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心得体会(优秀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通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
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
贡献。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本书心得体会篇一

我喜欢阅读，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给了我
一个梦想。如果阅读是一棵大树，那么每读一本好书，树上
就会结出果实。这些天来，我迷上了经典童话，其中杨阿姨
写的童话《小公主》是我最爱的。

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彩故事。
这本书说明了一个简单而不简单的道理。也许幸福并没有那
么难得到，也不是每个聪明的人都幸福。笨猪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笨猪虽然笨，但是很善良。他不顾一切的对别人好，只想着
别人却忘了自己。有多少人能做到?他整天都很开心，他把快
乐传播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虽然每个人都嘲笑他的愚蠢，但
他一点也不生气，仍然很开心。故事里的笨猪没有智慧，但
他总能帮助大家度过难关。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这让我钦佩。
我觉得故事里的笨猪就像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守护天使，指引
我寻找幸福和快乐!

之后无论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到笨猪，就有勇气再
去迎接新的挑战!



本书心得体会篇二

书中所写，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抽象的理论，有的只
是生动的教育故事以及故事中蕴含的思考。内容鲜活而真实，
文笔朴素而流畅。朴实的文字中包含着真挚的情感，读着读
着，我被故事内容所吸引，所感动，更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感谢这些教育的有心人。他们让我们更多的教师分享了他们
的成功的经验与体会，让我们静静地吸吮“名师”们带给我
们的精神食粮，让我们明白如何使用一个微笑，一句称赞，
一个亲切的动作，如何用爱温暖学生，亮丽自己！

本书心得体会篇三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读罢《反腐倡廉教育读本》，
我更深刻的体会到那些原本优秀的领导干部之所以沦为阶下
囚，根源之一在于他们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淡忘了艰苦奋
斗的作风，造成自身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使得“腐败”有
机可乘。

反腐难，倡廉更难。如何在本职工作中廉洁从政，关键在于：

一、要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读书可以明
志，志存高远而后能筑牢廉政之基。“昨日堂上吏，今日阶
下囚;囹圄会晤多，只恨读书少。”贪官们在“忏悔录”中大
多把不注重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作为个人违法犯罪的根本
原因。干部要有高素养，高素养来源于对典雅书籍的孜孜以
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才能在关键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从根本上增强政治
免疫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
误思想的侵袭，经得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浪潮的考验。

二、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坚持群众路线，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党员干部纯洁性的试金石。密切
联系群众，心里时刻要装着群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
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准确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
诚心诚意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
的不正之风。对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所反映的问
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结果要反馈或
向社会公布。以真诚踏实的办事作风，拉近与群众间的距离，
消除与群众间的隔阂。

三、要自觉抑制物质欲望的膨胀。伊闭鸣鲁的理论告诉我们
要分清正当欲望与失当欲望的界限，一个人如果纵容自觉的
欲望最终必然会迷失本性而导致堕落。《反腐倡廉教育读本》
警示篇中广州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谢榕三受贿案、江肇高速高速公路建设工程高明段贪
污受贿串案窝案等案件，无不向我们警示了做为一名领导干
部，不应该贪图个人的、非必要的物质享受。

本书心得体会篇四

威尔逊说“书籍是通过心灵观察世界的窗口。住宅里没有书，
犹如房间没有窗户”近日，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想要买些课
外的书。此刻，一本名为《中国民间故事》的书吸引我的眼
球。怀揣着一份好奇买下了它。带着一颗好奇的心认真读完
了。的感慨便是：中华文化之博达精深!

万里长城也有人叫八达岭长城，曾经在那一带住着两户人家，
分别姓孟和姜。说到这儿，想必大家都知道肯定和孟姜女有
关。没错，我要说的是鮮为人知的她的来历。话说某年孟家
种的瓜秧爬到了隔壁的姜家，并在墙边结了个瓜。秋收时，
这个瓜被一分为二，一家一半。切开时便出来个女孩儿，两
家取名孟姜女。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孩儿长大了，与一个名叫范喜良的喜结



良缘。而那时正值秦始皇招人修建万里长城。毫无疑问，范
喜良被抓走了。可怜的孟姜女在洞房之夜失去了丈夫，可见
她是何等的伤心难过。可一直等待的范喜良始终没有回家，
于是她决定去找范喜良。从此便开始了寻夫这路。

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长城脚下，映入眼帘的是官兵拿着皮鞭凶
残的对待那些可怜的壮士，正因为这样，长城脚下的一堆堆
白骨就形成了。如此悲惨的场面，让孟姜女悲愤不已!便开始
拼命的寻找丈夫。可有人告诉她，她要找的人早在三天前已
经死了。孟姜女第一反应就是痛哭，于是长城倒了，露出了
她丈夫的尸骨。作为一国的秦始皇听说这事岂能不生气，便
处死了孟姜女。从此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感人故事便在民间传
开。

关于牛郎织女，都是妇孺皆知。而我看完这则故事后，觉得
主人公更应该是牛郎身边的那头憨厚忠诚的牛。那个憨厚朴
实的孩子敌不过哥嫂的霸道，便只得了一头牛和一点田地后
被哥嫂赶出家门。

某天黄牛，哦不，应该叫神牛。当它对牛郎说该娶媳妇的时
候，牛郎无奈自己的穷困只得摇摇头。老黄牛便为他支招。
牛郎有幸娶到了仙女织女，有情人终成眷属。牛郎与织女不
但在一起了而且还有了孩子。

可好景不长，王母得知这事，无疑是雷霆大发!捉走了织女。
而老牛为了牛郎能追回织女，牺牲了自己。这张充满神力的
牛皮助牛郎飞上天去寻找织女。

传说后来牛郎和他的两个孩子变成了星星，最中间的就是牛
郎星。而织女也变成了星星。他们相隔一个银河的距离。而
之后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他们才能借喜鹊搭建的鹊桥见上一
面。

