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诗词心得体会 古诗教学心得体会(大
全8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心得体
会怎么写才恰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一

5.18——5.21，我有幸参加了在诸暨市教师进修学校和城东
实验小学举行的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培训活动，听了5位老师
的精彩课堂，以及4位特级教师的讲座，我感受颇深。

每一位授课老师以配乐、吟唱、朗诵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中华古诗文诵读成果汇报演出，这几堂课
让我眼前一亮，心头一震。唐宋、明清的历史脉络，尽显古
今诗文的博大精深、醇厚芳香，散发出浓郁的书香气息，荡
气回肠，令全体老师如沐春风，如饮甘露。总而言之，从这
样一堂集古典与现代、文学与艺术之美于一体的课堂中传递
出了中华文化的神韵和不朽魅力，并足见各位老师的功底之
深厚!

这次活动有省内特级教师设计全新的观摩课，各位老师虽然
授课的风格、运用的教学艺术各有特色，但每位老师都展示
出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
将我们带到经典诗文教学的神圣殿堂，让我们回味无穷。每
一场报告都呈现出老师们精湛独到的教学艺术，一个个教学
案例让我们感到真情荡漾，自然流畅，活泼生动，受益匪浅。
其中让我深感眼前一亮、受益匪浅的是黄吉鸿老师上午讲座，
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小学语文教材的熟悉让我们深深折服。
整场报告中他旁征博引，妙语如珠，他对古诗词文本独到的
理解与深刻的解读，是我在过去的教学中所不曾用心关注过



的，这一点让我们望尘莫及，带给大家的震憾是无穷的。张
英老师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让听课的人如同走进了
一个诗意的天地，整堂课中，张老师始终是如此的沉稳，一
字一句，细细推敲，优美的视频，生动并带有回味的声音将
学生们慢慢地带入诗境中，学生也在学习过程中领略到了古
诗文的经典魅 力，同时用朗读、吟诵、想象、小练笔等教学
手段更是将诗文教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四个部分有机组合
互为支撑，融为一体，看似简单，却把孩子们学习古诗的积
极性极大的调动起来，让他们在形式多样、充满情趣的反复
诵读与想象中，既弄懂诗句意思，又充分感受到诗的意境，
从而获得审美的愉悦。

看到各位名师的风采，使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的心
中对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有了一种新的感受和认识，多了一层
深刻的理解。再反思自己的工作，还缺乏更多的思考与钻研，
以及厚重的文化积淀，因此要想在教学中不断推陈出新，就
必须要注重充分挖掘文本，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脚踏实地，
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也只有这样，我们方能点燃和引发教
学的火花，不断提高教学的境界，谱写美丽的教育人生。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学习和欣赏古诗词是非常重要的。在学
习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让我印象深刻的诗句。在挖掘古
诗词的意义和美感方面，我有了许多心得体会。

第一段：了解诗词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是了解其意义的基
础

在阅读古诗词时，理解其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可以使用现代汉语的翻译来帮助您理解诗词的含义。
但是，只有了解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诗词的内涵。

在阅读杜甫的诗歌时，我发现要理解他的作品意义，就必须



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遭遇的国家和社会现实
问题。例如，在《登高》一诗中，他写道：“风急天高猿啸
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这首诗能让我们感到杜甫所面对的危险境况和对国家
的深深忧虑。

第二段：对诗词中的象征意义进行解读是深入了解其意义的
途径。

许多古诗词包含了诸如风景、动物、植物等的自然事物。通
过解读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诗歌的
含义。

例如，李清照在《如梦令》中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
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这里的海棠就是
一种寓意。海棠花通常被视为爱情的象征，因为其花期非常
短，非常美丽。因此，通过这首诗，李清照表达了她对短暂
美好的爱情的渴望。

第三段：古诗词的音乐性是了解其美感的关键之一。

作为一种文艺体裁，古诗词的音乐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感受和欣赏其美感需要我们注意音乐部分。

例如，在李白的《将进酒》中，作者呼唤读者一起饮酒。通
过反复使用一些有力的诗句，比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
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利
用了一些恰当的辞藻，使其从文本中发出一种美妙的音乐感。

