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文读后感(模板8篇)
民族团结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之一。全社会应当加大
对民族团结建设的关注和投入，共同缔造和谐的民族大家庭。
以下是一些民族团结日活动的精彩瞬间，一起来回顾吧。

古诗文读后感篇一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
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
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君思颍水绿，
忽复归嵩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
徒买名。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古诗文读后感篇二

今天上了文学院开设的第一节《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原
本认为艰涩的课程，在吴浩军教授的精心备课和个人实例讲
述下被上得妙趣横生，学生心底也激情澎湃，对中国古典文
献及其保存、保护有了更为崇高的理解和体会。

课后，为完成考察作业而拜读了葛兆光先生为《古诗文要籍
叙录》写的再版序言。还未读过的舍友问起来：“你读完有
没有千思万想汹涌出来的感觉?”我的回答是“没有”，因为
我的感受就是沉淀后的娓娓道来，而不再那般顶礼膜拜。

葛先生的这篇序言可一分为三。第一部分，提起中华书局重
印旧着的事，十七八年后再版写序，自然回想起了当年的种
种艰辛。为了给导师金开诚先生编写教材而接下撰写《古代
文学要籍介绍》(后定书名为《古诗文要籍叙录》)的任务，
当年还心高气傲的葛兆光先生决心抛开讲义，彻底推陈出新，
这必然要面临巨大的考验。严寒酷暑、精力与时间的投入，
除了这些都还烙印在葛先生的记忆中外，还有的，就是从故



纸堆里发现资料的喜悦感。

第二部分，葛先生开始介绍《古诗文要籍叙录》，其体例有
三：一是梳理文献的成书、刊刻和流传;二是考察内容的缺佚
和真伪;三是讨论选本和注本的优劣。葛先生在考察古籍成书、
对比校勘、注释讨论的过程中，收获颇丰——不可人云亦云，
要“在不疑处有疑”。

第三部分，也是要细读的一部分——文献学的意义。葛先生
认为，他与导师金开诚先生的这次合作，是他后来做学问的
基础，有了这些打底夯实，才有了后来的巨大造诣。目录学
让人迅速查找资料，校勘学使人发现新知，“小学”用以判
断学术，于是，葛先生重提了古典文献的意义。

读过葛先生的再版序言之后，似乎原本崇高而不可捉摸的文
献与文献学，变得亲切了许多。对我们个人来说，背负着巨
大的民族责任去学习文献学，虽是动力，却也是束缚。正如
葛兆光先生所说的，对这一学问的学习，不像百米赛跑般激
动人心，而更像马拉松——后半程见功力，学习文献学时所
下的苦功夫、笨功夫，是积累，也将是本钱。

意义，在于个人的追寻，而不在于他人的灌输。用自己最真
切的感受来说服自己，“为什么”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
们一定要做下去!

古诗文读后感篇三

在这个盛夏，若能背靠树荫，手不释卷地品读古诗文，那一
定一番美的享受。

关于古诗文，那是悠悠中华留下的宝贵遗产。这么多古诗文
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凉;
有“壮志饥餐俘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热血;有“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心;也有“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忧虑。

当看到王摩诘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我们早已
心系塞北，情结大漠!当吟诵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时，我们对那份悲惨的凄凉不禁叹息，感
叹!在我们朋友之间离别时刻，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总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感动。而李太白“黄河
之水天上来”的豪迈，苏东坡“千里共婵娟”的思念等等更
是令我长吁短叹、情不自禁，不能体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哲理，只能手持诗文，去领悟那些千古贤人志士的情怀!

这就是古诗文带给我们的魅力，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因为这是前辈们给我们的永恒的经典!

古诗文的魅力体现在诗人墨客们的独特写法，韵味，以及来
自现实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共同酝酿出的。不登岳阳楼，范仲
淹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旷达胸襟?太白
没有西蜀之行怎会吟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没有仕
途的艰辛又怎有“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大苏
不赤壁泛舟，便没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样的佳句。
只要细细品味，便可置身其中，忘乎所以然，感受祖国的大
好河山、山光水色，与人生哲理，诗人的才华横溢!

可惜时至今日，那一首又一首的古诗文化作西天的云彩，轻
轻地来又轻轻的地去了。对于现代人来讲，剩下的只有在先
人留下的文化瑰宝中，尽情漫游，反复淘沙了!

