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的感悟(大
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优质的心得感悟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感悟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的感悟篇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犊之劳形。南阳
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乙】爱莲说（节选）

周敦颐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
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
丹之爱，宜乎众矣。

【小题1】解释下列划线的字。（4分）

（1）斯是陋室 （ ） （2）可以调素琴（ ）

（3）陶后鲜有闻（ ） （4）宜乎众矣 （ ）

【小题2】翻译文中划线句子。（4分）

（1）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2）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小题3】甲文作者认为陋室不陋，这表达了他怎样的情怀？
（3分）

【小题4】两则选文均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试各举一例说
明。（4分）

【小题1】这 调弄，弹奏 少 多

【小题3】安贫乐道

【小题4】甲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乙文“莲之爱，
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解析【小题1】试题分析：“斯”意思较为固定，为代
词。“鲜”现代汉语仍有，译为“少”。“众”与现代汉语
意思一致，译为“多”。

考点：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言字词的意思的能力。

点评：文言词语，包括实词和虚词两类。文言词语的考查以
实词据多。考查的词语，一般为通假字、多义词、古今异义
词、词性活用词等。当然仍以课文下面的注解为主。学习中
要注意理解，避免死记硬背，并做到重点突破，对于易错、
易混词要加以积累。

【小题2】试题分析：翻译时要注意，关键词语的意思必须要
落实。两个句子中的的关键词是“莲之爱”，应译为“对于
莲花的喜爱”。了解了关键字词的意思，把各个词语的意思
连缀起来，语意通顺即可。

考点：本题考查学生文言语句的翻译能力。

点评：翻译文言语句是文言文阅读的必考题。文言语句的翻



译一般有两种方法，直译和意译，中考时常采用直译。直译
讲究字字落实，特别是关键词语的意思必须要呈现出来。文
言语句的翻译首先要知道文言词语的意思，当然课外的文言
语句翻译时，放到语境中，根据上下文推断也不失是一种较
好的方法。

【小题3】试题分析：从文中作者关于陋室环境及陋室生活的
描述可知，陋室之所不陋，是因为主人品德高尚，即主人安
贫乐道，具有高洁傲岸的节操。

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写法与作者情感的理解能力。

点评：要对文章内容进行整体感知，看题干中问题与文章中
心有什么联系，文中有没有真抒胸臆的语句，寻找到这些关
键语句后，根据理解概括出切题的答案即可。平时的学习中，
对于文章的思想感情，要通过与同学、老师的讨论形成完整
的认识，最好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识记。

【小题4】试题分析：两文中对比的语句较多，如“有”
与“无”的对比，“可以”与“无”的对比，“多”
与“少”的对比等。

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对对比写作手法的理解。

点评：对比是把对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两个方面放
在一起作比较，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文章
中运用对比手法往往是为了突出事物的某些特征，强调某些
情感。一定要结合具体文章做具体分析。

读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的感悟篇二

(一)(14分)

【乙】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



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
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9．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2分)

(1)谈笑有鸿儒

(2)花之隐逸者也

10．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或用法相同的一项是()(2分)

a．何陋之有水陆草木之花

b．有仙则名莫名其妙

c．濯清涟而不妖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

d．陶后鲜有闻芳草鲜美

11．把下面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4分)

(1)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2)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12．文章的写法是为表情达意服务的。【甲】【乙】两文都
采用了托物言志的写法，【甲】文通过为陋室作铭表明自己
的抱负和情操，【乙】文则通过表达自己的节操，两文都写
得较含蓄。(2分)



13．两篇短文，文字优美，意味深远。请说说【甲】【乙】
两文分别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4分)

答案：

9．(1)(博学的人)

(2)(隐居避世。文中是说菊花不与别的花争奇斗艳)(2分)

10．c(2分)

11．(1)这是简陋的屋子，只是我(住屋的人)的品德好(就不
觉得简陋了)。

(2)对于莲的喜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4分)

12．(正面)赞美莲的形象(2分)

13．【甲】文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乙】文表达了作者洁身自好的高洁情操和对正直品德的追
求。(4分)

