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诗词鉴赏心得体会 鉴赏诗词课心得
体会(优秀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我们想要好
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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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鉴赏心得体会篇一

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在学习诗
词鉴赏的课堂中，我们接触到了许多经典的作品，感受到了
诗词的美妙之处。通过学习，我不仅对诗词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还收获了很多心得体会。

在鉴赏诗词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诗词的美妙在于它的表现形
式和内在意蕴。诗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五言绝句、七
言绝句、七言律诗等等。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节
奏感。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通过朗读和欣赏，逐渐体会到了
不同形式的诗词之美。同时，我也了解到诗词的内在意蕴更
为重要。诗人往往通过诗词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对世界的
观察。通过钻研诗词，我意识到要真正领略诗词之美，不能
只停留在表面形式的欣赏，还要深入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深
邃思想。

另外，通过鉴赏诗词，我也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表达和审美能
力。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它们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艺
术表现方式，对于我们的语言表达和审美能力的培养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在学习诗词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欣赏和理解
古代文人们的作品，这也使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灵感，提高自
己的写作水平。通过诗词的借鉴，我们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
的思想情感，使自己的文字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同时，诗
词的审美要求也提高了我们对美的敏感度和辨别能力，使我



们能够更好地欣赏和理解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

除了语言表达和审美能力的提高，鉴赏诗词还对我们的情感
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诗词表达的往往是诗人内心深处的
真实感受，它们虽然创作于古代，但其中的情感却是永恒的。
通过学习诗词，我们可以深入感受到作者的情感，这也使我
们更能理解和感同身受。诗词中蕴含的情感，能够启发我们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在繁忙的现代社会中，通过鉴
赏诗词，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让自己真正体会
到生活的美好与精彩。

最后，学习鉴赏诗词还培养了我们的人文素养和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通过诗词的学习，我们
可以接触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了解优秀的古代文化传统和文
化价值。通过欣赏和鉴赏诗词，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诗
词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增加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热爱
之情。

总之，鉴赏诗词课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和体会。通过学习，
我对诗词的魅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表达
和审美能力，丰富了自己的情感世界，同时也培养了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我相信，在今后的生活中，这些收获和体会都
会对我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让我更加热爱并深入鉴赏中国
古代诗词的美妙。

诗词鉴赏心得体会篇二

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的明珠。

诵读古诗词已列为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小学阶段的学生能够
熟练背诵一定篇目的古代诗词。



古人云：为文之道在于厚积而薄发。

小学生只有背诵大量的古诗文，实现“量”的积累，才能充
分汲取古诗文的精华，得到古文化的浸润，从而丰富自己的
语言。

学校一直就非常重视学生古诗文的背诵与积累，开阔了学生
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人文修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了更好的推动与传承悠久灿烂文化。

本学期，我校对六年级学生的积累背诵情况进行了综合素质
竞赛，本次竞赛学校要求我们六年级采取全员参与、活动展
示的方法，这实施过程中我作为校本老师有几点感受：1、从
积累的数量上就要求我们校本老师需要抓在平时，练在日常，
真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2、学校开展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意义深远。

而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精髓的经典有《三字经》、
《弟子规》、《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
《老子》、《中华古诗词经典》等重要著作。

在每个年段分别体现出来，可想而知，经过六年的学习积累，
我想学生的收获将是极大的。

小学是学生记忆的黄金时期，孩子们能将经典诗文烂记于心，
用一生的时间去感悟，去践行，定会终生受用的。

在实施校本课程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试着作诗和改诗呢

班中有一学生在自己的作文中写到：“我喜欢中华经典诵读，
它让我学会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

”的确，在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孩子的进步。



3、在老师和学生的努力下，古诗文诵读逐步走向深入。

古诗文诵读最大受益者是学生。

诵读大量可以振奋精神，温润生命的诗文，将使学生受益终
身。

师生情感诵读，字字句句，抑扬顿挫，入情入境，令人陶醉。

那一首首工整优美，寓意深刻的诗词，宛如一只短笛，吹奏
出诱人的曲调，使人遐想，让人感叹，给人振奋，催人奋进。

4、古诗文的诵读要常抓不懈。

开展古诗文诵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
流于表面化、表演化。

我班利用晨读、课前三分钟说话、语文大课活动等多种方式，
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向家庭延伸，唤起学生背诵古诗
的热情，并使这种热情经久不衰。

5、我个人觉得古诗文诵读要和读书结合起来，班级要有自己
的计划，不要面面俱到，但要有班级的特色。

6、古诗文背诵要求四、五、六年级在背的基础上要落实到笔
上，要求会背的古诗要会默写，这就要求教师要帮助学生归
归类，从季节、花草树木、带有数字的、描写边塞或军旅生
活的、描写友情送别的、珍惜时间的古诗等积累背诵。

这一点上，因为正逢毕业，学生相对掌握的较好。

中华经典诵读，好似一根无形的教鞭，鞭策着我们教师在工
作之余，勿忘“充电”.学生们朗朗的诵读声至今萦绕于耳，
通过开展古诗文的诵读活动，不仅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得
以广泛传播，而且使学生在此活动中，提高了诵读的兴趣，



同时，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我们将在以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继续深入地开展这项活动，
让“古诗文”这一华夏精髓真正沁入每个孩子的心田。

诗词鉴赏心得体会篇三

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注释]

1。鹭：一种水鸟名，鹭鸶。

2。西岭：指岷山。

3。千秋雪：终年不化的积雪。

4。泊：停靠。

[简析]

这首诗是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草堂闲居时写的，共写绝句四首，
本诗是其中的第三首，描写了草堂门前浣花溪边春景。

本诗由两联工整的对偶句组成。前两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写的是动景。首句堂前黄鹂鸣于翠柳间，



