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 校园文化古
诗词心得体会(大全13篇)

奋斗是一种态度，一种对生活的追逐和拼搏。如何在奋斗的
同时保持对他人的关爱和帮助？奋斗的旅途中也有许多失败
的经历，但它们都是成长的机会。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一

在大学校园里，古诗词的文化氛围逐渐兴起。不少学生们发
现古诗词中所体现的人生哲理、人文情感和文化底蕴，对于
自身的综合素质与价值观养成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学校组织
的诗歌朗诵、古诗词比赛等活动中，学生们纷纷展示了自己
对古文化的热爱和理解，感受到了优美诗词所带来的趣味与
感动，同时也传承与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

第二段：古诗词传统的文化特征及其作用

中国古代的诗词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如庆贺、赠礼、悼念、
劝诫等。古诗词作为中国重要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其语言
简洁、意蕴深刻、形式优美、词意生动，蕴含着高深的文化
内涵和人生哲理。古诗词鼓舞人心、启迪智慧，带给人们心
境的享受与启示。在校园文化中，古诗词可以扩宽学生对于
文化知识的了解，对于拓展思维、丰富内涵，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第三段：校园中举办的古诗词比赛、诗歌朗诵等活动的益处

校园中举办的诗歌朗诵、古诗词比赛等活动，不仅丰富了学
生们的课外文化生活，而且激发了学生对于文化知识的热爱。
参与这些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学生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可
以提高学生们对于古诗词的认识和理解。在比赛的过程中，
学生们可以通过研读名家经典，提高审美素养，领悟文化精



髓。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的修养、情感和意志，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物。

第四段：校园中如何营造良好的古诗词文化氛围

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营造良好的古诗词文
化氛围。首先，启发学生对于文化知识的热爱，并积极组织
读书、讲座、赛事等活动，引导学生认识到古诗词的重要价
值。其次，学校可以创建一些诗词类社团并开设一些古诗词
的专题课程，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更好地感受到
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最后，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可以借助科技
手段，推广优秀的文化作品与资源，以便更好地推广古诗词
文化。

第五段：结论

校园文化中的古诗词文化是一个极具内涵、有意义的文化形
式。在校园中，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展多样化的活
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古诗词的魅力，也有助于
学生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于古诗
词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与传承。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二

唐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2、赠汪伦

唐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宿新市徐公店

宋杨万里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4、敕勒歌

北朝乐府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5、望庐山瀑布

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6、绝句

唐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7、江畔独步寻花

唐杜甫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8、咏柳

唐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9、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0、春日宋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1、池上

唐白居易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2、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3、长歌行

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4、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5、芙蓉楼送辛渐

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6、鹿柴

唐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17、竹里馆

唐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18、秋浦歌

唐李白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19、望天门山

唐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0、元日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三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李白）

今夜月明人尽忘，不知秋思落谁家！（王建）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佚名）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欧阳修）

月没星不亮，持底明侬绪。 （乐府）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王维）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维）

月明星稀，鸟雀南飞。

绕书三匝，何枝可依？。 （曹操）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 （杜甫）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赵嘏）

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朱淑真）

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 （朱淑真）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王昌龄）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谢灵运）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贾岛）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张若虚）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李商隐）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晏殊）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四

2、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荀子·劝学

3、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

4、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警世贤文》

5、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国·曹植·七步诗

6、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杜甫·寄本十二白二
十



7、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唐·白居易·琵
琶行

8、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宋·苏轼

9、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10、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
也。——《荀子》

11、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司马
迁

12、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

13、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14、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唐·罗隐·蜂

15、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16、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

17、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18、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宋·文天
祥·扬子江

19、沉舟侧畔千帆进，病树前头万木春。——唐·刘禹
锡·酬乐天扬州初逢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五

【设问方式】 手法类：1．这首诗歌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表达技巧或写作手法）？或就某一诗句表现手法（修辞手



