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 古诗课心得
体会(大全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
思。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
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入——说明学习古诗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古诗课是中文学科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我们学生必须学习的
内容之一。对于我个人来说，学习古诗，不仅有助于增长知
识，还能帮助我们从中汲取一些人生道理，对我们成长起着
积极的影响。此外，学习古诗更能提高我们的语文能力，使
我们的文学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第二段：感受——学习古诗给我带来的启示（300字）

从学习古诗开始，我们可以深度解析古代诗人们的思想内涵，
通过这些充满哲理的句子，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许
多问题。比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枫
桥夜泊》的诗句，这是唐代诗人张继所作，他通过这句话告
诉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生经历，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心态去面
对，保持积极心态，才能更好地接受生活的种种变化。这些
话语都为我们融通生活提供了一把钥匙，使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

第三段：思考——学习古诗让我反思了什么（300字）

学习古诗时，我也深认识到人生的荒谬与孤独，并开始思考
我参与社会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在深入研读唐诗时，我发现



很多诗人都有一种深沉的忧虑和内疚，他们在见证了国家内
外不同历史时期的冷血、残忍和腐败后，写下了许多充满深
意的诗作。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他们时常流露着对世事
的担忧和忧伤，无不反映出一个个人对世界的愿望。因此，
古诗让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厚重，坚定了我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四段：成长——学习古诗对我自身的影响（200字）

学习古诗不仅在知识上增长了我的见识，更重要的是在修养
上有所提升，对我个人的领悟和修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
人留下的经典诗行中，自有深刻的人生哲理。通过思索和体
味其中的古韵和意境，可以让我更好地品味经典，理解世界
的运行规律。同时，古诗也让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升
了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增强了我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第五段：总结——学习古诗是我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200字）

总的来说，学习古诗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可以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古朴而深刻的生活魅力。在学习古
诗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多诗人的启发，认识到许多感性、
人生问题的答案，并且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文、历史、博物
多个维度的美学和智慧。总之，学习古诗是我们成长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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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篇三

很高兴这次有幸参加了万载县第一批经典诵读培训班，接到
培训通知时只知道关于国学的，想这是我感兴趣的科目，也
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新课题，所以对于这次培训我满怀期
待。

当我报到后拿到课程安排表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课程中有
“国学吟诵示范课《国学吟诵课堂》及讲座”、“诵读案例



及现场指导”、“现代诵读示范课《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及讲座”、“诵读技巧与现场示范”、“中小学古诗文诵读
与解析”、“中小学语文教学与经典诵读”这些专题讲座，
我将用虔诚的心态，迎接这美好的培训。两天的培训，几位
专家专业性非常强，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使我对经典有了
全新的认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经典文化的魅力，也切实体
会到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学习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内容是
充实的，有意义的。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后的收获：

来自华东交大附属学校的何敏老师首先给我们展示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国学吟诵示范课《国学吟诵课堂》，课后并深刻地
阐述了经典诵读的意义。

原国家教育部长柳斌说：“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学生，是一个
没有发展的学生；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家庭，是一个平庸的家
庭；一个不重视阅读的学校，是一个乏味应试的学校；一个
不重视阅读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一个
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诗经楚辞、孔孟之道、老庄哲
学、史记汉赋、唐诗宋词如同浩瀚宇宙中一颗颗璀璨的星辰，
闪烁着美丽迷人的'光芒。这些源远流长的经典文化，集中了
古代圣贤的智慧，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可以养其心性，学会
修身、合作，成为一生智慧、品格的源头活水；可以从小立
人，长大立国，使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外国人把我们的经
典视为珍宝，日本、韩国把孔孟的儒家文化当成自己的民族
文化，而我们有什么理由摒弃我们的经典？因此,诵读经典是
传承文化的至关重要的通道。让学生学习经典文化，绝不仅
仅是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启迪智慧，而是担当更重要的使命。

何敏老师还列举了很多名人读经典的得益，让我明白了经典
诵读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经典诵读，到底能给孩子们带来
什么？——经典诵读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素质。是的，研究表
明：少年儿童时代是记忆的高峰阶段。诵读经典可以使孩子
的记忆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可以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吸
纳更优秀、更精粹的东西；可以使孩子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



底蕴；可以全面提升孩子的语文素养和综合能力。事实证明
诵读经典，对学生道德、品行、性情、气质都会产生耳濡目
染，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极见功效的人格熏陶教育。最好的
例子便是她自己所带的班级，孩子们不仅能熟读四书五经，
还能会熟练吟唱，这些孩子无疑是幸福的。

