃疾一样的感觉：“明月别枝
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不知不觉，秋风已将树叶吹黄了，词人秦观正是在这时写下了
《浣溪沙》中的名句：“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
淡烟流水画屏幽。”

秋天，还有一个家人团聚的节日，那就是中秋节，或许，一
个几乎不会中文的外国人，也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这样的千古绝句。一个人难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这



时，他就像陆游笔下的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如果想让自己重新振作，
那就大声背一遍岳飞的《满江红》吧：“怒发冲冠，凭阑处、
潇潇雨歇……”，里面的语句可以让任何一个人鼓起勇气。

宋词就是这样，它不但可以描写各种景色，而且能抒发各时
的心情，可谓是“文学大家之绝唱”。我很喜欢这本《宋词
三百首》，而且会把它推荐给更多的人，相信它一定能陪伴
我成长。

老师要求我们在暑假熟读抄写诗词70首，出于好奇看到了这
本宋词三百首，里面有那么多的彩图，借过来看看吧!就借了
它。

宋词三百首挑选了宋朝57位着名文人250多首词。我读时，又
感后悔，它难懂难朗读。只得强打精神看一遍译词，再读一
遍原词，像读散文那样的很费劲地读完了它。

我喜欢岳飞的满江红中‘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
年头，空悲切!’，作为一个男儿，我要学岳飞那样的有志气，
虽然出身农民的孩子，却能文武双全，写出这么好的词!成为
浮流芳百百世的民族英雄。

我也喜欢苏轼的水调歌头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要像苏轼那样
的心胸开宽，虽然人间有离合悲欢，尽管我留守在爷爷家，
虽然月儿有阴晴圆缺，虽然我很少能跟父母亲相见，这些事
难以求全，只要把思念父母的情留在心间，在同一个月亮下，
我们一家人不是欢聚在同一月光之下!

朗读时，我读不出感情也读不出韵味，爷爷对我说，词比诗
还难呢?要学词牌，平仄，押韵，唉!古代的的诗词，为什么
要有这么多的规则。



如果在词中，能有励志，劝学内容，能有专为儿童写的东西，
哪该多好啊!

一本借错了的书，宋词三百首不适合小学生阅读。

假期闲余，随手翻阅了一本宋词。翻开宋词三百首，则为其
中的细腻真挚所吸引，而不能自拔。诧异于文字的魅力竟可
穿越千年不朽，思接千载。试想穿越千年的风云变幻，和古
人吟咏着同样的诗歌，感受着同样的情感，那是何等神奇的
事情。忽然想起一句话“其实时间是静止的，流动的是我们
自己”，似乎有悟。

品读宋词，感觉他们真情涌动，真切如一缕缕微风，从古代
飘到当今，而且还要继续飘到未来;它们又象涓涓溪流，在历
史的长河中永不间断。

心情好的时候，我喜欢读词。喜欢和柳永一起感受“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真情;喜欢和苏轼一起“把酒
问青天”，感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
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喜欢读词。

但是无论心情好亦或是心情不好，总有两件事我很喜欢做：
一是能感动自己的，再则是能为自己的心灵创造一份感动的。
所以读细腻的宋词成了我所喜欢做的事，因为古人饱蘸感情
的文章总能拂动心弦。

×古诗在我看来是一种享受。

品宋词却是一种心灵的沟通，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我是在品读
一个人。我喜欢那种从不知所云到有所领悟的境界。的.确，
我钟爱着宋词，但也有个小小建议：不要太过于钻研它们的
情感，会让你走向“林黛玉”呀。但仍要说：“我爱宋词!”

最近爸爸让我读了一本关于诗词方面的书，书名是《宋词三



百首》，这本书里的词我在课本里没有学习过，之前也都没
有读过。爸爸从里面给我挑选了五首让我重点来学习和理解，
分别是欧阳修的《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李清照的《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辛弃疾的《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黄庭
坚的《清平乐 春归何处》，李之仪的《卜算子 我住长江
头》。

我认真的读了好几遍，觉得这些宋词都写的很好。我最喜欢
的是李之仪的一篇《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因为这首词写相
思之情，语言通俗，浅近，情深意长，具有南朝乐府与江南
民歌的风味。

卜算子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首词的意思是我住在长江源头，你住在长江下游。我们饮
用的都是长江水，每天想你却见不到你。长江之水何时干枯?
相思之情何时平息?只希望你的心同我的心一样，莫辜负我一
片相思的心意。