法）的分析。2．诗人是怎样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或要求从
情景关系角度对诗歌（诗句）进行赏析。 思路类：这首诗是
怎样构思的?或要求分析诗歌的构思之妙。 【知识联系】 1.
表现手法包括联想、想象、象征、渲染、抑扬、对比、烘托
衬托、以乐写哀、以小见大、比兴等。 2.诗歌中常见的表达
方式 记叙（记叙、描写顺序：远——近 大——小 高——低
俯——仰 虚——实 动——静） 描写（描写角度：视觉、听
觉、嗅觉、味觉、触觉、实写、虚写、正面、侧面、反面，
描写还包括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点面结合、明暗结合、正
侧结合、有声有色、白描等。） 抒情（直接抒情与间接抒情，
间接抒情则有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等。
） 3.修辞手法包括比喻、拟人、设问、反问、借代、对偶、
夸张、用典、互文、反复等。 4.思路结构方面的术语包括照
应、铺垫、承上启下、层层深入、卒章显志、画龙点睛等。

炼字类：这句（联或首）诗中最生动传神的是哪个字？为什
么？/某字历来为人称道，你认为它好在哪里？有什么作用？
或与其它某字比较分辨优劣。 语言特色类：诗歌语言有何特
点？请简要赏析语言特色，或谈谈这首诗歌的语言艺术。
【知识联系】 1．诗眼：指一首诗或一句诗中最精炼传神的
一个字，一般是动词或形容词。 2．炼字：用最妥贴、最精
确、最形象生动的词语来描摹事物或表情达意。 3．语言风
格常用术语：清新淡雅、平淡自然、明白晓畅、委婉含蓄、
简洁洗练、沉郁顿挫、浑厚雄壮等。 4．答题时把关键字词
放在句中，结合全诗意境情感分析。表明观点即肯定“好”
或肯定哪一个更好；解释含义包括解释字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还原景象要求展开联想和想像，结合诗歌整体表述诗句所描
摹的景象。

写了什么景？抒发了怎样的情感？景与情的关系怎样？（景
与情的关系一般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或情景交融等表达技
巧）答题时参考以上四个方面的答题模式，问什么答什么，
简单分析，略有侧重。



（一）评价类 引用一段古代诗词评论家或后世人对诗词特点
的评语，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合理，并阐明理由。 【答题示
例】范成大《次石湖书扇韵》 问题：有人说，诗的后两句歌
颂了范成大的品格，第三句中的“人”是指趋炎附势的人。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请简要说明。 参考答案：观点一，这种
说法有道理。此诗赞誉石湖美景，也包含对石湖主人的赞颂。
“人”是指势利小人，这些人在范氏去职归隐后不再与他来
往，范氏却不以为意，反而享受田园之乐，这与作者终生不
仕的人生态度相契合。观点二，这种说法不确切。此诗描绘
了石湖清幽恬静的美景，表现的是作者对石湖主人归隐田园
的赞赏。“人”只是泛指，无人相烦正是幽静的要素，不是
写范氏失势后的世态炎凉。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六

校园文化是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古诗词则是中
国文化宝库中精华之一。在大学校园里，校园文化的传承需
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奉献，因此古诗词也应该成为我们日
常学习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二段：校园文化中的古诗词

在校园里，古诗词是一种鲜明的文化表现。我们可以在教室、
图书馆、校园广场等各个场所看到同学们拿起书本静静地品
味古人的诗词，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在大学校园里，
古诗词展示了文化的意义，激发了同学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和探究的欲望。

三段：学习古诗词的心得体会

学习古诗词的过程，需要自己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领会
和理解，但也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体验。在逐句细读的过
程中，让我们不仅品尝到文字之美，更感受到了人生哲理的
深刻内涵。我们可以从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品味



离别的悲哀，也可以从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感受清
明节的欢乐。在学习过程中，这些古诗词为我们的精神生活
增添了浓厚的色彩。

四段：古诗词在校园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在大学校园里，古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化载体，更是一种文化
传承的方式。通过古诗词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及时
代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在文化交流中也可以更自如地表
达我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从而推动更加深入的交流和互动。
同时，古诗词更是一种文化瑰宝，它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思想
和智慧，是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五段：结尾

通过学习古诗词，我们不仅可以在大学校园里更好地认识和
理解中国文化，更能够从中汲取到滋润心灵的力量。因此，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演讲、朗诵、诵读比赛等活动，
让古诗词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大学校园里焕发出新的光彩。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热爱，古诗词
在校园里的重要地位将会愈发凸显，从而更好地为我们的文
化交融和发展构建坚实的文化基石。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七

