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 古诗词诵读培训心得
体会(优秀7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优质的
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
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一

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以其深刻的人生
哲理和儒雅的艺术风范而备受喜爱。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这一文化瑰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古诗词诵读培训。在
我也参加了一次诵读培训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诵读古诗词
的美妙与魅力，并从中受益匪浅。本文将从参加培训的初衷、
学习方法、感受体验、诵读收获、深层意义等方面来探讨诵
读古诗词这一宝贵的文化传承。

初衷：爱好与文化传承

古诗词诵读培训的参加初衷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因为对古诗
词的爱好，有的则希望通过学习古诗词来增加文化修养。而
我，从小就对古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唐诗宋词情
有独钟。然而，要真正掌握古诗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因此，我希望通过参加培训，系统地学习古诗词，提高自己
的艺术鉴赏能力，更好地欣赏其中的精华和内涵，并将这一
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后代。

学习方法：精读与多练

在参加培训之后，我发现学习方法至关重要。培训中，老师
讲解诵读技巧和表达方法，强调“声情并茂”的表达方式。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对每一首古诗词进行深入的阅读和理解，
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而且，诵读古诗词需要有充足



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反复练习和演绎，才能让我们更直观
地感受到其中的优美和美妙。因此，精读和多练是学会古诗
词的重要方法，也是在培训中体悟到的重要素质。

感受体验：天籁之音

在培训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很多古诗词，其中《静夜思》、
《长恨歌》等名篇更是让我深深沉醉。在每次诵读古诗词时，
我不仅可以感受到诗词中凄婉悲切的情感，还可以感受那天
籁般的声音，在我的内心深处回荡。更让我感动的是，这些
诵读在与老师和同学交流、分享的时候，可以更好地表达出
我内心的感受，让我们从陌生到亲近，从学习到分享。

诵读收获：自信和提高

通过参加古诗词诵读培训，我经历了理性思考、情感表达、
自我启示的过程，不仅学会了如何欣赏古诗词，还收获了很
多诵读方面的经验。在一次次的演练和练习中，我逐渐克服
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拥有了更强的自信和表达能力，获得了
更多人的夸赞和认可。同时，我在诵读古诗词的过程中，也
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写作和演讲等方面都
收获颇丰。

深层意义：文化传承与人生哲理启示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
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在参加诵读培训的过程中，我逐渐
深入理解了古诗词的人生意义，并从中汲取许多人生启示。
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登高》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启示我们要坚定远大的理想，同时对自己的家乡、亲
人要有生活感情。这些哲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现实生
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更从容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总之，通过参加古诗词诵读培训，我不仅更加深刻地理解了



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更学到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和实用经验。
在自我提升和成长的道路上，诵读古诗词不仅让我们更懂得
生命的意义，还可以为我们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希望未来
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一美妙的传承中来，让古诗词的美丽
永恒传承下去。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二

这次有幸参加国学经典诵读培训学习，听了华农的教授上了
一节精彩国学经典诵读课，使我受益匪浅，读一本好书，能
改造一个人的一生。一本写有古人智慧的书，--有古人精神
的书，我读完之后，感受颇深。让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让人
学习的古人的精神的书!

国学经典诵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名言，古诗词，经典
故事，我觉得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因为每首古
诗都有注释，文章还配有插图，所以它不仅使繁冗的文句变
得浅显易懂，而且生动有趣，更能让我们深刻的读懂文章的
内涵，这不正是我们所喜欢的愉快阅读吗?在这本书中，有孔
子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教给我学习的方法;有曾
子的“吾日三醒吾身”教育我做人要多次反省自己;这本书蕴
含了太多太多，一篇篇文章，一首首古诗向我描绘出一幅幅
古老的图画，这本书中有很多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阅读
时，我还积累了不少的名言、成语，这些对我们拓宽知识，
提高写作都有很大帮助。

在读诵中，强化记忆力，在孩子记忆的黄金时期，为他们补
充大量有益的让他们受益终生的东西。最为重要的是：让孩
子们汲取千年文化中的营养，让他们在今后的成长中不断体
会、反刍，用正确的思想指引他们的生活，带他们找到幸福
生活的真谛!