第四段：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是感受和欣赏古诗词的源泉。

当然，在阅读和欣赏古诗词时，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也是很
重要的。许多古代诗人和文学家使用自己的经历和个人情感
来强化其作品的意义和美感。



例如，离骚中的楚辞是一种感性和情感非常丰富的文学体裁。
在我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可以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其中。
例如，当我读到“庐山谷中庐，松竹临江渚”的时候，它立
刻带回到我记忆中心灵的感觉，使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么多年
来我为何深爱自然。

第五段：注意语言技巧和诗词的结构是欣赏古诗词的重要途
径之一。

在欣赏和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关注古代诗词中
的语言技巧和结构。例如，李白的诗歌很常使用有力的修辞
技巧，如反复、对仗、排比和比喻等。这些语言技巧可以使
作品更加美好。

总结：以上这些体验和感受展示出欣赏古诗词的五个方面。
在学习古诗词时，我们应特别关注这些方面。当我们理解和
欣赏古诗词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美
学思考。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三

这次有幸参加了由教师进修学校组织的为期四天的“小学语
文古诗词教学”为主题的32学时培训。聆听了xx和xx老师的
关于如何更好地进行古诗语教学的讲座及xxx五位老师的精彩
课堂，受益匪浅。

古诗词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之一。它们大都具有语言优美精
炼、想象丰富新奇、韵律朗朗上口、情感动人心魄、哲理深
刻入微的特点。在语文教材中小学、初中都会渗透到，而且
每一个学期都会有。可想而知，古诗词教学的重要。

我认为，在学习古诗词中，要欣赏诗词的意境才能得到精华。
而意境具有形象性，在诗歌的意境中，形象是基础。所以我
们要创设各种各样的情境，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才能



有所感悟，有所意会。这也是我在这次学习后的一点体会。

怎样更好地组织教学，让孩子们领略古诗词的美首先要让孩
子们反复吟诵，感受语言美。古诗的语言精确、凝炼。每首
古诗的字数有限，因而诗人十分讲究用词的精当确切、凝炼
含蓄，有时一字一词，包含极丰富的内容。

在组织学习的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反复诵读，读出古诗的形，
读出古读的神，读出古诗的味。用xx老师的话讲就是设身处
地、感同身受地诵读，就是因声解义，因声传情，因声求气
的诵读，就是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委婉处还它个委婉的诵读，
就是眼与口谋，口与耳谋，耳与心谋，心与神谋的诵读。从
这个意义上讲，古诗的美有50%是吟诵出来的，是朗读出来的。

其次，深入理解，体验情趣美。古诗经常是“言有尽而意无
穷”。例如《村居》一诗教师通过散文诗似的语言感受到春
天，又能让学生从教师如诗的语言中得到熏陶。孩子们的生
活经历是再学习最大的资源库，教学中启发孩子巧妙联系自
己的生活记忆，孩子们从教师、学生的描述中唤醒对春天的
记忆。利用以往春天的趣事放风筝为依托，奠定起春天真美
的情感基础，顺理成章地进入春天这个美好的情境中，在学
习古诗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从而感悟到诗中的乐趣，情趣。

最后，拓展延伸，领悟意趣美。文教学得法于课内，延伸于
课外。古诗教学的目的不只是为理解古诗的意思，体会情感，
更是让学生体会到祖国语言文字的韵律美，意境美，感受到
古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支瑰宝，培养学生学习古诗的兴
趣，激发学生积极主动诵读古诗的兴趣。这次的五堂课，每
一位老师都很好地进行了拓展延伸，充分利用课本以外的教
育资源，突破教学内容的单一性。

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让我对古诗词吟诵有了全新的认
识。“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留心做一个有心人，我的古
诗词教学之路会越走越敞亮。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四

草在古诗中常被提及，其实草是古诗中常用的一个意象，代
表着自由、坚韧和生命力。草在古诗中常常以自然而朴素的
形象出现，让人感触到人与自然的深刻联系。在阅读古诗中
关于草的诗句时，我深深感受到了草的坚毅和奋斗的精神，
同时也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以下是我对于“草的古诗心得
体会”的连贯的五段式文章。

