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 七律长证
心得体会(优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一

七律长证心得体会，是指通过写作和阅读七律诗作来进行心
得体会、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七律是一种古典固定诗体，
每首七律由七个七言绝句构成，其格律严谨，要求言简意赅。
通过这种体裁的写作和阅读，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提
高审美修养，丰富自己的内涵。在实践中，我深受启发，获
得了三个方面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境界心得体会

七律长证的体裁要求言短意长，意义要在铺陈之中。这样的
要求使我们在写作时需要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深刻的内涵。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需要进行一次精细的思辨，以找
到最简洁而又准确的表述方式。这样一种思辨的过程不仅使
我的写作水平提高了，同时也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当
我将这种精细思辨能力运用到生活中时，我发现自己的分析
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加能够对复杂问题进行
全面而准确的判断。

第三段：情感心得体会

七律长证要求言简意赅，而七绝有严格要求的押韵和对仗。
在这种要求下，我发现自己的写作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在
限定的字数中，我需要通过精巧的押韵和意象来表达自己的



情感和思考。这种写作方式让我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
情感的流动，让我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同时，
七律长证的阅读也让我更加敏感地感知他人的情感，更加能
够体会和理解别人心中的世界。这种情感的体验和表达方式，
让我更加有爱心和同情心，让我更能够理解和包容他人。

第四段：审美心得体会

七律长证是一种古典而优雅的写作方式。在阅读这种诗作的
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优美音韵，以及诗人高尚的
情操和境界。这种审美的体验让我对美的追求和欣赏能力得
到了提高。我更加能够感受到自然和世界的美，也更加清晰
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美和向往。这种审美心得体会，不仅让
我对世界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美好的期待，也帮助我在生活
中更加珍惜和欣赏身边的美好。

第五段：人生心得体会

通过七律长证的实践和体验，我深刻地理解到人生需要不停
地修炼和提高。写作和阅读七律诗作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不断
地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而这种修养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
它也影响和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能够在有限
的字数中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够通过精致的押韵和意象
表达自己的情感，能够从中获取审美上的愉悦，这种修养不
仅能够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和欣赏能力，更能够让我们在人
生的各个方面变得更加优秀和完美。

总结：通过七律长证的实践，我在境界、情感、审美和人生
方面获得了很多的心得体会。七律长证的写作和阅读，让我
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的魅力和艺术性。这种体裁的修炼让我
更加熟悉自己的思考和情感表达方式，也让我在审美的追求
和人生的塑造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和更美好的期待。七律长证
的实践让我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更加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二

（1）概括介绍教学内容：《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同志在长征
胜利后，满怀激情地回忆红军队伍在长征途中排除万难的典
型事例，表现了我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激发学生向红军战士学习，培养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

（2）分析教学内容特点：全诗共四联，56个字。首联开门见
山地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
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第二、三、四联分别
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战胜的困难。它是承上
文“千山”和“万水”而来。作者按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
了五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他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
度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第四联是对首联的
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
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感情的结束。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2）理解诗意，体会情感。

2.过程与方法：

（1）有感情地朗诵全诗，感受诗的节奏和韵律，增强对七律
诗这种体裁的感性认识。

（2）通过材料，增强对文章内容的感悟。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充分感受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
乐观主义精神，在情感上受到感染和熏陶。

