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诗心得体会(模板9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优质的
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杂诗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文化名城，杭州以其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
文人墨客。《己亥杂诗》是明末清初文人吴伯宗所撰，收集
了当时文人的作品，既有诗歌，也有散文，反映了当时社会
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读完《己亥杂诗其五》，我深深地被
其中的一些诗歌打动，也从中获取了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诗歌抒情，意境深远。《醉翁亭记》诗“枯藤老树
昏鸦”四个字，表现出萧瑟秋景。然而，风景并不会影响主
人公的情绪，他最终独坐蒿庐中，欣赏自然风景，内心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这种抒情和对生命的感悟，让我深深感受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平等，诗歌背后的情感也让我们深刻地了
解到诗人的心路历程。

第二段，诗歌寄意深远，蕴含哲理。《石灰吟》中，“人生
如梦，一气呵成”。诗人把一滴滴汗水和生命紧密联系在一
起，从而表达了对人生的看法。这反映出诗人对生命的敬重
和珍惜，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短暂而宝贵，要让每一天都充实
而有意义。此外，文学和哲学战士的较量也对人生的思考提
供了一定的启示。

第三段，诗歌凝练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水龙吟》诗中，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诗人通过一句简单
而易懂的话，表达了新鲜感、幸福感和留恋感，引导我们通
过自己的独特视角去看待人生。散文纪实部分用现实的手法
定格了不同时期的阶层状态和社会风貌，让我们对历史文化



的理解更为深入。

第四段，诗歌流露情感，传递思想感悟。《西江月•夜行黄州》
诗歌中，“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
河星。”这幅画面让人感受到宁静和安详，灯火蔓延，却不
能掩盖自然之美，这是人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真正状态。诗歌
张扬了一种非理性的感受，用笔墨所表达出的语言不仅给读
者留下美好的想象，也使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温馨和美好，
去深入感受人性的本质，这种艺术感染力，自由的韵律，让
我们体验到文学和生命之间的相互渗透。

第五段，文艺之美尤最能传达人的情感。读完《己亥杂诗其
五》，不仅让我们对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认识，还发现其
中的琐事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风貌，更有很多诗歌让我
们深刻启迪，激发我们的思考。文学作品体现的不仅是物质
财富和寻常幸福，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生命的珍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仔细品读和欣赏文化作品，并能有效理解
其所呈现的意境和情感，不仅会对我们的内心有所启迪，而
且可以拓展我们的眼界，提升我们的审美素养。正如《己亥
杂诗》中对生命的感悟和抒发，也像是我们阅读美好文艺之
美的时候，与之「出行」的人生札记，让我们理解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让我们好好体验人生的方方面面。

阅读己亥杂诗其五这本古籍，让我对文学作品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和体会。诗歌既可以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可以抒发
人生的哲理感悟，把我们的思维和情感带入一个美妙的境界
中。文艺作品体现了文化的内涵和时代的味道，它的价值不
仅是作为文化遗产，以及对人性情感的启迪和激发，它也是
对人文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贡献。在接下来的阅读和
生活中，我会更加注意文学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情感和哲理，
去深入理解生命和文化的意义。



杂诗心得体会篇二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作品赏析 【注释】：

清道光十年(1839)春末，

龚自珍因事辞去礼部主事之职，于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动身南
归。诗人客居京城达二十年之久，北京已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今日一旦离去，已届四十八岁的晚年了。“先生官京师，冷
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奇好客，境遂大困，又才
高触动时忌。”其辞官离京时的万端枨触，可以想见。

首句“浩荡离愁白日斜”，以“浩荡”二字，极为凝练地写
出离愁的深广。“白日斜”三字一笔勾勒景物，以夕阳西沉、
暮色苍茫的气氛，强化了诗人离京时的`眷恋、怅惘、失落、
孤独的种种情怀。诗人南下，本是回到故乡，然而他却感慨
道：“吟鞭东指即天涯”。离京标志着龚自珍政治生涯的终
结，他仕途蹭蹬而一事无成，此次离京无望重返，于是当听
到马鞭抽响，便油然而生出天涯断肠之感。满怀愁绪的他，
无心赏景，相反，京郊寥落的春光只会增加他的怅惘。可是
他的视野里出现了落花－－他在好几篇诗中吟咏过的“薄命
花”、“断肠花”！当他触景会心的一刹那，想必有一丝幽
怨、几分哀婉吧：那落花一旦委地，就不能重返故枝，只能
零落成泥碾作尘，不象征着自己的遭遇和命运么？如果诗人
沉浸于感叹年华已逝、青春不再，那么他就不是龚自珍了。
出乎意料的是，诗人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借落花翻出新意，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为瑰丽的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
做春泥更护花”！在诗人看来，落花作为个体，它的生命是
终止了；但一当它化作春泥，就能保护、滋养出新的花枝，
它的生命就在下一代群体身上得以延续，体现出真正的生命
价值－－终将孕育出一个繁花似锦、绚丽灿烂的春天！这哪
里是落花的葬词？这分明是一首新生命的赞歌！

