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模板10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
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
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一

春天的到来，万物复苏，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生机勃勃。此
时，一棵棵婀娜多姿的柳树开始抽出嫩叶，吐露出青翠的娇
容。我常常被这些婀娜而柔软的柳树吸引着，无论是在乡村
小路上，还是在城市公园里,柳树都会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于是，我不禁萌发了一种咏柳的心情，希望通过咏柳，表达
出我对大自然之美的敬仰与赞美。

第二段：咏柳的美丽

柳树的美丽往往体现在婀娜的身姿上。它修长而柔软的垂枝
婆娑起伏，像是一个一代美女轻舞的身姿，在轻柔的春风中，
荡起一片迷茫。柳树的垂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为大
地演奏一曲美丽的乐章。而韧劲十足的柳枝，是许多祈祷和
希望的象征。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柳树也能够顽强地存活
下去，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也让我深深地敬佩。

第三段：咏柳的启示

“咏柳”不仅仅是对柳树美丽的描绘，更是对生活的启示。
柳树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在春天到来之
前，柳树也许长满冰霜和积雪，但是一经春风拂面，柳树就
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这种生命之力告诉我，任何困难和苦
难都能被战胜，只要我们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柳树告诉我，
一切会不尽如人意，但是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只有懂得



如何面对困难，如何从困境中站起来，我们才能够在人生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

第四段：咏柳的文化内涵

咏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意境，它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自古以来，咏柳就与咏花鸟鱼虫并称，成为文人笔下
的经典意象。柳树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很
多其他国家的文化中得到了体现。正因为如此，每当我咏唱
柳树，仿佛就能够感受到千百年间文人墨客对柳树的喜爱之
情，也能够感知到它所传递出的那种深深的情感。

对我而言，咏柳是一种对生活的赞美，在记录柳树的美丽的
同时，也让我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而咏柳所蕴含
的心灵寄托，使我在茫茫人海中，总能与大自然建立一种默
契的联系。每当看到柳树起舞的身姿，我就会产生一种亲近
的感觉，仿佛她在低语，告诉我生活要坚强，要乐观，要活
出自己的精彩。所以，咏柳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审美的
体验，更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通过对咏柳的感悟与思考，我明白了柳树的美丽不仅来自于
其婀娜的身姿，更是来自于它所传递出的坚韧与希望。咏柳
使我懂得了如何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困难时要勇敢前
行。咏柳还传承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咏柳的过程中，我仿
佛与上千年的文人墨客产生了共鸣。最重要的是，咏柳成为
了我心灵的寄托，每次面对困难时，都能够找到一片平静和
坚定的力量。感谢咏柳，让我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热爱大自
然。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二

1.认识本课6个生字，会写本课的5个会写字。

2.通过理解诗歌内容，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感受到



美，并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3.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诗歌。

重点难点：

理解诗句意思，品味诗歌意境，体会诗歌思想感情。

教学方式的构建

语文教学首先是人文教育。古诗是我国古代文化之瑰宝，如
何顺应新课程理念，使学生愉快轻松的学习诗的内容体会诗
的情感领悟作者的审美情趣呢，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中，我
将以读为主旋律，以读促读思，读中悟情，让学生在读读，
吟吟，唱唱，演演，画画中轻松领悟诗歌魅力。

1.初读，文通字顺。即一看见诗后，要求学生先大声朗读，
读准字音，扫清生字词的障，碍，把诗读的通畅，既是学生
的兴趣所致，也是为以后的深入理解奠定基础。

2.再读，领悟诗意。即在读顺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自己借助插
图读动诗句。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不一定能全读懂诗中每词
每句的含义，可通过小组或全班交流诗句的含义。当然，在
最疑惑时还需老师精当的点拨。

3.读，体会感情。古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之
而入情”，在了解了诗的大意后再反复朗读就能体会到诗中
情感，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多媒体手段把学生带到春的意境，
加强感知，形成表象，此外，我会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听
中感悟，从模仿练读中得到自悟提高。

