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经研究感悟(大全8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我们写心得
感悟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
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诗经研究感悟篇一

我最喜爱的一首诗是《蒹葭》，全称《国风·秦风·蒹葭》。
全诗共有三段，皆以起兴开头。

全诗描绘了一位年轻人为了追求河那边的“伊人”而不顾道
路险阻的情景。

首句“蒹葭苍茫，白露为霜”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无须过
多的修饰，就能让人遐想万千。次句“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适时地点出了年轻人已被“伊人”所吸引，同时暗示路
途遥远。第三句“溯洄从之，道路且长”表明了追求过程的
艰辛。第四句“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年轻人认
为“伊人”渴望不可及的心理。

追寻“伊人”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但年轻人
却始终执著地前进着，一种被称为爱的感情鞭策他努力，给
予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因为心里有你，再大的风雨也不畏惧，
因为心里有你，苦一点也愿意，爱情的力量总是不可估量，
它能够让你倾尽全力，即使失败也不后悔。

这是《蒹葭》给予我的启示，而《蒹葭》又仅仅是《诗经》
中的一首，如果我们能细细研究每一首诗的内涵，取其精华，
虽然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有些人认为学习古代文化会让国家停止不前，那可是大错特
错了，除去科技的进步外，对比古今作品，反倒觉得很多现



代文章比不上那短短的几十字古文，现在不少人追求快餐文
化，静不下心来，使得传统的中国文学底蕴正逐渐流失。所
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在空闲时间多读一读那些流传了几
千年的名家作品，读一读真正的中华经典。

诗经研究感悟篇二

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尚少禁忌，
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
（《周礼。媒氏》）在《诗经》中有许多男女恋情诗，而恋
人之歌，多集于《国风》。国是地区、方城之意，风即指音
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风》取材于各地的
民间歌曲，反映了当时各地的民俗风情。而男女恋情，人之
天性，所以在《国风》中也颇多涉及。

《诗经》第一首便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关雎》，“关关
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
《关雎》为始篇，列来众多注家的评价多为淑女以配君子，
说明在我国古代爱情便成为了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
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诗歌由内心的感发所产生，而爱情是人类最纯真的感
情表露，也是最值得用诗歌来歌颂的。《诗经》中的爱情诗
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酸酸甜甜：有写幽会亲昵的
《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春游的欢快的《郑风。溱洧》，
有写两情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有写饱含思念的
《王风。采葛》，有写情女想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
情侣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意中人不可求空余恨的
《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
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
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



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
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
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
情。

在爱情诗歌中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对于爱情的
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古朴的民风使
然吧。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
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
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除了以女性口吻来写的以外，以男性口吻来写的诗也很能体
现女性在恋爱中开爱的情趣。如《邶风。静女》这首诗便以
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
而不见，搔首踯躅。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美之为美，美人之贻。

诗经研究感悟篇三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十分重视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
养。他认为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此，叶圣陶专
门写过《习惯成自然》和《两种习惯养成不得》等文章。这
些文章虽然写于20世纪40年代，但至今读来倍感亲切，文中
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对当今少年儿童良好习惯的培养，仍不乏
启示意义。

养成习惯贵在躬行实践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家，



叶圣陶先生非常强调在习惯养成中的身体力行。他认为，要
养成某种好习惯，要随时随地加以注意，躬行实践，才能收
到相当的效果。他以常见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道理。他在《习
惯成自然》一文中写道，“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
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
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
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认认真真去做”，这
样，我们“所知”的才能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成为相应的
能力和素质。

“习惯成自然”就是能力什么是“成自然”呢？叶圣陶先生
认为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
意思”。他举例说，“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要的两种基本
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形成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成自
然’了；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
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程度，只是免
勉强强地做一做，就说明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力”。他进而
指出，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说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
的意思。比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
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说李四表达能力不好，就
是说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的习惯。因此，习
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就越强。做人做事，需要种种
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增强能力。叶圣陶认为，“我们
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
学校，仍然要从多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其目的还
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
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了叶圣陶先生的著作之后，自己反思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
作中，老师首先要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适时为孩子立规矩。

其次老师要依据孩子的年龄采用相应的方法培养良好习惯。



培养孩子良好习惯不能想起来就要求一下，想不起来就听之
任之。老师要有坚强的教育意志，立下规矩之后就应要求孩
子坚守。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孩子定能养成好习惯。

再者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特别需要施教者要求一致。这一点就
要求老师做好家长的沟通工作，使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
好的结合。

