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郭沫若诗文经典读后感 经典诗文的
读后感(大全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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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诗文经典读后感篇一

我，一名普通的小学生，在学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以来，我
从一个惧怕语文课的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喜欢语文，挚爱
文学的学生，而在经典诵读学习过程中的汉乐府民歌《长歌
行》对我启发很大。

汉乐府民歌《长歌行》，全诗所要表达的意思为：美好的春
天的早晨，葵承朝露，晶莹青翠，正等着太阳的光和热，万
物一派生机！但担心这好景不长，只要秋天一到，叶黄花落，
便是一片萧条了。在想想百川东流归大海，一去不复返，哪
里会再向西流回来呢？人生要趁少壮的时候努力，否则，只
有到衰老的时候空自懊悔悲叹了。

在诗中有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句子，这句话
说的没错。日子慢慢地过去了，人也慢慢变得衰老起来。转
眼间，你不知不觉地由儿童变成中年人，然后再变成老人。
到那时候，你会感到空虚，感到寂寞，感到悲哀。回想幼年
的时候：日子从玩耍里过去；日子从电视的屏幕里过去；日
子从洗澡时过去；日子从睡觉时过去；日子从逛街里过去；
等你老时你当然会感觉到它从你眼前过去。

今天，我们还年少，是祖国的花朵，也是祖国的未来。现在
应当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多学知识，练好本领，长大后为
祖国建设出一份力，回报祖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
于世界。让我们珍惜时光，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学习吧！

郭沫若诗文经典读后感篇二

诗文读后感

心中，思念的泪――《听听那冷雨》读后感

初次认识余光中先生，是初中时读他的《乡愁》，那首软绵
绵的诗“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
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
在那头。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
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
在那头。”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为什么呢，为什么对久远的尘封记忆如此清晰呢，我想，是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缕淡淡的乡愁吧。如今，再次与余光
中先生对话，再次尝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文章一开头就写淋淋沥沥的雨，这场绵长的雨即使在梦中也
不曾停止过。你是否想过逃避这场冷雨，但是，“而就凭一
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
都是潮润润的。”是啊，我们不是常说，逃避得了一时，逃
避不过一世吗。或许说，这场冷雨是你心底久违的盼
望。“不过那―块土地是久违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
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桑二十五年，一切
都断了，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
那块土地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
她怀里，被她的裾边扫一扫吧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你写
这段话，是想说什么呢?我想，你是把满腔思念注入文字中吧。
你久违的土地，是否也在等着你。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



吧那冷雨。”这雨在你心里不是无形的，它有生命，有味道，
有气息。我想，舔着那冷雨，该是一股咸咸的苦涩味，因为
你远离那土地太久了。“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这
场冷雨更像是一个女性在用哀怨的声音诉说着什么。在那片
土地上，应该有你的亲人，有你的爱人，更重要的是，土地
上有你的魂，有你的跟，你的`血液里流淌着母亲的液
汁。“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你听着淅沥
的雨声，心情是否也随着韵律高低而起伏不定。我喜欢听雨
打在瓦砖上的声音，城市里的雨打在玻璃上，那声音也够清
脆，但始终缺少韵味。

【扩展阅读篇】

读后感，顾名思义，要先有“读”，而后才有“感”可言，
它将阅读与写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阅
读了一篇文章、一本书、一首诗而后将自己的感受、心得、
体会写下来形成文字，就是读后感。

注意点：

1、吃透文义。写读后感之前，索要写的对象文章或者书籍要
读透，找出自己感受最深的地方。如果读不透，写的时候就
会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

2、是自己在写读后感，是自己的感受或者感悟。千万不要说
教别人，令人味同嚼蜡。我看过一个孩子的读后感，从头到
尾除了概括引用原文之外，就是在对别人指手画脚，搞了很
多名言名句镶嵌其中，满以为光彩夺目，实则堆砌材料。让
人不愿意读下去。这是很多孩子写作的共性。

一、首先了解“经典式”读后感的结构模式

读后感也离不开“读”--对原文的引述、概括、评价等等，
离不开“感”--自己的感想、观点、看法，“读”与“感”



之间，还要有“感点”前后衔接。因此，读后感的中心一般
结构模式可以如下图所示：

述读(前提)

发感(论证)

感点(桥梁)

结感(升华)

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感点”是关键，没有了感点，读后感
也就失去了灵魂，也就无所谓“读后感”。感点，就是你读
后最有感受的地方或者点。

