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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荷塘月色的阅读心得篇一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再现了我的梦境，令人心醉。

荷的特色是洁，月的特色是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古往今来，
荷花以它的清雅脱俗，独步人间，以它“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的节操“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古今中外，人们对月
光的净洁、祥和更是永叹不已。那么荷与月交织在一齐时，
会是怎样一幅美妙的境界呢?在《荷塘月色》中，虽然淡淡的
喜悦中渗透着淡淡的忧愁，但无论是荷的清香、清雅，还是
月光清静、清幽，月下荷塘所蕴涵的那种淡泊明志、宁静志
远的境界让人为之陶然而动容。

在这弥漫着竟争硝烟的时代里，如荷月般宁静的人已经日渐
珍稀了。在学校里，一切从考试出发，学子们明争暗斗和对
手竟争时，难免不“遍体鳞伤”。在社会上人们往往为金钱
而斗得“血肉模糊”，为名利而拼得“你死我亡”，还有为
私仇而打得“体无完肤”。这些伤口就是用“黑玉断续膏”、
“九花玉露丸”、“天山雪莲”也治愈不好。现实生活是如
此的浑浊不堪，就如荷塘中的淤泥一般，又有几个能出淤泥
而不染，如山泉般清澈呢?虽然竞争是时代的特征，但坚持一
份坦然的心境与竟争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人的精神境界的
清和浊关键还在于人的情操和修为，人们能够在世俗生活的



滚滚红尘中苟延残喘，也能够拨开浓雾，拥抱蓝天。

愿我们的心境如荷一般清纯，蕴蓄淡淡的幽香，像月光一样
清澈，皎洁如霜，始终坚持着一份清雅情愫，纵然在浑浊的
淤泥中永远清新旷达!

阅读荷塘月色的心得范文五篇

荷塘月色的阅读心得篇二

读鲁迅的《朝花夕拾》已不止一遍了，书中的许多故事脍炙
人口，但其中给我感触最大的，莫过于其中的《父亲的病》
了。

故事讲述了鲁迅年轻时在绍兴城发生的事，鲁迅的父亲患有
水肿，长年无法康复，为了治父亲的病，鲁迅请来了__城的
一位相当有名声的〝神医〞，他的诊金相当的高，那时候阔
的已经不耐烦了，人们对这位〝神医〞的话更是深信不
疑，“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
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
气地送他出来了。不敢相信这就是旧社会所谓的神医，药是
适量食用，哪有想多一点就多一点的说法，再说了，药吃得
多，就真的有好处吗?至多就是吃了颗定心丸，其他的，真的
没什么用吧。

神医开出的药方很奇特，那些药引总是怪，且在市面上是购
求不到的——“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
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
也得搜寻两三天。”这些东西虽说吃了对人体无害，但对于
水肿这病，我真的不知道有何用处，诊费还高的吓死人，社
会是落后的，思想是封建的，那些坑蒙拐骗的庸医用一些奇
特的药方、药引竟能天天坐着骄子，生活好得很好。



一开始，鲁迅还十分敬佩这位神医，但到后来，过了两年，
父亲的病倒是越来越严重了，鲁迅是会思考的，他不再相信
那些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的了，就在这时，神医来了个金蝉
脱壳，“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
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
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知
道没有什么办法了，在治下去，只怕自己庸医的原形就要毕
露了，这下，又来了个陈莲河先生。

他的药方里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
引——“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
木十株”，这些也就算了吧，竟还有败鼓皮丸，这真是无稽
之谈，说是神丹妙药，实则是在故弄玄虚，对病是没有一点
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给人看病
都只为的是那些身外之物——金钱。他竟还有一种丹，即使
把这丹夸得天花乱坠，父亲还是没买，两元一盒，毕竟治病
已经花了许多钱了，这丹，怕是早已不信的了。

当时中国的医术还是落后的，父亲还是没有挺过去，撒手人
寰了，鲁迅〝父亲〞〝父亲〞一声声悲哀而又愤怒的叫喊声，
不禁教我潸然泪下。鲁迅似乎是在呐喊着，对当时封建、腐
败的社会批判者。

我们需要进步，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医学技术的低人一等，
在思想观念上、综合国力上又何尝不是落后的呢?延续了千年
的封建思想、迷信意识，使中国人难以走出落后的泥沼，我
们要清醒，相信科学才是最正确的，这才是鲁迅先生最大的
意愿！