古诗文读后感篇四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首唐诗是我在一年级时学的
《咏鹅》。现在我想起这首诗，仍然读得津津有味。我喜欢
读唐诗，吟诵起唐诗，就像唱歌一样高兴。因为在唐诗里，
我能懂得很多道理，学到很多在课本上找不到的知识。它是
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我觉得读唐诗是一种乐趣，它成了



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唐诗70首》。
我把这本不值钱的书看作宝贝似的，都过了两年多了，还放
在我家的书柜里。现在打开它，我读起里面的诗还是那么的
着迷。这本厚厚的《唐诗70首》里，我最喜欢、记得最熟的
一首就是《静夜思》，它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大作。记得
我们最近学的一首歌，歌的歌名是《读唐诗》。这首歌的开
头就是朗诵了这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诉说的是远在它乡的游子李白
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这首诗虽然只是说了李白想念自己的
家乡，自己的亲人，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他
很想自己的母亲，很想回到遥远的家乡与年老的母亲一起度
过这寂静而冷清的中秋之夜。

学古诗的好处有很多。读唐诗，丰富我的课外生活，让我知
道不少名人故事，也能从中明白许多做人的道理。如：“死
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忘告乃翁。”让我感受到陆游这颗深深的爱国之心，“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我做一个爱惜粮食的人。“谁言
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让我感受到母亲博大的爱，有做一
个孝敬父母的人……我读了唐诗以后，觉得自己变得有教养
了，不像以前那样孩子气，不懂道理。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
一样，成了一个小大人。

《读唐诗》这首歌里还唱道：“唐诗唐诗传家宝，一代一代
传到我，文明哟古国……”既然唐诗是宝，中国是文明的古
国，大家还不快行动起来去读这个宝，去寻我们文明古国的
宝!

古诗文读后感篇五

古诗文我永恒的益友“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
水，红掌拨清波。”



我对这首王骆宾的诗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我对古诗的了解正
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我四岁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买了一本带图画的《唐诗三百
首》。爷爷每天都读给我听一首诗歌，这首王骆宾的《咏鹅》
和爷爷讲解时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如痴如醉的听着，听完后，我也呀呀学话般的开始
学着背诵。尽管我听不懂其中的意思，只有捧着这本书看---
我总是通过1234......把图片排列好，爷爷一遍一遍的教，
时间长了，我便也能背诵几十首古诗了，每次背给大人们听，
每次都能得到赞扬---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古诗的。

七岁的时候上学了，当又一次学习了《咏鹅》这首诗的时候，
我已经能倒背如流了，并能准确无误的解释其中的含义。经
过这样长时间的锻炼，培养了我对古诗浓厚的兴趣。

上三年级了，我更喜欢古诗了，吟颂古诗的同时仿佛回到历
史悠久的古代，见到了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李白、贺之章、白
居易、王之涣、等等；从中更能体会到中华文字的奇妙；还
能感受到古人是多么的了不起。

《江上渔者》、《游子吟》、《小儿垂钓》......更使我理
解了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深刻、苏轼的豪放和李清照的婉约.
....在那一读、一诵、一写、一画之间我将诗的意境与自己
的感慨融为一体。我领悟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和李清照“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深
刻含意。

正是范仲淹的这种精神感染了我，使我乐于助人，三年级被
评为“助人为乐小标兵，李清照的品格更激励我在学习上战
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xx爷爷说得好，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



它们内含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诗文
有利于我们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

同学们，请加入古诗文诵读的行列中来吧！相信它对你今后
的成长收益匪浅，你们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古诗是我
永恒的益友”。

古诗文读后感篇六

中国古时候南宋有位诗人写了一首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
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就是
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写的《示儿》。

这首诗的意思是：当我死时才知道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但是
唯一使我遗憾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当大宋
的军队收复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家祭的时候，要把这个好消
息告诉我。这首诗表达了陆游深刻的爱国之情。从这首诗我
知道了，人人都要有爱国之情，人人要是不爱国的话那么这
个国很快就会国破人亡，要是人人都爱国的话，这个国就一
定会兴旺起来。古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做岳飞岳鹏举，他很爱
国，学了一身好本事，为了报效祖国，最后成为我们要学习
的英雄之一。古时候的奸臣秦桧，为了得到权势，陷害岳飞
岳鹏举，最后被砍死在岳飞陵前。

读了陆游的诗我深受感动，我想，我们有了现在的生活，都
是因为革命先辈的奋斗和牺牲换来的。我想，如果人间发生
的恩恩怨怨都少一点，人间的恩恩爱爱再多一点，那么我想
中国这片美丽的圣土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古诗文读后感篇七

古诗文真美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曾是我心血澎湃；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凌云壮志亦使我神
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爱国情操也是
我感动不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
忧民更使我的心为之一颤。