三、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诗句含义，有感情地朗读诗歌。

难点：通过重点词句体会红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

四、教学过程

1.揭示课题，导入新课

（1）谈话：毛泽东是我国第一代领导人核心，是我国著名的
诗人、革命家、外交家，今天我们就学习他写的一首诗《七
律长征》。板书课题。

（2）“长征”从字面上讲什么意思？关于长征大家了解多少，
课前查阅了资料，说一说你对长征的了解。学生交流资料。

（3）师小结，看红军走过的路线图。看完路线图，你有什么
感受？

2.初读文本

（1）翻开课文，请大家自由朗读诗文，你可以多读几遍，注
意读准字音，读通诗句。

指生读诗，读生词，注意正音，特别是“逶迤、磅礴”。

（2）渗透律诗特点，请同学们跟着老师划分的节奏自由试着
读一读？课件出示划分节奏的全文。指读。

3.自读质疑，交流启思

（1）师：请同学们小声朗读课文，看看有哪些不懂的地方。
把它圈画出来，我们过会交流交流。先小组交流。

（2）交流交流不理解的词语？教师相机指导。



4.师生互动，录像材料辅助，精读诗文

（2）诗中红军把什么看做是平平常常的事？（板书远征难）

（3）具体从那几句看出红军把远征难看成平平常常的事情呢？
带着问题，默读诗文，画出相关词语，写写你的体会。

学生画诗句，师点拨。小组交流讨论一下。

（4）重点理解（诗句意思）

5.课堂总结，升华情感

同学们，回顾长征我们感慨万千，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坐在
这里决不仅仅说是学习七律长征，学习一首诗歌，更重要的
是感受长征给我们的力量和启迪！

6.布置作业，课外延伸

（1）介绍学生阅读《地球的红飘带》

（2）写一写对长征的认识和感受。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三

1、七律：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
分四联：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
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
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2、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
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
贵州、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
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
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



革命根据地。

3、难：艰难险阻。

4、等闲：不怕困难，不可阻止。

5、五岭：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或称
南岭，横亘在江西、湖南、两广之间。

6、逶迤：形容道路，山脉，河流等弯弯曲曲，连绵不断的样
子。

7、乌蒙：山名。乌蒙山，在贵州西部与云南东北部的交界处，
北临金沙江，山势陡峭。1935年4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

8、泥丸：小泥球，整句意思说险峻的乌蒙山在红军战士的脚
下，就像是一个小泥球一样。

9、金沙：金沙江浊浪滔天，拍击着高耸入云的峭壁悬崖，雾
气腾腾，使人心感温暖。

10、云崖暖：是指浪花拍打悬崖峭壁，溅起阵阵雾水，在红
军的眼中像是冒出的蒸汽一样。(云崖：高耸入云的山崖。暖：
温暖。)

11、大渡桥：指四川省西部泸定县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泸定
桥位于中国四川省西部的大渡河上，是一座由清朝康熙帝御
批建造的悬索桥。

12、铁索：大渡河上泸定桥，它是用十三根铁索组成的桥。

13、寒：心里害怕，有一丝寒意。

14、岷山：中国西部大山。位于甘肃省西南、四川省北部。
西北-东南走向。西北接西倾山，南与邛崃山相连。包括甘肃



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主要由石灰岩构成，
平均高度2,500公尺(8,200尺)，山脊在4,000?4,200公尺以上。
主峰雪宝顶海拔5,588公尺。是长江水系的岷江、涪江、白水
河与黄河水系的黑水河的分水岭。峰峦重叠，河谷深切。山
地长有川西云杉、岷江冷杉、油松、栎类等。3,800公尺以上
为高山灌丛草甸。岷山、迭山、摩天岭为大熊猫集中分布区，
以摩天岭分布密度最大。

15、三军：指红一、二、四方面军，即整个红军。代表的新
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
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
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
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
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
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
《实践论》和《矛盾论》。

16、尽开颜：红军他们的长征到达目的地了，他们取得了胜
利，所以个个都笑逐颜开。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四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七律是一种典型的古体诗形式，其格律
严谨，韵律优美，一直以来备受推崇。然而，对于大多数学
生来说，写七律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本文旨在探讨如
何撰写一首优秀的七律，并分享一些个人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熟悉格律和韵律

写好七律首先要熟悉其格律和韵律。七律通常是四阶七言诗，
一共四十九个字，每句有七个字。在翻译字义的时候，要注
意字意的多义性和歧义，力求选用能与其他字配合起来，使
整首诗的意境更加丰富和深入之诗词。同时，要遵循平仄的