4.读，熟读成诵。在悟情的基础上熟读，指导有感情的读，
以达到成颂的目的。



5.读，唱唱，画画，演演。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将诗再
现，让诗丰富的内涵再现，让学生得到真正的理解。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课题。

1.课前我以一首《春天在哪里》为引子，并播放几幅春景图，
创设愉快的学习情境，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引入正题：
同学们，春天来了，自然界的景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学
生谈春天的景色）春天是温暖的，是充满生机的，是美好的。
自古就有许多歌颂赞美春天的诗文，今天，我们学习的《咏
柳》，就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通过描写柳树来赞美春天的
诗。

（二）朗读全诗，初知大意——领略美

有的会说树很高，有的会说叶很绿，我会顺势引导这柳树的
确很美惹人喜爱该用什么语气来读呢？学生一定会说赞美的
语气，这时，我让学生齐读古诗进一步体会它的美。

（三）质疑问难，想象意境熟读成颂——欣赏美

此时，学生的情感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我适时进行引导：现
在你们面对的就是美丽的春景，想不想作一回诗人也来吟颂
一下这首诗呢，接着，我会放上音乐，让学生大胆的去表现
把诗中丰富的内涵大声的朗读出来。

（四）自主作业，迁移能力——延伸美

乘着学生的情绪高涨时，我会鼓励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将诗再现可以画可以演把诗中丰富的内涵变为简单的形象画
面，再现诗中意境，得到真正的理解。



总之，这一节课我以读为本，以读促思重在感悟为教学方式，
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为学习方法，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陶
冶了情操，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让学生真正从
朗读课文中感受到阅读的兴趣。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三

古诗咏柳，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一。柳树是中国自古
以来赋予丰富寓意的象征性意象，几千年来，柳树一直以它
悠长岁月的风姿、强大生命力的彰显和对于个体、社会以及
人文环境的积极影响而为人们所称道。这篇文章将从中国古
代诗歌中咏柳的经典之作、柳树的象征意义以及个人对柳树
的体会等角度展开，以探索古诗咏柳的深远内涵。

首先，中国古代诗歌中咏柳的经典之作不胜枚举。例如，南
朝柳宗元的《江雪》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以悠远的江雪和寂寞的
柳树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寥寥几个字勾勒出江湖中的孤胆
英雄形象，既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困境的积极态度，也展示了
柳树的不屈和坚韧。另外，唐代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表达了对于柳树顽强生命力的赞美和对于岁月更迭
的感慨。这些古代诗人以咏柳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引人入胜，
展现了柳树的独特魅力和对于人文环境的深刻思考。

其次，柳树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柳树被赋予
了很多美好的寓意，例如，柳树被视为春天的象征，春天万
物复苏之时，柳树开始发芽，绿意盎然，给人们带来了生机
和希望。柳树还被视为和平与友谊的象征，古时，人们常以
柳枝相赠，寓意友谊长久。此外，柳树还象征着执着和坚韧
不拔的品质。柳树在大风中鞠躬，而不会折断，这种坚韧和
毅力使得柳树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最后，个人对于柳树的体会是，柳树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给



了我很强的启示。无论是风吹雨打还是寒冬腊月，柳树始终
能够默默承受着，顽强地生长下去。这让我想到了生活中所
面对的各种困难和挫折，面对困境时，我应该学会像柳树一
样坚守信念，并且勇敢地面对。同时，柳树的柔韧性也给了
我深刻的启示。当风雨来临时，柳树并不坚守原地，而是随
着风的吹动，姿态万千，很好地适应了环境的变化。这让我
明白了灵活适应的重要性，当环境变化时，我要学会调整自
己，适应变化，才能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综上所述，古诗咏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古代
诗歌中咏柳的经典之作不胜枚举。柳树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
富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春天的到来、友谊的长久以及坚韧
不拔的品质。个人对柳树的体会是，柳树的生命力和坚韧不
拔给了我很强的启示，同时，柳树的柔韧性也给了我深刻的
启示。总的来说，我们从古诗咏柳中可以深刻地领悟到柳树
的强大生命力和对于人类生活的积极影响，通过柳树这一中
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迎
接生活中的挑战。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四

