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刘墉书心得体会(优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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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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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刘墉书心得体会篇一

如果说兴趣、工作与生活三者能够相得益彰的统一，实现在
工作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轻松工作是人生终极的追求目标
的话，那刘墉的生活状态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也许值得众人顶
礼膜拜。

刘墉是台湾人，后移居美国，是一个画家，同时也是一名作
家。画家的职业生活，使他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国之间，目睹
与了解世界各地的民俗与风情；移居海外的生活使他融入并
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然后作家所特有的
那种细腻与敏感，则使他用手中的笔描绘出了中西方文化、
艺术、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并取其精华集中反映在其
绘画与文学作品中，进而形成了自已独特的画风和文风。这
便是刘墉。

刘墉的这本书，文字轻松不失活泼、语言简短不失幽默，篇
篇皆是散文中的精品，犹如一酝酿多年的陈坛美酒，初闻清
淡而沁人心脾，余韵绕梁三日须有余。此本书虽为情感篇，
初看书名，让人误认为写男女感情的，但终观其实，就会发
现：刘墉笔下的情感即是一种包括了父子亲情、夫妇深情、
男女恋情、朋友之情、师生之情、同学之情、手足之情、还
有同事之情等广博的人间真情。刘墉是一个兼具仁爱、积极、
平和、达观的真正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成功男人。（这里
的成功不仅指的是事业成就，而是包括：事业成就、家庭美



满、亲情教育成功在内的整个人生的成功。或者说更多的则
是一种心态的成功！）

读完此书，触动了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

一、刘墉对子女的亲情教育非常成功。也许是因为早年移居
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社会的那种开放、宽松式的教育，加之
刘墉本身对其子女中国文化的家庭渗透和熏陶，使得其一对
子女的创造性和自立精神得以很好地培养，并同时取其中西
方教育的精华，最后得以成就子女的成长之路。而作为平凡
的人们而言：什么才是真正成功的因材施教式的亲子教育。

二、刘墉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满。刘墉的妻子温柔而贤淑。而
刘墉对家庭的责任感及其对家庭生活的热爱无疑是一个很重
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不可否认刘墉经常性聚少离多的画家职
业生活，也为他们夫妻的感情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满的色彩。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多少的夫妻可以做到如此相濡以沫式
的理解与支持。

三、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走一遭究竟为的是
什么？“不负我生、不负我心”也许就是刘墉对人生最好的
回答。平安、健康、快乐、幸福是每个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
标。

文档为doc格式

读刘墉书心得体会篇二

在我星期四的绘画班中，有位学生每次主课总要带许多玉兰
花分给同学，所以一到星期四就变得馨香满室。我曾经好奇
地问这位学生：“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玉兰花啊?”

“我从家里树上摘的。”



“每次去摘不是很麻烦吗?”我问。

什么不自己留着?'可是祖母说：'花总是要谢的，自己有的太
多，反不觉得芬芳，何不拿去送给没有花的人，让我们庭院
的馨香散布在每个朋友的身旁呢?'从此全家人就都这样做，
它使我们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树上的花朵似乎也开得比以前
更繁盛了!

让我们小小庭院的芬芳，散播在每个人的身边;让我们狭窄的
快乐，扩展到社会每个角落;让我们家中的炉火，温暖每颗寒
冷的心：让我们阶前的灯，照亮每个夜归人的路;让我们从别
人的笑验上，看到自己的笑吧!

读刘墉书心得体会篇三

拙;“迟疑”的迟是犹豫:“迟明”的迟是接近。

迟有时是那么优雅，像是“姗姗其来迟”;迟有时是那么威严，
譬如“无体之礼，威仪迟迟”;迟有时又是那么蕴藉，好比经
中的”春日迟迟”;而迟却又常变得那么令人沮丧，尤其是当
我们发觉“今生已迟”。

“在儿童时代，我们最常用这个迟字，总是怕迟到学校、怕
迟交作业，那时迟对我们小小的心灵，唯一的意思，就
是“晚”。

成年之后，我们不再常用“迟”这个字，但是每当说到
迟，“迟了一步”、“起步太

迟”，那迟便有了许多挽不回的意味。

到了老年，我们将很少用迟这个字，因为反应迟钝、行动迟
缓，反正什么事都少了争，便也不再计较迟不迟，而到那时，
如果偶尔说出个迟字，似乎就有此生再也赶不及的慨叹了。



