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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如何才能写
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感
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苏轼水调歌头感悟篇一

教学目标：

大声激情的朗读《水调歌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

教学重点：

大声激情的朗读课文。

教学难点：

体会苏轼的情感。理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
句话的含义。

教学过程：

所谓激情就是在读书时大声、清晰的去朗读课本，并在激情
朗读之后能够写出一点自己的感悟。在早读的时候我们的活
动也是缤纷多样的。对于还没有学过的课文我们会选择拿起
书本集体大声的朗读，这时的要求是最大声、最清晰。对于
学过的我们会选择小组pk的方法，大家更会想要征服对方，
所以是更加的大声的读出我们特有的激情。

一、小组《水调歌头》pk。



最大声、最激情、最清晰的朗读出本词。能够读准每一个字
音。

二、小组自由朗读《水调歌头》。

小组的语文课代表组织各组的组员自由朗读，一定要注意本
次的节奏、停顿。在读准节奏和停顿后加入情感区感受作者
的情感。最后加入小组的展示将本课的情感升华到最高潮。
为后面的读后感打好基础。

三、简单的写出读后感。

在有感情的激情朗读之后写下一点点感受为课堂做好铺垫。

本节课总体来说是较为成功的，学生的积极性被很好的调动
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学生精神饱满，朗读激情。

2、在小组自由朗读时每组的课代表都能够积极的组织组员朗
读课文。

3、在小组展示时，各小组都能包涵情感的朗诵。并能将情感
升华，写出简单的感受。

当然这节课也略有遗憾比如：

1、学生略显紧张，没能表现出平时展示时的最高水平。

2、时间还是有些略显仓促。

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会做到扬长避短的。让孩子们在朗朗的
读书声中去感受语文真正的魅力。



苏轼水调歌头感悟篇二

水调歌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经典文章，也是苏轼的代
表作之一。作为一篇爱情诗歌，这首词以婉转柔美的语言描
绘了苏轼内心深爱的女子，并流露出他对逝去岁月的感慨和
对未来的期望。在阅读这首词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苏
轼对生活、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同时也为我提供了一些对于
生命的启示。

第一段：苏轼的爱情观

水调歌头是一篇典型的爱情诗歌，在苏轼的笔下，爱情是一
种无法抗拒的情感力量。他在词中写道：“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鬟泪痕，留得残
莺归去时，诗情万种，人生苦短，何不食肉糜？”这一段诗
词提到了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离别和伤痛。苏轼明白人生中悲
欢离合难以抵挡，于是他选择安抚自己的情感，通过写诗来
达到心灵上的平衡。他不仅借此抒发了自己深厚的情感，而
且展现了对生活的深刻理解，描绘了对于生命的深刻认识。

第二段：诗歌的美学价值

水调歌头不仅在表达情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也在艺术创作
和文学美学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苏轼措辞精炼且气势磅礴，
使用语言的巧妙性、句子的抑扬顿挫以及节奏感，使诗歌具
有深刻的美感。例如“门前流水尚能西，悠悠园里笛声吹”
这一段诗歌独具神韵。这两句诗不仅表现了深情爱意，还表
现了作者对自然的深入了解与把握，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在
艺术创作方面的高度。

第三段：诗歌的人文关怀

水调歌头的诗歌创作表达了苏轼对于人类生命的重视和对于
人文社会的思考。他将人的命运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唤起人



们对于生命的反思和对于自然的感悟。苏轼这样写道：“红
烛胡为常夜泪，残灯泪滴春衫衣。瑶琴寂寞听箫声，十分清
泪谁胜倾。”这些话语表现了作者对自然的深情感受。同时，
他用精妙的技巧将这些感受与爱情融合在一起。苏轼的诗歌
语言简练，富有人情味，使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第四段：诗歌对于人生意义的反思

通过阅读水调歌头，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
和反思。他用诗歌将自己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表达出来，并
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的思考。例如，在词的结尾，他写
道：“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阴。”作者用清新的语言，表达了人生中
的无奈与苦涩，展示出人生的无常性和落寞。在这些悲伤的
情感中，苏轼通过写诗来寻求心灵的宽慰和自我救赎。

第五段：结语

苏轼的水调歌头，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通过这首词，苏轼不仅展示了他对于生活的独特认识，还深
深地被我们的心灵所感染。我们在阅读苏轼的词歌中发现平
凡生活的伟大与美好，通过诗歌反思我们的人生，思考我们
如何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和爱情。