读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的感悟篇三

福师大退休教授孙绍振先生，他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初中语
文教材和教参都存在不足之处，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教参
中的内容，大多是大学博士或硕士研习获得的劳动成果，理
论性强，很深奥。如果初中语文老师将教参严封不动地搬给
学生，阅历思想皆浅的初中生当然难以理解并接受了。这就
需要初中语文老师必须引起重视的教学问题，在解读教材时
非下一番苦功不可的。

《陋室铭》和《爱莲说》就是类似的文章。两篇都是古文，
现在的学生原本排斥古文，虽然它们短小，但意蕴深刻，都



涉及个人修身养性的为人处世哲学，涉及到价值观和世界观
的理念问题，不是普通的初中生所能轻易领会得来的。况且
中考出题人最喜欢考它们了！

为了辅助学生更好理解课文，在教学中，我除了介绍写作背
景之外，还适当补充生活实例，让学生对文章主旨内涵先有
了个感性认识，然后，结合课文深入理解作者与世人不同的
生活态度和价值倾向。

《陋室铭》涉及到“人生在世应追求什么才对”的问题，也
是今人必须关注的“是重物质享受还是重精神追求”的现实
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就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了！

为了让学生明白，当时刘禹锡写此文是带着跟县令贬他住陋
室赌气的性质，我让学生看了一段资料介绍，学生终于恍然
大悟，原来，刘禹锡是个大才子，他对联写得好，诗歌也不
错，都是出口成章的，而那个妒贤嫉能的县令嫉妒他比自己
才高，所以给他穿小鞋，不断迫害他，将他的官职越降越低。
对此，刘禹锡心里不服气，却勉励自己要比过去过得更潇洒
更豪迈！反映了刘禹锡清高傲岸的精神追求，他不为物质享
受的减损而惆怅忧怀！

继续挖掘，不难发现，若不是刘禹锡重精神不重物质，他也
是不可能写出《陋室铭》的。他认为品德高尚的君子，住在
哪里同样可以开心满足。

《爱莲说》是语文中考的热门课文，就因为此文赞美莲的品
格，歌颂了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君子精
神境界，近千年来令众多骨气人士顶礼膜拜。此文高妙之处
在于由外到内刻画了莲的形象。为了衬托，作者还用菊花正
衬、用牡丹反衬，主题鲜明，旨趣深远，耐人寻味。此文跟
《陋室铭》最大的不同点是作者极其睥睨世俗的不良风气，
勇敢表达自己不同流合污的誓言。文章涉及到重大的生存问



题，即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如果
解决了，那么，人们就不会遇到失败就怨天尤人，也不会嫉
贤妒能，更不会把不好结局的责任都推给身边的环境了！今
人若明白关键在内心的话，就能过好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就不会肆意攀比他人了！

为了让学生理解莲的高洁，我补充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
有个班级的班风很不好，上课学生闹哄哄的，但其中有个同
学安静读自己的书，后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于是，好理
解了。师生获得一个共识：凡事只跟自己有关，成功与环境
虽然有点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逆境中同样可以成才。

总之，《爱莲说》表明了作者对环境的清醒认识和思想孤独
的体验和感受，还表明个人鲜明的处世态度——洁身自好，
清廉孤高，它将成为鞭策孩子健康成长的催化剂。

读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的感悟篇四

1、背诵并翻译课文，掌握相关的文言实词、虚词。

2、理解课文内容及其寓意，了解托物言志的写法。

背诵并翻译课文，掌握相关的文言实词、虚词。

理解课文内容及其寓意，了解托物言志的写法。

一、导入。

写作背景简介:刘禹锡因参加政治革新运动而得罪了当时的权
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和州知县策某是个势力小人，
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横加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到城
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
反而很高兴，还撰写了一幅对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



身在和州思争辩。”他这个举动可气坏了策知县，于是策某
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所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并把房屋
从三间缩到一间半。新宅位于德胜河，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
树，环境还不错。刘禹锡也没有计较，他触景生情，又写了
一幅对联:“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仍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
而且只给其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
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想
想这狗官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刘禹锡遂愤然提笔写了《陋室
铭》一文。