总之，我要与孩子们一道走近国学经典，和孩子们一起体会
和感悟!用经典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在与孩子们一起学习的



过程中一同快乐收获与成长。

校要求每位教师要参加国学经典的网络学习。我们有幸聆听
许多教授名师的经典言论，真的是受益匪浅。

身坐于电脑前，面对名师大家的当面讲解，犹如坐在一个古
色古香遗韵绵长的建筑中，忽听幽幽仙乐，再闻四溢茗香，
聆听老师讲读经典是非常享受的。那情那景，仿佛我们已经
穿越了时空的遂道与先哲们进行了心灵的交流。

记得初学经典时老师教我们的是《弟子规》，学习《弟子
规》，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我们要时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包容之心，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与人为善，也与己为善。

在这些老师的课堂上没有压力、没有烦恼，更没有烦冗的作
业。他们的课是生动的，是有色彩的，是情景交融的。当老
师教到“勿践阈勿跛倚”时，老师告诉我们因为在古时候人
们大多都用木头做成门槛儿，如果我们天天踩，门槛儿过不
了多久就会被踩烂了。我深深记住了老师说的话，我以此来
教育自己的学生。学生从此不再踩门槛儿，不仅如此，他们
看见别的小朋友踩门槛儿时也会劝他们不能踩。这在我记忆
中是印象最深的一次。

在随后的日子里，老师还教了《笠翁对韵》、《论语》、
《朱子家训》、《礼运大同篇》、《大学》等经典。通过抑
扬顿挫的诵读，我的记忆力、乐感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当听到别人跟我说我记忆力真好，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很强
时，我真高兴，我深知这都是在老师的教导下，学习经典的
结果。

现在我的女儿也越来越懂事，知道孝顺父母，三八妇女节的
那天，她放学回来后跟我说：“今天是妈妈的节日，她每天
上班很辛苦，我帮她洗洗脚吧。”我很感动。《弟子规》教
我们“见人善即思齐”，想想自己对父母的关心实在是太少



了，以后一定要多注意。

近来，不知该说是我陪女儿学习，还是女儿在陪我学
习。“家长来补课，孩子来学习”，这是老师们常说的一句
话。现在我深刻的体会了这句话的含意。和孩子一起学习，
不仅增强了我和女儿之间的亲子关系，也让我懂得了许多为
人处事的道理。

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因工作的原因没坚持带
女儿一起学习，落下的功课，自己很懊恼。工作顺利些，我
定会带女儿继续把经典学下去。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老师们您辛苦了!在
此还要感谢市教委的领导，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读
经典环境，让我们能在其中得到圣贤文化的熏陶。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由历史而积淀下来
的这些经典文化，不仅是民族智慧的凝结，更是我们的道德
规范、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

延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这不仅仅是民族的骄傲，更是要
我们将其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提高
全民文化素养、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易经、史、子、集诸类传世
典籍为载体，由孔孟、老庄等诸子百家传承下来，这是华夏
儿女成长所必须的营养，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我
们唯有阅读、传诵经典，才能更好的传承炎黄子孙的血脉，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在喧嚣与浮躁的现代社会中坚守住自己心
灵的家园。

经典教育无论是对幼儿园的绮梦，还是对小学生以及学生的
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学生朋友们也会从中得到传统文化的滋



养和熏陶。通过诵读领悟经典文化能让我们穿越时空，一自
己的独特生活感受与体验与神贤进行心灵交流，并在交流中
吸取知识、提高能力、升华精神、形成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深厚
的历史基础，而且对人类文明的也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特
有的信仰追求、高尚品质、文明准则、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与家园。作为
当代青少年，我们要努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

让我们传播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促使我们通晓事理、
明白处世、修身养性、健全人格，以承担起继往开来、振兴
中华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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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积淀了中华先民几千
年来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和审美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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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对民族精神的养育，都有
其他任何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我校开展诵读经典诗文活动已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下来，
我发现孩子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孩子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激发，为了能把《弟子规》背下来，
并能在背诵比赛中获得好名次，许多同学克服了胆怯心理，
可以走上讲台大声地朗读，这给他们学语文的自信心。

2、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经典诵读是进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的有效途径。《弟子规》、经典故事讲述了许多社会伦理、



道德规范、人生哲理等在诵读期间，孩子们逐步改变着自己
的生活、学习习惯。[为您编辑]通过背诵经典，也使学生从
小就吸收经典的文化知识，不但能够陶冶情操，培养儿童心
地善良，性格温和，举止文雅，促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
道德修养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培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扩大知识面，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读书学习习惯。

