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美诗词读后感(实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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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一

今年儿童节给两个小表弟在网上选购书籍时突然看到这样一
句话“每个中国人，都是在是诗歌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自己
生命的成长。”这让我想起许久前我的声乐老师教谕我的一
个道理——要想把中国歌曲的七情六欲表达得至情至性唯有
多读诗书词。带着对恩师的记挂或者说是带着对古诗词魅力
的好奇之心，我轻摁了鼠标的确认键，这本于丹的《重温最
美古诗词》便成了我今年的第一本闲书了。

“小的时候，谁没有跟着李白看过“床前明月光”?虽然不懂
得什么叫思乡，但孩子的眼睛却像月光一样清清亮亮。谁没
有跟着孟浩然背过“春眠不觉晓”?背诗的声音起起落落，一
如初春的纷纷啼鸟。长大以后，恋爱中或失恋时，谁没有想
起过李商隐的比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春蚕和蜡烛，两个简单的、日常生活中的物件，通过诗
歌，变成了我们可以寄托情感的意象。再长大一些，开始工
作，忙碌、烦恼纷至沓来。我们想安静，想放松，谁没有想
起过陶渊明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夕阳下，
陶渊明的诗意温暖了后世的每一丛带霜的菊花。

然后，我们日渐成熟，就有了更多的心事，更复杂的焦虑，
更深沉的忧伤，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李后主的“问君能有
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与我们的一己之悲比起来，
那样浩荡的悲伤、深刻的哀痛，是不是会使我们的心稍稍放
下一点，使我们的胸稍稍开阔一些呢?终于当年华老去的时候，



我们轻轻叹一口气，想起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面对逝水流光，这里面没有撕心裂肺的悲
号。那种淡淡的喟叹，既伤感青春，又欣慰收获，不也是一
种深沉的人生吗?今天，很多人会疑惑，在现代的忙碌生活中，
诗对我们究竟是一种必需品，我们也许就真的可以过的诗意
盎然。”这段序言真的让我爱不释手，那样的直白明了，却
又那样的恬静、真切。让我对这本书更是好奇。

今日看到第三章——明月千古中的(向明月学一颗平常心)感
受颇深。古往今来大多诗人寄情于温柔的明月。含情而吟诵
的有李白的“举头望明月，疑是地上霜”;飘逸洒脱的有苏轼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在我所知晓的明月诗歌中最
让我喜欢的便是张若虚的“春江湖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湖
生”。说出来不怕笑话，虽然至今我也未看过此句的`注解，
但是我更愿意把此句理解为我内心独有的思绪。我始终相信
读诗就如弹筝，虽说有纸墨一字不漏、一句不差地世世代代
传承着，但是每个演绎作品的后人都会随心、随性地把自己
的情感注入其中进行全新的演绎。

今天在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们每天硬着东升旭日去上班
去工作，看见的一轮太阳永远是稳定的、热烈的，圆满的。
它永远给予你光和热，给予能量，促使人们发奋进取。中国
人从太阳那里学到了一种进取心。但是在月亮之下，我们总
是在休息，在独处，或者沉沉睡去，忽略了这一轮万古明月。
就在一片宁静之中，我们发现月亮高悬在空中，它的阴晴圆
缺，有着诸多面目，和太阳的永恒形状不一样。

在它的周期性变化里，在它的阴晴圆缺中，我们品味着时光
的承转流变，命运的悲欢离合，我们学到了平常心。”的确
月缺月圆，损之而益，益之而损。生活亦这般如此，顺境也
好，逆境也罢，不就如同天上明月一般圆有时，缺亦有时吗。
只要用一种辩证与变化的心情去看明月，再把这样的目光移
到世间，我们就知道怎样完成内心困惑的消解和平衡了。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二