要求，保持每句的音韵优雅并符合韵律。

第三段：选择良好的题材和意境

七律可以写人物、物事、景色等各种题材，但要遵循“情景
交融、意境深长”的原则。选择与自己有共鸣的题材，可以
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在构思时，要注意编织一个
具有内在逻辑和节奏感的故事结构，让每句诗都有着紧密的
衔接和发展。

第四段：运用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

写好七律需要善于运用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运用比喻、
象征、拟人等修辞手法，增加诗歌的表达力和艺术感。同时，
合理运用词语的准确性和押韵来增强音美和韵律感，让读者
在朗诵时产生共鸣和美感。

第五段：注重细节和修饰语言

琢磨每个字句，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通过选择恰当的
修饰词，增加诗歌的意境和深度。此外，还要善于运用平行
结构、夸张和对比等修辞手法，增加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同时，注意修辞手法不要过度使用，保持诗歌的自然和朴实
之美。

结论

撰写一首优秀的七律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也是一种审
美和情感的表达。通过熟悉格律和韵律、选择良好的题材和
意境、运用修辞手法和表达技巧，以及注重细节和修饰语言，
我们可以写出一首既符合格式要求，又富有艺术感和情感表
达力的七律。因此，学会撰写一首出色的七律，不仅可以锻
炼自己的写作能力，也可以感受到古诗词的美妙与魅力。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五

立夏七律诗词（精选10首）

一、《山亭夏日》唐代诗人高骈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精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二、《暑旱苦热》宋代诗人王令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翘飞上山。

人困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三、《纳凉》宋代诗人秦观

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

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四、《夏夜追凉》宋代诗人杨万里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

竹深树宻虫鸣处，时有微凉只是风。

五、《夏意》宋代诗人苏舜钦

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

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六、《立夏》宋方回



吾家正对紫阳山，南向宜添屋数间。

百岁十分已过八，只消无事守穷闲。

七、《夏意》宋·苏舜钦

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

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八、《山中立夏用坐客韵》宋·文天祥

归来泉石国，日月共溪翁。

夏气重渊底，春光万象中。

穷吟到云黑，淡饮胜裙红。

一阵弦声好，人间解愠风。

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立夏”于山中会客，应客人
诗韵写下了此诗，让我们领略到诗人闲适隐逸、高雅志趣的
一面，“穷吟到云黑，淡饮胜裙红”，以诗会友、淡饮浅酌、
知音和弦、修身养性、心情舒畅，确为优秀家风的典范。

九、《立夏》宋·赵友直

四时天气促相催，一夜薰风带暑来。

陇亩日长蒸翠麦，园林雨过熟黄梅。

莺啼春去愁千缕，蝶恋花残恨几回。

睡起南窗情思倦，闲看槐荫满亭台。



十、《幽居初夏》

宋·陆游

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

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

箨龙已过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

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

【立夏七律诗词（精选10首）】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六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七律作为一种传统的诗歌形式，一
直以来都备受推崇。作为一名对古典诗歌有着浓厚兴趣的人，
我也对七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写作七律的心得体会，接下来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七律是一种有着严格格律和韵律要求的诗歌形式。在
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注意每一句的字数控制，每句七言，每
句可分为上下两派；其次，每句的韵脚也需要严格要求，每
句各韵一个声，疏密有致。这样的格律和韵律要求是七律的
独特之处，也是其与其他诗体形式的主要区别。因此，在写
作七律时，一定要注重格律和韵律的把握，以确保整首诗的
韵律和谐。

其次，七律注重意境的塑造。七律是一种典雅的诗歌形式，
强调意境的独特表达。在写作七律时，我们应该注重情感的
凝练和形象的刻画，通过精准的词语和生动的形象来表达诗
人的感受和想法。这就要求我们在写作中要注重选择词语，



