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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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
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一

在唐朝近三百年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金时代，云蒸霞蔚，
名家辈出，在唐代诗歌最多可以达到5万余首，但是由于年代
久远导致许多文学作品大量丢失，最后保留下来的唐诗不
过300余首，《唐诗三百首》共选入唐代诗人77位，计311首
诗，其中五言古诗33首，乐府46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律
诗5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这311首作品中代表
作家主要以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文学
大家为主，如果我们谈到李白，这位人人皆知的伟大诗人，
仙道，意气凌然，尤其在读了他写的诗后，更是有一种苍穹
豪迈之感，他的'诗作格主要是浪漫主义，清新脱俗，大气豪
迈为主，这与他的历史背景有这很重要的关系，比如“流直
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种体现作者豪迈之情，也有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不舍留念之感，
总之对于爱好旅游，喜欢当官来完成自己一生所愿，却只能
在后期颠沛流离的李白来说，她的文学情感诗复杂的，这与
当时的社会背景有这很重要的关系，谈到李白就不得不提到
杜甫，与李白合称为大李杜，杜甫这一生更是悲惨，仕途不
得志，在后期的安史之乱中也备受折磨，所以说杜甫它是一
位现实主义诗人，最后在饥寒交迫中颠沛流离，病死饿死，
下场比较悲惨，比如像杜甫的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
万金。”的思乡和忧国之感，也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
多病独登台。”的伤感与哀叹之情。也有“何时眼前突先此
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可怜天下和他一样的世人也
能住上好的屋子，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他的一生写满



了悲伤，但却一直忧国忧，和岳阳楼记中表达的情感有些许
相似，最后再来说说白居易，他给我的感觉是写的大部分诗
可以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一定的批判，就比如观刈中看到一位
老妇人抱这孩子在田中捡穗吃，而自己不需要劳累就可以获
得粮，令他自己感到惭愧，并且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劳动不
过所交的税，可他也是位为人着想的伟大诗人，并且他的诗
作很通俗易懂，也给人看，也容易和百姓形成共鸣。

唐代的诗人有很多，但是以上三人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诗
人之所以写诗，其一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多为一些抑郁不
得志的情感，其二为了替天下百姓表达生活困苦，对朝廷制
度的不满，唐诗三百首中正是表达的这些情感正如以上举例，
其实不仅仅是唐诗，任何朝代的诗歌都可以表达出这些情感，
我们应该去阅读这些传统经典文学去体会去感受古代人的情
感以前人之鉴不断完善自己。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唐诗三百首》这本书，里面有好多描写风景
的古诗，比如：李白写的《望天门山》、王维写的《山居秋
暝》、张九龄写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韩愈写的《晚春》
等。每首古诗都给我们讲解了不同季节的风景。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写的《早发白帝
城》。这首诗李白用“千里江陵一日还”表达了早早赶回家
乡的'急切心情。

通过这本书，让我了解了许多课文中没有学过的古诗，我非
常喜欢《唐诗三百首》。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三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唐诗之盛，如碧空之星斗，
唐诗之美，如沧海之月明。选编唐诗的集子很多，在众多的



唐诗集子中，唐诗三百首最为著名，最为流行。“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句话不只是作诗人的经验谈，
更是对唐诗三百首一书的一种肯定。

我喜欢唐诗中的安静和暇想，让人觉得阅读唐诗是一种纯粹
的享受，字里行间是那么的细腻，如果认真体味，真的就犹
如一幅画，一个世外桃源。

走进唐诗，走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领略“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
黄鹂”的清幽，静享“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万事不
关心的闲适；观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奇景，
发出“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的悲叹；更钦羡他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愿君多采撷，此
物最相思”的诚挚多情。走进唐诗，最爱诗仙的飘逸洒脱、
侠风道骨。欣赏他“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放浪不羁，
“长风万里送秋燕，对此可以酣高楼”的率真自然，“天生
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冲天豪迈，“安能摧眉折
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铮铮傲骨，“我寄愁心与明
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
流”的真挚情怀。