我喜欢古诗文，我总是在古诗文中莫名的感动。我为杜
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民之思而
感动；我为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豁
达开朗而感动；为李清照“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以黄
花瘦”的悲凉凄苦而感动。古诗文美优秀作文作文人，美在
它的真情的流露，它是一种人性美。我喜欢古诗文，我总在
古诗文中找到心灵的归宿。我向往孟浩然“绿树村边合，青
山郭外斜”的田园风光；我向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怡然自乐；我向往李白“山随原野尽，江入大荒
流”的开阔视野；我向往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的明媚春兴…….古诗文美，美在它对自然美的流
漏，它的美，是一种自然美。我喜欢古诗文。

古诗文读后感篇八

现在的我们，处于一个新时代，虽不曾有那么多动荡不安，
但充满了人世险恶。社会是现实的，是残酷的，是美好的，
是需要我们慢慢适应的。我们不能逃避，只能无理由的选择
面对，与其整天面无表情的度过自己的一生，还不如每天对
自己微笑，对他人微笑，开心的面对生活，面对不开心，面
对困境。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
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有人曾这样评论过：词的上阕将千里行程中目睹的万事万物，
凝缩为“山”“水”二字，“一程”又“一程”的复叠吟哦
中，词人与家园的空间阻隔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
空间感和思乡情构成了词人心中尖锐的矛盾冲突。



在这种行进方向和心绪逆反的背离中驻营夜宿，词人的思绪
早就超越了他自己。“身”与心相对，身向榆关(山海关)，
而心却在关内，在故园。“夜深千帐灯”，这看起来开阔的
意境，壮伟的景观，实际上则是词人情心深苦之写照。

李白，字太白，盛唐时期的诗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人称
“诗仙”。

我来谈谈我看到的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媚权贵，不涉足于官场之人，一个高洁，
一个孤傲的李白。命令高力士拖鞋，让杨运忠为其磨墨，除
了他，谁还可以这样?不肯屈服于人，心直口快，面对不平敢
于出手相助，这注定了他的一生与官场无缘。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我看到的，是一个洒脱，放荡不羁的人，一个仗剑走天涯，
一个浊酒行千里的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
仙”的李白，自命不凡，孤芳自赏。难道他没有理想，没有
抱负吗?不!“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是他的理
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他的政治抱负。
他之所以不去追求，是因为他洁身自好，不想同流合污，想
过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生活。

唐朝兴起的科举制成就了李白的名气，但自古的封建官僚扼
杀了李白的未来。这样一个放荡不羁，一个豪情壮志的人，
就是古代思想的牺牲品。不过，李白终究是成功了，他名字
会超过所有的`帝王，永载史册。

这就是我读到的李白。



我一直很喜欢《唐诗三百首》，我喜欢诗仙李白，记得李白
小的时候有一次，学习不用功，缺乏毅力，有一天，他读书
读到一半，就不耐烦，干脆把书一扔，溜出门玩去，他连蹦
带跳地跑着，突然听到“嚓，嚓，嚓”的声音，看见一位老
奶奶正用力地磨着一根铁棒，李白很奇怪，问老奶奶为什么
在磨铁棒，老奶奶告诉他自己在磨绣花针，只要不间断地磨
下去，再粗的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的。李白听后，心
想：“对，只有要恒心，再难的事情也能做成功，”他转身
就往家跑，拾起扔在地上的书本，专心致志地读起来。经过
长期刻苦的学习，他打下扎扎实实的基础。后来，李白成为
了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被后人们誉为“诗仙”。

李白的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
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
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如《早发白
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尤其是他
和“诗圣”杜甫是好朋友，两人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
隐患而担忧。

我们现代的小学生，要学习李白等先辈们的不断进取、锲而
不舍的精神，为以后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还要学习他们热
爱祖国，为国为民的伟大胸怀，将来才可以为人民、为祖国
献出一份力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爱读古诗，我爱在古诗的意境之中畅游。这次，我畅游在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中。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让我形象地感觉到了月亮，
让我看到了儿时天真烂漫的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银河落九天”、“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让
我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观美丽，让我看到寄托情怀于山水之
中的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让我感觉到朋友分别时的离情别绪，让
我看到了注重友情的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让我感受到深深的思乡情怀，让我看到了思念故土的李白。

虽然上面这几首诗写得很生动，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李白写
的那首《行路难》，我被诗人所表现的豪情壮志吸引了。这
首诗的内容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
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
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
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坐在书桌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当中不断回味着
《行路难》这首诗中描写的景象，我不由得被李白那诗人的
灵感和丰富的想象所折服。在我眼前，一个志向远大、胸怀
磊落的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我相信今后，在我前行的道路
上，也许会遇到障碍重重，但我会象李白所说的那样，乘长
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一直到达理想的彼岸!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孟郊的妈
妈非常的爱他，就连衣服破了也要把衣服密密的缝起来，他
的妈妈怕孟郊来家很晚，他的妈妈不敢把衣服的缝留的太大。