是近景;次句白鹭飞上青天，是远景。这些景物的画面，色彩
艳丽：嫩黄的小鸟，翠绿的柳林，雪白的鹭鸶，蔚蓝的青天，
四种色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仅有色还有声，有那婉转动
听的莺歌，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明丽的景象。

后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写的是静景。
前两句两个动词是“鸣”“上”，后两句是“含”“泊”，
一动一静。第三句写西岭积雪，是远景。“含”字运用拟人
手法，十分贴切生动;“千秋”点出时间的久远，更显出其静。
第四句写门前的船只，是近景。“泊”，停泊着，但这停泊
的是将要驶往东吴的船，静中包含着动;“万里”点出空间的
辽阔。

这首诗，每句一景，其中动景、静景，近景、远景交错映现，
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幽美平和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百
读不厌。

诗词鉴赏心得体会篇四

在大学期间，我有幸选修了一门关于鉴赏诗词的课程。这门
课程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妙之处，更让我对诗
词的鉴赏水平有了提高。通过学习，我意识到诗词是一种独
特的文学形式，它融合了音韵、意境和修饰等多重元素，给
人以美的享受。接下来，我将分享自己在鉴赏诗词课上的收
获和体会。

第二段：启发

这门鉴赏诗词的课堂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名篇佳作，从唐诗
宋词到现代诗歌，涉及了不同朝代和不同风格的作品。通过
老师的讲解和讨论，我渐渐明白了诗词的独特之处和它所要
传达的深刻意义。我通过分析诗词的韵律、修辞和寓意，发
现了它们所蕴含的深邃智慧和对人生的思考。这些名篇佳作



不仅仅是句句好听，更是文人墨客们智慧与才情的结晶。而
通过欣赏和分析这些作品，我也受到了诗词的艺术启迪和雄
辩智慧的感染。

第三段：启迪思维

在学习鉴赏诗词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诗词对于培养思维能力
是非常有益的。诗词所要表达的意义往往不像散文那样直接
明了，而是需要通过韵律、词藻和象征等手法间接表达。这
就要求我们在阅读和理解诗词时，需要动脑筋去思考作者要
传达的意思。这样的思维锻炼让我更灵活地思考问题，善于
从多个角度思考和解读一件事情。同时，诗词的优美语言和
意境也能够激发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增加我更多的思维可
能性。

第四段：感悟人生

通过学习鉴赏诗词，我对人生的感悟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诗词中常常融入了作者对于人生、自然和情感的思考，让人
们对生命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比如杜甫的《登高》诗
中写道：“环绕北湖风景好，天低吴楚云雨多。”表达了对
世事变幻莫测的感慨。这些诗词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世界的
审美欣赏，更是对人生和人世的感悟，让我明白了生死更迭、
苦乐相随的人生无常。

第五段：诗意人生

总结而言，鉴赏诗词的课堂使我深入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化的
博大精深，也让我在审美和思维上有了更高的境界。通过学
习古人的智慧和情感的流露，我不仅学会欣赏诗词的美，更
学会用诗意的眼光审视人生。生活中的琐事和烦恼也变得不
再那么重要，在鉴赏诗词的课程中，我找到了心灵的平静和
诗意的人生。



总结：通过这门鉴赏诗词的课程，我深刻认识到诗词的魅力
和价值。诗词是一座通向心灵的桥梁，它通过优美的形式和
深刻的意义给人以启迪和感悟。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继续致力于鉴赏诗词的学习和欣赏，用诗意的眼光看待
人生，追求内心深处的美。

诗词鉴赏心得体会篇五

“我与中华文化”，看到这个征文题目，我苦思冥想，中华
文化是什么呢?我的脑海中马上想到了现在每天与我为伴，有
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诗词。

说到古诗词，我与它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想当初，在我上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开始逼着我每天背一首古诗
词。那时候，我的心里其实是对古诗词是有抵触的，我经常
在心里想：背了古诗有什么用，长大以后早就忘了。那时候
的我就像一只在笼子里的小鸟，当我从窗口看见别的小朋友
开心的在玩耍时，我只能羡慕的看着他们，而手里却拿着古
诗，心里默默地背着下一首古诗。

但是经过一件事，我大大的对古诗词改变了我原先的想法。
那是一次语文课，那次语文课是学孟浩然的古诗。上课前，
老师问：“有谁还知道关于孟浩然的诗?”有人举手说了《春
晓》，就没有人再举手了，老师继续问：“没有了吗?课外的
也可以啊!”我在心里想：妈妈不是叫我背了好多古诗吗?我
应该说得出来吧。于是我在脑海里拼命的回想着，终于说出了
《早寒有怀》：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和《留别王维》：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老师说出了赞美的评价，同学们
也都投来了敬佩的目光。在这一刻，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从此以后，古诗词就像一颗种子一眼深深的埋在了我的心底，
慢慢的生根，发芽……自从背了这些古诗后，我认识到了诗
仙——李白、诗圣——杜甫、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
照邻、骆宾王、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



轼、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而且这些古诗词，在我的眼前仿佛打开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从《望庐山瀑布》里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可以看出庐山瀑布的壮观，美丽;从《晓出净慈寺》里
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领略到西湖
六月的美景;从《忆江南》里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可以想象出江南的日出，江花和江水的景色之美。

我非但能从古诗中认识许多诗人，许多景物，还能知道许多
道理。这些古诗词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从《游子吟》中
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可以体现出母爱的伟大;从
《绝句之二》中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可以感受
到粮食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不能浪费;从《长歌行》中
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少年
时就要努力，否则大了一事无成。

曾经，深深埋在我心里的那颗古诗词种子，早已开花、结果，
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它将伴随我一生。啊!我爱古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