1、通过对诗古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
热爱美的思想感情。

2、学会4个生字，会认2个生词。

3，想象古诗描绘的意境，深入体会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4、能用自己的话说说古诗的意思，能有感情地朗读、背诵古
诗。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欣赏美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理解诗句意思，品味诗歌意境，想象《咏柳》描绘的美丽景



色。

教具准备：

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初感诗境——感知美。

1、课前唱歌《春天在哪里》。［创设愉快的学习情境，调动
学生学习兴趣。

2、导入：同学们，不知不觉中，春天的脚步又近了，这轻快
飞行的燕子，吹面不寒的杨柳风，羞红了脸的桃花，柳枝轻
摇的柔柳，组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你看，这是什么？（课
件出示：杨柳图）

4、揭题解题：柳树真美啊，唐朝诗人贺知章也被柳树的美所
陶醉了，所以写下了这一首赞美柳树的诗——《咏柳》。

5、欣赏配乐朗读，学生感受古诗节奏。

6、自由读诗，要求借助拼音读准字音。

7、突显生字，指出这些字是今天所要学习的生字，再让学生
读字。

二、交流切磋，诵读求悟——品味美。

1、指导学习第一、二句。

（1）通过预习，你读懂了哪些词的意思，学生交流后回答：

（2）（放远看柳树的图片）大家预习得很充分，你们看到柳



树像什么？倒垂下来的柳枝又像什么？（学生自由发挥）

（3）多么婀娜的柳树啊，在诗人的眼中，她就像一位什么呢？
是啊，诗人感叹（（4）指名读。老师相机指导：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2、合作学习第三、四句。

（1）和同桌一起读三四句。多读几遍，读出感情。

（2）学生自读。

（3）出示第四句诗课件，体会用“剪刀”来比喻“二月春
风”的精妙之处，一树碧玉，万条绿绦和数也数不清的细叶，
原来是二月春风的杰作啊！继而体会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

（4）指名读，相机提问：你觉得自己读得怎么样？哪里读得
好？你为什么这样读。

4、过渡：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可以知道诗人是用什么方法
来写出柳树的美呢。（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边听配乐朗
诵边想象一下这首诗的意境，等一下我要请同学们把你们想
到的意境描绘出来。

三、分组活动，熟读成诵——抒发美。

（学生考虑、讨论，并纷纷说出自己喜欢的方式：表演、朗
诵、写作、（画画等）

1、教师根据学生的提议分成四组：诗朗诵组、表演组、图画
组。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选择小组。

2、学生分组讨论、创作表演。（教师巡回指导，启发学生开
阔思路）



3、分组展示表演。

（1）诗朗诵组；

（2）表演组：

（3）图画组：

（4）写作组：

四、总结写法，网络拓展——延伸美。

1、小结：诗写得精彩是因为作者观察仔细，能抓住柳树的特
点善于运用比喻手法，抒发真情，才使得我们对柳树，对春
天的也产生了喜爱之情。希望同学们也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一颗敏感的心灵，去观察身边的一切，领略身边的美景！

你还知道哪些歌颂、赞美其它事物的诗？

2、告诉学生相关古诗的网址拓展学生课外学习，并搜集。

3、作业：画一幅春景图。

五、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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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五

“听《咏柳》心得体会”是一首古典诗歌，作者是唐代文学
家陆游。陆游是中国文化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
作品以写景抒怀为主，其中《咏柳》更是代表了他对柳树的
独特感悟。通过深入分析和理解这首诗，我不仅对陆游诗歌
的独特风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领悟到了其中蕴含的深层
思考和生活哲学。下面将从五个方面展开对《咏柳》的心得
体会。

首先，《咏柳》通过对柳树的形象描写，展现了作者对自然
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感悟。诗中的柳树垂下细长的柳枝，柔韧
而挺拔，犹如一位勇敢而坚韧的战士；树叶随风摇曳，轻灵
而悠扬，仿佛一位优雅而自由的舞者。这些形象描写不仅展
示了柳树的自然美，也表达了作者对柳树秉性的理解。柳树
所具有的坚韧、自由和优雅，正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品质。
通过这种对自然界的观察和思考，作者引发了读者对人生境
界的思索。