3、孩子的语文素养提高了。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后，我欣
喜地发现孩子的语言表达比以前更流畅、更风趣了。孩子对
经典一遍遍地诵读，每一遍都是一个感知过程。在反复诵读
中，诵读的水平在步步提高，孩子的理解、体会也层层加深。
同时，多读经典也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这段时间诵经之路，我感慨;看着孩子们在经典中获益，我欣
慰!读经典，学做人活动还将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置身于书
声朗朗的校园，我相信，今天读经诵典的稚子孩童，将是明
日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人民从来
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席以待”“程门立雪”“三
顾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在历史上广为传诵。
知礼，讲礼，对人彬彬有礼，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
人们正常关系的准则。知礼讲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
会为重。能真诚待人也正是一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试问那
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
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
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与一个
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
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
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
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
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
气节，奋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勤俭、廉正，



敬长、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

国学的东西，太多太多，慢慢品味，其乐无穷。学生们诵读，
可以从中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使学生更加懂礼貌，更加爱
学习……国学经典在诵的过程中深入了学生们的心灵，为学
生们储存了文化的养料，等他长大的时候慢慢吸收。

国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典的底蕴厚重。走近国学经典，
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宁静、潜心。只有静得下来的人、
潜得下来的人，才有可能从内心中容下国学经典。当我们被
现代社会许多时尚的、流行的、快餐的文化捆住自己的手脚
以至心灵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深处的小农意识、急功近利的
心态没有消除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在自己的心中留住国学经
典的脚步，更不可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延续国学经典的精髓。

我校积极倡导读诵国学经典在我看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让学生们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思
想。在读诵中，强化记忆力，在学生记忆的黄金时期，为他
们补充大量有益的让他们受益终生的东西。最为重要的是：
让学生们汲取千年文化中的营养，让他们在今后的成长中不
断体会、反刍，用正确的思想指引他们的生活，带他们找到
幸福生活的真谛!

朋友们，潜下心来，静下气来，与学生们一道走近国学经典，
和学生们一起体会和感悟!用国学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在与
学生们一起学习的过程中一同快乐收获与成长。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三

中华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它承载着人民智慧的结
晶，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我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我对中华
古诗词进行了多次吟诵，这让我对中华古诗词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和体会。接下来，我将从中华古诗词的艺术魅力、语言



表达、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和提高审美能力五个方面，分享
一下我的吟诵心得体会。

首先，中华古诗词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我。中华古诗词以
简洁、含蓄的文字表达了丰富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比
如，苏轼的《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这几句，通过几个简单的字句，展现了诗人对人生短暂的思
考和追问，引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这些句子凝聚了诗人的
心血，是他们对人生、自然和社会的感触，揭示了古人的智
慧和情感，给我带来了艺术的享受。

其次，中华古诗词的语言表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人
的语言表达充满了意境和美感，通过婉转、有节奏感的句子，
表现出古人对自然和生活的感受。杜牧的《秋夕》中，“银
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
牛织女星。”这些句子以婉转、含蓄的语言表达了诗人秋夕
夜晚的意境，使我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了秋夕的宁静和美
丽。

再次，中华古诗词的吟诵对我的修身养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吟诵中，我体味到了诗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索。
读古人的诗词，可以使我更加珍视生活，感悟人生的意义，
激发自己对生命的热情。同时，中华古诗词中蕴含的中华民
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也对我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让我更
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

另外，中华古诗词的吟诵也陶冶了我的情操。吟诵古诗词，
我能够领略到文人墨客们在情感方面的发现和体悟。他们通
过吟咏表达了他们对自然、人生和爱情的真挚情感。比如，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几句通过描绘自然景色，抒发
了诗人对事物的关注和思考，使我对事物充满了热情和好奇
心。



最后，中华古诗词的吟诵提高了我的审美能力。通过吟咏古
诗词，我学会了欣赏和品味美感。中华古诗词以其简洁、优
美的表达方式，给我提供了一个艺术审美的框架。而这种审
美能力不仅可以用于欣赏和理解古人的作品，也能够帮助我
理解和欣赏现代文学艺术作品。

总之，中华古诗词吟诵是一种愉悦的艺术体验，通过吟诵古
诗词，我领略到了中华古文化的深邃和瑰丽。在这个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中华古诗词的艺术魅力，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
力，修身养性陶冶了我的情操，培养了我的审美能力。我会
继续沉浸在中华古诗词的世界中，更好地体会和传承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四

