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古诗听课心得体会 听课心得体会古诗
(优秀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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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一

古代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富含智慧、展示着古代文人
的审美情趣以及对人生、自然的感悟。最近，我参加了一次
关于古诗的课程，从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古诗的独特魅力。通
过这次课程，我对于古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欣赏，也懂得
了如何用心体悟古诗背后的哲理和意境。下面我将从五个方
面，分别为古诗的音韵、意境、哲理、艺术魅力以及现代价
值进行论述。

首先，在听课过程中，我深感古诗的音韵美是独一无二的。
古诗是用五言或七言绝句的形式表达的，每一句都有固定的
字数和音调。通过音乐上的抑扬顿挫，使得古诗的旋律更加
优美动人。比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有“战鼓急、别愁
尽、绣帕湿、旧人无语”的描写，在诵读时给人以唯美佳绝
的美感。听到这些古诗的诵读，仿佛身临其境，情感得到了
升华。

其次，古诗给人们带来的是平淡中的意境享受。古诗以其浓
缩的语言，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和情境。比如白居易的《琵琶
行》中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等句，通过这些对自
然景色和人物情感的描绘，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了一种与
自然合为一体的情感体验。同时，古诗中也有许多意境深远
的诗句，如李白的《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些诗句让人在静心品读



时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寄托和思考。

古诗不仅仅是美的享受，更是寄托了古人的智慧和理念。在
古诗中，有许多背后蕴含着丰富哲理的诗句，让人们从中得
到了启迪和教益。比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有“白日依
山尽，黄河入海流”等诗句，意喻个人的力量渺小而世事变
幻无常。可以说，古诗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通过学习古诗，
我们可以汲取古人的思想积淀，提高自己的人生智慧。

古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古诗的
修炼，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感受到美的力量。古
诗通过意象的丰富和语言的凝练，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无论
是描绘自然风景，还是抒发情感，都展示出了古代文人的艺
术修养和才情。通过学习古诗，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能
力，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美。

最后，古诗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古诗作为经
典文化遗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
通过学习古诗，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了解
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文化。而且，古诗能
够锻炼人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修养品格，使人更优雅、文雅
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通过参加古诗的课程，我对古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欣赏。
古诗以其独特的音韵美、意境、哲理以及艺术魅力，让人们
深受启迪和触动。在现代社会，古诗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
值，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传承。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中，我会继续热爱古诗，感受到它带给我的美和力量。

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二

古代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精湛的语言
表达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深深地打动着人们的心灵。最近在
一次听课中，我对古诗的欣赏和理解有了深刻的体会。下面，



我将分五个方面来谈一谈我对古诗的感悟和体会。

1. 古诗给我带来的审美享受

听课的过程中，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古代诗人的作品。我
在欣赏这些诗歌的过程中，被它们的优美语言和艺术构思所
吸引。比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诗人用“白日依山
尽，黄河入海流”这样形象的比喻，描绘了壮丽的自然景色。
这些字字句句如同真实的画卷一般展现在我面前，让我仿佛
亲临大自然之中，感受到了如诗如画的美景。

2. 古诗带给我的思考和启示

古代诗人在创作中不仅运用了优美的语言表达，更融入了深
入人心的思考和启示。例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弟》中，他
描述了自己怀念已故兄弟的情感。通过描写大自然的变化和
人生的无常，诗人表达了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这引起了
我对生命的思考，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并明白了人生
无常的真理。

3. 古诗给我带来的文化熏陶

古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富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信息。通过欣赏古诗，我了解到了许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例如，在李白的《静夜思》中，他写道“床前明月光”，这
个诗句背后蕴含着古代人们对月亮的崇拜和寄托。这些诗句
激发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让我更加渴望去了解和学
习。

4. 古诗对我的写作启发

古代诗人们的才华激励着我对写作的追求。他们的经典作品
给了我许多启示，让我更好地理解诗歌创作的技巧和艺术表
达。通过学习古诗，我明白了如何通过精简的语言表达深刻



的思想和情感。例如，王之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中，他用简练的诗句准确地表达了对好友离别的感伤之情。
这些诗句启发了我对于选词、排比和比喻等写作手法的思考
和实践。

5. 古诗对我的情感体验

古诗中所抒发的情感和情绪，常常与我产生共鸣。诗人们用
简短而准确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感受，使我在阅读中
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情感。例如，在苏轼的《水调
歌头》中，他借着对失意人的同情，表达了自己的悲愤和忧
虑之情。这些情感带给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并鼓舞着我在逆
境中坚持向前。

通过这次听课，我对古诗的欣赏和理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古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与人们的情感和思考
产生了共鸣。它不仅给我带来了审美的享受，也让我有了更
多对生活和文化的思考。我相信，古诗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将继续影响并启迪着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

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三

古诗一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学习
古诗可以培养审美情趣，提高语言表达能力，丰富情感世界。
最近，我在学校的古文课上聆听了老师的讲解，收获颇多。
在这里，我想分享我的古诗听课心得体会。

首先，古诗是一座历史的桥梁。通过学习古诗，我深刻感受
到古人对于时代和生活的见解和感悟。比如杜甫的《春夜喜
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句诗一方面描绘了
春雨的自然景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现象的敏感
与喜悦。通过这样的一句诗，我们便能窥视古人的生活态度
和价值观念，了解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因此，学习古诗不仅
是一种艺术的欣赏，更是对历史的回溯和思考。



其次，古诗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亮自我，反思人生。古诗
中许多的意象和表达力都能找到和自己生活相似的地方。比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这句诗虽然写的是壮丽的自然景色，但却也启示着人生之旅
的浩然与广阔。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境和挑战，
但只要保持豁达的心态，就能像登鹳雀楼一样，远眺人生的
广阔天地。古诗作为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认知自我，看
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人生的方向。

