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最美诗词读后感(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一

你告诉了我，失败不必气馁，重新站起才是好汉。让我知道，
人生富有诗意，诗意美在书本。

你告诉了我，失败不必气馁，重新站起才是英雄。让我知道，
人生富有诗意，诗意美在书本。

记得一次擅长比赛输了，你已静静躺在我桌上，我想，大概
是妈妈放的吧，再次翻开你，希望你给我一些建议，却意外
发现，我已看到最后几页，你这次并没有告诉我之前那样的
多，你只说了两句话：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起拿起一本古诗词，开始阅读吧，相信你会得到更多，
会领会到更多，更会感受到更多，开始阅读古诗词，背会它
们吧……”

你告诉了我，失败不必气馁，只有重新站起来才能成功。让
我知道，人生富有诗意，诗意美在书本。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不愿意站起的人，就好比“你永
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们在生活中，在学习中历经挫
折，也要站起，我们不要做一个被生活淘汰的人，努力去做
一个生活的成功者，因为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



都有一样的起点，积极面对生活，让世界因我而美丽，让我
们的人生，因挫折，而变得更加出彩。

曾经的你，封面布满灰尘，被尘封在书桌的角落，现在的你，
已有一个书皮，被风抚在卧室的床头，感谢有你——《重温
最美古诗词》，你告诉我的道理，大概，大概永远也写不完
吧。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二

于丹老师的这本书是在给中华的古诗词作诠释，而我却觉得
她在写诗，在书中写下了像古诗文般美丽的文字。从春风飞
扬写到秋思浩荡，从明月千古写到斜阳晚钟，从田园林泉写
到登临沉味，从剑啸长虹写到诗洒流连。

在于丹老师优美的笔下，古诗文的一组组意象如画般浮现在
我眼前，生动而又真实。于丹老师带我唤醒了心中的诗意，
领略了中华文化传统古诗文的'博大，让我学习到了许多优美
的诗句，让我学到了许多人生真理！

记得小时候刚开始接触到古诗词是在庭院下与妈妈朗诵李白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时，当时虽然不懂得什么叫
思乡，只是一股脑学着古人的样子，摇动着脑袋，嘴里涌着，
眼睛转悠转悠的，像李白所写的月光一般清清亮亮。庭院里，
背诗的声音起起落落，一如初春的纷纷啼鸣。

再长大些，开始学习古诗词，但都是学习老师所教的，并没
有什么感悟。但是当我阅读到于丹所写的《重温最美古诗词》
后，我深深爱上了它！

当面对着学习忙碌烦恼时，想放松，想安静，我便会默默吟
诵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渐渐长大，有
了心事，深沉的忧伤随之而来，我便会吟道：“问君能有几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当发现母亲的发梢长出雪



白的细丝时，我便轻轻叹到“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诗歌教会我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林舍炊烟袅袅升起，
并与流连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诗歌教会我对乡间
小路上朵朵雪白的百合要亲切，要温柔；诗歌使我在杜鹃的
啼鸣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更重要的是它教会我用冷神论
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小憩中聆听
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
寻诗。

重温最美古诗词，是的！我爱上了它！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最美古诗词！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三

今天的春节期间，央视的一档节目火遍了大江南北，这档节
目就是“中国诗词大会”，一时间神州大地似乎都被诗意所
沁透。是啊，诗意原本就写在中国人的基因中，一切的风花
雪月都能够唤醒我们血脉中千年积淀的离骚。而学者于丹在
她的《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中，将这种藏在华夏民族身上
深深的诗情叫做“蛰伏着的诗意”。

借着“春城无处不飞花”的丝丝暖风，随着“随风潜入夜”
的滴滴雨声，我打开了这本于丹著的《重温最美古诗词》，
作者于丹以她的人生感悟和角度，将她认为最美的古诗词按
照原诗内容分成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冠以四字题目来对这
些古诗词进行分类。“春风飞扬”到“秋思浩荡”、“明月
千古”到“斜阳晚钟”、“田园林泉”到“登临况
味”、“剑啸长虹”到“诗酒流连”，从四季到日月，从田
园到山林，从豪放到婉约，作者以自己的诗意在书卷中刀刻
出了所谓的“诗者，天地之心”。

