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读课本里的古诗词读后感(大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漫读课本里的古诗词读后感篇一

《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继承了于丹一贯的风格，语
言清新洒脱中蕴含着哲理和诗意，在纷繁芜杂的生活中，如
同一股清泉，涤荡心灵的尘污，帮我们找寻到那迷失已久的
栖居之所。

作者在“田园林泉”这个章节中写到，我们现代人往往会觉
得田园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家园，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到达的
世外桃源。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
田园，每片田园里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主人公。读田园诗，
是为了唤醒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也许田园就在写字楼边，
也许田园就在柏油路上，也许田园就在你一天疲惫之后，也
许田园就在你远行归来的那个时分。每一个人生命里都有一
些心情需要托付，托付给田园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种会心的
微笑。

不管我们多么匆忙，不管我们如何壮志凌云，不失去田园的
人，才有充电的地方。有归属的人，才有可能一次次出发，
走得更远。此刻，我们就不再觉得田园是一种虚无的、无法
抵达的地方，原来它是那样触手可及。的确是这样，也许现
实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很难拥有诗意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通
过聆听、阅读让诗意扎根于心，外化于行。

心中有了诗意，便有了爱、有了美、有了博大的胸怀，面对
现实生活便多了份从容、淡定、坚韧。我想，这才是诗词里



的各种意象拂过心灵所留下的真正意味吧。

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中国人是敏感的、多情的，虽然我们
不都是诗人，可总会在人生的某种时刻，忽然间诗情上涌；
总会有那样一个关节点，我们品味人生，给心灵充电；总会
有那么一个契机，我们想寻找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从寻找中
国诗歌的意象开始，从一草一木，从春花秋月开始起程，沿
着诗歌的通幽曲径，抵达我们的心灵深处。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与其说于丹的这本书是在给诗词做诠释，
倒不如说她其实就是在写诗。于丹用诗一样的语言诠释着千
古名句，无时无刻不让人感觉读书是一种享受。在这浮华喧
闹的城市里，读这样的书如同品一壶飘着淡淡清香的茉莉花
茶，怡情怡心的同时，又让我们的精神变得饱满丰盈，我们
的生活也被浸染得诗情画意。

漫读课本里的古诗词读后感篇二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孕育
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形式不拘一
格，都有自己深远的发展过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古
诗词。

我读过著名学者于丹的著作《重温最美古诗词》。在书中，
作者通过大自然的风景，引出与之相关的古诗词，并作出对
古诗词的理解和个人看法。全书语句流畅、优美，处处散发
着诗意，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和释怀。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这是书中正文开篇的第一首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
《长恨歌》中的一句。通过作者对诗句的解读，我仿佛身临
其境，看到了唐玄宗离开皇宫前的安然、喜乐，再到安史之
乱爆发，唐玄宗离开皇宫后的怅然。只是短短几字，表现出



了景物背后的苦楚。虽然唐玄宗的皇宫没有变，但这种物是
人非，今非昔比的落差感，使人感受到的只有无限的凄凉和
悲哀。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这是李商隐《锦瑟》中的一句，也是全书结尾的一句。当读
到这句诗时，让人不住发问：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弦呢？也
许当一个人有着无数心事，才会如此发问吧。锦瑟有着这么
多的弦，是因为这一弦一柱都系着太多太多的回忆。心事如
此之多的诗人，隔着似水的流年，回望过往的时光，泪水不
住地凝成了诗行。这些思绪和迷离的幻像如同那繁琐复杂的
锦瑟，不知何以缘起，更不知何以缘灭。

我喜欢这种在诗海畅游的感觉，在笔墨香气中体会纳兰“当
时只道是寻常”的深情款款；体会李煜“剪不断，理还乱”
的惆怅；体会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相思之苦；
体会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欣喜若狂；体会陶渊明“悠
然见南山”的抒怀……在诗词中找回生活的宁静，去相信诗
意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活得诗意盎然。

漫读课本里的古诗词读后感篇三

最近有幸拜读了于丹写的`《最美古诗词》这本书。对于于丹
这个人，说实话并不是很熟悉，只是听说过她曾在央视说
《论语心得》。可是当我读了她写的这本书后，我对她的敬
佩之情油然而生。与其说她是在说古诗词，不如说她是在用
古诗词写自己的诗。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诠释书中的千古名句，
无时不让人感觉读书是一种享受。

记得自己曾经读诗时，只是为了了解而了解，有时可能是为
了应付考试，从来没有这么深入的去读诗。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在诗歌里不知不觉的完成自己生命的成长。小的时候不
懂什么是乡愁，但眼睛却像月光一样请清亮亮，跟着李白



