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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小石潭记读书心得篇一

读完《小石潭记》后，我合上书，独自一人坐在床上，闭上
了眼，不仅陷入了沉思。

柳宗元贬官失意后，十分的伤心，孤寂苦闷，在看到美丽的
小石潭后，美好的心情如同昙花一现，在岸边的竹树林坐下
后，随即消失。看到这时，我认为柳宗元非常的傻，为什么
自己给自己找不舒服呢?难道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
过于落后，在这里我对自己如此评价柳宗元以及古人们而感
到惶恐，因为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学生而已，但我要写出我自
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小石潭记里，我们看到柳宗元真的十分
非常的傻，丝毫没有唐宋八大家的气势。

如果现在能让我和他说一句话的话，我一定会和他说丢掉遗
憾，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虽然贬官会让人十分的难受，但我
们要想开了，因为贬官后生活还要继续，与其带着孤寂苦闷
去生活，还不如开心乐观的面对它，所以说，丢掉遗憾，因
为生活还要继续，不要回望遗憾变得止步不前。

有一次我在考试中因为过于紧张，少写了一个‘答’字，导
致我失去了那宝贵的一分为什么说这是宝贵的一分呢，因为
我失去了这一分导致了我与年级第一名的宝座失之交臂。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就十分难过，同时这一分也成为了我小学



生涯的一大遗憾。但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道理，考完试后，
虽然会变得十分难过，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生活，时间并不会
因此止步不前，与其像这样带着伤心去面对新的学习内容，
还不如高高兴兴的去学习。

人生总是会有遗憾，但生活终究要继续，要想活得更精彩，
就不要回望遗憾，止步不前，想想希望，遗憾就被希望取代。

小石潭记读书心得篇二

小石潭以其奇异之美吸引了被贬的永州司马，让他有了很多
的留恋，却又以其凄清幽邃让他有了强大的凉意，最终匆匆
绕开，带着一份心悸的唏嘘。

掩卷而思，柳居士似迎面走来，带着刚刚因政治打击而受伤
的心灵走来，难掩痛苦和焦虑。他的心在滴血，一种深秋般
的'凉意袭卷着他的身心；是一种已深植于骨髓的文化精神让
他找到了仍然洒脱挺立走来的自愈药方：那就是去和慈祥的
自然老人说说话，从自然的清丽、独立、峻朗之中感寻找生
命的坚挺动力。于是他开始了他的寻访自然之行，也是医愈
伤痕之旅了！

这时他与小石潭邂逅了，几乎要擦肩而过，是小石潭清脆的
声响让他找到了青春般的活力。他急切地“伐竹取道”而来，
在欣赏了一段时间小石潭的美和趣后，其彻骨的凉意也完成
了从他的皮肤到骨质之间的渗入行程。他这时打了一个激棱，
这太熟悉的凉意又勾起了他小心翼翼掩藏了的受伤心灵的温
度，那是他不愿意也不甘心再去抖落的那份生命的苦楚。所
以，不要责怪我们的文人内心的脆弱。他想象着这样的政治
灾难只是一次短暂的人生磨难，他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希望的。
他认为这只是一次接错了线头的短路，国主马上就会重新接
通冒过火的神经，来掠去他身上的凉风凄雨，洒一片阳光过
来。所以，他要保护好心的热度，等这一片阳光来时好快节
奏地去适应，能第一时间去治世救民！至于到了写《江雪》



时，人生的打击已接踵而至，他周围的环境已是冷至深天、
冰及厚地的严冬。这时，他对阳光的期望已彻底放弃，他要
完成的是一次令人心痛的愤世疾俗的抗争了！

所以，《小石潭记》中“凄神入骨、悄怆幽邃”的不胜凉意，
正显示着一颗还是热的、充满期望和希冀的赤子的心，请不
要随便用一些“无奈”“脆弱”类似的词语，量低了这位有
志仕者心的温度。

文档为doc格式

小石潭记读书心得篇三

一千多年前，一个老翁，孤舟泛江，独钓江雪。他是柳宗元，
他有一双通灵的眼睛，他能看出盛世背后的凄凉，能望尽烟
花散尽时的落寞，他也能窥视他身体里那个名为寂寞的小孩。

写《小石潭记》的时候，柳宗元的心里也一定是孤独的，所
以整篇文章读起来有一种清净的感觉，文中的“水尤清冽”，
清澈的水可以望到底部，河水给人寒意，也许正是因为柳宗
元能够把世间一切都看透，所以他才会感到孤凉。在望
到，“不可知其源”时，内心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仕途和未
来，也像这小石潭一样随波而湾，前途未卜。