荷塘月色的阅读心得篇三

读《居里夫人传》，让我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玛丽 斯可罗多夫
斯卡，而不是一位肩负着无数光环的居里夫人。



她实在是完美无缺！我相信她身边一定不乏由衷赞美她的人，
但在我的想象中，玛妮雅面对赞扬只会礼貌地微微一笑，便
回过身思索着新的实验了。

我最钦佩的是她对科学的狂热。若无一种信念，怎能支撑她
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完成极其艰难的工作?当我翻到她听说提
炼铀的残渣还在时的兴奋与布罗妮雅强行给她买衣服时的不
悦，我真的惊叹于她热爱的事物——科学至上，不容许衣食
住行的纷扰。

与居里夫人相比，怎样刻苦都不为过。秉性优良的她从不沾
沾自喜、从没想过懈怠。的确，每个人都会疲倦，但她顶多
在大汗淋漓时喘口气、擦把汗，而不是畏难止步。

在我眼中，居里夫人与居里先生就像是两条鲤鱼，美丽的外
表下藏着坚强的心。他们游啊游，对于旁人的议论不管不顾，
相濡以沫，直奔龙门而去。但当他们养精蓄锐，一跃而上后，
却迅速钻入水中，只在空中留下光彩夺目的闪光照人前进。

是的，诸如两次获诺贝尔奖，发现钋、镭之类的成就对于她
是理所应得的。她的付出、她的毅力、她的一生都诠释着什
么是不被荣誉所腐蚀、什么是淡然、什么是奉献一生。合上
书，情不自禁地，轻轻为她鼓掌。

荷塘月色的阅读心得篇四

这本《巨人的陨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作者虚构了
六个家庭，英国的菲茨赫伯特家和威廉姆斯家，德国的冯·；
乌尔里希家，俄国的别斯科夫家，美国的杜瓦家和维亚洛夫
家，六个家庭所属的四个国家均为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主要国
家。我喜欢这样的故事，这六个家族虽然是虚构的，但书中
描写的战争，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四个国家在1911年到1924
年这十多年间的变迁是真实的。读的过程非常畅快淋漓。



关于战争

一次世界大战算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战争之初，参战的
士兵根本不会打仗，格雷戈里居然在扣动扳机之后才发现没
有打开保险栓，战友一枪未放就倒下了。

然而更残酷的是双方的战壕战，一战前所发明的机枪彻底改
变了战争的形态，让以前那种列着队向前冲的战士完全成为
机枪的活靶子。比利参加的索姆河战役，按着老套路冲锋的
英国人，居然第一天就伤亡六万人。所以双方都开始挖三道
战壕，前面布上铁丝网。这样的战争直到结束前依然焦灼不
下，应为谁都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残酷，双方的士兵都不想打仗，战争过程
中也有温情的一面，圣诞节官兵无法阻止士兵们自动休战，
拒绝进攻，格斯看见德国担架队出现了也能主动停止射击。

这场战争士兵们是多么不愿意打仗啊，其中最惨的当属俄国，
以格雷戈里为代表的士兵们终于忍无可忍时，最终加速了俄
国沙皇的覆灭，看来对这场战争判断最为失误的是俄国沙皇
啊，不仅没捞到好处，反而皇位不保。德国也比较惨，相比
英国士兵们吃不好穿不暖，虽然战争时期没有叛乱，但是战
后成就了，也算是一战的后遗症吧。

最终结果美国加入，俄国退出，一进一出之间，胜负瞬间明
显。美国展现了他的超强实力，同时想想战争期间俄国是多
么的打酱油啊。

可以说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从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
的战争，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全都卷入战争当中。正如书中
茉黛所说的，在每个国家都是那些反对战争的人被否决，然
而在战前像茉黛一样有洞察力的恐怕只是少数，只有经历过
这么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才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发生的战争。
当今世界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而大国没有直



接卷入，这也是残酷战争之后的经验吧。

关于历史

纵观全书，英国的历史就是女权运动的历史，是工党崛起的
历史。那个年代里，从女性没有投票权到拥有部分投票权，
女性能否和男性同工同酬，工党在议会中逐渐增加了席位，
茉黛和艾瑟尔还有比利一直在进行努力斗争，而且她们成功
了。