来自江西师大附中的陈学敏老师讲了诸多的理论知识，他让
我第一次明确了朗诵与朗读、诵读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他还
讲解了诵读的技巧，并结合实例为我们做了示范，他一开口
便不同寻常，那浑厚的嗓音，精彩的演绎，博得在场的阵阵
掌声。

高安中学的丁艳萍老师从语言、形象与意蕴等方面带领我们
深入文学作品的内部，在对比、解读中学习怎样鉴赏诗歌作
品，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文化的魅力。特别是给我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诵读示范课，逐字逐句地教授我们怎样去诵读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甚至还细心地为我们学
员每人印了一份诗歌以便讲解，比如：诗歌第一节中的第一
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
歌；”引领我们理解字词“老水车”的意义，并从中感受它
的时代；第二句中的“灯”“行”这些后鼻音的读法，找出
重音、延长音等，以及整个小节应该带着怎样的情感去朗读。
这样反复地训练之后，达到她对我们朗读的期望。特别在最
后一小节，因为是这首诗歌的高潮部分，所以她花了大量的
时间来教授，除了在字、词中一个一个分析，还引导我们加
上肢体语言和表现形式，她将我们分为三组，运用反复递进
的表现形式，运用形象的肢体语言使我们对这首诗歌的最后
一小节得到了感情的诠释，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热爱祖国的激
情爆发。

整个教授过程，让我们从一开始浅显地朗读再到激情澎湃，
这样的诵读方式无不让我对她产生一种崇拜，也从中激发了
我对诵读的热情。



学会诵读，鉴赏诗文，书法学习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积淀深厚，
技巧性相当强的课程，要很好地传承并发扬光大，必须依赖
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教师来传授，这个重任就落在我们语文
教师身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必须通过广
泛阅读经典著作，学习一定的文学鉴赏理论，学会一些诵读
技巧，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将语文教学延伸于课堂以
外，融入到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
养，做孩子诵读经典的领路人，让孩子从小诵读经典，成为
传承文明的主人。

经典诗文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是文学史上最具有生命力
的瑰宝。它历经岁月陶洗，千百年间，万口传诵，哺育了一
代又一代人，成为我们民族约定俗成的教科书。培训结束后，
我一直在思索我该怎样让孩子们在一生记忆力最旺盛、心灵
最清澈的黄金时期直面经典，汲取中华文化的精华而终身受
益。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这是我从经典中选出的给孩子们诵读的“经典”——《弟子
规》。《弟子规》是集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之精华，是圣贤学
问的根基。诵读《弟子规》也是教育学生思想，规范学生行
为的一种好方法。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古代老
师教学的重要手段，就是要求学生背书。我记得何敏老师说
过，她的班级都是利用早读课的十分钟时间，带领学生读读
背背。每次诵读内容不多，刚开始时，以培养学生兴趣为主，
采用多媒体播放，学生跟念的形式，通过反复念，形成记忆。
在诵读过程中，孩子们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她认为通过一段
时间的学习，学生在实践中能内化自己的道德行为，在家学
会感激父母，尊敬父母，做父母的好孩子；在校，学会感激
老师，尊敬老师，做各方面要求进步的好学生，从而营造很
好的班级氛围。确实如何敏老师的预料，她的班级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在家里会主动去读书，家长的反馈也是很好。

学员诵读比赛中，听到同事们的激情诵读，每一种声音，每



一种感情都让我感觉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陈学敏老师说过，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对经典的领悟，我喜欢听经典诵读，
从别人那里，感受一种新的感动。不知何时起，我喜欢上了
朗诵，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来听，听着别人朗诵出来
的文字，心灵被声音触动，文字变得鲜活。慢慢地，自己也
想把文字读出来，戴上耳机，聆听自己的声音，虽然不能像
别人的声音那样准确又富有变化，但聆听自己的心语，重温
自己的感动，一次次地感动在自己的感动里。我更希望，在
自己进步的过程中，学会怎样去教给孩子，让他们学会诵读，
诵读出经典中那经典的韵味！

通过了这几天的专题培训，我深深地感受到经典对于我们现
在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传统经典文化是真正属于我们民族
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根，我们要积极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使中华的民族智慧、民族美德、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我们以
及孩子们的心中。

经典诵读的倡导人李振村先生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只看
眼前的利益，那就让孩子拼命做各种练习题吧；如果着眼孩
子一生的发展，那就让孩子们诵读经典吧。”有了这么多专
家走在前沿，我坚信这种教育理念将成为我自己的发展方向，
对我今后教学风格的形成也会起着巨大作用。感谢领导能让
我参加这次培训，更加希望领导能让我多参加这类似的观摩。

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篇四

古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学的瑰宝，它以其
优美的语言、深刻的意境和鲜明的人文情感吸引着读者的眼
球。阅读和学习古诗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增强我们的人文
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下面我将结合我自己的学习和体会，
分享我对古诗的理解和认识。