其次，《咏柳》通过对柳树的抒怀，表达了作者在生活中的
矛盾和困惑。诗中提到“不离不弃人之心”，折射出作者对
人际关系的期望和苦闷。与柳树随着四季的变化而繁茂或凋
零不同，人们的心却常常因为一些外在的原因而波动不定。
感受到自己内心的脆弱和胆怯，作者更加希望借鉴柳树的品
质，坚守忠诚和付出，并努力在狭隘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这种抒怀不仅代表了作者对人际关系的思考，也引
发了读者对自身处境的共鸣。

第三，《咏柳》通过对柳树的描绘，展现了对时光流转的深
入思考。诗中提到：“思彼苍茫滞四冢，不任阡陌作舒
畅。”这句描写了作者对死亡和时光流逝的担忧。柳树象征
了生命的存在，它们在岁月的冲击中依然生机盎然。然而，



人类却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生老病死的现实。思考时光的流逝
和死亡的到来，作者呼吁人们应该珍惜时间，抓住人生的每
个瞬间，以充实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第四，《咏柳》通过对柳树的寓意，表达了作者对自身命运
的思考与审视。诗中提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柳树
的形象中，作者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人生目标。柳树虽
然柔韧，却坚守在风雨中，而且还能够安抚寂寞的心灵。这
使得作者产生了对自身人生的思考。作者希望自己能够像柳
树一样，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理想，守住内心的善
良和正直。

最后，《咏柳》通过对柳树的描绘，传达了作者对自然和谐
的向往。诗中提到：“茂陵宫、木草青青。”这里的茂陵宫
是指陵寝，作者在其中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和和谐。柳树作
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周围的环境融洽共生，为大地添上了
一抹绿意。通过观察和体会柳树的存在，作者希望人类也能
够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环境、珍爱自然，达到“同舟共
济”的境界。

总之，《咏柳》是一首通过对柳树形象的描绘，寄托了作者
的情感和思考。它不仅展示了作者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深刻
感悟，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生、时光、命运和自然和谐的思考。
这首诗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抒怀，发出了深邃的哲学思考，让
人们在欣赏的同时，思考自己的人生处境和生活态度。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六

1、两首诗一个主题，与其说是在教学两首古诗，不如说是让
学生通过两首古诗徜徉在更多描写春天的美诗文中，从而感
悟春的勃勃生机，春的万紫千红。教的时候既要注意区别，
又要注意联系，前者为点，后者为面，点面结合构成了美丽
的春天。



2、《咏柳》从剪，裁入手，学习完后自然剪出《春日》，过
渡自然。两首古诗的分开教学看似独立，其中又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自始至终不离“春”这一主题，为二次整合铺垫
基础。课末，将两首古诗再次整和，进行对比参读。使学生
领会到：《咏柳》如细笔勾勒，由一柳而见出整个春天；
《春日》则如泼墨挥毫，渲染出春天的“无边光景”，“万
紫千红”。然而此处对比的实质并非为求异，而为探求两首
古诗内在精神之一致，即对春天的赞美和热爱。至此，学生
对春的感悟和热情得以升华，此时，让他们写下心中对春的
感受便如水到渠成，一蹴而就。课堂氛围达到高潮。

3、让学生学诗画画是最佳选择。引入朱自清的散文《春》，
使古今诗文得以整合。

两首教学有所不同。《咏柳》是让学生感受到柳树的色彩美
和形态美并用自己的话将一、二两句诗写下来。《春日》则
是任选一个景物展开想像说具体感受景物美。还感受语言美、
空间美、诗人情操美等。两首古诗品位语言美时，《咏柳》
抓住了诗眼“裁”，品位“裁”的精妙。