最近集团组织了名为“书香中交”的活动，旨在为广大员工
增长学识，陶冶情操。我便选了于丹老师的一本名为《重温
最美古诗词》的书籍，来慢慢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与文字的魅力。也正如书籍封面的那句话——“徜徉在明月
清风的意象中，感受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见解，从另一方面说，读这本书，可以从一位大家的视角去
品味这些美妙的诗词歌赋。清代孙洙就曾说“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可通读一遍才忽然发现，原本口中
偶尔蹦出的一两句，根本就属卖弄，哪算得什么熟读。比如
白居易的两首，一首《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竟不知
后面还有两段；一首更为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
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面的
我竟也不会。像这样的只会一半的诗还有很多，不谈内容，
似这般，就已先学会了敬畏。

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会想自己当初摇头晃脑背诵的样子，
尤其是看南唐后主李煜写的诗的时候，会不自禁的微笑起来。
李煜写的诗全是“愁”“恨”“烦恼”，本不是能笑出来的
意境，不过有趣就有趣在几年前的我竟然对这个“愁”很喜
欢，不管是“离恨恰如春草”还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挂在嘴边，现在想来，小小年纪哪来这
许多愁。倒应了辛弃疾的那首词“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
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
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由看书而看过去，别有
一番滋味。

东坡先生说陶渊明的诗“初看若散缓，熟读有奇趣”。而慢
慢读《重温最美古诗词》，竟也十分有趣，书中的诗词包罗
万象，田园之乐，国破之恨，报国之情，观景之怀，一一罗
列于书中，但无一例外地，都夹杂着诗人或喜或忧，或恨或



怒的复杂心情。诗者，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
人性就是这样，无论身居何职，无论身居何位，只要生于世
上，便有种种感情，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如
果真的没有感情，没有喜怒哀乐，那么这不是神就是一堆枯
骨罢了。正因有种种情感，诗人们才能将这种情感施乎于艺，
我们才能在千年之后的今天，走近那些被称之为“诗
仙”、“诗圣”的人，走进他们的内心，体味他们的喜与悲，
爱与恨。

我想，于老师如此积极的传播传统文化，无非是让中国文化
更好的发展下去，让无数的国人不要忘却传统，忘却前人所
留下的美丽语言。走进先贤的内心，聆听先贤内心的情感发
声。恰如我们常说的，读一本好书，认识一个好人，会让人
心胸开阔。是的，在这个喧嚣的年代，每个人都会遇到烦恼，
遇到挫折，能从书中品味先贤遇到磨难时的所为，未尝不是
给自己一个正确的渠道去排解这些问题，恰如“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遇磨难而不低沉，做到“仰观宇
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心胸开阔了，问题自然就不算问
题了，人总归还是要淡泊一点，否则“众鸟欣有托”，吾不
爱吾庐，怎么可能快乐呢。

不管一个人的文学底蕴到底有多高，读两三本书，总归是好
的。每天眉头紧锁，心有郁结之气，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
会错误百出，莫不如去选上一本自己爱看的书读一读，快乐
了才会有进步，“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三

青银的“全面大学习全员大学习”活动，在全处上下营造了
浓厚的学习氛围。作为一名青银人，我也积极参与其中，积
极学习。在读了《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之后，我被其中
散发的古典与优雅深深折服。

“一年之计在于春”是在这本书引子中提到的一句话，春天



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季节，在这时，万物复苏，生命像音
符一样在跃动。我们的思维也变得活跃起来。若是在这样美
好的季节都不能身心投入的去学习，那么这大好时光岂不是
白白浪费了么？抓住了学习的好时机，就等于抓住了成功的
链条，当明确了内心的`方向，我们只需努力就是了。“向明
月学习一颗平常心”是于丹提倡的，他认为为人处世，不需
太斤斤计较，遇到事情，不必在心中大起波澜，用一颗平常
心对待这个世界，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你眼中的世界
将如明月一般月朗风清。

