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对古诗的感悟和理解(优秀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感悟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
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
帮助。

对古诗的感悟和理解篇一

《小儿垂钓》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情趣的诗作。

一个蓬头小孩学着大人钓鱼。侧身坐在乱草青苔上，身影掩
映在野草丛中。听到有过路的人问路连忙远远地招了招手。
害怕惊动了鱼不敢答话。

《小儿垂钓》古诗一、二句重在写形，三、四句重在传神。
诗人对这垂钓小儿的形貌不加粉饰，直写山野孩子头发蓬乱
的本来面目，使人觉得自然可爱与真实可信。“侧坐”带有
随意坐下的意思。由此亦可想见小儿不拘形迹专注于钓鱼的`
情景。“草映身”，不仅是在为小儿画像，在结构上，也为
下句的“路人借问”埋下伏笔。因为路人之向他打问，就因
为看得见他。后两句中“遥招手”的主语还是小儿。

他之所以要以动作来代替答话，是害怕把鱼惊散。他的动作是
“遥招手”，说明他对路人的问话并非漠不关心。至于他
在“招手”之后，又怎样向“路人”低声耳语，那是读者想
象中的事，诗人再没有交代的必要，所以，在说明了“遥招
手”的原因之后，诗作也就戛然而止。这首诗勾画小儿垂钓
的神情动态活灵活现，富有生趣，堪称佳作!



对古诗的感悟和理解篇二

明代：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译文

(石灰石)只有经过千万次锤打才能从深山里开采出来，它把
熊熊烈火的焚烧当作很平常的一件事。

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甘愿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

注释

1.石灰吟：赞颂石灰。吟：吟颂。指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名称
(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2.千锤万凿：无数次的锤击开凿，形容开采石灰非常艰难。
千、万：虚词，形容很多。锤：锤打。凿：开凿。

3.若等闲：好像很平常的事情。若：好像、好似;等闲：平常，
轻松。

4.浑：全。

5.清白：指石灰洁白的本色，又比喻高尚的节操。人间：人
世间。

对古诗的感悟和理解篇三

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汉字文化的代表之一。在我们



的生活中，古诗是常常出现的，从小学习到中学，大家都会
学习各种各样的古诗。当我们读古诗时，除了欣赏其美丽的
言辞外，更重要的是要领悟它背后的寓意，从而获得心灵的
启示。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读古诗的经历和感悟。

第二段：读古诗的体验

读古诗有时是一种沉浸的体验，每一个字都充满感情的极致
表达，唤起读者的共鸣。例如，杜甫的《春望》中描写天上
繁华的画面令人感到美丽，然而其中透露的对家园的思念却
令人感到深深的伤感。当我读到诗人所写下的想念之情时，
我充分感受到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体验到了古人的情感世界
和文化底蕴。

第三段：读古诗的启示

古诗不仅让我们体验到了情感上的共鸣，更能从中领悟到人
生的道理。例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写到“离
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表达了人生的无常、变化无常的
道理。每一次读这句话，我都会深深地感到人生的短暂，并
且引起我对于时间的思考。古诗也将我们从繁华世界中解脱
出来，让我们回归内心，寻找内心的平静，提醒我们时刻保
持谦逊、纯净和淡泊，不要被物欲所左右。

第四段：古诗的教育意义

古诗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含义涵盖了
数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多个方面的知识。例如，唐婉的
《题诗壁》植根于中华文化中的数学精髓，通过古诗，我们
学习诗词、汉字、语言、音律、意象等方面的知识，同时更
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读古诗，我们能够
领悟诗人那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泱泱华夏的精神文化传
承，让我们走近历史、了解文化。



第五段：结语

通过阅读古诗，我们能够升华情感，领悟人生，感知中华文
化的深度。在这个充满喧嚣和快节奏生活的时代，可以借此
机会读诗闲话，悠然度日，感受内心的宁静，从而实现自我
提升的目标，虽然一切可能都只有瞬间的光影，但那颗感悟
的心，经历了时光的冲刷，反而更加显得清晰而美好。让我
们从这个神奇的古诗世界中寻得自己的心灵依靠，在自我提
升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远。

对古诗的感悟和理解篇四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台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注释】

1、稚子：年龄小的孩子；

2、垂纶：钓鱼；纶：钓鱼用的丝线；

3、莓：一种小草；

4、苔：苔藓植物；

5、借问：向人打听；

6、应：理睬；

7、遥：远远地；



对古诗的感悟和理解篇五

1、【题目】题西林壁(苏轼)【诗词原文】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哲理】人们观察事物的立足点、立场不同，就会得到不同
的结论。人们只有摆脱了主客观的局限，置身庐山之外，高
瞻远瞩，才能真正看清庐山的真面目。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就必须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既要客观，又要全面。

2、【题目】观祈雨(唐李约)【诗词原文】桑条无叶土生烟，
萧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耽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3、潍县署中画竹(清郑燮)【诗词原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
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哲理】美妙的乐曲是一个有机整体，而整体都是由若干相
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部分、要素构成的。在乐曲、琴声中指
头、琴、演奏者的思想感情、演奏技巧等部分、要素是相互
依存、缺一不可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
就是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矛盾双方的联系。因此，这首所
揭示的，就是琴、指头和琴声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如果把
演奏者包括在内，那么，演奏者的思想感情和技能与琴、指
之间的关系，又可以看作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内因)和事物的
外部矛盾(外因)之间的关系。前者是音乐产生的根据，后者
则是音乐产生的条件，两者缺一不可。