二、朗读，理解文意。

1、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读准字音。

2、细读课文，疏通文意。需要掌握的字词。

山不在高:在:在乎 有仙则名: 名:著名 有龙则灵:灵:灵气，
神气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斯:这 惟:只 德:品德 馨:香气，这里
指品德高尚

谈笑有鸿儒: 儒:大 儒:有学问的人

往来无白丁:白丁:原意平民，这里指没有学问的人 可以调素
琴:调:调弄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之:取消句子独立性，无意义
劳:使……劳累

行:形体，身体 孔子云: 云:说 何陋之有:何:什么

三、分析文章。



1、作者在陋室里过得怎么样?(从生活环境，往来人员，日常
生活方面来分析。)

讨论后教师总结:

生活环境: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清幽雅静

往来人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博学多才

日常生活:可以调素琴……劳形。高雅脱俗

2、你觉得作者写《陋室铭》的目的是要突出什么?

找中心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作者身居陋室，却不以为陋，
安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追求高雅的精神生活。作者借陋室表
现了他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品质。

3、品德高尚，这屋子就不简陋了吗?你同意作者的看法吗?

陋:房子的简陋。不陋:是指精神上的。意思是说如果住在简
陋屋子里的人的.精神品质高尚的话，就不觉得陋了。作者身
居陋室，却不以为陋，安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追求高雅的精
神生活。作者想借陋室表现他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
品质。生活中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喜欢做的事，做了很多都不
觉得累，不喜欢做的事，一听说，心里就烦。看来，在很多
情况下，心情决定你完成任务的情况。这就是现在人们常说
的一句话:心态决定状态。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摆正心态，
这样才可能事半功倍。

表明作者想从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干出一番事业。有远大的抱
负。

托物言志。

三、总结拓展。



附:教室铭

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教室，唯吾
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勤;琢磨下围棋，寻思看电影。
可以写情书，想女友。无书声之乱耳，无复习之劳形。虽非
跳舞场，堪比游乐场。心里云:“混张文凭。”

网虫铭

电脑好坏，能玩就行;网速快慢，能上则灵。斯是卧室，唯我
独尊。夜深人静时，网上任我行。谈笑有网友，往来无病毒。
可以玩游戏，聊qq。无妈妈之唠叨，无爸爸之叮咛。美国小盖
茨，中国李嘉诚。心里云:"何错之有?"

作业铭

作业不多，乱写一通。仔细检查，错误百出。人人能做对，
到我就不行;老师一批评，马上就脸红;回到座位上，立即就
改正，同学嘲笑我，无地容。写作业太粗心，挨批评天天有。
众人曰:"白字先生!"。

诀窍铭

官不在大，能贪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斯是别墅，唯
其温馨。出入高级车，穿梭歌舞厅。吃喝用公款，收礼循私
情。眼中孔方兄，赵公明。喜甜音之悦耳，爱欠拍而忘形。
上班品香茶，下班筑“长城”。群众曰:“祸国殃民。”

关系铭

想被重用，拍马就行。欲己晋升，礼拜要勤。斯是决窍，唯
吾妙用。好话不怕多，献媚在于精。善于拉关系，惯于巧钻
营。可以分回扣，讨欢心。无奔波之辛苦，无推敲之伤神。
私房细细唠，好酒慢慢斟。人赞曰:“绝顶聪明。”



读短文两篇陋室铭爱莲说的感悟篇五

[乙]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
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
不可亵玩焉。

阅读题：

1.解释下列加点词在文中的意思。(4分)

(1)谈笑有鸿儒鸿:(2)无案牍之劳形劳：

(3)可爱者甚蕃蕃:(4)亭亭净植植：

2.翻译下列句子。(4分)

(1)斯是陋室，惟吾德馨。(2)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3.乙文运用了衬托的手法来写莲，请以画线句子为例(结合三
种花的象征义)作简要分析。(4分)

4.简述甲、乙两文分别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志向或情操?在写法
上有什么相同之处?(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