小时候听老人说，七月七日那天晚上坐在葡萄架下可以听见



牛郎和织女的谈话呢。遗憾的是，关于这个传说，我一直没
有得到验证，当人们在感慨牛郎织女的悲惨爱情时，我却佩
服老黄牛的默默奉献。留下的一段传奇佳话是他们的，他什
么也没有。

本书心得体会篇五

《物理学史》由金刚主编，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本
书主要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物理学——发展的梗
概，分为古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近代物理学，对于现代
物理学的两个基础领域天体物理和粒子物理也做了概要的介
绍。本书较为突出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的成就及
其对于世界科学进步的贡献。此外，部分章节后还附有阅读
材料，主要介绍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有代表性得人物和重大
事件。

几百年前，物理学叫自然科学，被人们看成是哲学的一部分。
牛顿的一部经典物理学著作就取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
理》，这是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发源地。学习物理
学史会告诉我们，许多物理学的新发现与哲学思潮有联系。
能量守恒定律与转化定律的发现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反过来
又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之一。物理学的进展往往给
哲学的进展提供新鲜例证，而哲学也常对自然科学指出前进
的方向。

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意味着能够更多的创造出人们所需要的
物质财富，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我看来，要想完整表达物理学史对我们学习的要求，应做
到以下几点：

1、通过物理学史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有句话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带着兴趣去学某样



东西的时候，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物理学史记载人类
揭开世界奥秘和令人兴奋的探索历程。不论是否喜欢历史，
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因为孩子最早的认知就是从故
事中体味和形成的。以故事的形式讲历史学生更易接受。

2、通过物理学史的学习，培养观察和分析问题能力。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观察和实验既是研究物
理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学习物理的基本方法。物理学史中描
述许多科学家善于从不被注意的一些平常现象中细心地观察
与思考的事例。比如伦琴一生在物理学领域中进行过大量实
验研究工作，一次实验中，他偶然发现包有黑纸的底片被曝
光，但他从没放弃过着一个细小现象。正是他从这种观察能
力、分析能力使他发现x射线从而获得诺贝尔奖。学生在了解
物理学史知识的过程中便可认识到注意观察和认真进行实验
是学好物理学的关键。因此在今后的学习中要有意识的观察，
亲自动手实验，逐步培养勤观察、勤思考的习惯，这种能力
的培养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受益无穷。

3、通过物理学史的学习，培养质疑精神和提出科学问题的能
力。

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首先表现在怀疑和批判的精神。
科学史上大量实例表明，不囿于传统理论和观念，还迷信权
威和书本，是科学创造的思想前提。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
之前，洛伦兹和彭加勒已经走到相对论的大门口，只是由于
未能摆脱绝对时空观的束缚，才没有最终迈进相对论的门槛。
正是由于爱因斯坦抛开了“绝对运动”和“静止以太”的观
念，并深刻地审查了“同时性”概念的物理学根据，才创建
了狭义相对论，引起了人类时空观的巨大变革。

4、通过学习物理学史，学习物理大师的科学方法和进行科学
思维的训练。



物理学研究中建立了许多理想模型，理想过程、理想实验、
运用了观察和实验，类比和联想，猜测和试探分析和综合，
佯谬和反证方法，科学假设方法等等，物理学史中有大量的
生动事例说明科学大师们熟练而巧妙地运用这些方法取得重
要成果的过程。利用这些事例，可以对学生进行具体的科学
方法的教育。比如讲“自由落体运动”时，介绍伽利略用归
谬法驳斥亚里士多德“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落得快”。伽利
略指出：“如果从塔上落下来两个同体积的球，其中之一不
另一个重一倍，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重的不轻的快一倍。如
果将两球绑在一起，重量之和大于重球，下落速度应该比重
球快。但如果两球是独立的，他们应该比轻球快，比重球慢。
一件事情却出现两种结果，证明理论有误。”爱因斯坦在创
立相对论过程中，设法用真实实验来说明，设想了大量的理
想实验，理想模型，成为物理学史中的一朵奇葩。

5、通过物理学史的学习，服务于物理知识的掌握。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不是某个人突发奇想而出现的。都有其发
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有的需要一个人一生甚至几代人的
努力才能完善一套理论。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之
数学原理》，这部巨著总结了力学的研究成果，标志了经典
力学体系初步建立。这是物理学史上第一次大综合，是天文
学、数学和力学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牛顿创造性研究的结
晶。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能只归功于牛顿一人，因为在牛顿之
前就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大量有成就的研究，并取得
大量成果，这位牛顿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资料方面的
基础。牛顿在一封给胡克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看得更远，那
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人们通常认为他指出的巨人是伽
利略和开普勒。其实他完成的综合工作是基于从中世纪以来
世世代代从事科学研究的前人的累累成果。

6、通过物理学史的学习，培养科学精神。

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脱离他所在社会，他首先是一个社会



人，然后他才是一个科学家。科学技术像一把双刃剑，既能
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可能在一定
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遥想两千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物理学的概念以来，
物理学真是历尽荣辱兴衰，但最终冲破了神学的桎梏。在科
学的海边探望的孩子牛顿，奠定了物理学的基础，三百多年
来，物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以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休戚相关
的学科。物理学作为一门最基础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动力
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对真理的非功利追求上，正是这种非功
利的追求给人类带来最大的收益。它的发展从来就对人类社
会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影响。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动力
便是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的典范和集中的反映就是现代
物理学。以现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精神，是人类进步的一
面旗帜，它将高高飘扬在未来的岁月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
学习科学家的优良品质，刻苦学习，向科学的高峰勇敢地攀
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