最后，要强调的是老师的榜样作用。要求孩子有良好习惯老
师要以身示范，因为学生是爱模仿的。

一个学生如果生活、卫生习惯好，就有益于身体健康成长；
文明礼貌习惯好，品德就优良；学习习惯好，定能取得好的
学业成绩。总之，习惯对人的生活、学习以至事业上的成功
都至关重要。杰出的思想家培根也曾说：”习惯是人生的主
宰，人们应当努力求得好习惯。”我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则
说：”习惯养得好，终生受其益，习惯养不好，终生受其累。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终身的幸福，作为老师高度重视孩
子的习惯培养义不容辞。

最近几天，通过网络浏览了有关教育孩子的书，如周弘的
《赏识你的孩子》读后有几点心得。

赏识教育源于一位伟大的父亲——周弘。他利用传统教育中
赏识的巨大能量，把女儿周婷婷由一个令人同情的聋哑孩子
培养成为我国第一位聋人大学生。他在《赏识你的孩子》一
书中首次提出了赏识教育的概念。赏识教育是教育者在教育
过程中，运用欣赏、鼓励的态度去看待、评价受教育者的一
言一行；它承认差异，允许失败，符合生命成长的规律。它
能重塑孩子的健康自信，发现和发挥学生的长处和潜能，使
其最终走向成功。

赏识教育的本源是爱，如果我们的老师、家长都能用爱的眼
睛去发现孩子的优点，用正确的方式指出和改正孩子的缺点，



那我们的孩子或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能行”，“你真
棒”，在老师、家长的鼓励下，许许多多的孩子在快乐中改
变，在快乐中成长。赏识性语言与动作带给孩子们的是一种
快乐的动力、一种向上的自信，其奥妙就在于它卸掉了压在
他们心上自卑的巨石，于是孩子的潜能就象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世界上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就看你会不会使用“赏识教
育”这把开启孩子心灵的金钥匙。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过：“请记住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可以促
进儿童好好学习的愿望。”不少孩子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在
某次考试中考出了好成绩，从此就爱上了该门课程，可见错
误！链接无效。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应该树立这样的
观念：赏识是引导孩子走向成功的阶梯。作为老师、家长，
应该学会赏识孩子。

诗经研究感悟篇四

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嘅其叹矣。嘅其叹矣，遇
人之艰难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离，条其啸矣。
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
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诗经《国风·王风·中谷有蓷》

鲁迅说，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如果单单从表面上看，也
许人们会有感到相互理解的时候，而不必产生对于对方烦恼
的烦躁和厌恶感。

大多数的解释对于中谷有蓷这首诗的看法是，一个女人遇人
不淑，遭人遗弃，只得在山中感叹不已。

但是也许事实并不如此，因为并不是人被打倒了就单纯是被
打倒了，痛苦也有其他的意义，比如说，诗经中有众多的女
子都是被遗弃了，那也不意味着消极，痛苦并非仅仅是摧毁，
有的人反而勇敢对糟糕的过去说不，这也是相当好的经历。



在诗经中，我们看到过很多女子都是被抛弃，有“氓”里面
的女子勇敢地告别过去，还有“谷风”中女子也是被始乱终
弃。

但是有一点相同的是，如果是要展现一个人的悲伤，心境的
变化，这两处都是从“我”的角度来写的。

这里的说法并不是在胡乱解读，因为从前两首中，一个女子
的喜悦，欢快，渐渐生出的紧张，哀痛，都是明显可见的变
化，但是在中谷有蓷这里，只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他
看到一个女子在那里，似乎有什么悲伤的事，他知道那女子
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似乎无法真正地走近那女子，他不能随
便地去安慰，不能随便地引起她的注意。

因为她的忧愁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事情，
而那女子的经历终归是她自己的经历，也许从这首诗角度，
看过去的人“我”也正面临了自己的困境，左思右想无法想
出结论，于是就只能到山谷中躲起来，想要自己一个人安静
一下。

这样看来，这首诗就没有那么消极了，一个女子离婚了，她
或许曾经有过美好的向往，或许对未来有过信心，总之，她
正刚刚摆脱了一段不怎么好的经历，现在正躲在山里，想要
仔细思考这件事，也许没有思考，但是不怎么想和其他人交
流，因为必然会带上自己的情绪。

在我看来，诗经的每部分应该都是相互联系的，而“王风”
里面的诗歌全部都是从“我”的角度去看的。那么即使说的
是女子的叹息，也离不开“我”的存在。

在开头所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也
许会产生非常好的反应。

两个不认识的人，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相同经历的人，因为



自己遇到了悲伤的事，发现了人的孤独无法被同伴了解的事，
于是想要躲避，想要逃避人世，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
那个也是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也是想要躲着不见其他人，于
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切和爱反而产生了。