念“床前明月光”，跟着孟浩然读“春眠不觉晓”。长大以
后，开始经历初恋，耳边响起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把我们的感情寄托在春蚕和蜡烛上。再
长大些，有了工作的烦恼和生活的烦恼，于是想着放松，想
着逃避这世间的一切，跟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当我们步入中年，有了更多的心事，又会想起李后主的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到了老去
的时候，面对这逝水流年，也许又像蒋捷说的“流光容易把
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古人最喜欢写诗，寥寥几个字却能把包含作者的最深的感情。
他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都寄托在诗里，留给我们后人传唱。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谈到的意象。记得自己读书时，
最不喜欢也可以说是最讨厌的就是作文课，不知道怎么去写，
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写得具体。老师说是因为我们观察得
不仔细，用的意象不足。读了于丹的这本书，我才发现，原
来古人的诗里有提到很多的意象。

在古人的诗里，最喜欢用“春秋”两字来概括历史，却从来
没有管它叫“冬夏”。也许，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原文明发
轫的黄河流域，相比于酷暑严冬，温暖的春、凉爽的秋，更
适合于中国的诗情吧。比如问老家的年龄，会问“春秋几
何”；比如白居易《长恨歌》的名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
雨梧桐叶落时”。其实有关于“春秋”的诗有很多很多，在
这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要说对春天的描述，要说最细腻
的还是李清照这位女诗人。在她少女时期曾写过“昨夜雨疏
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
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春与秋，生物的苏醒和衰残，
都在瞬间完成，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剧烈，强化了人和风景相
遇时猝不及防那一瞬间的感动，深深地激荡我们的内心。

其实，诗意就是我们心里的花朵，不管年华怎样老去，心中
有春意春色，每个年华都可以诗意地绽放，如同年近七旬的



白居易，以少年青春的心热烈蓬勃地“忆江南”。

说起中国诗歌中的意象，如果让我们只选取一个最典型的，
我们一定会想起头顶上的那一轮明月。

李太白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苏东坡
曾经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张若虚在《春江花
月夜》中追问，相比人生的短暂，江与月都是长久的、不变
的，人与世界最初的相遇，发生在什么情景之下？在这一轮
中国的明月前，无论是张若虚，还是李白，无论是今人还是
古人，中国人心中所有的珍惜，都被明亮地照射出来。

中国人之所以对月亮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月亮那种特殊的
质感、独到的美丽。它是柔和的，它是清澈的，它是圆润的，
更重要的是，它是不断变化的。月亮的周期变化，是一种循
环，隐喻着一种不死的精神。大家最常听到的关于月亮的神
话，就是“嫦娥奔月”——因为吃了长生不死之药，嫦娥飞
到天上，居住在月宫；在月亮上有一棵婆娑的桂树，吴刚一
斧接一斧地砍着这棵树，数砍而复合，合而复砍。所以，月
亮代表着一种流转循环的永恒与轮回。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一轮明月，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阴晴圆
缺。明月照出了我们的离愁别恨，但欧阳修说得好：“人生
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人生多情，无关风月，风
月只是转移了我们的情思、我们的离恨，给了我们一份安顿，
给了我们一种寄托。明月这个意象高悬在诗坛上空，中国人
从古至今保持着对它的温柔的狂热。

漫读课本里的古诗词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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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读课本里的古诗词读后感篇五

翻开这本300页的书，第一感觉，就是它很细腻，没有太多刻
板的说文解字，仅仅是清风明月，几度春秋。深夜，窗外繁
星点点，在灯下耐心地阅读，于字里行间，寻找中华五千年
的文化底蕴，给内心深处的那份诗意一抹安宁的气息。

哪个中国人不是听着“床前明月光”，学着“明月何时照我
还”长大的呢，“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千
古的文学，全都沉淀在这一轮明月之中了。多少远行的游子，
是否都会在中秋之夜遥望远方，吟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这是属于中华儿女的，有温度也有感情的千年文
化。



说到明月，自然就会提到李白，从“小时不识月”到“对影
成三人”，李白对明月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友情，自小相识。
身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他就常常饮酒、赏月、写诗，明月，也
是李白的情怀吧。

若明月是夜里浅浅的思念，夕阳就是傍晚深深的眷恋。“夕
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句沧桑的感叹，两行千古的诗
句，《小王子》里说，“当一个人悲伤的时候，他会爱上看
日落。”其实这可能就是中外文化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们的
诗意不仅仅是悲哀，还有许许多度的情感深藏其中，或许
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也有“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悠悠的眷恋与情思跃然纸上，夕阳也意
味着安宁，那就是苏轼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了。

或许又一天黄昏，金色的光辉在我的桌前停留了一瞬，我愿
停下手中的事情，凝视这一抹灿然的亮色，让回忆在晚风中
纷飞，也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细细体会春去秋来，用
诗人的目光看山清水秀，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在不自信的时
候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在寂寞的时候想到“独坐幽篁
里”，在郁郁寡欢的时候想到“月若无恨月长圆”，也就是
让自己悄悄沉醉、融入中华的千年文化了呢。学会汲取积极，
调整心态，不断去寻找最好的自己。

合上书页，不免羡慕于丹老师，不仅在阅读、思考中了解、
感受古人的思想，更让自己的美丽与气质由内而外，缓缓散
发。书中的文字、语句之间，唤醒诗意，润泽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