龚自珍此次南下，是到杭州主掌书院，聚徒讲学。他不无怨
恨、不无留恋地告别了过去，但又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生活，
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他对国家民族的那一份执著的忠忱，
至此化为薪尽火传、泽被后人的一种使命感，“落红”的形
象，就成了崇高献身精神的象征。反复吟诵此诗，便会深感
诗人一片冰心，照人肝胆！

全诗意象单纯，而情景浑成，比兴无端，而心迹昭然，短短
二十八字，展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揭橥了一种难能可贵的
生命价值观，具有涵包天地的思想和感情容量，洵称定庵诗
的压卷之作。

杂诗心得体会篇三

杂诗，是指唐代诗歌中类别之一，与田园诗、闺怨诗、宫廷
诗、山水诗等并称。杂诗常采用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达感受，
形式自由、内容广泛，能够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和
社会现象。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思维敏捷、口耳俱佳、对事
物有细腻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同时也需要大胆的想象力和创
意能力。在写作杂诗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我愿
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段：了解题材，把握表达

杂诗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需要从日常生活中挖掘素材。在
写作过程中，需要了解题材，把握主题，注意表达，把握好
诗歌的节奏、运用比喻手法等。积极思考和分析，让自己的



写作更加具有深度和厚度。

第三段：多读优秀作品，提升审美水平

诗歌创作需要灵感、天赋和刻苦的努力。与此同时，多读优
秀作品也能够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平和写作技巧。可以阅读唐
代杂诗家如王之涣、贾岛、韩愈、杜甫等，也可以关注现代
诗人的创作，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第四段：挖掘自身经历，丰富创作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写诗也需要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
灵感。挖掘自身经历，能够让自己的诗作更加深情、贴近读
者。可以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亲情、爱情、友情等方面入手，
用心创作出自己的佳作。

第五段：总结体会，不断进步

在写作杂诗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在写作前，
需要明确主题和题材，把握表达和运用比喻手法等。同时，
要不断读优秀作品，提升自己的审美水平和写作技巧。借鉴
自身经历，丰富创作，让自己的诗作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
总之，不断探索和尝试，才能不断进步，创作出更好的杂诗
佳作。

杂诗心得体会篇四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1、本诗开头两句，以浩荡修饰离愁，以白日斜或天涯衬托离
愁，这种表现手法和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有异曲同工之妙。



2、对这首诗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d

a、诗的第一、二句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当日复杂的心境：离别
的愁绪和回归的喜悦相互交织。

b、诗的第三、四句从落花到春泥展开联想，将诗人的时代使
命感移情落花，从而把离愁升华为崇高的献身精神。

c、诗中用冷色调的“白日斜”烘托离愁，用“落红”一句作
为情感的转析，使整首诗从离愁中解脱出来。

d、全诗表达的思想和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所
表达的官场决裂、归隐田园的遁世思想相同。

3、“落红”在这里比喻自己

4、最后两句诗有什么深刻含义？

以落花自比表明作者虽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
运。

5、对这首诗歌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b）

a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

b用“浩荡”修饰离愁，写离愁之苦；用“天涯”映衬离愁，
写离愁之多。

c诗的后两句以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融
入议论。

d “化作春泥更护花”一句现常用来赞美老一辈对下一代的关
心、爱



6、这首诗写诗人离京的感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
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抒发了诗人复杂的感情。

表明作者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或：表明作者虽
然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或：表现了他一贯
的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片痴情。

杂诗心得体会篇五

杂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囊括了各种不同的内容和体
裁。作为一种创作风格，杂诗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规则，使得
作者可以更随意、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我的学
习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杂诗作品的魅力和创作技巧。在此，
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杂诗的特点。杂诗是一种多样化的文学形式，它融
合了多种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杂诗可以涵盖精神、物质
生活等各种方面，具有很高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这种文学形
式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融合了很多其他
体裁的特点，达到了很多文学形式不能达到的效果。