如同一切选编名著一样，唐诗三百首也不可避免的带有选编
者本人的某种情调与风格。不难看出，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
一种“怀才不遇”和“归去来兮”的情调。再作稍细致一些
的分析，便会发现，明白无误地以这样的思想为主题的占了
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大多是些田园诗、宫怨诗、怀古诗以
及说战乱话离别之作，同样带了这样的情趣。

第一首：王维的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落第还乡，题目已见主
旨。“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诗人反话正说，但仍微
见讥剌。这是说当今皇帝英明，知人善任，甚至“英灵”即
受崇敬的人去世后的灵魂都回来效忠了，所以没有那个俊杰
之士被埋没而作隐者的。但偏偏他现在要送这位活着的俊杰



之士归去了，而不是“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
”这紧接的两句，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故事：“东山客”是说
晋之谢安，此人虽在朝廷任职，总是念念不忘要回到东山去
做隐士。“采薇”的是那不肯食周粟，跑到首阳山去做隐士，
采了一种叫做薇的野菜来充饥的伯夷和叔齐。用这么两个事
例来为落第人送行，恐怕是多少有点教人啼笑皆非的。中间
八句，写送别过程，写送别心情，甚为委婉动人。落句
说“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是极富深情的安慰与鼓励，
也是无可奈何的叹息与感慨。

王维的诗多了，“脍炙人口之作”也多了，从中“择其尤要
者”，未必就非是这么一首不可吧？可“蘅塘退士”偏偏就
拿了这一首作为他的开宗明义第一篇。后续与此相近的主题
诗作还较多，如张九龄的感遇，邱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王
昌龄的同从弟南斋玩月忆山阴崔少府，李白的月下独酌等等。

在冬日的暖阳下，逃离虚拟的网络空间、游离于快餐文化之
外，在古诗的世界里，一颗心似于平平仄仄的浪朵上行舟，
领略天高云淡，倾听天籁之音，感受历史沧桑。品读中国古
文化之经典，感悟人生之精髓，以更加积极地心态面对未来、
开拓未来，方是吾辈青年之所取。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四

当品味完一本著作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千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以
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唐诗三百首》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学前班时，好奇怪，一位年轻帅气的男老师教我们全校同学
跳舞，跳的舞蹈歌曲歌词是一首诗，叫做《游子吟》。几遍
跳下来，老师为了让我们跳得更好，便解释歌词给我们听，
提到想念妈妈时，我们班好多同学放声大哭，只有我“光下



雨不打雷”——眼泪夺眶而出，一声不吭。我知道此时此刻
我和我的同学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老师为了止住我的泪水，
送了一本有拼音和好看图画的小学生《唐诗三百首》给我。
并告诉我书里有这首诗，想妈妈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妈妈给我的印象是那么善良，
勤劳。我最喜欢围在忙碌劳作的妈妈的身边。记得有一次，
我跟着妈妈到田里收黄瓜。妈妈忙得汗流浃背，不停地往箩
筐里装黄瓜。刚满六岁的只能摘到不高处的黄瓜，也帮妈妈
装满了另外那个箩筐。就这样来来回回，终于搬完了田里的
黄瓜。开水烫过后，半生熟的黄瓜在楼顶上铺满了一地金黄。
妈妈拿来菜刀和砧板，黄瓜在妈妈熟练的刀功下均匀地分成
四掰。黄瓜被切成四掰后，敞开肚皮铺在太阳底下曝晒。我
给妈妈递黄瓜，每递一个黄瓜，妈妈就对我微笑一下。我顿
时觉得妈妈的微笑比这一地太阳底下的金黄还灿烂。

一个慵懒的午后，微风吹起的窗帘打在窗棱上的响声惊醒了
在妈妈怀里甜睡着的我。我发现我的身边放着一件蛋黄的体
恤衫。奶奶步履蹒跚地走进来说：“小春，你妈妈将你们晒
的黄瓜皮挑到圩上卖，货好，有个老板给了个好价钱，你妈
妈还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喏，像黄瓜皮一样的颜色。你妈
妈还说，她去广东打工了，叫你乖乖地。去读学前班可不能
哭鼻子哟!”