什么是迟?迟实在只是慢，慢慢的春天和少女的脚步是美的:
慢慢的礼仪是庄敬的;慢慢的反应是笃钝的;而慢的起步，常
是失败的。

什么是迟?迟就是来不及了，所以欣欣的孩子，总不会迟，他
只要心智身体健全，今天立志做什么事，将来都能成。

但是三、四十岁的人，若说从今天开始学医，或许仍不迟;若
要学撑竿跳，却可能已迟。

至于五、六十岁，学书法或许不迟，要想学医，则可能迟了。

总之，年龄愈大，似乎迟的事情也愈多，所以走错了路，少
时悔，要比老时悔，有用得多，因为人到老年，恐怕连悔都
已经太迟。

迟，在这迟迟的人生，在我们迟迟的脚步间，迟缓的行动和
反应中，有多少迟迟的季节飘逝了!抬头，才是迟明的少年;
回首，已是迟暮的'白发，而悟已迟、悔已迟、恨已迟，此生
已迟。

迟，一个多么缓慢柔软，又触目惊心的字啊!

赏析:

刘墉先生迟，娓娓的叙述中留有深深的的思考，令人感慨不
已。

总以为人生脚步匆匆，却常常是迟了半步，于是懊悔也就伴
随人生而前行。

年轻的朋友，看了这篇文章也一定会有所触动。

“抬头，才是迟明的少年;回首，已是迟暮的白发，而悟已迟、
悔已迟、恨已迟，此生已迟。



”这不仅仅是一个睿智哲人的谆谆告诫，更是发自内心的悲
凉和感叹。

青年朋友面对匆匆而逝的时间，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可以
少一点懊悔。

当然迟有迟的风景，但风景终会过去，人生的步伐又怎能停
顿呢，珍惜时间，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前面依旧是灿烂的明
天。

至于暮年的无奈，换一个角度，反正人生已迟，不如尽情欣
赏路边的风景，感受夕阳的美丽，拥有宁静而美丽的心境!当
然这也源于青年时期的努力和奋斗，不能让太多的迟的遗憾
塞满我们的人生。

-刘墉优美语句摘抄

绘画有四季: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

我们的心灵，甚至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如同天真笑靥的
娃娃，如同勇猛精进的青年，如同丰富华丽的中年，如同悠
然恬淡的老人。

搭一座桥，把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发现你的四季，正是我
的四季;我的春天，也是你的春天。

[理想、事业、生活]

人，有时候追求理想，有时候追求事业，有时候追求生活。

理想不一定能作为事业，事业也不一定全为了生活。

但是理想成为事业，就是最有希望的事业;生活合于理想，就
是最满足的生活。



如果三者能协调，就是最快乐的人生了。

[志与趣]

我们常说我们的志趣如何，其实志不一定是趣，趣也不一定
合于志。

志需要有固定的目标，所以是一种执著的前进;趣可以有很多
方面，所以常成为一种消遣。

有志而无趣，生活容易枯燥;有趣而无志，就失去了方向。

两者能够相辅，才成为完满的人。

[气质与风格]

文艺界人士常说“气质决定风格”。

气质是讲人，风格是说作品，但是能互相影响，所以我们由
作品的风格可以见出创作者的气质。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质与风格，不能去摹仿别人，也不必去
从事摹仿，因为唯有独立的气质才能成为特殊的风格，也唯
有独立的风格才能造成伟大的作品。

[拥有现在]

我们常碰到一些作文题目:“如果我还是个大一的学
生”、“如果我还是高中一年级”。

其实倒不如作“如果我还能拥有现在”。

因为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回顾过去，只为策励将来;而把握现在，正是开创以后。



[工作与生活]

工作的成功并不一定就是生活的成功。

如果工作只为生活，就成了不得已的工作;生活只为工作，就
成了枯燥的生活。

唯有当工作成为生活情趣的一部分，才是美满的人生。

[生命的领悟]

有的人读了十几年的书，就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有的人念了一
辈子的书，却仍然毫无自己的见解，这是因为不多思考的缘
故。

对于生命也是如此，有些人很年轻就对生命有深刻的体会;有
的人活了七八十岁，却仍然不知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生命的充实，不在于年岁的长短，而在于领悟生命的深浅。

[人不是为失败而生]

我想《老人与海》这部小说大家都看过了。

在这部名著里，海明威刻画出一个坚毅而不向命运屈服的老
渔人。

虽然他最后所得到的只是一副鱼的骨架，但是他在精神上是
成功的。

我们的生命中也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但是不能唯恐失败而
退缩。

因为光荣地死，常比苟且地生，更有生的价值，这也就是海
明威说“人不是为失败而生，一个男子汉也可以被消灭，但



是不能被打败”的道理了!