5、【题目】戏为六绝句(之一)(唐杜甫)【诗词原文】庾信文
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
后生。

【哲理】(1)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前
后相继的发展过程，离开了对历史联系的分析，我们不仅无



法正确认识昨天的历史，也无法正确认识今天的是未。割断
历史、否认联系，盲目的嗤笑传统、否定前人，必然导致民
族虚无主义。(2)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就要把事物如实地看
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研究任何我，都不能割断历史，
都不能以今天的成熟去否定昨天的幼稚。对前人要采取历史
主义的态度，不能用今天的淹灌和标准去看待和衡量过去，
更不能苛求古人。(3)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看问题，
一方面，要正确分析和区分前人的成就和缺陷、是与非、功
与过、精华与糟粕等;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分清哪是矛盾的
主要方面，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等。

6、【题目】八阵图(唐杜甫)【诗词原文】功盖三分国，名成
八阵图。减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哲理】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整体和部分(全
局和局部)，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首先，整体和部分
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其次，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
某种条件下，关键的部分甚至能够对全局和整体起决定性作
用。诸葛亮多年苦心经营，巧妙布置八阵图，都是为了一个
全局性的战略目标——“吞吴”，而刘备的报仇之举则是部
分、局部的小目标。办事情只有从整体着眼，统筹全局，才
能选择最佳方案，以求实现最有目标。刘备意气用事，仅从
局部着眼，贸然发动进攻，结果不仅局部遭到失败，而且还
从根本上破坏了诸葛亮苦心筹划的战略大局，使“吞吴”大
计泡影。这首诗以生动鲜明的历史事实昭示后人：树立全局
观念，局部服从全局是多么重要。

7、【题目】观书有感(宋朱熹)【诗词原文】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

【哲理】以池塘为喻，说明了为学之道，必须不断积累，不
断地吸收新的营养。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万事万
物只有在运动中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正是这种不间断的运
动、变化和发展，是事物才能在不断自我更新中存在下去。



这种运动一旦停止，事物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没有知识
的不断更新，不断积累，一个人的学问也就回变成一潭死水，
毫无生气和进展了。治学之道如此，办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8、【题目】拟古(明钱宰)【诗词原文】长江东流去，来者方
不息。白日没西山，晨光还奕奕。春花瘁复荣。秋草黄已碧。
造化无停机，循环岂终极?人生天壤间，少壮须努力!

【哲理】世界上万事万物在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着。自然
界是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因此，在少壮时，就必须
努力拼搏，奋发进取。

9、【题目】论诗(清赵翼)【诗词原文】李杜诗篇万古传，至
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哲理】说明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每个时代都应创新、进步，
不能因袭古人，不求进取。

新事物在春风吹拂下，正蓬蓬勃勃，一派生机。三、坚持矛
盾分析的方法

11、【题目】寄兴(宋戴复古)【诗词原文】黄金无足色，白
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妾愿老君家。【哲理】唯物辩证法
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
方面，因此，我们要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坚持
两分法、两点论，全面地看问题。我们对人、对事、对己，
都要一分为二，如果责备求全，就是一点论，就会犯片面性、
绝对化的错误。

12、【题目】雪梅(宋卢梅坡)【诗词原文】梅雪争春未肯降，
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许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哲理】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
就在于她们各有其特殊性的矛盾，真实这种特殊的矛盾规定
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诗中深刻地说明了：



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离开
了对于矛盾特殊性的具体分析，人们就无法区分是未，也就
更谈不上正确地认识事物。

14、【诗词原文】冬青树上挂凌宵，岁晏花凋树不凋。凡物
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哲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
根据。

15、【题目】感怀(明杨基)【诗词原文】骅骝日千里，亦在
御功者。向无造父能，乃与凡马同。【哲理】唯物辩证法认
为，在事物发展中，内因与外因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内因
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
起作用。这首诗虽然突出地强调了外因对于人才发展的重要
作用，但没有否定内因。一方面，它告戒那些对于他人来说
处于外因位置的.人们，应当善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积
极为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它还告戒那些在各方
面已经取得成就的人们，不可忘记和否定自己成材的外部因
素，把一切成功、成绩归于自己。

16、【题目】赤壁(唐杜牧)【诗词原文】折戟沉沙铁围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哲
理】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
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的发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
一定的条件，即使是英雄人物也是无法成功的。

17、【题目】蚁(唐元稹)【诗词原文】时术功虽细，年深祸
亦成。功穿漏江海，蚕食困蛟鲸。敢惮榱梁蠹，深藏柱石倾。
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轻。【哲理】这首诗通过小小蚂蚁造
成的巨大危害，说明了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饿变化，千里
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告诫人们切莫轻视小的变化，以至酿
成大祸。

19、【题目】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诗词原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



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哲理】诗中引用了楚霸王项羽
当年本可凭借优势兵力消灭刘邦，但他却害怕背上“不义”
之名而多次丧失时机，最后反被刘邦攻击的历史悲剧，告诫
热闹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道理。从哲学角度来说，就是
当量的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应不失时机地促成飞跃
和发展，促成质变。如果犹豫不决，就会痛失良机。“天若
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更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高度，说明“世界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综
合司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沧桑，指沧海
变为桑田，这里比喻革命性的发展变化。“人间正道”是指
社会发展规律。“老”是指因气愤、痛苦而变得衰老。这两
句的意思是，天若有情的话，看到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也
会气愤不已，变得衰老;人类社会的除旧布新，沧桑变化，是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间正道)。

20、【题目】小松(唐杜荀鹤)【诗词原文】自小刺头深草里，
而今渐觉出蓬篙。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