中华古诗词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
与情感的结晶。而吟诵古诗词则是一种传统的文化活动，让
人们在品味文字之美的同时，也能领悟生活的哲理。在我长
期的吟诵古诗词中，不仅品味到了其中的艺术之美，更获得
了许多心灵的滋养。

首先，吟诵古诗词给我带来了审美享受。中华古诗词以其独
特的形式和优美的韵律，引发了我对文字之美的追求和欣赏。
在吟诵的过程中，我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融入
到我心灵深处的美感。文字的华丽与简约交相辉映，给人一
种愉悦和舒适的感受。有时候，我甚至会为了追求那种曲折
的韵律而反复吟诵同一首诗词，直到完全沉浸其中，忘却时
间与空间。

其次，吟诵古诗词让我感受到了诗词的情感表达。古人通过
诗词寄托了他们的思念、喜怒哀乐。每当我吟诵一首脍炙人
口的古诗词，似乎也能够感受到古人的情感。例如杜牧的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
蝉”这样的描写，勾勒出了一个秋夜的幽静与寂寥，引发我



对自然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感慨。通过吟诵古诗词，我与古人
产生了一种心灵的共鸣，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与他们交流，这
种寄托情感的方式让我在孤独中感受到温暖。

另外，吟诵古诗词也启迪了我的思维，激发了我的联想能力。
古人善于通过诗词来表达他们的思考和观点，给我提供了一
个思维的跳板。当我吟诵《登鹳雀楼》时，无意间，我思维
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可以想象到王之涣这位唐代诗人站
在高楼之上，俯瞰着万象纷呈的大地。通过吟诵，我仿佛与
他共同站在鹳雀楼之上，欣赏到了壮丽的景色，感受到了人
生的苍凉与辉煌。这样的联想和思考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也让我从中汲取了生活的智慧。

最后，吟诵古诗词给我带来了一种心灵的净化和修养。在日
常生活的繁忙与压力中，吟诵古诗词成为了我一种释放情感
和放松心态的方式。通过吟诵古诗词，我可以摆脱尘世的琐
碎和烦恼，进入到一个宁静而清幽的境界。当我品味着每一
个字的含义和音节的流转，我的内心也随之平静下来，心情
也得到了舒缓。吟诵古诗词成为了我疏解压力和找到自我的
一种方式，让我更好地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和谐相处。

总之，通过长期吟诵中华古诗词，我不仅领略到了其艺术之
美，也获得了心灵的滋养。吟诵古诗词让我从中体验到审美
的享受、情感的共鸣、思维的启发和心灵的净化与修养。古
诗词如一把打开人心的金钥匙，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生
活的诗意与智慧，也让我更加热爱并珍视中华文化的瑰宝。
吟诵古诗词成为我心灵的寄托和指引，让我在繁忙与喧嚣中
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强。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至今，深受
人们喜爱和推崇。古人在创作诗词时，常常以自然景物为题
材，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悟。而在吟诵古诗词的过程中，也



能够使人沉浸其中，感受古人的内心世界。以下是我关于中
国古诗词吟诵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古诗词吟诵让我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妙。古人在创
作诗词时，常常以鸟语花香、山水田园为题材，表现自然的
美丽和恢宏。而当我吟诵这些诗词的时候，就仿佛置身于诗
中的景物之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磅礴和宇宙的浩瀚。比如
《登鹳雀楼》中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我吟诵时
仿佛能够看到太阳在山上逐渐落下，黄河奔流入海的壮观景
象。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妙和壮丽。

其次，中国古诗词吟诵让我感受到了人生的哲理。古人在诗
词中对于人生的思考和体悟常常让人深思。比如杜甫的《月
夜忆舍弟》中写道：“被如下泪，共言谁忍观。”这句诗表
达了作者对于友谊的珍视和对于别离的痛苦。当我吟诵这些
诗词时，仿佛能够感受到古人的心境和感受到诗词中所蕴含
的哲理。这让我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更加珍惜眼前
拥有的一切。

再次，中国古诗词吟诵让我感受到了情感的丰富。古人在创
作诗词时，常常借用自然景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白居
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表达了作者对于离别之情的感受。当我吟诵这些诗词时，能
够感受到诗中所蕴含的深情和哀怨。这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感受他人的情感，也更加明白自己内心的感受和追求。