首先，草在古诗中代表了自由的精神。例如杜甫的《赋得古
原草送别》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原野广
袤，草木丰茂，游离在大自然中的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正是草独特的成长环境让它拥有了自由的精神，草在风雨中
坚韧地生长，无论是枯萎还是盛开，都能坦然面对。人们常
常通过与草的联系感受到自由的力量，深刻领悟到生命中追
求自由的重要性。

其次，草在古诗中也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送别》一
诗中，杜甫将草与离别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腾腾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草在草原上根深叶茂，它们经历了酷暑和严
寒，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与之类似的是，人们在生活中
经历着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是只要像草一样坚韧不拔，就能
战胜一切困难，走向辉煌的未来。草的坚韧精神告诉人们，
只有不断努力，才能迎来成功的曙光。

此外，草也代表了生命的力量与奋斗的意志。在古代诗人骆
宾王的《山中送别》中，他写道：“丛生结女蔓，空暇纡尊
酒。”这些丛生结女蔓的草暗含着一种生命力量，虽然微小
却具有坚强的意志。这种奋斗的精神也在人们遭受困境时显
现出来，草的枝繁叶茂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奋斗的意
义。面对困境时，我们应该像草一样，展现出坚韧的意志和
积极的生命力量。

另外，在古诗中草还常常寄托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宋代



陆游的《病牛》中写道：“草是随牛长，时至病更悲。”草
与牛的关系紧密，草为牛提供食物和庇护。当牛生病或受伤
时，草会感到悲伤。这种草情牛意的情感在诗中表达了诗人
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挚关怀。草的形象被诗人用来寄托他们对
生活的感受，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深切体验到了诗人内心
的挣扎和忧伤。

综上所述，草在古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代表了自由、
坚韧和生命力。通过草的形象，诗人向读者传达了人与自然
的深刻联系。草的自由精神、坚韧精神以及生命力量使人们
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希望和勇气。此外，草还能够寄托诗人们
真情实感，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在阅读古诗中关于草的诗
句时，我深深感受到了草的意义，也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
草的形象让我更加明白了自由、坚韧和奋斗的重要性，同时
也激励我在面对困境时坚持前行，并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努
力奋斗。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五

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它常常被赋予高雅、
坚韧、清雅等含义。梅花的形态和生境使它成为诗人们喜爱
的创作题材，这也使得梅花成为了中国古诗中的一个重要题
材。其中，《宋江南梅花》、《梅花三弄》、《闻王昌龄左
迁龙标遥有此寄》等梅花诗篇不仅描绘了梅花的形态，同时
也表达了诗人们对于梅花所赋予的各种含义的深刻理解。

第一段，梅花傲雪。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梅花》中写
道：“瘦骨如松从削就，傲雪凌霜色转成。”这句诗句娓娓
道来，所展现的梅花形态，不仅指涉到梅花内在的高洁性格，
更是与王安石的这一生命境界相得益彰。梅花不畏严冬，从
中得到积极向上的能量与生命力，并将这样的能量带给人们。
加上王安石怀揣爱国情怀，所以王安石特别喜爱描写梅花。
他在《梅花》里用艺术手法描写了此时此刻的梅花，不仅表
达了诗人对于梅花的赞美，更凝结了诗人内心的情感与境界。



第二段，梅花幽香。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赋得古原草送
别》中，对梅花的描写尤为生动细腻，其中有“远树带行客，
孤城当落日。长亭连短亭，起舞弄清影。何况在人间，朝朝
暮暮。惟愿当歌对酒时，能有几多愁。”一段描写，描述了
梅花被送别时所萦绕的悲心。其中所蕴含的“孤城当落日”、
“清影”、“几多愁”等意象，都表现出梅花内在的深情，
展示了它独特的精神风骨。这样的精神风骨与悲凉情感在诗
人笔下得到完美连接，更增加了它的深远意蕴。

码头设红旗。这句诗描写了梅花在极其寒冷的气候环境下能
依旧绽放，与自然进行大对话。此外，杜甫的这首诗也表达
了对于王昌龄的祈福和祝愿，间接地表达出了忠诚和高洁的
情感。梅花作为高雅、坚韧的象征，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
释。