第二段，杂诗的表现手法。杂诗是一种充满创造力的文学形
式，它鼓励作者通过多样的表现手法来传递自己的思想和情
感。这种文学形式甚至可以在同一首诗中，通过不同的表现
手法创造出不同的效果。例子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它采用了反复出现的修辞结构，营造了一种浩大而
宏伟的气息。

第三段，杂诗的创作技巧。杂诗的创作过程需要作者具备一
定的文学素养和想象力。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可以运用多种
文学技巧，比如比喻、描写、对比等来进行创作。例子如：
望断天涯路，心劳日已惨。这首诗运用了望断、心劳这两个
富有表现力的词汇，表达出思想的疲惫和煎熬。



第四段，杂诗文化价值。杂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代表着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宝库
中的重要一支。杂诗文化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
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杂诗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于增
强中华文化自信、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

第五段，个人心得。在我学习杂诗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
了杂诗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创作技巧。我认为，杂诗不仅是一
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融合在一起，反映了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通过学习
杂诗，我不仅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而且也对文学创作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我的文学创作也有所帮助。

总之，杂诗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它具有多样的表现
手法、创作技巧和文化价值。通过学习杂诗，我们可以提高
自己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品味，同时也能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杂诗心得体会篇六

《己亥杂诗·其五》是我们古代著名诗人龚自珍的作品，大
家都十分熟悉，我们都曾经学习过龚自珍的文学作品。下面
是小编整理收集的己亥杂诗其五整体赏析，欢迎阅读参考！

朝代：清代

作者：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花纷纷绝不是无情飘洒，为的是化作春泥培育出更多的新
花。[落红：落花。花朵以红色者居多。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诗人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借落花翻出新意，为我们展示了一
个极为瑰丽的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诗人看来，落花作为个体，它的生命是终止了;但一当它化
作春泥，就能保护、滋养出新的花枝，它的生命就在下一代
群体身上得以延续，体现出真正的生命价值--终将孕育出一
个繁花似锦、绚丽灿烂的春天!这哪里是落花的葬词?这分明
是一首新生命的歌!

诗人借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抒发了自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 这两句诗也包含了这样的`哲理：“落红”似乎成了无
用之物，但从另一角度看，它能化泥护花，仍有价值和作用，
它包含着世上的万事万物均具有两面性，“有用”和“无
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关键在于观察者的视角，在
于自身的价值和功用。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也隐喻了作者虽辞官但
仍会关心国家的命运。从而形象、贴切地展示了诗人为国效
力的献身精神。

杂诗心得体会篇七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作
品、思想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古代人民以至后世人们。
他的诗歌作品在古代文学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又
以他的杂诗最具代表性。在陶渊明的杂诗中，我尤其喜欢的
是他的“其一”系列，今天我想通过探究这些诗句，谈谈我
自己在读陶渊明杂诗中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第一段：杂而不乱的文论

陶渊明的杂诗主要是写诗人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他善于



用诗歌抒发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在他的“其一”系列
中，我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他杂而不乱的文论。例如《其
一·杂言》中提到，“文章各出辙，如果颜子泣。浊水浑已
鱼，庸才用徒唯。”这句诗反映了他对于当时文学中千篇一
律、毫无创新的看法，同时贬斥夸大其辞的庸才，强调真正
的才子应该不同凡响，独树一帜。

第二段：对逝去年华的反思

陶渊明的杂诗中，除了有对文学的看法外，他也常常对于逝
去年华和生命的离别进行反思。在《其一·六月二十日夜未
眠书怀》中，他写道“岂无夜雨声，何处不伤心。长夜不成
寐，起坐杳无人。”这句诗表达了他对于岁月流逝的感慨和
无奈，以及对于生命和爱情的珍视和留恋。

第三段：对自然的欣赏

陶渊明是一位爱好自然、善于观察自然、描绘自然的文学家。
他的杂诗中，很多都是关于自然的描写和赞美，这让我更加
了解了大自然的神奇之处。比如在《其一·山行》中，他写
道：“野径人未行，障山十八峰。远东南几千里，去此上方
平。”这句诗描绘了山峰起伏，山间小路辗转曲折，以及山
顶上的壮丽景色，更是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

第四段：对道德价值观的思考

陶渊明也是一个思想深邃、关心社会的文学家。他的杂诗中，
常常表现出对于道德价值观念的关注和思考。例如在《其
一·晚泊牛渚怀所思》中，他写道：“不问乎政事，有时闲
乘船。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这句诗流露出
了他对于政治腐败的失望和对于自己失去青春时光的悔恨，
而这也让我更加重视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