校园文化作为学生日常接触最频繁的文化形式之一，其古诗
词文化的涵盖面积也越来越广泛。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为珍贵的瑰宝，而在现代的校园文化中，古诗词则成为了
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代表着校园文化高雅的精神面貌。在
学习校园文化古诗词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深
入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修养，提高学生的
文化素质。因此，校园文化古诗词的学习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段：古诗词带给我的思考



学习古诗词，最深刻的体会是古人的智慧和文化底蕴。诗人
以精髓浓缩的文字形式表述了自己眼中的人生哲理和社会现
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同样有着深刻的适用价值。例如，
李白的《将进酒》中写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
对月。”表达了人生短暂，应该珍惜眼前，及时行乐的哲学
思想。古诗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具有美学价值，也能
够引导人们思考生活和人生。

第三段：古诗词的艺术特征

古诗词可以说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其独特的艺术特征被
广泛赞誉。首先，古诗词极强的形象化表现能力，其文字中
包含了许多形象的描绘，往往一举几得，能够让读者形象直
观地感受到诗人表现的景象。其次，古诗词具有韵律的美感，
其旋律优美、抑扬顿挫，引人入胜。最后，古诗词的深刻意
义和抒情色彩，也是其艺术魅力的体现。

第四段：学习古诗词的益处

学习古诗词对于我们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古诗
词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学素养和修养，使我们养成良好的人文
情操，也更容易领悟文化内涵和人生哲理。另一方面，学习
古诗词也能够增强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极大地帮
助我们提升写作和口语表达的能力。而且，学习古诗词还可
以激发我们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兴趣，同时也使
我们能够更好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第五段：如何学好校园文化古诗词？

学习校园文化古诗词需要我们有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首先，
我们要注重古诗词文化的思想内涵，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
哲学、伦理和美学意义，不只是学会了表面的文字和形式。
其次，我们也要多读、多写，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文素养和审
美水准。还可以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和途径，如参观博物馆、



阅读绘本、听课等，以全方面地培养自己对古诗词文化的认
知和领悟。

综上所述，校园文化古诗词的学习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有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我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途径，
也能够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和人文修养，值得我们珍惜和深
入研习。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八

古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哲学
思想。而读古诗词，则可以让我们领略到这些珍宝的美丽和
智慧。在平凡的日子里，读一首好的古诗词，不仅仅是在快
餐式的时光中找一份安静，更是一个与传统文化亲近的机会。
在我读古诗词的过程中，有许多难忘的收获，下面我将分享
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古诗词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我看来，古诗词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
价值。古诗词中描绘的人物形象、地理景观、社会风俗等，
都是历史、文化、民俗、美学等融合而成的精华。通过阅读
古诗词，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
况，以及当时的文化风尚、精神追求。阅读古诗词，也是领
略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第三段：古诗词的情感体验

除了历史文化价值之外，古诗词还有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古
人通过诗词表达爱情、友情、亲情、壮志与感慨，让人们感
到他们所倡导的人文关怀和文化追求。比如《离骚》中
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以及《红楼梦》中的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都是让人情不自禁流
淌的句子。



第四段：古诗词的审美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古诗词有着高雅的地位。古诗词自身的艺术
语言、艺术手法、艺术技巧，使中国文学得以在世界文明史
上占有一席之地。诗人在有限的文字、音韵、意境中，通过
婉转、含蓄、曲折的语言，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和深邃的意义，
使读者在鉴赏诗词的过程中得到情感和智慧方面的满足。在
我看来，古诗词的审美价值是古人智慧和灵魂的深刻体现。

第五段：结语

综上所述，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我们积淀文化、提
升审美、陶冶性情的重要来源。读古诗词不仅仅给我们带来
了心灵上的安宁和澄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审
视中国文化。我们有责任去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喜爱古诗词，感悟中华文明的智慧与灵魂。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九

读古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我国优秀文学遗产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有幽婉婉的意境，又有深刻的哲理，更
有着历史的厚重感，使人敬畏不已。在课堂上，老师教授古
诗词知识，让我们沉浸在古代的美好中。但仅仅在学校学习
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积极地去阅读古诗词，领略其中蕴含的
哲理和艺术魅力，感受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文化遗产。

第一段：赏析古诗词的艺术魅力

古诗词是中国文学的精华，它所表现出的意境深远，魅力无
穷。《离骚》的“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
梦”、“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两句诗，既
有描绘人物内心痛苦的情感，更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红
楼梦》中的“黛玉葬花”的诗句，将痛苦的情感表现得淋漓
尽致，与主题融为一体，让读者感同身受。而苏轼的《赤壁



