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屈原列传有感 端午节学习屈原爱国
精神心得体会(通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屈原列传有感篇一

中国传统节日由于凝结着极具民族和地域特点的主流价值和
文化内涵，更有 着其他节日不 可替代的分量。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节是 中国首个
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其众多起源说法 中，以纪念屈原影响
最广最深。两千多年前，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
的祖国被侵略，悲愤交加，抱石投汨罗江而死。他“亦余心
之所善兮，虽九死而其犹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究勇气，与[离骚][天问]
等诗篇一样不 朽，可与日月争光。且随着光阴流转，历久弥
新 代代相传，成为端午节最具生命力和特色的文化标识。

以往，端午节人们通过赛龙舟 吃粽子 插艾草 佩香包等风俗，
表达对爱国志士的追思与崇敬。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有 的地区已开始把端午的活动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通过“云上端午”“云上赛龙舟”等直播形式，将端午浓厚
的文化氛围传递给全国网友。无论是线下开展民俗活动也好，
线上直播云端过节也好，形式有 所不 同，但本质上都是为
了 让荟萃人文理念和厚重家国情怀的端午文化，拥有 了 富
有 时代气息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能够唤醒人们共同的历
史记忆，引导大家在 精神层面感悟家国情怀 传承民族情感。



作为端午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内涵，爱国主义已在 不 断沉
淀和继往开来 中，成为 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情感和强盛的
精神动力。“国兴则家昌，国破则家亡”，无论是战火硝烟
中奔走救国的仁人志士，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平庸百姓，还
是在 改革大潮 中乘风破浪的弄潮儿们，在 不 同的时代，
都有 无数的 中华儿女将忠勇 仁义与不 屈诠释得淋漓尽致。

爱国主义精神需要传承，行动即最好的注脚。在 今年在 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 中，我们看到了 逆行出征 不 计生
死的白衣战士，看到了 舍小家为大家 危难之际显身手的全
民担当，看到了 守望相助 众志成城的强盛力量。在 生生不
息 薪火相传 中，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随着时代变迁不 断被
赋予新的内涵，并在 应对新的挑战与危机时凝结起更为磅礴
的力量。

榴花忽已繁，端午粽生香。在 时间上，端午节代表的是夏季
的某一天，但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却一直在 延续，润物无
声。让我们在 感受端午带来的粽香与精神愉悦的同时，传承
爱国主义精神 汲取持续前行力量，在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征程 中乘风破浪!

端午节 学习屈原爱国精神心得体会优秀优秀范文七

屈原列传有感篇二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源于古时候，楚国人因舍不
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去拯救。他们争先恐
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
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

端午节我们是要吃粽子的，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粽子
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



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米中掺杂、板栗、
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
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
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
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
菱形。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
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
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
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
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

屈原列传有感篇三

早春三月，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闲暇之际读屈子列传。虽斯
人已远，但感其遭遇，依然心中郁结难释。仿佛看到一个颜
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披发老人行走在汨罗江畔，对着滔滔江
水，泪水长流。家国仍在，可惜报国无门。

江边的渔夫见到屈原后两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渔夫问：
“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答到：“举世混浊而
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
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
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
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
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
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读完两
人的对话，深感屈原人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宁可葬于鱼



腹，也不能蒙世俗之温蠖。像这样的境界是多少人永远也达
不到的高度，但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注定了屈原的
悲剧。这个悲剧的屈原个人性格造成的吗?我看未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血缘上与楚国国君不可谓不亲;
居楚国三闾大夫、左徒高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地位不可谓不显赫。可以说屈原
至少已经具备了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前提条件，比起那些苦于
谋求进身之阶的普通士大夫强千百倍。古往今来，太多的人
一直在思索报效朝廷，但苦于无门、还有人长期延滞于卑微
下僚的地位，终身饱受劳碌之苦，蹉跎一生。屈原的身世对
于他个人是他的幸运，对于楚国来讲也是楚国的幸运。

但命运无常，小人难测。上官大夫妒贤嫉能，在楚王面前诽
谤屈原，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
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之开始疏远屈原。
后来秦欲伐齐，齐与楚为同盟，秦派张仪以小惠离间齐楚，
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楚王没有得到张仪许诺的六百
里土地，一怒之下，怀王大肆兴师伐秦又遭惨败，楚国上下
蒙受了奇耻大辱。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依然睠顾楚国，系心
怀王，希望怀王能幡然悔悟，召回自己，但怀王终不悔悟，
后多次听上官、郑袖等人的谗言，一次次做出失败的决策。
太史公曾论到，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
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怀王见欺，可怜又可恨。

自古士大夫饱读诗书，期待有一天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致君尧舜，天下大治。他们遵循着一条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
路，担负着社会理想的实现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的
文人承担着道义和对社会的责任，但他们又不是一个独立的
阶级，往往需要依附政治势力或统治阶级去实现所谓的道和
义。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
伊尹碰到了知错就改的太甲能中兴殷商;姜子牙遇到礼贤下士
的文王，开大周八百年之基业;魏征与太宗同时，才可以共创