同时，中国古诗词吟诵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其中古诗词作为一种表达方
式，在古代经久不衰，并一直流传至今。而吟诵古诗词的过
程中，我也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瑰宝。比如
《静夜思》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句诗中融
入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诗人对于自然的敏感。这让我
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热爱中华文化，也激发了我对于学习和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最后，中国古诗词吟诵给我带来了心灵的宁静和平和。当我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时，吟诵古诗词成为我减压的一种
方式。吟诵的过程中，我可以暂时抛开杂念，沉浸在诗词的
世界中，感受其中的美妙和哲理。这让我心灵得到了一种疗
愈和安慰，也帮助我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在吟诵古诗词的时刻，我感受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获得了
更深层次的满足和愉悦。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六

烦恼是夏日炎热的太阳，抚平心灵，静静的翻开书，进入诗
词的世界，为夏日带来一丝凉爽的风，转眼间，烦恼无影。

——题记

曾经读李煜的《虞美人》，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弥漫着忧伤气息的开
头让我为之动容，便不可抗拒地爱上了他，一个带着传奇色
彩的词人。他总爱用词去抒发内心之感。词中夹着一股伤气，
每当我翻开书，总会有种感觉，不可名状，那伤气似乎是一
种气体，弥漫在我的身体周围。那首带着亡国之情的词，让
我久久不能释怀。或许心中也在跟着他一起伤感，但那时，
我的灵魂似乎进入了那个世界，很难自我控制了。

我的一个好友甚至比我更喜欢他的词，她常常低声吟诵，甚
至流泪，我不知她内心的感受，但猜，她一定是回到了那时。

也曾读过柳永的《雨霖铃》，他的词中也有股气息，带着忧
伤，却是为情。“杨柳岸，晓风残月”带我进入了凄凉的秋
天。码头上，有一个身着白衣的男子在与女子告别，分明见
他眉宇间流露着一股衰伤与不舍。那女子倾城，或闭月，她
那双眼睛中带着些许的无奈。两人深深的望着，此时，是用
心在交流。



琪也喜欢这首词，她不试着编过歌，但很快就忘记了，她只
好笑笑。她说，若是她能理解柳永透彻，那此生无悔。

李白自是不能少的，他豪爽深深厚感染了我，我曾偷偷怀疑
他是否是重庆人，当然那时我还很小，想法自然奇怪。

李白的诗总能引人入胜，和他一起或仰天长叹或邀月饮酒，
你可以体领到他内心的悲凉，他也愁，愁什么？国家破碎，
民不聊生。他堂堂八尺男儿却无力拯救，他叹，他悲，他用
酒来释放自己，酒后人醉，心不醉。他的悲愁与无奈全都融
合在了心中，化成了壮丽的诗篇。这是酒的功劳的吗？李白
的诗让我不禁感叹：好一个潇洒的唐朝少年！

她是一个女子，带着传奇的女子，试想，在黄昏，她轻解罗
裳，独上兰舟，于自然嬉戏，然后兴尽晚回舟。在她心中，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才称得上英雄。她的一生大起大落，
少女的快乐，少妇的畅快，中年的焦愁，老年的凄凉。全都
化作一首首词，她叹息“人比黄花瘦”，她吟诵“红肥绿
瘦”，她的季节乍暖还寒，她为我增添了愁，那愁，才下眉
头，却上心头。

读古诗词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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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积淀了中华先民几千
年来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和审美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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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孩子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对民族精神的养育，都有
其他任何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我校开展诵读经典诗文活动已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下来，
我发现孩子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孩子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激发，为了能把《弟子规》背下来，



并能在背诵比赛中获得好名次，许多同学克服了胆怯心理，
可以走上讲台大声地朗读，这给他们学语文的自信心。

2、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经典诵读是进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的有效途径。《弟子规》、经典故事讲述了许多社会伦理、
道德规范、人生哲理等在诵读期间，孩子们逐步改变着自己
的生活、学习习惯。[为您编辑]通过背诵经典，也使学生从
小就吸收经典的文化知识，不但能够陶冶情操，培养儿童心
地善良，性格温和，举止文雅，促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
道德修养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培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扩大知识面，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读书学习习惯。

3、孩子的语文素养提高了。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后，我欣
喜地发现孩子的语言表达比以前更流畅、更风趣了。孩子对
经典一遍遍地诵读，每一遍都是一个感知过程。在反复诵读
中，诵读的水平在步步提高，孩子的理解、体会也层层加深。
同时，多读经典也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这段时间诵经之路，我感慨；看着孩子们在经典中获益，我
欣慰！读经典，学做人活动还将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置身
于书声朗朗的校园，我相信，今天读经诵典的稚子孩童，将
是明日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