作为一名收费员，似乎诗词与我们很遥远或不相关。其实不
然，我们应该多读一些诗歌，让自己的思维变得灵动起来，
让自己的文化涵养变得丰厚起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势必
会转移到工作中去，有利于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展示我们
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诗歌对于气质的提升，对于我们外
在形象塑造作用是极大的。我们每天都要与很多事情打交道，
面对众多的司乘，我们要做好缴费工作，维持好缴费秩序，
在出现矛盾问题时候，首先要注意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平心
静气的处理问题，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与同事之间做
好信息的传递和工作的配合，团结友好合作。也许在工作的
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是只要把持一颗像明月一般的
平常心，勇敢的面对这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正如于丹书中所言“唤起心中的诗意”。学习的脚步永远都
不应停止，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不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
学习诗歌可以陶冶性情，增加自己的文化内涵。诗歌是生命
的音符在跃动，品一首诗就像品一杯茶，回荡在齿间韵味无
穷。这种古典的特质和优雅的气息早已深入肺腑，沁人心脾。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享受
网络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有事没事儿掏出手机解锁、看
一眼、锁屏，放进口袋，这一过程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因为这已经变成习惯，潜意识里的动作。喧嚣的生活，繁忙
的工作，让人日趋浮躁；白天工作的充实，让你没有时间去
思考其他，但是夜晚，我总在想，我要什么？我想改变，但
却不知道从哪里改变。

朗读者开始火遍朋友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
么。机缘下看到了于丹教授的《重温最美古诗词》，诗词，
那些高山流水、桃红柳绿的`景象，那些策马扬鞭、激扬文字
的情怀，让我心生平静。

于丹教授在书中说到：“诗歌教会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观念，
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
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
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
该把诗歌称做为中国人的宗教。”

我想，我们读诗，在看到月亮时，不仅只会说“好大的月亮
呀”，而是比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看到一群鸭
子不止会惊叹“哎呀，好大一群鸭子”，而能“落霞与孤鹭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更希望在心浮气躁之时，能体
会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心境，在缺少动力时，能感受杜甫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场。

我想，诗意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只是生活的忙碌与心
灵的疲惫使我们灵魂深处的那片柔软沉睡。我们可以放慢脚
步，去品味大自然的万千意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去翻一
翻充满古人智慧与情怀的书，在诗词中留住那个真实的自己，
唤醒心中的诗意。

《重温最美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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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五

成长最大的捷径就是阅读一流的内容，古诗是阅读浓缩的经
典。

读诗是一种美的体验。古诗字句凝练，寥寥几十字可以描绘
出万千的意境。语句虽平实朴素，但读来韵味深长。

小时候读古诗，大多是背诵，虽然朗朗上口，但总是和他隔
着一层，不知其背后有什么意义。想来父母是想要尽早培养
我对阅读的兴趣，在我上学前就买了几本带插图、拼音的故
事书、古诗册子等。其中有一本我印象深刻，图文并茂，制
作精良，正面是古诗与配图，背面是诗意讲解，可惜忘记借
给哪位同学，再也没有找回来。学生时期的诗词学习大都是
老师讲解诗意，分析作品，更多的是与考试考点相结合，诗
歌的趣味也略打折扣。

今天分享《课本里的古诗词》，作者谢琰是《中国诗词大会》
栏目命题专家，把适合小学生读的100首古诗词分为三个阶段：
启蒙阶(1-2年级)、成长阶(3-4年级)、提高阶(5-6年级)。作
者以浅显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把古诗的创作背景、古诗诗
意、抒发的感情或是蕴含的道理娓娓道来，还能联系今天的
学习、生活。虽是针对小学生的出版物，但成人读来也是趣
味十足。

《望庐山瀑布》一诗的解析中，作者认为“日照香炉生紫
烟”的“紫”不能理解成紫色，而是一种氛围，一种神仙的
气氛，给人一种飘逸、神圣的感觉。李白是一个道教徒，道



教徒都希望自己变成神仙。而在许多神仙故事里，神仙降临
人间的时候，周围环绕的就是各色的烟雾。这句话是告诉读
者，我李白来到了人间仙境啊!通过作者的解析，再读这首诗，
不止感受到李白的夸张与浪漫，更是仙气飘飘的谪仙人。

读《江南》这首诗的时候，“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
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东西南北都重复了一遍，读上去
怎么这么像现在的口水歌啊!看完作者的解析，原来就是唱歌
的形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