4、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以诗歌的语言最为精炼，感
情最为丰富。而“每一首诗都离不开意念、意象和意境这三
个层面”（张厚感）。古人云“三分诗，七分读。”老师要
引导学生把握好这三个“意”，品读好这三个“意”。就一
定要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读出语调、读出感情、读出韵味，
让他们在反复吟诵中浮现出诗的意蕴。读诗，若要解得其中
真意，就需仔细玩味，抓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去体会，这
是一个体味诗意的过程，更是一个炼字的过程，一个学习语
言、积累语言的过程。这是读诗的关键，也是进入诗境、体
会诗情的关键。例如《咏柳》前两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用比喻的手法，描绘了静态中的柳树，却使
人感到柳树内在的生命力。我们要尽量发挥学生的能动性，
让学生自己去感悟、体会词的妙处。教师只起引导作用，以
读代讲，让学生在读中自然领悟意味深长的诗意。



5、诵读是引发读者与作者情感共鸣的酵母，是作者和读者情
感交流的纽带，通过有声有情的诵读，文中的字句就会活起
来，文章整体也会更具形象性，在潜移默化中，读者就会感
受到作者的情感体验。

探讨：

a.如何能照顾到基础较差的一部分学生，他们几乎不思考，
不想像，不发问。

b.要不要学生记教参上的诗意。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七

《咏柳》是唐代杜甫所作的一首诗歌，是唐诗中的经典之作。
在这首诗歌中，杜甫用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大自
然中的柳树，表现出了诗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之
情。本文将结合《咏柳》的文本和文化背景来解读这首诗歌，
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意义。

二、咏柳的文本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咏柳》的文本。诗歌开篇即是“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柳树
的形象，柳树像一个佩戴着碧绿玉石的女子，垂下长长的绿
丝绦般的枝条。而在接下来的几句中，杜甫用“东风”“春
色”“天上”的描述，将柳树与春天的自然景象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描写不仅令人有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更让人们感觉到
了柳树的生命力和韧性。整首诗歌节奏明快，气势磅礴，这
是对柳树这种生命之树的高度讴歌。

三、咏柳的文化背景解读

其次，我们来谈一谈《咏柳》所处的文化背景。在唐代，自



然风光被视为心灵的源泉，诗人们常常把自己的文学创作视
为一种对自然的表达和赞美。柳树在唐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它的柔美和生命力被当作一种精神内涵，成为了文人
墨客的情感表达与美学构想的重要载体。杜甫在《咏柳》中，
借助柳树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生命态度，这也成为了该
诗歌得以荣登唐代诗歌的红极一时。

接下来，我们来看谈谈《咏柳》中的哲学思想。杜甫在《咏
柳》中描绘的柳树，虽然是自然中的一种物种，但它所具有
的生命力和智慧却是人类所追求的。柳树不仅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还能够通过枝叶的起伏响应自然界的力量，这种与自
然的共鸣，使它能够承受季节更替的打击而不改变其坚韧和
生机。这种对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与人类的精神追求有着
共通之处，诗人通过对柳树的感悟，提炼出了一种宏大的哲
学思想。

五、咏柳的人生意义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咏柳》中的人生意义。诗歌通过对
柳树的描写，表征诗人内心的潜在动力与精神追求。柳树那
顽强的生命力和受风而动的柔韧，将诗人的“志”与“情”
融为一体，成为了生命的力量和文学创作的源泉。在这种意
义上，《咏柳》告诉我们，生命应该充满“汹涌澎湃”的激
情和“柔性”的内在本质，这样才能够应对变幻莫测的生活
挑战。

结语：

《咏柳》作为一首经典诗歌，不仅展现了文学的美学价值与
文化的历史价值，更传达了人类精神与情感层面的哲学意义
和人生价值。正是因为如此，这首诗歌在历史和人民心中留
下了浓重的色彩，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艺术珍品。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八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语文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四课
《古诗两首》中的《咏柳》。

教材分析

教学目标：

1认识本课6个生字。

2通过理解诗歌内容，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感情，感受到美，
并激发学生学习古诗的兴趣。

