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绝句的读后感 夏日绝句读后感(优
秀5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
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夏日绝句的读后感篇一

南宋女诗人李照清博学多才、智慧过人，着作了许多古诗词。
《夏日绝句》就是其中一首。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就感触
甚多。

每当读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
江东”的诗句时，我就会怀念起中国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
黄继光、董存瑞、王进喜、狼牙山五壮士等等。他们有的为
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有的为了祖国的兴旺而牺牲，但他们
都是我们永远忘不掉、永远铭记在心的革命英雄。因为人民
英雄的这种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就像诗里说的一样：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做一个人中豪杰，
就算是死了，也要死得壮烈，有价值，要做一个鬼中英雄。
到现在，还敬佩项羽的伟大壮举，宁可要对着乌江自刎，也
不肯屈服于敌人，不肯回江东苟且偷生。这是一首颂咏历史
时候的诗。诗中怀念、赞美了历史上的英雄项羽，称颂他作
为英雄生，也作为英雄死，宁可壮烈牺牲，也不苟且偷生的
英雄气概。诗中前两句为佳句，壮志豪情，广为传诵。

这首诗也借赞颂项羽宁死不屈的精神，讽刺南宋统治者的屈
辱偷生、逃跑妥协的卖国求荣行为。也表现出了诗人的爱国
情怀。



我们也要向以前的英雄、诗人们学习，爱国爱人民。

夏日绝句的读后感篇二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同学们琅琅的读诗书声在走廊回荡。这不是李清照
写的夏日绝句吗？那激动的情怀啊。

当时，金兵满山遍野，有点像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感觉。他
们砸烂宋王朝的琼楼玉苑，掳走徽钦二帝，王朝一片混乱，
只好被迫南逃，从此有了南宋。

到后来，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不但不思平叛，还居然用绳子
临阵脱逃！一个大将军居然逃跑！李清照为国为夫感到无比
耻辱，在路过乌江时，李清照诗性大作，创出此诗。同时也
暗讽了南宋王朝和自己的丈夫。

这首诗是写给李清照丈夫的，提醒他回去治理国家、军队的。
这是一首怀古抒情诗。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将那种
生死都无愧的英雄豪杰的气魄展现在眼前，让人肃然起
敬。“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后两句歌颂项羽的悲壮
之举，不苟且偷生的精神。在李清照看来这种失败中表现出
的英雄气概相当可贵。“不肯过江东”精神，实因感慨时事，
借史以抒写满腔爱国之情，以此来讽刺南宋王朝不思进取、
苟且偷生的无耻言行。整首诗主次分明、起调高亢，鲜明而
强烈地提出人生的价值取向，激起人的爱国情怀，是首极致
的爱国佳作。

其实，当时宋代的岳飞也是和项羽一样的英雄。他是闻名中
外的抗金英雄，是个舍已为人的大英雄，最后竟被秦桧一个
奸臣害死了！

在我们身边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中的七十二烈士，也是
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们甘愿牺牲自我，为广大人民群众换来



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在祖国危难的时刻，他们有勇气挺
身而出，不惧牺牲自己生命，拯救了祖国，是我们学习的好
榜样。

翻开中华历史篇章，从屈原、杜甫、陆游、李清照等爱国诗
人，到岳飞，文天详、林则徐爱国人事，到李大钊、刘胡兰
等更多革命英雄事迹，无不教育我要努力学习，长大后做个
有价值的人，要竖立坚定的爱国情怀，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节义廉退，颠沛匪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夏日绝句的读后感篇三

读着读着，我眼前渐渐浮现出她——李清照的形象：遥望皎
洁的明月，忍不住心中对项羽的思念。然而她只是一介女流
之辈，在古代这么充满封建、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却能有如
此大的作为，心中有如此深的爱国情。

她凝视着茫茫月夜，让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让颠沛流离、
境遇孤苦的后期生活的点点滴滴，化成一篇篇瑰玮的文字，
流传千古。

或许，我们只能从她韵味声长的词中读懂她的感情，读懂她
那颗滚烫的爱国心，读懂她那种不怕困难、顶天立地的精神。

李清照，她是悠闲而又忧伤的，早期的生活也算是平静幸福
的，但南渡以后，金兵入侵，生活凄凉贫苦，但她心中那份
远大的报负从未改变，是古代罕见的伟大女词人，被称
为“千古第一才女”。现在，男女平等，有很多坚强的女人。
但我最钦佩的是她。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
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

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
迈的抱负。瞧！全诗仅二十个字，连用了三个典故，但无堆
砌之弊，因为这都是诗人的心声。



如此慷慨雄健、掷地有声的诗篇，出自女性之手，实在是压
倒须眉了。再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做人中的豪杰！
即使是已经死了，也应该成为鬼中的英雄！

多么铿锵有力的诗句呀！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些为国家
牺牲的英雄。邱少云、戚继光等人为了国家的昌盛抛头颅，
洒热血，浴血奋战，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为了人民的
利益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炙热的鲜血演绎出无数壮丽
的诗篇。