可以看出作者肯·；福莱特作为一个英国人，写作时对自己
国家的历史还是非常满意。因为英国没有发生像法国和俄国
那样的革命。其原因可能是书中茉黛所说的英国贵族害怕法
国革命在这里重演，因此最后他们总是选择妥协。比利参加
选举时也说，工党并不发动革命，我们目睹了其他国家的革
命，革命并不能奏效。所以现在英国仍然是君主立宪国家。
英国的改革可以逐步完成，就没有必要推翻国王了。当然从
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英国是参战国家里人民生活相对较好
的国家了。

相比来看，俄国就比较惨了。感觉全书一直都在“黑”俄国，
例如腐败的俄国军官英国援助的军需物资都倒卖了，别斯科
夫一家生活之悲惨一心向往着逃亡美国，俄国警察欺负老百
姓，沙皇镇压不满的群众，真的是通篇在黑俄国人啊。不过
你还能怎么说呢，俄国确实人们困难的生活不下去了，俄国
战争期间确实像打酱油一样。就连对美国维亚洛夫家的描写
也有些黑俄国的意思。

居然最后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了，康斯坦丁和那些无辜的人
依然在格雷戈里眼前被处决，那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作
者显然是不看好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啊。真的不知道这书
要是让俄国人写的话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至于德国的沃尔特和美国的格斯一直在跟着高层出谋划策对



付战争，所以对两国底层人民描写较少，也算是此书的遗憾
之一吧。

关于爱情

本人不太爱看爱情，看此书其实就当历史书看了。比较喜欢
艾瑟尔，虽然一开始跟菲茨傻白甜了一把，但从她和菲茨的
律师讨价还价中看出，艾瑟尔还是有头脑的。后然毅然决然
拒绝了菲茨豪华套房的诱惑，抛弃了菲茨。是好样的，看的
真是解气啊。好在最后也找到了真爱。

卡捷琳娜也是年纪太小，一开始怎么会喜欢列夫呢。格雷戈
里面对自己喜欢的卡捷琳娜，几年间终于感动了卡捷琳娜，
有情人终成眷属。

茉黛和沃尔特一见钟情，战火纷飞，一别数年，有情人终成
眷属。

最气人的就是列夫了，列夫算是本书中少有的“坏人”了吧，
小偷小摸，坑蒙拐骗，抛弃卡捷琳娜还不算，和奥尔加结婚
后还又找夜总会歌手，也是气死人啊，又黑了俄国人一把。

 

荷塘月色的阅读心得篇五

我走近写字台放着cd，听着悠悠的小提琴曲，琴声的柔美，乐
曲的哀愁，使我禁不信翻开了《荷塘月色》走入了书
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朱自清——现代着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从这
文章中能够看出作者追求完美生活的渴望，对黑暗的现实



想“超然”又想“挣扎”的心迹。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读着读着我也似乎
走进了这清华大学的幽僻角落，同作者一齐欣赏美丽令人陶
醉的荷塘月色。阴森的小路在柔美的淡淡的月光下显得不再
令人害怕。爱热闹、爱群居——当然是想和人民一齐生活在
一个完美的环境里，爱冷静、爱独处“白色恐怖”“白色恐
怖”当然在这种“白色恐怖”中，想住在“世外桃园”。从
名中我感到了作者内心的不宁静、彷徨，我的心境也随之而
波动起来。

cd机的小提琴乐曲渐渐地接近尾声，音乐停了，我也翻到了
文章的末尾。我“看”着作者走进了屋子，文章也看完了，
而我却未合上书本，这文章使我意犹未尽，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荷塘月色的美丽能够令人暂时忘记忧愁，可见它的美丽，
使我感到了作者对完美生活的憧憬。可是在文中我更能深刻
的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厌恶、憎恨。作者在这样的恶劣
的环境下，不被“白色恐怖”所屈服，与“白色恐怖”作斗
争，令我万分佩服。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完美的生活环境中，
更应当要去努力学习，去好好的珍惜此刻的生活。

我缓缓地合上了书本，闭上了眼回想着书中的伟大的民主战
士——朱自清，慢慢地，我睡了，期望梦中再能与荷塘相见。

荷塘月色的阅读心得范文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