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诗词读后感(优秀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
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
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诗词读后感篇一

他1966年创作《七律·有所思》，其尾联“凭栏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化用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中“凭栏
杆处、潇潇雨歇”且提炼应用的情顺理通、天衣无缝。“记
得当年草上飞”句，《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衍
化于唐元稹《智度师二首》其一手局，“四十年前草上飞”
此句曾被黄巢《自画像》化用为“三十年前草上飞”而毛泽
东一个“记得当年”就把罗帅指挥红军作战“兵贵神速”的
形象写活了。

毛泽东是一个坚毅刚烈、特立独行之人，进攻型的性格，充
分反映在诗词作品里面，在精悍的小令中尤为明显。《如梦
令·元旦》开篇三个县名“宁化、清流、归化”;对应三个艰
难场景，“路隘林深苔滑”一下就把人带进战略转移的行军
途中。1963年建军节，他写《八连颂》开首是“好八连，天
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
此叫，好八连”简洁明快，节奏感强，即是提纲挈领，又是
赞美宣传，阅读一目了然。

《念娇奴·鸟儿问答》作于1965年秋，末尾“不须放屁，试
看天地翻覆。”直白过于直白，甚至有失文雅，但它是一种
情感宣泄，反映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可见当时的愤怒达到了
极点，才有“放屁”入诗。1963年8月美英苏在莫斯科签
订“禁核条约”趁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实施“核讹诈”政策，
妄图扼杀我核工业于摇篮中，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审时度势，



几乎气炸了肺，难免爆出粗口为民族解百年之恨。

《答友人》中“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
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就是对仗工稳，形象优美，意
蕴无穷的两幅对联。毛的《七律·洪都》中腰颌颈“问鸡久
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常在有
新天”两句，即是写实状景，又是伤时感叹，读后浮想连翩。
他的《五律·张冠道中》颌联“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颈联“绒衣犹铁甲，须眉等银霜。”别有画感。

毛泽东金额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对的更
有含义和气势。

诗词读后感篇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承载的便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受
家庭的教育熏陶，我自幼爱读诗，尽管儿时只是张嘴背诵而
不知其意，随着年龄渐渐变大，很多诗词再次细细读来、听
来，却总能感受到诗词中所蕴含的那份情感。

每逢空闲之时，我都会躲在自己的书房里诵读，体会苏
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品位李
煜“问君能有几多愁”的亡国之恨，领悟李白“天生我材必
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情感。我最喜欢的古诗是那
首儿时就朗朗上口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封建社会贫
富不均的矛盾和制度的不合理。每次读这首诗，我眼前仿佛
出现了在烈日暴晒下的农民们，不怕劳累、不怕炎热，流着
满头大汗辛勤锄草、耕地，汗珠儿一串串滴进了禾下的泥土
里的情景。我想，大家诵读完这首诗，必定也会像我一样，
对粮食的来之不易发出由衷的感慨。这盘中的每一粒米饭，
都饱含着农民的劳苦。农民伯伯为了让大家吃上香喷喷的白
米饭，自己在烈日当空的正午下田耕种，给禾苗锄草、这是
多么感人的举动啊！



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富裕了，很多人都忘记了节约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有时随长辈们外出饭馆吃饭，却常常
能看到刚离去的人们在餐桌上剩下大量的饭菜，他们不知道
节约、不懂得如何节约。我真想大声呼吁：让我们大家都来
爱惜每一粒米，不要浪费粮食，那可是农民伯伯的心血和汗
水换来的成果啊！让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从节约一粒米开
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来珍惜我们现在美
好的生活。

诗词读后感篇三

今天，无意间读到一首古诗【游子吟】，让我深深感动。

这首诗主要写一位无私的`母亲对儿子的爱。慈母的手在穿针
引线，为将出门的儿子缝补身上的衣服。临行时她又缝了缝，
密密麻麻，结结实实，只怕儿子迟迟不能归来，在外乡没有
人为他缝补。谁能说得清，小小的嫩草是怎样报答春天阳光
的恩情呢。

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母亲，妈妈养育我长大，每天风雨无阻
的送我上学下学。妈妈好比是一支蜡烛，照亮了我，使我一
直前行。妈妈好比是明亮的太阳，温暖着我，让我茁壮成长。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诗词读后感篇四

以及”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殷切勉励，使
我感受到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往昔的峥嵘岁月中，
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人民获得解放与
自主，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之后，他又操起了建设国家，
强民富国的担子，毛主席的人生是闪光的人生。这天的我们，
在领略过毛主席的气概之后，我明白了在那个年代的艰辛，
明白了战斗的残酷，明白了当今生活的来之不易。学习、探



索、钻研就如以前的”鏖战“、需要我们拿出”上九天揽
月“的精神和红梅般的坚强意志，与困难作斗争。须知”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在今后的日子中，我们也会牢记
毛主席的教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诗词读后感篇五

《七律长征》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融合的诗歌
典范，浪漫主义是20世纪文人精神的风标，浪漫主义想像和
革命理想曾一度在左翼文学理论者的倡导下，结合形成了革
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

一九二一年所作《沁园春长沙》就有雄心中原大地的远大志
向，“问苍茫大地，谁主沈浮”，该由民族独立解放信仰的
人来管理大好河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间作品，多是
战争生活，战地风光，读而易懂，一扫古诗伤感、讽今，论
事的风格，给战士以鼓舞。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神是通天地之道的人。他是战略家、思
想家，但写诗只是革命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像纯旧诗词那样
对每首每句皆那样要求完美，哪是不现实的，《为人民服务》
不是诗，但在论文中把一个普通战士的牺牲和中国人民的解
放亊业联系起來不比《出师表》逊色，这是读书和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范文，无韵之诗文。处处展露出领袖对国文的掌控
与大家风范。

他青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独立于湘江橘子洲
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面向宇宙万物，发出了“问
苍茫大地，谁主浮沉”的呐喊。在艰苦卓越的长征路上，他
坚守“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信念，迎风高吟“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的天问!这是顶天立地中华英男的内心表达，
只有伟人才会浩歌当哭以赋宏志。

烟雨莽苍中细看旧社会，“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



北”《菩萨蛮·黄鹤路》心情凝重。夺取政权以后，遇到反
华势力合围，他“冷眼向洋看世界”举重若轻痛斥，“小小
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
激发革命者追求真理的勇气。“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
宵遁”宣告蒋介石围剿破产人吓跑了。实际仅放了两炮，就
把敌人吓跑。真是革命大无畏精神，与浪漫乐观的集中反映。
纵观毛的诗词，篇篇都充满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王霸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