人们在孤独之中又重新发现了相似，而且构造了联系，这种
联系真是不可思议，人在最本质上，的确就是这样相似的。

诗经研究感悟篇五

今天，我读了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其中明
白一条是教师要培养学生的爱心，尤其是能具有感受到别人
的爱心(或是痛苦)的能力，进而才有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一个
真正的有爱心的善良的人。

爱是教育的永恒的主题。韩军的人文主义精神，教育在线中
的朱永新教授高举的爱的旗帜的新教育实验;李镇西的“走进
心灵”的教育，似乎无不凝聚着爱的核心。

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发誓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我
要用我的善良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那时候，我在学校住宿，
在同寝室中，我的人缘很好。因为，我当时做人的准则就是：
无论是谁，只要有事求我，我就必须答应他;既然求我肯定就
有难处，我要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那时，我家里也不富
裕，我吃和穿都很节省，可是只要有同学跟我借钱，只要我
兜里还有钱我就一定会借。渐渐地，我发现我眼中的世界似
乎变了，每天我都会有无穷的快乐，每当我躺在床上要入睡
的那一刻，我似乎都能感受到明天又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日子。

再后来，我当了一名老师。在教育教学中，我首先教育孩子
要学会关爱他人。关爱他人是现代社会中人所必备的素质之
一，只有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才能把我融入到使周
围的人都快乐的大我之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人与人之



间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相互提高。学会帮
助他人，也就学会了关爱自己。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充分说明了关爱与合作对人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上帝到天
堂和地狱去考察，发现天堂里的人同地狱里的人一样都是围
着一口锅，拿着两米长的勺子喝着相同的肉汤。但是，天堂
里的人却精神焕发，满面红光，地狱里的人却萎靡不振，面
容憔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地狱里的人心中只有自己，
手里拿着长勺子舀汤喝，勺柄太长，总是喝不上，而天堂里
的人则相反，他们的心中有他人，手拿长勺子舀汤第一口总
是先喂他人，然后再被别人喂。由于有了先己后人和先人后
己之别，于是也就有了天堂地狱之分。在和孩子们朝夕相处
的日子里，我发现了，比我的世界更动人的孩子们的心灵世
界，在那里如小石潭记中的潭水一样的清澈，在那里如桃花
源记中的桃源一样的美丽;在那里像圣经里的天堂一样没有苦
难只有关爱，在那里像佛教中的佛心一样没有憎恨只有善良。
你爱他们，他们也爱你。爱孩子们吧，即使他暂时不能理解
你，终有一天，他会明白你的爱。爱是永恒的!为了你的学生
总有一天如你爱他一样能去爱别人，为了这世上的人彼此之
间都能互相关爱，请你爱你的学生吧!师爱是一种激励学生个
性和谐发展的无可取代的教育力量。爱是阳光，能融化冰雪;
爱是春雨，能滋生万物;爱是桥梁，能沟通师生的心灵。有了
爱，师生之间就能以诚相见，心心相印，没有爱，就没有真
正的教育。

诗经研究感悟篇六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过去数千年，但依然能在我们耳边
回响。如果说有一本书能够读一辈子，那么我认为就是《诗
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集，收集了从西周到春
秋五百多年的诗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
又叫国风，收集了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
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



谣。有对爱情的期望，有对劳动的赞美，有征夫对故土的怀
念，还有受欺压者的愤慨。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是周王室
的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多为贵族所做，为了祈祷丰年，
歌颂祖德。颂，就是宗法制的最好体现，都为宗庙祭祀的歌
曲。

正如我们课堂上所学，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赋就是指
铺陈，我们从小听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就是用了这种手法，直接表现自己的情感；比就
是打比方，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将卫国女子的风
情写了出来；兴就是起兴，先言他物，后吟所咏之物，“野
有蔓草，零露漙兮”，用蔓草和露珠将对爱情的浪漫和自由
显现出来，对诗歌渲染气氛，创造与众不同的意境有很大作
用。

”描写男女相互赠礼来表达对对方的爱，用“琼琚”“琼
瑶”“ 琼玖”来强化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一再表白。

亲情，在中华民族的传承中从未中断，《常棣》中“常棣之
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讲兄弟之间比作常棣
花，花托花蒂相互衬托，常棣花显得更加的光灿鲜艳，兄弟
之间也更加亲密。诗中诗人不断用注意兄弟之情去撞击世人
的灵魂，使人引起共鸣。