一、古诗的语言艺术



古诗以其优美的语言成为了文学艺术的代表之一。它以厚重
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借助深刻的象征和大量文学修辞手法，
将凝练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行云流水般的句子，
优美动人的汉字，像是唤醒了世界上沉睡已久的古代历史文
明。

二、古诗的思想与情感

古诗不仅具有独特的语言特点，也表现了多样的思想和情感，
折射出古代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比如，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一诗似是在描述爬山的经过，实则是一幅中国
历史文化的缩影；杜甫的《春望》则表达了作者深深的思乡
之情；而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则抒发了对友人的不
舍之情。这些古诗不仅从情感上折射了古代人们的思想和情
感，也为后人展现了古代风貌和人文景观。

三、古诗的文学内涵

古诗的文学内涵来源于它的语言特点和文学修辞手法的具体
呈现。夸张、借代、反复等诸多手法，不仅让意境变得生动
有趣，也让古代思想和文化得以深入人心。如李白的《将进
酒》诗，结合强烈的音乐节奏，把宴会中的豪气和个性尽情
描绘出来；而《卜算子·咏梅》则用“五月”的寒冷尤其妙
趣横生描绘了梅花的凄婉之美。

四、古诗的知识内涵

古诗也常常蕴藏着广泛的文学、科技和社会知识，可以为读
者开阔眼界，扩展知识面。一些古诗如《长恨歌》、《离骚》
等作品，深入挖掘了古代历史文化，展现出了古人的世界观
和人生哲学。而一些古诗则表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拜访礼
仪以及科技知识，例如黄庭坚的《寄扬州韩绰判官》中所包
含的扁舟制作、起橹的使用等多个场景和细节都是古代的社
会常识。



五、古诗对现代人的启示

尽管古诗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与现代相差甚远，但是，它
们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却是历久弥新的。它们启
示了我们珍惜时光，不忘初心；学会思考，了解人生的哲理；
锻炼语言，提高写作能力。所有这些，都在古诗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

总之，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珍宝，是文学的典范。学习和欣赏
古诗，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也能够让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更加自信和从容，彰显我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恩与自豪。

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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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合写作背景，挖掘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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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反复吟咏，从感性意象到达理性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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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读古诗心得体会篇六

在低年级的学生中，知识面窄、语言贫乏，认识的字也不多。
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障碍。当引出了课题之后，就要引出课
文的生字。引出生字可以直接带出，也可以提问题引出。例
如：“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的这首古诗，你们会读
吗？”“会”这样学生就可以带着问题自觉地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去阅读这首诗了。读完后找出生字词，接着引导学生自
己去找出不会读的字词。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我从来都不急
着去回答，先问学生有谁知道答案，让会的学生来解决。这
样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全班学生都不会
的情况下，我才说：“你们想认识它们吗？”随着学生的一个
“想”字，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到一个高潮。从而老师教得轻
松，学生学得也快乐。

熟读古诗后，就要了解这首诗的意思，在语文课本中，都会
把不太容易理解的字词翻译出来。这时，我就让学生采用小
组合作或个人发言的方法，一字一句地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学



习，自己在旁适当点拨。有时，我还鼓励学生自己去翻找工
具书，然后，在课堂上汇报，这样会对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
力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

古诗具有简洁、篇幅短小而意蕴丰富的特点，学生要充分了
解诗中意境，诗句的言外之意，就要靠自己的想象补充和领
悟，去联想去构想诗词中的画面。例如：教学《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时，我先让学生理解了诗意，知道作者是独自一
人在他乡作客。这样我叫学生闭上眼睛，老师帮助学生创造
一个独自在家的情景：“今天，你的爸爸妈妈都出差了，现
在你一个人在家，外面黑黑的，四周静悄悄的。”“这时你
的心情怎样？最想的是谁？”“你在家都那么的孤独，特想
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再闭上眼睛想一想，诗人独自一人在他
乡，看着家乡的月亮却不能回家的心情是如何？会想谁
呢？”学生会脱口而出：“孤独，想家，想家里的人。”这
样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课外拓展的延伸是培养发散性思维和思想教育必不可少的一
种方法。开始，我就引导学生通过画画的方式来理解诗句以
及发现美，表达美。教学《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我让
学生想象一下自己的家乡是怎样过重阳节的？引导学生各抒
己见，从而引出要珍惜家人和朋友以及尊敬老人。“那我们
平时要怎样做呢？”这一个问题进一步深入教育。从而达到
最终的思想教育的目的。

总之，我们只有正确把握作品的情感，采取科学有效的教学
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才能使学
生热爱古诗，热爱祖国优秀的人文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