3有感情的朗读并背诵诗歌。

重点难点：

理解诗句意思，品味诗歌意境，体会诗歌思想感情。

教学方式的构建

语文教学首先是人文教育。古诗是我国古代文化之瑰宝，如
何顺应新课程理念，使学生愉快轻松的学习诗的内容体会诗
的情感领悟作者的审美情趣呢，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中，我
将以读为主旋律，以读促读思，读中悟情，让学生在读读，
吟吟，唱唱，演演，画画中轻松领悟诗歌魅力。

1初读，文通字顺。即一看见诗后，要求学生先大声朗读，读
准字音，扫清生字词的障，碍，把诗读的通畅，既是学生的
兴趣所致，也是为以后的深入理解奠定基础。

2再读，领悟诗意。即在读顺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自己借助插图
读动诗句。对于二年级学生来说不一定能全读懂诗中每词每



句的含义，可通过小组或全班交流诗句的含义。当然，在最
疑惑时还需老师精当的点拨。

3读，体会感情。古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之而
入情”，在了解了诗的大意后再反复朗读就能体会到诗中情
感，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多媒体手段把学生带到春的意境，加
强感知，形成表象，此外，我会借助录音范读，让学生听中
感悟，从模仿练读中得到自悟提高。

4读，熟读成诵。在悟情的基础上熟读，指导有感情的读，以
达到成颂的目的。

5读，唱唱，画画，演演。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将诗再现，
让诗丰富的内涵再现，让学生得到真正的理解。

下面，我着重谈谈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感知美

课前我以一首《春天在哪里》为引子，并播放几幅春景图，
创设愉快的学习情境，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引入正题：
今天我们就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学习一首春天的诗。接着出示
春柳图，使学生初步感知柳树的美，再进行过渡：柳树真美
呀连诗人贺知章也被柳树的没陶醉了，所以写下了这首赞美
春天的诗，（出示诗）让学生自己大声朗读，读通畅，对不
认识的字或不懂的地方作个记号，感兴趣的地方多读几遍既
扫清了生字词的障碍，又为深入理解诗奠定基础。

朗读全诗，初知大意——领略美

通过初读课文后，我会问学生：你读懂了什么，请大家自由
来说说，有的可能会说柳树真美，我会趁热打铁问：你认为



最美德地方是什么，有的会说树很高，有的会说叶很绿，我
会顺势引导这柳树的确很美惹人喜爱该用什么语气来读呢？
学生一定会说赞美的语气，这时，我让学生齐读古诗进一步
体会它的美。

质疑问难，交流朗读——品味美

在读的过程中，学生一定对一些词句还有不理解的地方，诗
中三个比喻句的理解可能还不透彻，我会逐一出示课件，让
学生体会用碧玉来比喻柳树新长出来来的嫩叶写出柳树颜色
碧绿生机勃勃。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条写出了柳条随风飘拂轻
柔美丽的特点。用剪刀来比喻二月春风的精妙之处。接着我
会让学生闭上眼睛，边听配乐诗朗诵，想象一下这首诗的意
境再让学模仿练读，更好的体会诗人对春天的热爱之情。

想象意境熟读成颂——欣赏美

此时，学生的情感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我适时进行引导：现
在你们面对的就是美丽的春景，想不想作一回诗人也来吟颂
一下这首诗呢，接着，我会放上音乐，让学生大胆的去表现
把诗中丰富 的内涵大声的朗读出来。

自主作业，迁移能力——延伸美

乘着学生的情绪高涨时，我会鼓励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将诗再现可以画可以演把诗中丰富的内涵变为简单 的形象画
面，再现诗中意境，得到真正的理解。

总之，这一节课我以读为本，以读促思 重在感悟为教学方式，
通过自主探究合作交流为学习方法，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陶
冶了情操，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让学生真正从
朗读课文中感受到阅读的兴趣。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九

柳树是中国文化中常见的元素之一，被誉为“绿色的代表”。
杨万里的《咏柳》是中国古代一首描写柳树的名篇，通过对
柳树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柳树的喜爱之情。我读完这首诗
后，深受震撼，感受到了柳树给人们带来的美和无尽的伟力。