经过上次与孩子共读古诗词以后，发现孩子对古诗词比较感
兴趣，于是这次又安排孩子读《宋词三百首》。虽然孩子年
纪小，一时不能理解很多宋词的含义，但是古诗词平仄有序，
节奏鲜明，韵律和谐，读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多读多诵
能体味韵律美，音乐美。反复诵读，大胆想像，能领略意境
美。词人或吟咏生情，或感物咏志，或借物言志，多吟多诵，
体验情感美。



欧阳修在《生查子》中写到：“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
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首词描写相思，明白如话，饶有
韵味，语言通俗自然，饶有民歌风味。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如梦令》中写到：“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词人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一起身便
急问收拾房屋，卷帘的侍女：海棠花怎么样了?侍女看了一看，
笑回道：“还不错，一夜风雨，海棠一点儿没变!”女主人听
了，嗔叹道;“傻丫头，你可知道那海棠花丛已是红的见少，
绿的见多了吗!此词语言清新，词意隽永，令人玩味不已。

辛弃疾的《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中有这样一段：“七八个
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
见。”词人运用对仗手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
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
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捉摸
的，可是笔锋一转 ，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
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
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
用一个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然而，
正是在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淳厚的感情。

希望孩子通过大量诵读古诗词，积累着诗词的语言，感受着
诗词的情怀，懂得古人惜墨成金，领悟词句中比喻、夸张、
对比的精妙之处，赏识能力得到提高，语言底气就足了。有
了底气，才有灵气，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思路更加开阔，
想像力进一步增强，行文下笔轻松，语言流畅，直至形成言
简意赅的文风。

宋词三百首读后感800



唐诗宋词三百首读后感

宋词三百首的读后感

宋词三百首读后感1000

宋词三百首读后感

宋词三百首读后感800字

读宋词读后感篇六

一是由于小高考的冲击，语文停课一个月，课时减少了很多，
而《唐诗宋词选读》精选了31首唐诗，32首宋词，分12个专
题，因此不可能对每首诗、词都作详细讲解。

二是因为诗歌不像小说那样有精彩的情节，学生对诗歌教学
往往不感兴趣，在课堂上，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精打采的状态。

三是学生认为高考不考课本上的诗、词，甚至连名句默写都
不涉及选修教材，因此这本《唐诗宋词选读》上不上无所谓，
反正高考考不到。

面对这样的现状，在教学这门选修课之前，结合平时考试成
绩，我首先让学生知道近几年高考诗歌鉴赏题的平均得分，
让学生知道做好诗歌鉴赏可以拉开与他人在语文成绩方面的
差距，多得一分就多了一份胜算。而高中能集中学习诗歌鉴
赏，一是现在，另一就是高三的一轮复习，而“早起的鸟儿
有虫吃”。这样即使不能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但
最起码能加深学生对这门选修课的认识。

其次，针对学生诗歌知识薄弱的情况，我初步从题材的角度
介绍了诗词的分类，了解各类诗歌常用的意象、常见的思想
情感等。之后，我和学生一起给专题一和专题二的诗歌进行



分类。在停课之前，教学类容主要涉及到“思乡怀人诗“送
别诗”以及“怀古诗”。如《送魏万至京》、《春夜别友人》
两首送别诗，在教学时，从读懂诗歌入手，引导学生积累这
类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物象（月、浮云、鸿雁、柳、酒、
泪）、时间（傍晚、拂晓）、告别地点（灞桥、长亭）、交
通工具（帆、车马）、行为（目送、眺望、牵手、泣下、想
象）；然后从送别的原因入手，结合具体的诗句，深入分析
诗歌中传达的细腻情感，如同样是送别诗，这两首诗虽然都
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口吻不一样，李白的《春夜别友人》
是朋友之间的，而《送魏万之京》这是长辈与晚辈之间，除
了不舍之情，还有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诫勉和殷切期盼之情。

第三，在教学中，不面面俱到，对于设计到的手法，往往只
分析最主要的或是最典型的，让学生以书面的形式做一道诗
歌鉴赏题。

曾经有人在新课程改革不久说：“新课程改革新在选修，难
在选修，突破点也在选选修。”用好《唐诗宋词》，就能让
学生诗歌阅读方面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