我一头扎进那件蛋黄色的'体恤衫里，越控制不哭，眼泪越刹
不住车，心里一阵一阵被刺痛。我真不想长大，长大了妈妈
就要远离我，要到远方打工维持生计。我的脑子里清晰地映
出妈妈那阳光底下甜甜的微笑!

念到三年级上册时，在语文百花园地的学习内容中我又和这
首诗相遇了，还更巧是那位十分帅气的男老师教我们。他跟
我们讲：熟读唐诗“一”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书中有描写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母亲，有“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无私奉献的老师，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



马度阴山”壮志爱国的将士……其中是《游子吟》这首诗让
我爱上阅读这本书。每次念到这首诗时，每一个字让我颤抖
呜咽痉挛哽咽。于是，我找来这本《唐诗三百首》和那件蛋
黄的体恤衫，用袋子装好，放在我的枕头底下。想念妈妈时
便拿衣服出来看一看，把书念一念。

有人说：人总是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苦苦地寻找自己精神的
乐园。每一次的新发现，都会带来无限的感激与惊喜。

一首诗撩拨我内心深处那根我不愿触碰的心弦，但又偏偏激
起那血脉相连的亲情思念——妈妈，你现在在哪里?我愿我快
点长大，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让妈妈不再那么辛苦，永远微
笑着陪伴我。从此，我带着对妈妈的微笑的思念，深深把头
埋在收集这首诗的《唐诗一百首》中，寻找那无限的感激与
惊喜，伴随着我没有妈妈陪伴的童年。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五

在我刚会说话时，妈妈教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的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妈妈说一句我说一句。

在我上幼儿园时，老师教我们“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时的我，知道了这是李白的
诗。

在我上一年级时，老师教我们“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老
师告诉我们：母亲知道了子女要出远门，很久很久也不会回
来，就为子女缝制衣衫，母亲怕子女衣衫破了没有人给缝，
就细细的、密密的结结实实地缝衣衫。母爱是伟大的，子女
竭尽一生的心意，也难报答母亲给予子女的爱。正是从那时
起，我喜欢上了唐诗，唐诗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光



影.....

我每每读着唐诗，都有一种让我身临其境的感觉：当我读
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让我深陷秦汉
时期关塞的战争，我仿佛看见无数的将士战死在边疆不能回
家。当我读着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时，我又懂得了古人能在沉郁中振气，坚定了“长风
破浪”的信心，重新鼓起沧海扬帆的勇气。可偏偏我们为什
么不能呢？于是，我痛下决心，刻苦学习。终于，我品尝到
了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滋味。我渴望苏轼的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又向往王之涣的：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

唐诗短而精，也正因为此，我倘佯在唐诗的殿堂里，我细细
的品味着前人留下的精神盛宴。每次读着唐诗，我都会或多
或少的有些冲动，也许这就是唐诗它给我的的魅力所在吧！
唐诗，在我心中激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我爱——唐诗！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六

看了《唐诗三百首》，我真是觉得受益匪浅。

读了《江南春》这首诗，我好像来到了春天的江南：千里江
南，莺歌燕舞，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空气里弥漫着酒
香花香……美极了！

读了《池上》这首诗，我眼前又仿佛浮现出小孩子不懂事，
撑着一只小船偷偷采白莲的情景，那快乐的心情、被发现后
的害羞的神情，全部涌入我的脑海里，好像我就是那个小孩！

走在田野里，看见大片大片的油菜田，不禁想起了诗人杨万
里的名诗《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



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仿佛面前出现了
那个追黄蝶的小孩，没有追到心爱的蝴蝶，正伤心呢！