[放松自己]

我们常发现，同样的高度大人摔下去会受伤，小孩子跌下去
却可能没事，主要是因为小孩子的肌肉能够放松，大人则不
然。

在这个分秒必争的社会里，我们往往紧张，即使在睡觉的时
候，也不能完全放松，所以要想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
是学习放松;而放松的第一步，不是放松肌肉，而是放松精神。

[对生命负责]

我们在报刊上常可以看到有些老人跟着孙子一块儿去上学，
或许会想:他们读了书又能用得了几年呢?其实没有人知道自
己的寿命有多长，但是即使上天注定我们明天要离开这个世
界，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努力地生活着，因为生活的意义是:只
要我们活一天，就要对这一天的生命负责。

[过程与目的]

我有位学艺术的朋友，画一张素描往往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画好之后就扔在地上不要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重视已经完成的作品，他说因为素描对于他
只是“过程”，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在于打好素描基
础以完成更高的艺术创作。

确实如此，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眼光要放得远，对于眼前
成就的过度眷恋，只可能成为人生旅途中不必要的包袱，影
响我们前进的脚步。



读刘墉书心得体会篇四

如果说兴趣、工作与生活三者能够相得益彰的统一，实现在
工作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轻松工作是人生终极的追求目标
的话，那刘墉的生活状态在这个现实世界中也许值得众人顶
礼膜拜。

刘墉是台湾人，后移居美国，是一个画家，同时也是一名作
家。画家的职业生活，使他经常往返于世界各国之间，目睹
与了解世界各地的民俗与风情；移居海外的生活使他融入并
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然后作家所特有的
那种细腻与敏感，则使他用手中的笔描绘出了中西方文化、
艺术、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并取其精华集中反映在其
绘画与文学作品中，进而形成了自已独特的画风和文风。这
便是刘墉。

刘墉的这本书，文字轻松不失活泼、语言简短不失幽默，篇
篇皆是散文中的精品，犹如一酝酿多年的陈坛美酒，初闻清
淡而沁人心脾，余韵绕梁三日须有余。此本书虽为情感篇，
初看书名，让人误认为写男女感情的，但终观其实，就会发
现：刘墉笔下的情感即是一种包括了父子亲情、夫妇深情、
男女恋情、朋友之情、师生之情、同学之情、手足之情、还
有同事之情等广博的人间真情。刘墉是一个兼具仁爱、积极、
平和、达观的真正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成功男人。（这里
的成功不仅指的是事业成就，而是包括：事业成就、家庭美
满、亲情教育成功在内的整个人生的成功。或者说更多的则
是一种心态的成功！）

读完此书，触动了我对以下问题的思考：

一、刘墉对子女的亲情教育非常成功。也许是因为早年移居
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社会的那种开放、宽松式的教育，加之
刘墉本身对其子女中国文化的家庭渗透和熏陶，使得其一对
子女的创造性和自立精神得以很好地培养，并同时取其中西



方教育的精华，最后得以成就子女的成长之路。而作为平凡
的人们而言：什么才是真正成功的因材施教式的亲子教育。

二、刘墉的家庭生活非常美满。刘墉的妻子温柔而贤淑。而
刘墉对家庭的责任感及其对家庭生活的热爱无疑是一个很重
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不可否认刘墉经常性聚少离多的画家职
业生活，也为他们夫妻的感情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满的色彩。
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多少的夫妻可以做到如此相濡以沫式
的理解与支持。

三、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上走一遭究竟为的是
什么？“不负我生、不负我心”也许就是刘墉对人生最好的
回答。平安、健康、快乐、幸福是每个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
标。

读刘墉书心得体会篇五

喜欢刘墉，是因为他的朴实无华，更因为他的文字给人读后
的无限深思……

闲暇之余，又重读了刘墉。《萤窗小语》是他的早期作品。
他善于以小见大，从生活的繁琐点滴中悟出人生的各种真谛，
深入浅出，又耐人寻味。

《戒烟》是文集中不太起眼的一篇文章。说的是刘墉有一
位“瘾君子”学生，某一日，忽未见其抽烟，于是询问何故，
学生答曰：戒了!并笑言戒烟并非大不了的事，他早戒过好多
次了。文中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动人的情节，就是借着戒
烟这阳的小事，在三言两语之中，道理已经清清楚楚地摆了
出来：“把成功看得容易，将失败不当一回事，勇于发誓而
怯于实践，这大概是人们的通病!”