赋》则有着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叙事，令人感叹作者的文
笔之高超。古诗词中的意象、描写、语言等多种艺术手段，
让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第二段：古诗词的价值和意义

古诗词不仅具有艺术魅力，还有着很深的价值和意义。在古
诗词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印记、民族的血脉，它承载着历
代文化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同时，它也具有
思想性、哲理性、艺术性的统一性，体现着古代人民的智慧
和文化水平。古诗词中的思想、艺术成果、思维方式等，也
对我们今天的道德与智慧有着深远的影响。读古诗词，我们
在欣赏它的同时，也在成为古人的知交，受益终生，品味人
生百味。

第三段：读古诗词的方法和技巧

读古诗词要懂得方法和技巧。首先，要注意到古诗词中的意
象和意境，尤其是感情情感表达的情节，不仅要理解它们的
字面含义，还要理解深层次的含义。此外，在缕清意象意境
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文学形式、文学语言、豪放与婉约取舍
的表现手法，更能帮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体验。

第四段：读古诗词的成就

读古诗词不只是为了学习古人的情感和智慧，它对我们个人
的文化修养和人生格局也有很大帮助。在欣赏古诗词的同时，
我们潜移默化地被蕴含其中的智慧和哲理所感染与塑造，我
们的视野也得到了拓宽，心灵也被点燃。此外，读古诗词也
能帮助我们健康的心里状态，促进心灵的成长。

第五段：结语

在读古诗词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品味它的哲理和思想，感受



其中的情感和艺术魅力，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
教训，塑造自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应该把精力
投入到阅读古诗词中，让我们的心灵在古诗词中得到深深的
滋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读古诗词中吸取营养，在品
味中成就自我。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十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新浴红衣，绿水带香流。应是离宫城外晚，人伫立，小帘钩。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十一

作为一种经典文化，古诗词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深刻地揭示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读古诗词，不仅能
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加深文化认知，更能够陶冶我们的情操、
提高我们的艺术修养。在此，我想谈一谈我个人在读古诗词
中的心得体会。



一、从初识到喜欢

刚开始接触古诗词的时候，我总感觉它们好像有一种神秘的
魔力，不太能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意境。但是在一次文艺课上，
老师把李白的《将进酒》诵读给我们听时，我突然感觉到眼
前一亮，仿佛真的看到了“肝胆皆冰雪，洒然成悲风”的伟
大诗人。从此，我开始逐渐掌握读诗的技巧，逐渐喜欢上了
古诗词。我发现，每一首古诗词都蕴含着诗人的情感和哲理，
读懂了这些，就会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助益。

二、品读经典名篇

在学习中，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一些典型名篇，比如《庐
山谣》、《清明上河图》等。读这些作品，我能够深刻感受
到其中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比如，《庐山谣》中所描述
的丰富山水、优美的风光，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古人对自
然的热爱和崇敬；而《清明上河图》中的描绘，又让我回到
了古代的市井，感受了生活的真实与精致。这些经典作品不
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孕育着中华文化
的精髓。

三、感受诗人情感

许多古诗词是作者由内而外的生命体验的表达，它们通常都
蕴藏着极深的感情。因此，读古诗词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品
味文字的韵味，更要尝试读懂诗人所抒发的感情。比如《登
高》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透着诗人的豁达
和坦然；而岳飞的《满江红》中，映射出历史的沉浸和民族
的激愤。触动了诗人深处的情感，也激励了我们对生命的感
悟。

四、欣赏诗人的境界

有些诗人的修养和境界，就像他们的诗一样，深邃而博大。



读到这样的诗人作品，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美感，还有一种
心灵上的涤荡。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中的“世人此骨瘦，
欲倾如何”等深邃的境界，让我不自觉地陶醉其中。古诗词
具有道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三重属性。在欣赏诗人的境界
时，我们不仅领略到了他们的人生哲学，也加深了我们的情
操修养。

五、自行练习体验

读诗时，仅仅是领会文字的表面意思是不能达到学习古诗词
的目的的。因此，我们还需要通过自行练习体验将诗意转化
为自己生活中的经验。从我们身边的繁琐琐事，到人生的苦
乐离合，都能在古诗词中得到博大以及有力的启示。唯有亲
身经历，我们才能理解文学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和启示。

