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沁园春长沙朗诵心得体会(汇总5
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
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沁园春长沙朗诵心得体会篇一

整篇词上阕写了作者重回橘子洲头，在橘子洲看到的的湘江
之景，下阕作者回忆了青年与同学们游玩橘子洲，抒发了自
己的抱负与感慨，表现了作者的豪迈之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这一句表明作者独自
来到橘子洲观看到这漫妙之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一句用了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了秋天的山上，枫叶
红透漫山。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八个字，动静结合，既写出了在
红山映衬下的湘江美景，有表现湘江边的生机勃勃，欣欣向
荣之态。而在柳永的《雨霖铃》中，同样是写江面景色，柳
永却用“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毛词写得
气势如此之恢弘、强硬，而柳词却显得婉转、伤感。毛词与
柳词风格之软硬、深浅立现。

“鱼翔浅底”虽在写鱼。却又更衬托出了湘江水之清澈。与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有异曲同工
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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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长沙朗诵心得体会篇二

古往今来，凡志趣超群、报负高远之士，常常览物抒情，慷
慨言志。特别是在簦高放眼天地之间时，长时间积蕴的关于
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忧患、天地之巨变等方面的感触，就找
到了最佳的突破口，或诵于口头，或泻于笔端。如曹操之
『短歌行』，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陈子昂簦上幽州台，万端
感慨化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
怆然而涕下”的名句;杜甫簦高吟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叹时运之不济、人生之短促。这类名篇佳作
举不胜举。毛泽东创作的这首词，与古人的佳作相比，境界
梗为开阔，气势梗为恢宏，哲理梗为厚重，达到了美与力的
最佳融合。词的上段，勾勒出无比壮美、充满生气的秋天图
画。首三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好似猛地
推出的电影特写镜头:我站在橘子洲头，身躯被清寒凝重的氛
围所笼罩，脚下是向北流去的湘江。既点明了时节、地点和
环境，又为下文的描写作了非常自然的垫铺。

后面的词句由“看”字领起，连贯直下，一气呵成。远望:万
山红遍;近看:漫江碧透;仰视:鹰击长空;俯察:鱼翔浅底。远



近高低，全收眼底。

这是一幅充满了强烈动感、强劲力度、浓烈色彩的立体的秋
色图。这是主客观的统一，更是独抒性灵的个性色彩的浓重
铺染!一“争”一“击”一“翔”，充盈着剧变之动、拼搏之
力。眩目的秋色也化静为动，透视着顽强的生命动力。首先
是程度之深，:山红是“红遍”，江碧是“碧透”;其次是数
量之多:山以万计，林以层数，舸以百论;第三是情绪之烈:红
绿两种颜色争辉，船只竞相前进，鹰与鹰较量，甚至连水里
的鱼也要与雄鹰比试。当然，这是词人将自己的激情注入万
物，使笔下的景物染上了作者的个性色彩。特别是“万类霜
天竞自由”一句，化实为虚，兼类而及，将意境升华为深邃
莫测却又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闪射出哲理的光辉。文人对
四季的变演极为敏感，但各人对同一自然现象观察的角度、
观察的方式等等都千差万别，因此所发出的感慨也不一样。
历代文人对秋的描写大多是悲秋、伤秋的意蕴，唯独刘禹锡的
《秋词二首》唱出了新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然而相形之下，
毛泽东这首词更其壮美，更其阔大。他不仅状写了秋色秋韵，
更揭示了秋力求魂-到底是伟人。纵观全词就足以看出毛泽东
学古不泥古，继承更超越的禀赋和情怀。走笔至此，词人的
笔陡一转弯，化景物为情思;“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这个问题你想过吗?他想过吗?其他的伟人想过吗?没有。
但毛泽东想了，也问了，这是“天问”，是主宰历史命运的
世纪之问，要知道，毛泽东当时仅32岁!

上段写的`是“今日之游”;描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下段
则是回忆“昔日之游”，表述的是小“我”同一个激进的群
体发生的关系。一个人独游多少有点孤寂感，当年同朋友结
伴来游，生活是多么充实多么丰富。长沙，在词人的人生旅
程中，是社会生活的初始舞台，又是革命斗争的壮丽舞
台。“峥嵘岁月稠”正是对昔日学习、战斗审核的高度艺术
概括。词人的注意力不在游戏山水，而在对历史使命的指点，
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等问题的思



考。在忆起往昔岁月时，感情之水顿时形成了拍天的江潮，
因而接下来是以“恰”字引起的六个短句:“恰同学少年，风
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随着
词句的展开，情感越来越激越，迸出了一句惊天动地、振聋
发聩的强音:“粪土当年万户侯”!!读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词人的气慨多么的豪迈，气势多么的磅礴。而词的结尾则意
味深长。“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一问句，呼
应了上片的一问，也回答了上片的问题:正是这些“到中流击
水”的英豪，代表着“主沉浮”的新生力量。全词至此，令
人思索不已，回味无穷。