尽量使用富有含义和有力的词语，而且要注意形象的描写，
力求画面感和感触。

第三，七律需要有情感的驱动。七律是一种富有情感的诗体
形式，作为诗人，要能够在这种形式中充分表达自己内心的
情感。在写作中，可以体验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发泄自己
的激情，也可以进行思考和感触。不论是何种情感，都要通
过精心的构思和表达来准确传达给读者，让读者能够感同身
受，进一步体会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

第四，七律需要有独特的主题和立意。在写作过程中，我们
要能够选择独特的主题和立意，将自己独特的观念和感受融
入到作品中。七律作为一种固定的诗体形式，主题和立意的
选择尤为重要，这是作品的灵魂所在。因此，在写作七律时，
我们要有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要能够选取能够引起读者共鸣
的主题和立意，从而使作品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最后，七律需要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精神。七律作为中国古代
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更需要具有中国地域特色和民族精神。
在写作中，我们要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中汲取养分，
将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作出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作品。
只有这样，才能使七律更具有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更能体
现中国的独特魅力。

总而言之，七律是一种有着严格格律和韵律要求的诗体形式，
需要有情感的驱动，独特的主题和立意，以及地域特色和民
族精神。在写作七律时，我们要注重格律和韵律的把握，塑
造意境，表达情感，以及选择独特的主题和立意。通过不断
的练习和磨炼，我们可以逐渐掌握七律的要领，创作出优秀
的七律作品。

外交风云插曲七律冬云篇七

第一段：引入话题，介绍七律的定义以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



重要地位。

七律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律和结构的诗歌形式，由七个平仄相
间的字句组成。它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
唐代的“长短句”。七律以其独特的韵律和工整的结构，成
为了诗人表达思想和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七律，诗人
能够在有限的句子中尽可能地表达丰富多样的情感和意境。

第二段：谈论写七律的技巧和挑战，以及对于奥威尔笔名下
的一首七律的分析。

写七律需要诗人具备精湛的词汇和创造力。因为七律的结构
和韵律要求，诗人必须准确把握每个字句的音调和平仄，确
保每句都符合格律要求。此外，七律的篇幅有限，诗人需要
在有限的词句中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境。要写好七律，
还需要对文化和情感有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以乔治·奥威尔的笔名下的一首七律《把酒问青天》为例，
该诗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和对宇宙的思考，表达了对生命
和宇宙意义的追问。诗中运用了丰富的修辞手法，形容词和
名词的搭配使意境更加深刻，句式紧凑简洁，给人以强烈的
冲击力。这首七律不仅有着韵律和结构的要求，更富有哲理
和感悟，给人以深思。

第三段：探讨七律在表达情感和抒发思想方面的优势，并结
合自身切身经历进行说明。

七律的结构和韵律给了诗人丰富的创作空间，让诗人能够准
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我曾经尝试过写七律，发现它
是一种很好的情感释放方式。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通过写
七律，我能够将内心的不快和痛苦化为文字，从而获得情感
的宣泄和解脱。七律的固定结构和格律，使我能够更加专注
于思考和表达，而不会被写作的自由所束缚。七律的形式不
仅使我的诗歌更加有条理，也让我更好地抒发了内心的情感



和思想。

第四段：总结七律的重要性和影响，以及对其他文学形式的
启发。

七律作为一种具有固定格律和结构的诗歌形式，在中国文学
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要求诗人具备高超的词汇和创造力，
还要求诗人能够准确把握音调和平仄，以及在有限的句子中
表达丰富多样的情感和意境。七律的结构和韵律给予了诗人
丰富的创作空间，使得诗人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
情。七律的形式也给其他文学形式提供了启发，让诗人在有
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地表达更多的内容。

第五段：决策七律的价值和意义，并对未来的创作提出期望。

七律作为一种固定格律和结构的诗歌形式，给予诗人丰富的
创作空间和表达情感的途径。它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
一种思考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七律，诗人能够准确地表达自
己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独特的意境和情感。我希望在未来
的创作中，能够继续尝试写七律，并通过这种形式的创作，
让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得到更好的表达。同时也期望未来的七
律创作能够更加丰富多样，为读者带来更多的美好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