第五段：展望未来的思考



陶渊明的杂诗很多是表现对于当下和未来的思考和担忧。我
们也可以从这些诗句中找到对于未来的启示。例如在《其
一·早行》中，他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
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句诗表达了他对于自己的孤
独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也会遇到
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珍视当下，把握机遇。

结尾：

读陶渊明杂诗，让我领略到了当代文学的灵魂和风貌，也使
我更加热爱生活、敬爱自然。它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的心灵，
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感到更多的力量和勇气。希望在读者中
间，也能有人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陶渊明艺术带给我们的价值
与思考。

杂诗心得体会篇八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您是刚从我们家乡来的，一定了解家乡的人情世态。

请问您来的时候我家雕画花纹的窗户前，那一株腊梅花开了
没有?

王维在孟津住了十余年，久在异乡，忽然他乡遇故知，激起
了是作者强烈的乡思，因此做此诗表达自己强烈的思乡之情。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
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
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



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
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
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
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
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
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
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
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
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
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
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
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
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
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
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
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
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
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
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
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
逻辑的。

杂诗心得体会篇九

己亥杂诗其五是明代文学家唐寅所写的一篇诗歌。在这篇诗
歌里，唐寅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对世间苦难和人生枯槁的
社会观察和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在我阅读《己亥杂诗其五》
后，我深受其启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产生一些新的深刻认
识。本文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人生的无常

《己亥杂诗其五》之所以备受读者喜爱并且持久流传，不仅
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更是因为唐寅通过这篇诗歌，真实而明
确地描绘了人生中的起起伏伏和人生的无常性。从诗中可以
看出，唐寅意识到人生是一场不可预测的旅程，充满变数和
未知。

我认为，人生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途，它无法预测并且充满
了无数的挑战，我们只能在旅程中不断进步、成长、追求自
己的追求。面对遇到的一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一
些人会因为遇到麻烦而烦恼，使自己不堪重负，而另一些人
则会勇敢地面对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不可预测性和
无常性是人生的本质，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以更加平静地
面对人生旅程中的每一个阶段。

第二段：平和对待生死

唐寅在诗中明确了生命的短暂与无常，并向人们传达了一种
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与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同，他认为生命
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活得精彩。

我深有同感。人的第一天是从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而人的
最后一天则不可预计。我们都将在某个时刻死去，这是生命
的无常。因此，唐寅建议我们只拥抱生命阶段的每一天，并
以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去处理人生旅程中的每个阶段。这种积
极的心态会带来正面的结果，在我们活着时能感受到生命的
美好，并且不会对死亡有任何恐惧，保持心态的平和。

第三段：对财富的看法

在这篇诗歌中，唐寅还批判了财产拥有的区别和其他人生方
面的不平等。他揭示了生活中的不公平和财富与成就之间的
巨大差异。唐寅认为拥有丰富的财富和财产对于幸福来说不



是必要的。

我深信这一点，财富并不能带来永恒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毕
竟，我们在家庭、亲情和友情等更加紧要的方面寻求幸福，
而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当然，财富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我们不应该把经济财富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之一。我们应
该拥有自己的目标，寻求真正的内心安宁和和谐。

第四段：对时间观的认识

唐寅在《己亥杂诗其五》中也谈到了时间的概念。他将时间
视为“轮流换替”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将面临时间的限制。

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行进，不要因为别人或
外界影响而改变自己。时间是唯一会遗址你的东西，它不会
绕你走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地利用好我们
拥有的时间。当我们把时间用于积极的事情时，我们会变得
更加满意并感受到更多的自我价值。

第五段：对人性的洞察

唐寅在诗中还揭示了人的本性，以及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会食言，会负心，会互相伤害的，并且包
含了渴望和享受短暂的人生的复杂情感。

我深信人性总体而言并不坏。尽管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
情存在，但也有良善的人们努力做着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事。
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心态，并且用健康的方式处理与他人的关
系，以在我们生命中也留下好的印象。

结论：

在读己亥杂诗其五时，我对唐寅的这篇诗歌产生了深刻的认
识和思考。唐寅的观点启示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可避免的人生



挑战、平和地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并寻找到真正的意义。同
时，它也使我意识到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制定前瞻和肯定
性的目标，追求自己的理想，并对生命的意义有自己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