在整篇文章中，感点在“述读”与“发感”之间起着桥梁的
作用，是结构全文的纽带。“感点”承接“述读”。读后感
的写作，必须是先“读”而后“感”，不“读”则无“感”，
“读”是“感”的前提和基础，“感”是“读”的延伸或结
果。“感点”也领起“发感”，它是发感的依据。发感必须
围绕感点展开论述，对感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感受，以议论
为主，突出一个“感”字。“结感”收束全篇，升华感点，是
“感”的归宿。

注意：很多孩子的读后感，复述完故事内容，就开始写感，
翻来覆去，就几句话，就是多写一点，也是不着边际，一盘
散沙，主要是缺乏“感点”这个桥梁，显得很突兀，过度不
自然，不顺畅。

二、掌握“经典式”读后感的写法

第一步：拟主标题，这一部很重要。很多孩子直接写《xx》读
后感，别人读的时候就引不起兴趣，会想到这样没有主题的
读后感会不会浪费时间呢?如果有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就



会让人有一种乐于阅读的心思。所以，虽然也可以不要主标
题，但是我还是建议拟主标题。过江龙进来的文章都学会了
拟主标题，如：《爱是战胜邪恶的天然屏障--读《哈里.波特
与魔法石》有感》、《拥有一颗平常心--读《查理和巧克力
工厂》有感》、《谦虚功的基石-读《谦以行善,金榜提名》
有感》等等。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眼睛醒目，就像一个人拥有一双明亮的
大眼睛一样，先是好看了三分呢。

注意点：标题一定要高度浓缩你的感悟心要。不要泛泛而写，
一定要结合感点，否则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第二步：述读--引

讲述：在通常情况下，要围绕感点，引述材料。就是围绕感
点，有的放矢地简述原文相关内容。写这部分内容就是为了
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作好铺垫。

注意点：1、在述读这一部分，引述原文要精简，不能大段大
段地叙述所读书籍、文章的具体内容。

2、对于原文的述读，材料精短的，可以全文引述;

3、篇幅较长的，只能够是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关系的部分，而
与感点无关紧要的部分只能是忍痛割爱了。

4、“述读”材料要精简、准确、有针对性，这是读后感成功
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5、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了一半。这一部分如果拖沓冗长或
者与主题不相符，就会让人反感。

第三步：感点--议



议，就是紧承前一段“述读”所引述的材料，针对材料进行
评析，既可就事论事，对所“引”的内容作一番分析;也可以
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的作一番挖掘;对寓意深的材料
更要深入剖析，然后水到渠成地“亮”出自己的感点，也就
是中心论点。

第四步：发感--联

“发感”就是对“感点”--中心论点--进行论证。这一部分
是读后感的主体部分，是对感点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
理证明感点的正确性，或正面论、反面证证明感点的合理性。

注意点：1、所摆的事实、所讲的道理都要围绕感点来展开，
而不能游离于感点之外。也就是你选的例子和所讲的道理和
感点要有共鸣，不能另立一个论点。否则，就会不知所云，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一些孩子在联系实际的时候，所选
的题材和感点貌似相似，仔细一对比，表达的思想不一样，
这样就让读者看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切忌。

2、发感还要联系实际，深入论证。联系实际，既可以由此及
彼地联系现实生活中相类似的现象，也可以由古及今联系现
实生活中的相反的种种问题，有时候还可以是个人的思想、
言行、经历。

3、联系实际，要有针对性，必须紧扣感点，而不能泛泛而谈，
不能脱离感点随意联想，不着边际。

第五步：结感--结

结感就是收束全文，既可以回应前文，强调感点;也可以提出
希望，发出号。

注意点：1、不管怎样结尾，都要与前面的几个部分构成一个
有机整体，不能是横空出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表决心



式的结尾也行，但是容易落入俗套，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2、要结得自然，顺理成章收束全篇。或发人深思，或气势磅
礴，或首尾呼应，暗合标题，都不失精彩。

郭沫若诗文经典读后感篇三

在暑假中，我阅读了《中华经典诗文诵读》，这里面记载了
许多做人的根本，其中让我深受感触的是“勤修道德”。

这里选录了七则道德方面的名言警句。以儒家学说为
主。“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基本
的道德规范，而“仁”是核心。孔子说，仁就是爱人。指的
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个体对这个群体里的其他
成员的最基本的态度。我们希望得到爱，我们就得付出爱。
每个人都以一颗爱心面对世界，我们就创造了一个爱的世界。
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常说“妈妈不爱我了”，因为我认为她
就一直抱着弟弟。在那时妈妈也常问我“你真爱我吗？如果
你爱我就不会这样说”。现在，我明白了，不要一味地去索
要爱，只要你爱别人，你才会感受到别人的爱。爱是互相的。