最后，古诗词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自然与现代有所差距，但
有一点不变：它们都仅笔墨所存。在对古诗词的探索中，我
们不仅要挖掘其本身的内涵，也要对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
化底蕴进行深入分析。可谓是在理解历史和文化的同时，更
是在感受一种精神力量。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学古诗
之精髓，不如体验其生命。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十二

范成大

二分春色到穷阎，儿女祈翁出滞淹。

幽蛰夜惊雷奋地，小窗朝爽日筛帘。

惠风全解墨池冻，清昼胜翻云笈签。

亲友莫嗔情话少，向来屏息似龟蟾。



陆游

儿童莫笑是陈人，湖海春回发兴新。

雷动风行惊蛰户，天开地辟转鸿钧。

鳞鳞江色涨石黛，嫋嫋柳丝摇麴尘。

欲上兰亭却回棹，笑谈终觉愧清真。

陶渊明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唐乐府

缇幕移候，青郊启蛰。

淑景迟迟，和风习习。

璧玉宵备，旌旄曙立。

张乐以迎，帝神其入。

张说



东北春风至，飘飘带雨来。

拂黄先变柳，点素早惊梅。

树蔼悬书阁，烟含作赋台。

河鱼未上冻，江蛰已闻雷。

美人宵梦著，金屏曙不开。

无缘一启齿，空酌万年杯。

孟浩然

异县天隅僻，孤帆海畔过。

往来乡信断，留滞客情多。

腊月闻雷震，东风感岁和。

蛰虫惊户穴，巢鹊眄庭柯。

徒对芳尊酒，其如伏枕何。

归屿理舟楫，江海正无波。

韦应物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丁壮俱在野,场圃亦就理。

归来景常晏,饮犊西涧水。



饥劬不自苦,膏泽且为喜。

仓禀无宿储,徭役犹未已。

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

贾岛

玄鸟雄雌俱，春雷惊蛰余。

口衔黄河泥，空即翔天隅。

一夕皆莫归，哓哓遗众雏。

双雀抱仁义，哺食劳劬劬。

雏既逦迤飞，云间声相呼。

燕雀虽微类，感愧诚不殊。

禽贤难自彰，幸得主人书。

白居易

瘴地风霜早，温天气候催。

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

震蛰虫蛇出，惊枯草木开。

空余客方寸，依旧似寒灰。

古代诗歌景与情的关系篇十三

古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瑰宝，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的



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许多学生而言，默写古诗词是一
项重要的任务。在长时间默写和背诵过程中，我深感到默写
古诗词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丰富语言内涵、陶冶情操等
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心得
体会。

首先，默写古诗词能够提高我对语言表达的敏感度。默写的
过程需要我们准确记忆每个字、每个词的形式和用法，这培
养了我们对细节的观察力和对语言表达的敏感度。我们需要
留意古诗词的韵脚、平仄、押韵等，并正确理解诗词的意思
和蕴含的情感。通过长期的默写，我开始逐渐掌握了一些古
诗词的表达方式和技巧，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其次，默写古诗词能够丰富我的语言内涵。古诗词创作于古
代，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感人的情感。通过默写古诗词，
我熟悉了许多古代文人的作品，品味了其中的韵味和意蕴。
其中《离骚》、《小池》、《敕勒歌》等经典之作让我为之
动容，领略到了古人对自然、对生活的深刻思考。这些诗词
不仅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也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

最后，默写古诗词能够陶冶我的情操。古诗词弘扬了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和价值观，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哲理性。通过
默写古诗词，我能够沉浸在古人的心境中，感受到他们对人
生和世界的深邃思考。例如，默写《登鹳雀楼》时，我仿佛
置身于大唐盛世，感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豪情壮志；默写
《诗经.秦风.无衣》时，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贫苦和艰辛，思
考着人们对于物质贫乏的理解和解脱之道。这些诗词让我学
会用一种淡泊的心态去看待世界，从中汲取人生的智慧和勇
气。

综上所述，默写古诗词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丰富语言内
涵、陶冶情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漫长的默写过程，我
逐渐领悟到古诗词的魅力所在。我将继续保持默写古诗词的
习惯，不断提高自己语言表达的能力，丰富自己的语言内涵，



并用古诗词的智慧指导自己的人生。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
年轻人能够重视古诗词，从中收获到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