贞观盛世。所以贤臣治国还赖有贤君，贤君能听采纳忠言，
贤臣才能开一个太平世界。

自古壮志难酬是士人的最大悲剧，多少人在这条为国为民的
道路上白了少年头，以后悲剧收场。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
悲剧，更是制度的悲剧。古代政治制度以皇权为核心，一切
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皇帝的首肯。一个昏庸的皇帝足以
让所有的贤臣在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偌大的皇权也是有皇
帝一人来行使，他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容易被小人左
右，也有自己的性格弱点。为什么有的贤臣说的话，皇帝就
是听不进去，小人一番鼓噪就言听计从呢?一些品德高尚的人
不一定能有让人信服的例子来说教，一些华而不实的大道理
说教然而让人生厌。但一些小人能揣摩上意，一下子就说到
了皇帝的心里，自然就会大受重用了。

屈原被疏远与其说是小人的谗言，不如说怀王担心其功高震
主。屈原的悲剧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悲剧罢了。

屈原列传有感篇四

《屈原列传》是《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
屈原生平的部分，选编时删去原文中收录的《怀沙》赋，加
上了司马迁为该传写的赞语，作为本文的最末一段。司马迁
在这篇传记中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以委婉典雅的辞藻，讴
歌了屈原高尚的品德和爱国的精神，感叹了世道的不公，表
达了对屈原深切的同情。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
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
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
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



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
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
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
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
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
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
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
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
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17)，皭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
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
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
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丐，
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
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
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
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
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
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
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
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
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
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
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
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
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翼
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
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
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
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
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
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
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
怒而迁之。

乃作《怀沙》之赋

屈原列传有感篇五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
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
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
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
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
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
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
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
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
《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
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
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
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
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
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
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
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
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
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
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
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
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
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
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
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
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
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
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
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
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
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
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
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
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
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
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
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
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
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
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
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
《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
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
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
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本文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部分，其中又
删去了屈原《怀沙》赋全文。这是现存关于屈原最早的完整
的史料，是研究屈原生平的重要依据。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当时七
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
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
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
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
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虽然事迹简略，但文笔沉郁顿挫，
咏叹反复，夹叙夹议，是一篇有特色的评传式散文。

《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一篇风格
独特的人物传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的通史，记
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帝太初四年共约3000年的历
史，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列传用以记帝
王以外的人的事迹。司马迁大约因为屈原、贾谊都是文学家，
又都怀才不遇，遭受贬谪，贾谊写的《吊屈原赋》又引起他
的感慨，因而将屈原、贾谊合写一传。秦朝以前的古书都没
有记载屈原的生平事迹，《史记》这篇传记，是记载屈原生
平事迹最早、最完整的文献。王甚任之：“为左徒”，“入
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左徒：楚官名。相当于上大夫而次于令尹。在国王左右参
预政事，起草诏令，是相当重要的职位）。

记叙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屈原
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攸攸相关，赞颂了他的爱国精神和
正直的品德。作者为屈原立传，按时间顺序，以“任、疏、
绌、迁、沉”为线索，处处围绕屈原的“志”写：第一部分
以评介《离骚》“推其志”，第二部分以国家危难突出屈
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
篇之中三改志篇”，第三部分以回答渔父让屈原抒发矢志不
渝的信念。



屈原列传有感篇六

大家好！我是xx小学五年级xx，今天我的爱国故事演讲主题是
《忆改革开放，显中华神威》。

回首中华五千年的历程，五千年的轨迹，无一不透着苦涩。
如今，我们随着声声喝彩，迎来了崭新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像一轮初升的太阳普照着大地，中华民族从此踏着新的脚步，
迎接崭新的征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向了万象更新
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步伐首先对我们家就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家原来
是住在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冬冷夏热，拥挤不堪。但是随
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们家也搬到了两层楼的大房子里，家
里不仅有各种现代化的设备，而且每个村子都修了环村公路，
村里的广场上还有一些体育健身设施为人们的身心娱乐都提
供了方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教育的发展。自古就有“少年强则国
强”的道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教育的发展。自古就有“少年
强则国强”的道理。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这里环境优美，
教学设备齐全，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我们的老
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仁爱之心，有扎实学识。课
程上也是丰富多彩：文化课上，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
树立了梦想，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体育课上，我们在崭新的
操场上挥洒汗水，既增强了体质，又放松了身心。*下我们立
下铮铮誓言，嘹亮的歌声从心底唱起。微风拂过面颊，伴着
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在这书香四溢的校园，我们快乐地学习，
愉快地成长。在这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也树立了参军的伟
大梦想，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定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
困难中磨练自己，升华自己，实现强军梦。为铸造世界一流
军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风雨兼程四十载，春华秋实新时代，*的传奇未完待续。昨天



是今天的延续；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是未来的展望。面
对未来，我们选择愉快地起航，点燃希望，放飞理想。用双
手去填涂，用信念去憧憬，去书写新的篇章，显我中华神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