在生活中人们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环境，就如孔子说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请大家不要再做“小人”了，
为了让中国的环境不要受损，请做个“君子”吧！爱是互相
的，人类和地球也是如此。

郭沫若诗文经典读后感篇四

我，一名普通的小学生，在学校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以来，我
从一个惧怕语文课的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喜欢语文，挚爱
文学的学生，而在经典诵读学习过程中的汉乐府民歌《长歌
行》对我启发很大。

汉乐府民歌《长歌行》，全诗所要表达的意思为：美好的春



天的早晨，葵承朝露，晶莹青翠，正等着太阳的光和热，万
物一派生机！但担心这好景不长，只要秋天一到，叶黄花落，
便是一片萧条了。在想想百川东流归大海，一去不复返，哪
里会再向西流回来呢？人生要趁少壮的时候努力，否则，只
有到衰老的时候空自懊悔悲叹了。

在诗中有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句子，这句话
说的没错。日子慢慢地过去了，人也慢慢变得衰老起来。转
眼间，你不知不觉地由儿童变成中年人，然后再变成老人。
到那时候，你会感到空虚，感到寂寞，感到悲哀。(读后感)
回想幼年的时候：日子从玩耍里过去；日子从电视的屏幕里
过去；日子从洗澡时过去；日子从睡觉时过去；日子从逛街
里过去；等你老时你当然会感觉到它从你眼前过去。

今天，我们还年少，是祖国的花朵，也是祖国的未来。现在
应当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多学知识，练好本领，长大后为
祖国建设出一份力，回报祖国。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
于世界。让我们珍惜时光，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学习吧！

中华经典读后感三

青岛东胜路小学六年级一班于意

这一天，我在家里诵读了《中华诵经典诵读》这本书。其中，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让我受益匪浅的诗句，就是出
自于儒家的圣贤孔子之口。这句包含着一个哲理：“能者为
师，虚心请教。”你见过高山吧？它是那样雄伟绵延！你见
过大海吧？它是那样壮丽无边！山之高，是因为它不排斥每
一块小石头；海之阔，是因为它聚集了千万条小溪流。如果
你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般渊博的知识，是否就应该善于
从生活中寻找良师益友，吸收他人的点滴长处呢？这也是曹
操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哲理”啊！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千古传诵的佳句，让我第一次
认识《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是人民不堪剥削
压榨，忍无可忍，幻想投奔“乐土”的诗。诗人用诗的形式，
抒写的却是他们并不平静的心灵。对爱的自主追求，对自由
的渴望，对正义的崇奉……每一种感情都是如此的强烈，如
此的真切；每一颗心都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虔诚。阅读
《诗经》，我看不到古时人们的闭塞，愚昧与保守，我看到
的尽是爱，智慧，自然，希望与阳光。一切美好的词汇，美
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充溢着每一首诗。那么和谐，那
么执著，那么崇高，那么圣洁，每一首诗都是一首动听的歌，
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一首诗都拥有一个美丽而
高尚的灵魂。

“读经典古诗文，做美少年君子”。多读古诗文能陶冶我们
的情操，能丰富我们的知识，我爱读古诗文。

郭沫若诗文经典读后感篇五

古筝曲高山流水让人浮想联翩，心情激荡;“伯牙摔琴，子期
知音”的故事更是千古流传，佳话知音.古往今来，如伯牙那
样感慨世间险恶，知音稀少的大有人在.唐朝诗人孟浩然有
过：”知音世所稀”的感叹;南宋抗金将领岳飞也写道：”欲
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他古人也留下：”
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诚然，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古
人由于受到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寻觅真正的知音确实有些
困难。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高度文明，科技发达，交通便利，特
别是数字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更
为广阔了，性情相近、志趣相投的同道之人并不为稀.这也取
决于每个人对知己良朋的理解与标准了.就我本人而言，接触
网络一年有余，从最初的单纯网聊到文字的切磋与思想的沟
通;从情感人生谈到人对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态度.工作学习，
兴趣爱好...那种来之心灵的交流，让人振奋，更有相识恨晚



的感觉.相知相惜的情意，美好而温馨;高山流水的知音情结，
深刻而感动.有真情有遗憾，体验深刻，受益匪浅。也令我打
开了眼界，拓宽了视野，心境也仿佛豁然明朗。以更平和的
心境来面对生活与网络，对于知己朋友有了更深的理解，积
极的心态面对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