沁园春长沙朗诵心得体会篇三

整篇词上阕写了作者重回橘子洲头，在橘子洲看到的的湘江
之景，下阕作者回忆了青年与同学们游玩橘子洲，抒发了自
己的抱负与感慨，表现了作者的豪迈之情。“独立寒秋，湘
江北去，橘子洲头。”这一句表明作者独自来到橘子洲观看
到这漫妙之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句用了比喻、
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了秋天的山上，枫叶红透漫山。“漫
江碧透，百舸争流。”八个字，动静结合，既写出了在红山
映衬下的湘江美景，有表现湘江边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之
态。而在柳永的《雨霖铃》中，同样是写江面景色，柳永却用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毛词写得气势如
此之恢弘、强硬，而柳词却显得婉转、伤感。毛词与柳词风
格之软硬、深浅立现。“鱼翔浅底”虽在写鱼。却又更衬托
出了湘江水之清澈。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的“皆若空
游无所依”有异曲同工之妙。“万物霜天竞自由”一切生物
都在竞相呈现自由的生命状态，可见作者对自由的向往和追
求。宇宙如此之大，但却不知谁来掌握其命运。“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一句揭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虽在问读者，
自己却已经回答了。表明了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志向。
同样，在上文中的“万、尽、漫、百、击”等字中都可看出
作者的豪迈气概和宏伟的理想。



下阕作者回忆了青年时与同学们来此地游玩，意气奔放，用
文字来抨击丑恶的现象，赞扬美好的食物。“粪土当年万户
侯”表现了作者志并不在获得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拯救当时
的中国和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最后一句，显示出了作
者勇于向困难挑战，不畏惧困难的精神。

汇总我深刻认识到第一单元所学的文章都是经典，它们的文
学意境与精髓让我不禁感慨。其中《沁园春长沙》让我有许
多感触。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了......

（一）中国古典诗词大都悲秋。翻阅毛主席诗词，觉得对秋
天似乎情有独钟，大约是因为秋天寥廓、苍凉、大气，与战
士的胸襟和英雄的气概较为吻合。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
作......

沁园春长沙朗诵心得体会篇四

屈原“天问”时，等待“天”的回答。而诗人设问时，答案
是了然于胸的，那就是：他们这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将唤起
民众来主宰沉浮。由于当时革命形势不甚明朗，所以诗
人“怅寥廓”。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毛主席诗词的开卷之作怎么没提国家
和人民？其实，那“问苍茫大地”，不就是问我积贫积弱的
中华大地吗？诗人因不能“竞自由”而为之“怅寥廓”的，
不就是我那不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吗？诗人爱国、忧国、报国
的情结，与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和历代慷慨悲歌的青少年诗
人是一脉相承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再回到那些风华正茂的书生吧，他们是诗人的好友，是时代
的弄潮儿，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到中流击
水，浪遏飞舟”，他们将为中华民族“竞自由”，为苍茫大地
“主沉浮”！



“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一句是很有兴味的。历代青少年诗
人，大多以“万户侯”为目标。爱国诗人陆游“当年万里觅
封侯，匹马戍梁州”；南宋杰出词人刘克庄醉后仍感叹“使
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诗人反其意而用之，
表示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该词是各方一致赞誉的，其艺术成就多
有论述，下面讲一点独特感受。

沁园春长沙朗诵心得体会篇五

我深刻认识到第一单元所学的文章都是经典，它们的文学意
境与精髓让我不禁感慨。其中《沁园春长沙》让我有许多感
触。

这首词上半阕着重写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一开始，作者便把自己置于秋水长天的广阔背景之中。同
时也把读者带进了一个高远的深秋境界里。远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作者不仅看到了眼前岳山的枫林，也可能
联想到了北京香山的黄栌，和祖国无数山岳中由绿变红的乌
柏、水杉、槭树、槲树、黄连木…那一重重山，一层层树，
让自然之神彩笔一抹，晕染得一片嫣红，比二月笑放的春花
还要艳丽，比六月飘舞的彩霞更加瑰奇。近观：“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秋水澄澈，秋江碧波，脚下的湘江，在秋天更
加清澈晶莹，如碧绿的翡翠，如透明的水晶。江面上，千帆
竞发，百舸争渡，静中有动，生气勃勃。仰视，“鹰击长
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奋振健羽，自由飞翔。俯
瞰，“鱼翔浅底”，因透明而清浅见底的江里，鱼群摆动鳍
尾，任意遨游。

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
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
的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
崇高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



波斩浪的宏伟画面。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
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
赏壮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
怀中，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