服役，每个征夫心里都会有思乡思佳人的想法，“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漫漫征途，佳人等待已久；思乡之心，
雨雪纷纷飘过。纵然路途遥远，思乡之情，相思之苦，并没
有淡去，心依然向着一个不变的目标——故乡。

恬淡，生活的追求，秦人用“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
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为我
们描绘了一幅清新恬淡的田园生活，与自己心爱的人一道归
家，一道劳作，路上欣赏一片片的桑林，阵阵轻笑声传便树



林，透人心脾。生活的舒适，环境的优美，人生的自由，这
不就是我们现代人不断追求的理想生活么？先人已然为我们
描写了一幅如仙境一般的世外桃源。

人生，无论什么时代都会有人感叹时间短促，人生短
暂，“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
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我们能感到诗人对
人生短暂而无所归宿的失落。蜉蝣，朝生暮死，诗人用这种
小昆虫写出人生的脆弱和消亡前的美丽以及即将离开时的困
惑，使人所感昙花一现，浮生若梦的感觉格外强烈。

诗经，我国文化的瑰宝，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
”学习诗经，不仅仅是对对文化的继承，更多的是对自己的
涵养的一种成长，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
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做一
个合格的中学生。

诗经研究感悟篇七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在课本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诗经》，
就被《诗经》表达的那种和谐、那种执着、那份淳朴、那份
圣洁所吸引了。于是带着好奇，又一次翻开了这本经典著作，
细细品味。

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像一条深沉的河流，
随着时间不断向前奔涌，而其中流淌着的，是她在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质朴和安然。在这条河流中，蔓延着的
不是桃花红、杏花白、香风玉露、姹紫嫣红，而是一片清新
的草色。

曾有痴情的男子一边唱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一边思念着自己心爱的人。我想，在那个秋



日的清晨、在那河畔摇曳着的蒹葭，一定盈满着男子温柔而
又细腻的思念。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要心中还保留着那
份强烈的感情，道路漫长难行又怎样？崎岖难攀又怎样？坎
坷回旋又有何妨？这就是草色的爱情。诗中的蒹葭定然不如
热情似火的玫瑰来的娇艳，但它所包含着的情感，却更加质
朴和真实。

曾有戍边征战的士兵，在回家的途中低吟着“采薇采薇，薇
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将士在
归途中，看见一片衰败的薇菜，不由想起自己离家时，家中
庭院前那充满生机之景，这就是草色的思念。在岁月的流逝
中，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却只能在心中默默描摹着家中的境
况，是哀，是大哀！每当读到此处，总感到一丝草色的忧伤
在心上流淌，像是一片濡湿的泪迹。

草色在《诗经》的纸间弥漫，有忧愁、有欢乐、有离别……
这是千年前的人们最质朴无华的情感。阅读《诗经》，总能
感受到一种超脱于世俗的安然惬意。而这，正是《诗经》的
魅力之所在！

诗经研究感悟篇八

每个人都有诗性，都沉睡在慢慢的阅读路上，等待被唤醒。而
《诗经》就叩响了我通往诗意世界的大门。

初识《诗经》，缘于一部电视剧，剧名已忘，但那主角，他
所吟的《关雎》却深印脑海。

翩翩一公子，踱步桥上，手持折扇，抹额垂下，眼含笑意，
一边摇头一边吟诵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笑声沉醉，仿佛在抚摸着沉醉在春风里的柳枝。
那一景，朦朦胧胧，却让我的笔端开始有了一丝画意。



再见《诗经》，是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讲解“死生契阔，
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仅一句，十六字，誓言，
依稀看见了两鬓霜华，相互依偎，那么美好，那么让人神往。
那一刻，清清晰晰地，给我的文字添上了一分诗情。

而今，深交《诗经》，是在背诵“我爱记诗词”时，邂逅
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简短
的诗词，饱含的深切祝愿，让我动容，古人真情流露那么朴
实，又那么雅致。

这一角，大多拿着手机，那一角，大多敲击着键盘，都沉醉
在忙碌中，忙着追求金迷纸醉的生活，忙着捕捉灯红酒绿的
喧嚣，独独抛弃了那份本应在骨子里的诗意，在快节奏的生
活里迷失了自我。

我想，可否静下心来，慢慢翻阅一本《诗经》，倾听来自古
代民间那些朴实无华的劳动者的故事，劳动与爱情、战争与
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等方方面
面……都在《诗经》中浅浅吟唱。

愿《诗经》的墨香能浸透每位读者的灵魂，永远憧憬着“诗
和远方”，寻找生活中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