首先，杨万里通过一系列细腻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柳树的
外貌。他用“碧条”、“翠叶”、“千缕”等形象的词语，
展示了柳树的婀娜多姿，令人心生惊叹。当我们置身于柳树
丛中，不禁被这棵棵弯曲的柳树所吸引，仿佛置身于一幅幅
美丽的画卷之中。这些生动的描写让我感受到了柳树所散发
出的独特的魅力，也让我对柳树产生了更深的热爱之情。

其次，通过描绘柳树的姿态，杨万里向读者传达了柳树的伟
大之情。在诗中，杨万里用“冰雪枝”、“春风面前”等词
语，显现了柳树顽强的生命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逆境生长。柳
树傲立在寒风中，顶住了严寒的考验，向我们展示出一种迎
难而上、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使得柳树
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喜爱的题材之一。阅读这首诗的
时候，我深深地被柳树的勇敢和坚韧所打动，也激发了我勇
敢面对困难的决心。

再次，通过对柳树的描绘，杨万里旨在向读者展示柳树的繁
茂和丰饶之美。他用“凤皇”，“绿绮”等美喻之词，形容
了柳树的茂盛和繁荣。这让我不禁想起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象征意义，被赋予了繁荣、富裕和希望的象征。在中国
的诗词中，柳树常常与困境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希
望和勇敢。通过阅读这首诗，我对柳树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元
素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欣赏柳树所展示出的生命
力和丰盛之美。

最后，杨万里在诗中流露出对柳树的热爱之情。他用“斑斑
管复拳”，表达了对柳树的喜爱和敬意。他不仅通过描绘柳



树的外貌、姿态和繁茂，还借助自身的感悟和情感，将读者
带入了柳树的世界，让我们亲身体验到了柳树带来的快乐和
美好。读完这首诗，我对柳树产生了更深的敬仰之情，也更
加渴望亲自去观察和感受柳树的美。

总之，《咏柳》这首诗给予了我很大的触动。通过杨万里的
描写，我深刻感受到了柳树的美和伟力。柳树以其独特的外
貌和姿态，令人为之倾倒；以其坚韧的生命力和丰饶的繁茂，
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和赞美。柳树象征着坚强、繁荣和富饶，
激励着我勇敢面对困难和追求美好。通过读这首诗，我更加
了解了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也更加怀念起了柳树
的美。我相信，柳树将永远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也将永
远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美好的体验。

咏柳心得体会二年级篇十

2、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王安石《壬辰寒食》

3、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

4、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

5、关山客子路，花柳帝王城。——卢照邻《送二兄入蜀》

6、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7、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高鼎《村居》

8、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李商隐《柳》

9、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寒食》

10、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于谦《观书》



11、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李贺《致酒行》

12、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武元衡《春兴》

13、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

14、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咏柳》

15、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杨万里《新柳》

16、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17、短篷南浦雨，疏柳断桥烟。——赵长卿《临江仙·暮春》

18、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欧阳修《别滁》

19、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渭城曲》

20、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李白《苏台览
古》

21、红粉当垆弱柳垂，金花腊酒解酴醿。——贾至《春思二
首》

22、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白居易《青门
柳》

23、青青一树伤心色，曾入几人离恨中。——白居易《青门
柳》

24、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刘禹锡《杨柳
枝》

25、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园田居·其
一》



26、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刘方平《代春
怨》

27、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刘禹锡《杨柳
枝》

28、一种可怜生，落日和烟雨。——纳兰性德《卜算子·新
柳》

29、洞门高阁霭馀辉，桃李阴阴柳絮飞。——王维《酬郭给
事》

30、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纳兰性德《临江仙·寒
柳》

31、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程颢《郊行即
事》

32、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郑文宝《柳枝
词》

33、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
村》

34、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谢枋得《蚕妇
吟》

35、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王士祯《真州
绝句》

36、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王维《少年行
四首》

37、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许浑《咸阳城
东楼》



38、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白居易《杨柳
枝词》

39、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
才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