古诗还能够培养美感和情感的表达能力。古人能够将自己菲
薄的生活和巨大的情感融入到短短几句的诗中，用简练的语
言诠释自己内心的感受。学习古诗有助于我们提高自己的语
言表达能力，培养审美情趣。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
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几个简短的诗句，
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转的感慨和对生命的深邃思考。通过学
习古诗，我们可以学会将自己内心的情感用简练而有力的方
式表达出来，从而丰富我们的情感世界。

此外，学习古诗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古诗中丰富的意象
和修辞手法，可以帮助我们构建自己的想象空间。比如杜牧的
《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这两句
诗通过意象的描绘，给人一种真切而惬意的感受。学习古诗
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对事物和世界的多维度思考，
培养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最后，学习古诗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传统，传承
文明的火炬。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通过学习古诗，我们
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古诗中包
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
我们去学习和传承。只有通过传承文明的火炬，才能延续中
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总之，学习古诗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收获和启示。通过对古
诗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历史和文化，培养审美情趣，提高



语言表达能力，丰富情感世界。古诗让我们与古人对话，与
自己对话，也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旅行，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
己，理解世界。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将继续努力学习
古诗，通过古诗的魅力，让自己不断成长和进取。

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位六年级的老师在导入这一环节巧妙的运用了语文形象
字，吸引了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这位老师的导入方式很新
颖和特别，使我明白在教学时语文和数学结合起来有时教学
效果可能会更好。第三位二年级老师展示了动画片中的熊大
熊二跳绳比赛，这也引起了低年级学生的兴趣。

古诗听课心得体会篇五

古诗文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
升华于现代的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
阶梯。6月5日至6月9日我有幸参加了，“小学课题实验校古
诗文课堂教学竞赛观摩活动”，这期间观摩了25节精彩纷呈
的古诗文教学课，这仿佛是一顿丰盛的古诗文教学盛宴，使
我收获多多，也感悟多多，25节课，不同的教师，不同的教
学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教学风格，却成就了一样
的精彩，让我耳目一新，受益匪浅。这次听课我认为最精彩
的有以下几点：

这次的课例与我自己古诗教学不同的是，教师们不再生硬地
进行诗意的讲解，而是特别重视学生个性化的朗读，根据教
学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诵读方式：齐读、范读、唱读、吟诵、
师生合作读、生生合作读、情境朗读等多种朗读方式，大声
读出节奏，小声读出韵味，不知不觉的学生已在不同形式的
朗读中，读懂了诗意、品出了诗情，极大调动了学生的热忱，
点燃了学生学习古诗的热情，引导学生直接与古诗词文本进
行深入对话。声断而气连的古诗词朗读让人回味无穷；声情
并茂的情境朗读更是把学生带回了作者的时代；生动有趣的



吟诵更是平添了学诗词的乐趣。在读中感悟，在读中升华，
读出了诗词的隽永的意境，更读出了作者的感情。

苏轼曾这样评价王维旳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认为
不仅是王维的诗，中国的古诗词大都有这一特点，所以教学
时，启发学生想象诗歌所描绘的画面，不仅能帮助学生准确
体会诗歌所表达的情感，还能使学生感受到古诗词的画面美。
当想象的大门被打开，学生就有了飞翔的翅膀，既能飞入文
本体会作者的想象，又能飞出文本，说出自己的独特理解和
感受。就像姚建芳老师所执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在体会王维的孤独时，她启发孩子们想象每逢佳节，当王维
时，却只能，还让孩子们想象在重阳节的时候，家乡的兄弟
们插上茱萸时会对远方的王维说些什么……从而启发孩子们
的想象，进而体会到作者深切的思乡之情以及家乡亲人对王
维的思念之情。这样就使得古诗所描绘的画面呈现在学生眼
前，让学生能够充分与古诗对话，与作者对话，从而与作者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教学中教师们十分注重创设情境，他们充分利用多媒体，
通过图片、音乐、诗句、教师声情并茂的讲述等，将学生带
入特定的情景中，让学生感受古诗的意境美。如：李兴阳老
师在执教《长相思》时，在引读“夜深千帐灯”一句词时，
师引导：当军帐中点起了灯会是怎样的景象，学生接读“夜
深千帐灯”。在学习下阙，感悟词所描绘的风雪交加的意境
时，师利用背景音乐将学生轻松地带入了词的意境中，此时
的配乐朗读，读得入情、入境。所以教学中教师不是生硬地
指导感情朗读的方法，而是通过情景的创设，不露声色地指
导学生感情朗读，使学生的情感得到自然流露，这样的朗读
才是最自然的、也是最能打动人的。

写也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大多数老师都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
设计了小练笔。如王靖茜老师执教《送元二使安西》时，在
利用图片、音乐、自己深情的讲述，使学生深切感受元二的
路途艰险后，设计了小练笔：元二呀元二，你西出阳关到安



西，这一去，没有、没有，只有、只有。通过写的过程，使
学生加深了对古诗词的理解、感悟。如此有效的小练笔，既
使学生感受到王维对友人的担忧与不舍，又为后面理解“劝
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做好了铺垫，还可以培养
学生的想象能力与写作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呀！

总之，看到各位老师的风采，使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的心中对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有了一种新的感受与认识，多
了一层深刻的理解。再反思自己的工作，还缺乏更多的思考
与钻研，以及厚重的文化积淀，因此要想在教学中不断推陈
出新，就必须要注重充分挖掘文本，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脚踏实地，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点
燃和引发教学的火花，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语文听课随笔

幼儿园听课的心得体会

【荐】教师听课心得体会

【热】教师听课心得体会

【推荐】教师听课心得体会

教师听课心得体会【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