不论你是初学者才刚刚开始窥探诗词海洋的浩瀚，还是学有



所成的诗词达人已经满腹经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能让
你在不同的切入点感受到那些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佼佼者们所
有的悲天悯人的意识、对大自然无限的深情和他们看待人生
的艺术眼光，从而唤醒我们心中的诗意。

作者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更用她优美精炼的语言，串联起了
那一首首诗词，将它们近距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更贴近了
现代社会的理解，就作者说在这个不用仗剑的时代里，倘若
剑气不泯，也许会化成风骨，流露在一个人的眉宇之间，昂
扬、潇洒。而当激情被唤起，当我们的心意不吐不快时，便
是诗意的苏醒。

“年华有限，但诗意无穷。在有限生命中，享受天地之间回
荡着的这些诗意，那么我们也就成全了自己最美的人生。”

中国人民银行林口县支行孙唱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享受
网络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有事没事儿掏出手机解锁、看
一眼、锁屏，放进口袋，这一过程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因为这已经变成习惯，潜意识里的动作。喧嚣的生活，繁忙
的工作，让人日趋浮躁；白天工作的充实，让你没有时间去
思考其他，但是夜晚，我总在想，我要什么？我想改变，但
却不知道从哪里改变。

朗读者开始火遍朋友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
么。机缘下看到了于丹教授的《重温最美古诗词》，诗词，
那些高山流水、桃红柳绿的景象，那些策马扬鞭、激扬文字
的情怀，让我心生平静。

于丹教授在书中说到：“诗歌教会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观念，
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



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怀时光的
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
该把诗歌称做为中国人的宗教。”

我想，我们读诗，在看到月亮时，不仅只会说“好大的月亮
呀”，而是比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看到一群鸭
子不止会惊叹“哎呀，好大一群鸭子”，而能“落霞与孤鹭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更希望在心浮气躁之时，能体
会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心境，在缺少动力时，能感受杜甫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场。

我想，诗意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只是生活的忙碌与心
灵的疲惫使我们灵魂深处的那片柔软沉睡。我们可以放慢脚
步，去品味大自然的万千意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去翻一
翻充满古人智慧与情怀的书，在诗词中留住那个真实的自己，
唤醒心中的诗意。

文档为doc格式

最美诗词读后感篇五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当自己为人师母并渐渐老去，
那些年曾烂熟于心的古诗词也觉得无比生硬。退去了当年的
无知，经历了人生百态，再次品味诗词，体会诗人的心境，
不觉会有另一种相知与相识，多了一份当年所没有的感动。

在当今形形色色，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内心的确是缺少了
一种宁静，一种去真正品味生活的.静。我们总是在喧嚣中渴
望功名利禄，不断攀升并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奋斗一生，
却鲜有停下脚步，回头看看，或是观察下旁边的景物，来抚
慰我们心灵的深处。利用休息时间，真正平下心来去看那一
首首诗词，与诗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穿越千年的物，感受
同样的情，也才真正打心底有一种对诗歌美的新认知，并感
谢诗歌，或者说是千年前的诗人所带给自己的感动。



通过一首首用心灵刻画的诗歌，有拼死沙场的雄壮;有物是人
非的凄凉;有单身游子的孤独;也有壮志难酬的悲壮。而对自
己感受最深的，无疑是那汪如流水的岁月。“君不见，高堂
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看着儿子一步步长大，感
到欣慰快乐的同时，不免会有丝丝感叹。是的，当自己的那
种感受无法用最合适的词来表达，这时你读到一首正合你心
境的诗词，自己内心是多么开阔豁达呀。闲时总是抱怨没有
心灵倾诉的对象，这时发现原来千年之前，有人和自己一样
同感的诗人，何不快哉?三毛一句诗说得好:“岁月极美，在
于它必然的流逝”是啊，其实生活无论是快乐亦或是痛苦的，
都是限量版，我们都该好好珍惜，这有限的时光，在旅行中，
不忘观赏沿途的别味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