第四段，梅花坚韧。元代郑板桥所写的《画梅》诗中提
到“正是梅时节，愁肠欲断谁能度。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
巫山枉断肠。”郑板桥通过诗歌的手法描绘了梅花自成一派
的风范与高傲姿态。梅花在傲霜斗雪中不倒，且每个细胞都
有一种坚守不变的力量，令人敬爱。

第五段，雅俗共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雅与俗早已是有
别的，但梅花却化俗为雅，体现出了一点点众生平等的味道。
明代陈继儒的《五杂俎·义学》有“俗人雪上看梅花，有几
人能识字画。”的语句，揭示了梅花的境界可以让大众尝到
一些高雅情感的味道，在喧嚣的人世间得到一些宁静的体验，
足以成为雅俗共赏的题材。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梅花一直被赋予高雅、坚韧、清
雅等多种含义。梅花的形态、香气、以及生态所体现出的精
神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细腻的刻画，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内涵
和意蕴，也使得读者不仅欣赏到了他们的艺术魅力和美感，
也收获了一份注重人文情怀的文化收获。梅花的美与雅俗共
赏，令人称道。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六

草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古人常以草作典，用诗歌
表达对草的赞美和感悟。诗歌是古代文人表达情感的重要途
径，通过古诗中对草的描写，我们可以窥探到古人对自然的
热爱和对生命的感悟。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展开，让我们共
同体会古诗中草的古诗心得。

首先，古人常以草喻人。草从地际抽身而出，虽不光鲜亮丽，
但往往生命力顽强，茁壮成长。古人用草来喻指普通人，他
们可能身处艰苦环境中，但不屈不挠、无畏凛然。例如，
《草》这首诗中，王之涣写道：“昨天风度索，今日花貌来。
晴空一鹤排。游子寻春苗。断续雨初晴，行行复登台。”通
过对草的描写，表达了普通人在逆境中始终不忘初心，勇往
直前的坚强品质。

其次，古人在古诗中常以草来抒发对社会的抱怨和反思。我
们知道，草常常被人们踩在脚下，轻而易举的被蹂躏。悲愤
的古人常常以此寓意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对伟大理想的
追求。比如，在《战城南》中，杜牧写道：“雄州雾列，积
水成湖。层峦耸翠，雄浑剥露。远山似玉，近水如银，青罗
似霭，秋色如中。”通过草被践踏的形象，传达了作者对当
时政治环境的不满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第三，古人常以草来比喻真情。草虽常被人轻视，但它受到
雨露的滋润，依然生机盎然。古人将这种顽强生命力与真情
的坚韧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杜甫的《世人归朴兆庆凯后因
病倦饮仍舍不棄采薇》中，他写道：“远山临大泽，飞鸟交
急水；坦途无私念，采薇何足论。”通过描写草顽强的生存
状态，表达了诗人对友情的珍视和对生命的理解。

第四，草在古人眼中与孤独、寂寞相联系。草往往生长在去
处，与大自然相辅相成，并以孤独为特色。古代文人常常以
此象征自己的心情。例如，《赋得远游者》中王之涣写



道：“旅食未应宴，饥寒感不堪。入门却诗志，寻夜欲残年。
”作者通过描写草与孤独为伍，表达出自己在他乡的寂寞和
无奈。

最后，古人常以草来赞美自然之美。草随风摇曳，宛如女子
挥洒般，散发出它的美。古人常以此来抒发对自然美的赞叹。
例如，在《杂木》中，王湾写道：“秋水伊人，蓟碱更腾彩，
百舍万户头巾儿，天街雪，素穷如我们。千顷沧澜如碧，一
江月沉沉。”通过草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美景的赞
叹之情。

在这些古诗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古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对
生命的感悟，更能够从草的形象中体会到诗人的思考和理解。
草虽小，但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和美。诗歌将这些力量和美表
达出来，使我们在阅读中得以思考和体验。 通过这些诗歌，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人的世界观和情感，也能从中汲取力
量和启示。相信今天的我们也可以在草的美丽中找到自己的
信念和坚持，让我们珍视草的力量和美丽。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七

《游子吟》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孟郊写的。

全诗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诗描写了母亲为远行的孩子缝补衣服的情景。

歌颂了母亲的慈爱像太阳的光晖，沐浴着阳光的小草无论怎
样也报答不了太阳的恩情。

每当我读到这首诗，我都会想到妈妈妈养育我长大，为了健
康成长，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地给我做饭，还为我检查作业，