因为他的妈妈很爱孟郊。

我的妈妈也很爱我，记的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的笔忘记带
了，正当我焦极万分的时候，我的妈妈把我的笔送来了还给
我带来了一件棉袄，因为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还给我好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妈妈就回家了，等我放学回家
的之后，妈妈端来一碗热乎乎的汤让我喝，我一口气就把给
喝光了。

妈妈又给我盛了一碗说：“孩子，来多喝点热的，对心里舒
服。



”我喝完了，写完了作业妈说：“宝贝，冷不冷呀?”我
说：“有一点冷。

”妈妈让我坐在被窝里，放了电视给我看。

妈妈，你太好了，您的母爱让我想起游子吟的诗，我会用学
习来报答您的。

暑假里，爸爸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拿
回家后，我爱不释手，读得津津有味。

其中有一篇是叶绍翁写的“夜书所见”，我非常的喜欢。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
深篱落一灯明。”这首诗写的是萧萧秋风吹动梧叶，送来阵
阵寒意，客游在外的诗人不禁思念起自己的家乡。他忽然看
到远处篱笆下的灯火，料想是孩子们在捉蟋蟀。这幅图景令
他倍感亲切，也许他由此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和童年吧。

古诗韵律优美，词句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我喜欢读古诗，
它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通过读古诗，让我了解到了许多
人文地理知识，陶冶了情操……我以后将会更加喜欢读古诗。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树山郭酒旗风·····。我有背起了
这首杜牧的“江南春”，这首诗，在我小时候朗诵大赛还获
过奖呢，所以这首诗我还记忆犹新。

正在背的时候，突然妈妈打断了我。问：你说这首诗好，你
知道她好在哪里吗?描写了什么呢?我一下被这个突然来的问
题问的哑口无言。我急忙翻阅书籍，哈哈终于明白了，这首
诗一开始就展现了江南大自然风光。“千里”是对广阔的江
南的概括。这里到处是莺啼，无边的绿叶映衬着鲜艳的红花。
这种有声有色、生机勃勃的景色自然是江南特有的。下一
句“水村山郭酒旗风”写了江南独特的地形风貌，临水有村



庄，依山有城郭，在春天的和风中，酒旗在轻轻地招展。这
是多么明丽的江南啊!一二句写的是晴景，三四句写的是雨景。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在春天的微雨中，则另有一番风光。在山明水秀之处，还有
南朝遗留下来的数以百计的佛寺。这些金碧辉煌、屋宇重重
的佛寺，被迷蒙的烟雨笼罩着，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给江
南的春天更增添了朦胧迷离的色彩。

今天，我读了杜甫写的《春夜喜雨》和孟浩然写的《春晓》
这两首古诗都是描写春雨的，因为春节刚过去。但是，我读
好后发现这两首古诗的意思不一样，杜甫写的是“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写春雨下
的好，滋润了万物，表达了诗人对春雨的喜爱，正需要雨。
它就下起来了。诗人用拟人手法称赞春雨善解人意，似乎知
道人们的心愿一般。而孟浩然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描写花被春雨打，落红遍地的景象，表达了诗人惜春的情
感。同样是一场春雨，两位诗人对它的感受截然不同。

由此，我发现同样一个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
正如：同样一杯茶，我喝起来觉得很苦，而爸爸喝了却觉得
很好喝，我在看动画片觉得好看，爸爸觉得不好看，再比如
轮滑吧!我觉得一点儿也不难，对爸爸来说他觉得很难!所以，
我们遇到困难时一定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不要害怕，
如果这样的话，爸爸也可以把轮滑学会了!

我爱读古诗，因为它诗句优美高雅，富有哲理;我爱读古诗，
因为它意境深邃，无处不闪耀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爱读
古诗，因为它是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束娇艳的花，是中华民
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多么美丽的诗句呀!每当我读到
这句感人肺腑的诗句时，就会想起小时候读幼儿园时，老师
教我们读，背古诗的情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背诵了越来越多的古诗，我开始学会去
领悟古诗的意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让我联想到
农民伯伯在强烈的阳光下辛勤耕耘，挥汗如雨;”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又激励着我们要懂得珍惜时间;”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我联想到瀑布从三千尺的高处直泻
而下，好像是璀璨的银河落自九天。

从此，我和古诗成了不分不离的好朋友，因为我爱古诗，更
爱读古诗。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古诗的魅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