春天的小河边，小桥流水，花枝招展，蝴蝶飞舞，蜜蜂歌
唱……又让人想起了《春日偶成》的“云淡风清近午天，傍
花随柳过前川”。多么美呀！

啊！古诗融入了我的生活，我爱古诗！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七

读李诗和杜诗有感，浅析李白和杜甫不同的原因：

1.出身及成长环境不同

李白出生地是所谓的南蛮之地，思想意识形态比较弱，天性
未被束缚，自由不羁

商人之家，儒家思想氛围淡泊

杜甫出身中原，家族世代簪缨

儒家思想的浓厚氛围下长大

2.成长环境带来的性格差异

3.经济条件带来的差异

4.本质的不同

李白追求一种功成名就的宏大与青史留名，空想家，理想状
态。本质上并不关心陌生的芸芸众生，对熟识的人很友好热
情。

杜甫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济世



救人之心，视为毕生的己任

5.颠沛流离下不同的关注点

其实都经历了安史之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但是李白关注自身，
杜甫关注同样在颠沛流离的陌生的普通人。

6.对婚姻的选择，看出价值观的不同

李白两次入赘高门大户，出发点显而易见，但多数时候主动
选择与妻儿分离，在外周游，甚至第一任妻子去世后长期将
一对儿女寄养在东鲁。

杜甫夫妻感情深厚，对孩子有着深沉的慈父之爱。

7.天赋与后天

李白的诗歌才华如璀璨的彗星，天赋异禀，超凡脱俗，自然
而然地与歌行体融合，挥洒自如。

杜甫更像是个人努力与环境熏陶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对律诗
的斟酌锤炼、安史之乱带来的流离失所以及对天下苍生的悲
悯之心带来的感同身受，这一切促成了“四千年文化中最庄
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背诵古诗的读后感篇八

余秋雨先生在《中华文脉》一书中曾言“唐诗对中国人而言，
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
传代，唤醒生存本性。”我深以为然。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是中国诗歌的高峰，而《唐诗三百首》更是唐诗中的精
华，唤醒了我对诗歌背后的中华文化以及思想内涵的好奇。
唐诗，告诉了我许多。



《唐诗三百首》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幼时不懂内涵，只觉
得平平仄仄的声韵念起来好听，父母慢慢教，诗倒也背了几
首。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到“抬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到“红
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唐诗之美已经深深地刻在了
我的脑海之中，并不只因为其朗朗上口的读音，更因为年少
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已经将这浅显的话语转化成了一幅幅动
人的场景，古人的一言一行，景物的美不胜收，已然令懵懂
的孩儿心生向往。殊不知，在这抑扬顿挫的声韵里，一个新
世界也就此打开。

一路奔跑着成为少年，读过的书渐渐多了，走过的路也渐渐
远了，这时翻读《唐诗三百首》也渐渐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唐诗是多样的，诗意存在于大千世界之间：长烟落日，黄河
远去，羌笛声声呜咽，诉说着塞外没有春意的凄苦；明月照
松，空山新雨，江南流水四季自是一番姹紫嫣红；机中织锦，
碧纱如烟，泫然欲泣的女子在月夜思念远行的夫君；楼前雨
露，长安城里，五陵年少胯下的白马发出欢乐的嘶鸣……千
百年前的画面就这样通过一首首唐诗浮现在我眼前，按照遥
远的文字指点，自己竟然也能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
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不曾想过，年少懵
懂的自己，竟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
齐阴晴。唐诗让我认知了自己，更让我领悟到了万物有灵，
天地之美。

手中的诗篇泛黄，少年的青涩逐渐褪去，一路与诗歌相伴而
行的青葱岁月，我又获知了许许多多。提起唐朝的诗人，怎
么也绕不过李白杜甫等人。而仔细品读，你会发现动人的不
仅是词句，还有诗歌背后的情感与品格。

李白，他一生不以功名显露，以布衣之身藐视权贵，肆无忌
惮地嘲笑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为此他曾发出内
心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又如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



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蔑视。然而诗人的乐观精神又足以使
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这位伟大的漂泊者从悲伤中走出，
选择用他的诗笔展现大唐的山水，来丰富当今人们的精神世
界。

杜甫，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
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
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敢于批评和揭露。他
同情人民，甚至甘愿为解救人民于苦难做自我牺牲。所以他
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
的伟大。面对人民的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他静静倾听，长长叹
息，默默流泪，向世间发出沉痛的悲叹。他的笔墨，唤醒了
当时乃至后世之人的家国情怀。

唐诗三百首，是繁花云霓，也是心灵归宿。年岁依旧在增长，
对诗的领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