他们活着就要做人中的豪杰，宁可死也要做鬼中的英雄。他
们的豪情、大义凛然已经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是我心
中的一座座丰碑，但他们都是堂堂七尺男儿，而李清照却是
一个女子，一个生长在封建社会的女子，她对生与死的看法，
让我一个生长在现代社会的小女孩感到了震惊，从而感到了
自己的渺小。她将永远留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我将永远为
她骄傲。

作为当代的小学生，我现在只有刻苦学习，学好本领，将来
长大以后才能继承先烈们努力开辟的光辉道路，建设祖国美
好的明天，用自己满腔的热血来好好热爱祖国，发扬祖国的
优良传统，成为一位合格的中国人，让祖国这条东方巨龙永
远腾飞在世界的东方。

《夏日绝句》中的李清照是一个高洁、慷慨的灵魂，她激励
着我成为一个女中豪杰，在属于自己的“蓝天”上涂抹一道
亮丽的色彩。

夏日绝句的读后感篇四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
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尽管
离现在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仍为我们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是闻名中外的伟
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无数的诗人，像满天星斗一样。
这些诗人所作的诗保存在全唐诗中。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
有的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
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
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总之
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俗，直到个人感
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眼睛，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比如
锄禾就写了劳动人民的辛苦，教育我们要珍惜粮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有五言和七
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
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有
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
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
首诗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
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
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
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呢！古体诗的风格是
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
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呢！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发，它不仅继承了
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
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
巨制；不仅扩展了五、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
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
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典诗歌的音
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
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
乐见。但是近体诗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
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
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以后还要漫漫品
味这唐诗三百首。

今天上了文学院开设的第一节《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原
本认为艰涩的.课程，在吴浩军教授的精心备课和个人实例讲
述下被上得妙趣横生，学生心底也激情澎湃，对中国古典文
献及其保存、保护有了更为崇高的理解和体会。

课后，为完成考察作业而拜读了葛兆光先生为《古诗文要籍
叙录》写的再版序言。还未读过的舍友问起来：“你读完有
没有千思万想汹涌出来的感觉？”我的回答是“没有”，因
为我的感受就是沉淀后的娓娓道来，而不再那般顶礼膜拜。

葛先生的这篇序言可一分为三。第一部分，提起中华书局重
印旧着的事，十七八年后再版写序，自然回想起了当年的种
种艰辛。为了给导师金开诚先生编写教材而接下撰写《古代
文学要籍介绍》（后定书名为《古诗文要籍叙录》）的任务，
当年还心高气傲的葛兆光先生决心抛开讲义，彻底推陈出新，
这必然要面临巨大的考验。严寒酷暑、精力与时间的投入，
除了这些都还烙印在葛先生的记忆中外，还有的，就是从故
纸堆里发现资料的喜悦感。

第二部分，葛先生开始介绍《古诗文要籍叙录》，其体例有
三：一是梳理文献的成书、刊刻和流传；二是考察内容的缺
佚和真伪；三是讨论选本和注本的优劣。葛先生在考察古籍
成书、对比校勘、注释讨论的过程中，收获颇丰――不可人
云亦云，要“在不疑处有疑”。

第三部分，也是要细读的一部分――文献学的意义。葛先生
认为，他与导师金开诚先生的这次合作，是他后来做学问的
基础，有了这些打底夯实，才有了后来的巨大造诣。目录学
让人迅速查找资料，校勘学使人发现新知，“小学”用以判
断学术，于是，葛先生重提了古典文献的意义。



读过葛先生的再版序言之后，似乎原本崇高而不可捉摸的文
献与文献学，变得亲切了许多。对我们个人来说，背负着巨
大的民族责任去学习文献学，虽是动力，却也是束缚。正如
葛兆光先生所说的，对这一学问的学习，不像百米赛跑般激
动人心，而更像马拉松――后半程见功力，学习文献学时所
下的苦功夫、笨功夫，是积累，也将是本钱。

意义，在于个人的追寻，而不在于他人的灌输。用自己最真
切的感受来说服自己，“为什么”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
们一定要做下去！

夏日绝句的读后感篇五

南宋女诗人李照清博学多才、智慧过人，着作了许多古诗词。
《夏日绝句》就是其中一首。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我就感触
甚多。

每当读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
江东”的诗句时，我就会怀念起中国千千万万个人民英雄：
黄继光、董存瑞、王进喜、狼牙山五壮士等等。他们有的为
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有的为了祖国的兴旺而牺牲，但他们
都是我们永远忘不掉、永远铭记在心的革命英雄。因为人民
英雄的这种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就像诗里说的一样：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做一个人中豪杰，
就算是死了，也要死得壮烈，有价值，要做一个鬼中英雄。
到现在，还敬佩项羽的伟大壮举，宁可要对着乌江自刎，也
不肯屈服于敌人，不肯回江东苟且偷生。这是一首颂咏历史
时候的诗。诗中怀念、赞美了历史上的英雄项羽，称颂他作
为英雄生，也作为英雄死，宁可壮烈牺牲，也不苟且偷生的
英雄气概。诗中前两句为佳句，壮志豪情，广为传诵。

这首诗也借赞颂项羽宁死不屈的精神，讽刺南宋统治者的屈
辱偷生、逃跑妥协的卖国求荣行为。也表现出了诗人的`爱国



情怀。

我们也要向以前的英雄、诗人们学习，爱国爱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