在阅读苏轼的水调歌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方
面的知识：从爱情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我们真
正爱的人，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每一份人生的景象和真情，
通过诗歌寻求更加深刻的理解和领悟。通过欣赏古人的诗歌，
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心灵以及对于生命的卓越理解和
感悟，进而理解到人类自己的价值与意义。

苏轼水调歌头感悟篇三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



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
冥。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
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
君倾。

【注释】这首词根据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一诗改写而成。

14.本词上阕所写音乐变化倏忽、千回百转。请用四字词语概
括音乐变化的特点,并依次填写在下面语段的横线上。（3分）

15.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中评价本词描写的音乐“可以目
听”。请结合具体诗句,赏析这特色。(6分)

16.听琵琶曲,苏轼在本词中言“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
平”,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叹“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
青衫湿”。两位诗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请分别加以概括。
(4分）

14.（3分）示例：轻柔哀怨 高亢激昂 缥缈悠远（每空1分，
意思对即可）

15.（6分）评分要点：理解“目听”的意思（2分），结合、
理解诗句合理（2分），分析表达效果（2分）。

16.（4分）苏轼被变化多端、起伏抑扬的琵琶曲触动（1分），
心生对人世沉浮的慨叹（1分）；白居易为婉转动人的琵琶曲
所打动（1分），感伤于琵琶女天涯沦落的遭际，心生同情与
共鸣，自伤贬谪之痛（1分）。（意思对即可）

苏轼水调歌头感悟篇四

作为文化名人和文坛巨匠，苏轼的作品一直深受世人的喜爱
和推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水调歌头》，它既唱响了苏
轼对生命的无奈和人性的悲泣，又展现了苏轼对生命的热爱



和人性的美好。今天，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水调歌头》
对我的启示和感悟。

第二段：《水调歌头》的主旨和背景

《水调歌头》是苏轼在文治元年写成的，当时正处于落魄的
人生低谷。在一次酒后的清谈中，他听到了钟嵘用沙哑的嗓
音曲咏了一曲《西洲曲》。这唤起了苏轼的思念和自省，使
他意识到人生中不应存在浮躁与过度追求功名利禄。《水调
歌头》也因此成为了一首倾诉人生、感悟人生的诗歌。这首
诗不仅仅对苏轼个人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反思，也反映了整个
唐宋盛世衰落的历史背景，让读者看到了唐宋文化的辉煌与
消散，传达出从繁华到落魄的生命历程。

第三段：我的心得体会

《水调歌头》中所表达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启示，让我更好
地理解了人生的本质。从苏轼的低谷中，我感受到了人生的
无常和不可预测，人生总会有起伏，而我应该用一颗平常心
来看待每一个人生道路，无论在哪里或身处何时，都要保持
清醒与理性。生命是一场旅程，如同一首歌，它有起有落，
有快有慢，情感也时而沉郁时而明亮。同时，《水调歌头》
也提醒我们人生的追求不应该局限于功名利禄，而要更加注
重对人性与人格的追求，要让自己的生命因真善美而更加璀
璨。

第四段：思考与感悟

苏轼用生命中的低谷来唤醒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在
历史的感召下，反思人性与社会现实的限制与局限。他用无
奈与沉郁诠释了爱与自由的深邃，向我们揭示人生的姿态美
和心境美。《水调歌头》是写给每个人，告诉我们：在追求
生命真谛的征途上，要坚定信念、克服逆境，正视生命的短
暂与无常，珍爱每一天的经历与收穫。



第五段：结论

《水调歌头》是苏轼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之
作。它不仅体现了苏轼的思想和情感，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份
珍贵的人文精神财富。在这首诗中，苏轼不仅情感真挚、笔
墨细腻，更传递出了达观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追求永恒价值的
大无畏精神。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水调歌头》无疑都是
一种挑战与启示，它引导我们树立起生命的目标，深化对幸
福生活的理解，探求人生的真谛，现代人该从中汲取正面的
能量，坚定生活目标，创造美好的人生。

苏轼水调歌头感悟篇五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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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不胜”和“婵娟”分别是什么意思？（2分）

（2）这首词表达了词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3分）

12.（5分）（1）经受不起 美丽的月光，代指月亮

（2）词人政治失意，才能不得施展，对现实强烈不满，有消
极避世的思想；（1分）词人有豁达的心胸与积极向上的乐观
精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1分）表达了词人思念胞弟的
手足深情，同时又表达了对天下离人的同情和美好祝愿。（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