辅导我的功课。

我还会想到姥爷，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姥爷就在
医院陪着我。

有一次，我在医院住了八天，姥爷就陪了我八天。

我的病好了，我又活蹦乱跳了，姥爷头上却多了许多白发，
脸上的皱纹也更深了。

姥爷虽然不是妈妈，但却给了我比妈妈更多的爱。

还有我的姥姥。

舅舅在上海工作，每次舅舅回来，姥姥都要给他准备很多好
吃的，每当舅舅回去时，姥姥又会在他的行李里装很多好吃
的。

古诗词心得体会篇八

古诗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增强
文化素养;有助于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

那么，在教学中，怎么引导学生体会古诗的思想感情呢?

诗必有感而发，优秀的诗作都是诗人感情被现实生活激发点
燃后抒写的。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及个人际遇、
经历、创作意图、个性气质不同，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
不一样。

白居易元和年间被贬为江州司马，写了千古绝唱《琵琶行》，
抒发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之情;
而李白的作品《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反映了诗人在长安受排



挤被放逐后东游齐鲁时追求自由的心情。这一类诗歌教学，
需要比较详细地介绍写作背景，引导学生理解诗歌的内容，
把握诗人的感情脉络。

教学中要抓住重点词句，围绕重点词句分析诗歌的思想感情。
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诗眼就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
成灰泪始干”。抓住这两句诱导，可以提挈全篇，领悟诗人
忠贞不渝的感情;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极其完美地表达了诗人舍生取义、
以死明志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

古诗中的思想感情一般表现得比较含蓄。教学时，必须启发
学生逐句逐段地进入诗中所描写的意象中去感受，去体味诗
人的思想感情。怎样才能进入意境呢?这就要教师根据学生的
生活实际和社会现象，引发学生体验、感受、联想和想像，
从而拉近古代和现代的距离，赋予古诗文以新的生命力，如
鱼之江海中，自有无穷乐趣，而后发现情致理趣所在。
如“古道西风瘦马”、“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
暮”等都是富有情致理趣的句子，都可用来激发学生审美的
兴趣，从而引导他们一步步地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

学习古诗必须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首先要使学生
对诗歌充分感知，通过诵读，在头脑中想像，逐步形成诗歌
所表达的整体形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道理就在于
此。感知阶段过后，则要使情景完美统一，达到情景交融的
境界，上升到对诗歌的理性认识。

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兼及写景与记事两个方面，
前十句重在咏雪，后十句重在送别，但送别又始终不脱离雪
景。全诗用了四个“雪”字：送别前的雪，饯行时的雪，送
别时的雪，送别后的雪。一幅幅鲜明的画面，犹如电影的远
镜头、中镜头、特写镜头，交替使用，错综多变，波澜起伏，
点染出塞外风光的绮丽，为读者熔铸了美好的意境。为了启
发学生想像，不妨设计如下提问：“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



八月即飞雪”，一下子抓住了什么特点?一个“卷”字刻画了
什么景象?一个“折”字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情景?一个“即”
字则又道出诗人怎样的心情?一连串的问题，打开了学生想像
的翅膀，使他们看到了一幅边地漫天大雪的壮丽景象……通
过这些形象，感性认识就由此及彼上升到了理性认识。教师
可根据诗中的“胡裘”、“锦衾”、“角弓”、“铁衣”皆
军幕中实有事物，展开问题提问：诗中是通过胡裘、锦衾这
些高级御寒品似乎失去防寒作用，角弓被冻硬以至无法控制，
都护的铁衣冷得难以着身来表现边地的奇寒的，这样写有什
么好处?说明了什么?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对诗中的描写加以
补充扩展，渐入诗的意境，从对自然景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
理性认识，悟出哲理。

显然，以上几种方法不是相互孤立的。每一首古诗的教学都
要综合应用多种方法，学生才会理解接受。这就要求我们教
师要根据实际情况，寻求最佳的教学思路，多角度、多层次
地鉴赏，有的放矢，让学生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从中悟出
诗歌所蕴涵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