一段很直白却很实在的文字，也许每个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然而却说不来其中的奥妙。我们生活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理所
应当，有着太多太多的不以为然，其实这就是生活，生活给
我们很多，索走得也很多。

就是这样一本简简单单，直直白白的书，讲述的却是贴近生
活，贴近你我，贴近大众的一本书。当然，书里还有很多很
多经典之处，让我们读者回味的亮点也是无处不在，这本书
没有唯一的主人公，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更没有美轮
美奂的爱情故事，但是，我相信，里面一定会有吸引你的地
方。

最近在读刘墉的散文集《纵横卷》，看他的作品时，我的思
想会随着他的文字跳动，他并不把文字写的太过饱满，所以
留给我了很大的遐想空间。读到其中一篇《你想一鸣惊人吗》
时，我的心好像被狠狠的鞭策了一下，隐隐作痛。

成功不垂青无备之人。哈佛大学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当
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这句话是问句，但实际上
应该这样理解，如果当机会来临，你却没有准备，你就不可
能夺取成功，或者说是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算是
机会来临了，你也不可能抓住它。

能“一鸣惊人”的，必定在他“不鸣则已”的时候不断养精
蓄锐;能“动如脱兔”的，必定在他“静如处子”的时候细细
观察;能“一夕成名”的，必定在那“一夕”之前，有着千百
个夜晚，暗暗地演练。所以平时不断给自己添加新的“血
液”，完善自己的“装备”，才能通过“机会”这座桥梁，
到达成功的彼岸。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成功就不会垂青于
他，他只能眼巴巴的瞪着机会，对天长啸了。于是，我们完
全可以想象，那些“一鸣惊人”的人曾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
努力。

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总在抱怨，抱怨社会竞争压力大，
抱怨工作不好找，抱怨机会难觅……可是，当机会真的光顾



时，我们有没有完全的实力抓住它呢?所以，我们只有做到认
真思考，认真学习，时时刻刻准备好自己，才能抓住机会，
让成功垂青于我们。敲响心灵的警钟吧!成功不垂青无备之
人!

人生如棋，我们需要的是勇往直前的勇气。许多人不会对棋
产生兴趣，甚至连棋子的数量也不知。如此，我们与高手对
决之时又有几分胜算?我想，此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勇往直前
的勇气，。若我们落子时犹犹豫豫，摇摆不定，不知会错失
多少良机，不知会埋下多少祸患，不知会酿成多少灾祸。不
如勇往直前，与高手们直接短兵相接，或许，还能杀他们个
措手不及。不过，我们可能会赢，可能会输。赢了，万事大
吉;输了，也要尽力与之同归于尽，也不枉称为枭雄……俗话
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放手一搏，背水一战，或许，我
们就能走向重生的涅磐。

人生如棋，我们需要的是旁观者清的谋士。虽说：“观棋不
语真君子。”可在人生的棋盘上棋逢对手，观棋的人，却不必
“观棋不语”，于是功力差些的人，找几个参谋，常能开创
好的局面。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没有参谋，必是很孤独的
棋手。

人生如棋，在棋局中要的是努力。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因为
每个人才那么一局而已。你也许累了，你也许倦了，你也许
认为没希望了，这时候我希望你还记得“天无绝人之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棋如人生，人生如棋。

整本书的题材都取自平凡人的简单生活，一个个亲切真实的
小故事，普通的就好像路上的小石子，一经过先生细腻睿智
的解析就展示出它蕴涵的人生智慧和生活哲理了。读起来不
仅让人警醒，更让我们为生活里的点滴所感动。读先生的书，
首先感觉“人就这一辈子”，我们没有理由不学会生活。当



所有的一切都在要求高效率，快节奏的时候，我们习惯性地
把生活的脚步也无限加快，让我们错过了太多人生的风景。
快节奏是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是追逐到的是物质享受并不
是幸福生活，盲目追求生活的享受，不如细细体味一下眼前
的生活。先生说“黑白的心情，看见黑白的世界;彩色的心情，
看见彩色的世界。”如果我们能让心静一点，就能听见花开
雨落的美好。让心宽一点，就能宽恕自己和别人而展开笑容。
让心远一点，就能感觉彼此的亲近。换个美好的心情去看世
界，就会少一些苦恼多一点温暖。发现生活，体会生活是为
了更有力量去改善生活。面对困境，热爱生活的人总是心怀
希望，努力进取，因为他相信闯过去是更美好的风景。“对
于风雨，逃避它，你只有被卷入洪流;迎向它，你却可能获得
新生。”人生或许是太厚太重的一本书，但是《桥》却用最
洗练的方法解读了人生，让人可以静心体会，积极把握，勇
敢面对，奋力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