人有时候无由来的感到孤独，尽管周围人声喧杂，而自己也
会像个冰雕一样的感到孤独。然后耳朵会开始听不到声音，
就像老旧的台式电视机一样，会有刺耳的嗡嗡声。耳朵，因
为孤独能开始听到心跳，听到血液流经大脑，听到身体破碎
的声音。

我以前经常会在半夜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睡，窗外的路灯冷
的'暖的，好像都与我无关。所以深夜一个人的时候，人的思
维最活跃，我会思念某个人，会幻想世界末日，会在空白的
本子里大片大片的画画，这些画一笔构成，线条交错，杂乱



无章，不见开头，难觅结尾，就像我的思绪一样的乱。末了
戴上耳机，在震天响的音乐里沉沉睡去。

昔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孤独的人，然后一天一天的'
难受，一天一天的难过，那种孤独感，就像是胃里翻江倒海，
想吐。最近我在翻郭敬明的书时，读到了一句话“只要我们
以相同的姿势阅读，我们就能互相安慰。”这本书都快被我
翻烂了，可我却是第一次为了这句话而感动不止。我和街边
的路灯一样在半夜清醒，我和月亮一样，始终无法和太阳嬉
戏，我和它们一样孤独。哦不，因为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
们并不孤独。

当然，柳宗元在看到小石潭的时候，比起孤独，我想更多的
应该是宽慰，处境相似的一人一景，肯定也在以某种超脱的
形式互相安慰。

所以世间万物皆为我知己，那又何惧身边无有佳人伴。

文档为doc格式

小石潭记读书心得篇四

一千多年前，一个老翁，孤舟泛江，独钓江雪。他是柳宗元，
他有一双通灵的眼睛，他能看出盛世背后的凄凉，能望尽烟
花散尽时的落寞，他也能窥视他身体里那个名为寂寞的小孩。

写《小石潭记》的时候，柳宗元的心里也一定是孤独的，所
以整篇文章读起来有一种清净的感觉，文中的“水尤清冽”，
清澈的水可以望到底部，河水给人寒意，也许正是因为柳宗
元能够把世间一切都看透，所以他才会感到孤凉。在望
到，“不可知其源”时，内心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仕途和未
来，也像这小石潭一样随波而湾，前途未卜。

人有时候无由来的感到孤独，尽管周围人声喧杂，而自己也



会像个冰雕一样的感到孤独。然后耳朵会开始听不到声音，
就像老旧的台式电视机一样，会有刺耳的嗡嗡声。耳朵，因
为孤独能开始听到心跳，听到血液流经大脑，听到身体破碎
的声音。

我以前经常会在半夜醒来之后再也无法入睡，窗外的路灯冷
的暖的，好像都与我无关。所以深夜一个人的时候，人的思
维最活跃，我会思念某个人，会幻想世界末日，会在空白的
本子里大片大片的画画，这些画一笔构成，线条交错，杂乱
无章，不见开头，难觅结尾，就像我的思绪一样的乱。末了
戴上耳机，在震天响的音乐里沉沉睡去。

昔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孤独的人，然后一天一天的
难受，一天一天的难过，那种孤独感，就像是胃里翻江倒海，
想吐。最近我在翻郭敬明的书时，读到了一句话“只要我们
以相同的姿势阅读，我们就能互相安慰。”这本书都快被我
翻烂了，可我却是第一次为了这句话而感动不止。我和街边
的路灯一样在半夜清醒，我和月亮一样，始终无法和太阳嬉
戏，我和它们一样孤独。哦不，因为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
们并不孤独。

当然，柳宗元在看到小石潭的时候，比起孤独，我想更多的
应该是宽慰，处境相似的一人一景，肯定也在以某种超脱的
形式互相安慰。

所以世间万物皆为我知己，那又何惧身边无有佳人伴。

小石潭记读书心得篇五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新集团，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5)被贬到
永州担任司马。他到永州后，母亲病故，王叔文被处死，自
己也不断受到统治者的诽谤和攻击，心情是压抑的。这期间
他写了一组很有名的山水游记，被后人称为《永州八记》，
本文是其中的第四篇。文中所描写的小石潭，人迹罕至，凄



清幽静。作者以简练的文笔，按游览观察的顺序，抓住景物
特点生动细致地写景状物，文字充满着诗情画意情景交融，
寄托了他凄苦忧伤的感情。文章写小石潭，由远而近，循声
而入，先总写潭的全貌，再写潭中的游鱼和潭的水源，然后
又写了潭的环境与游者的感受。全文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写小石潭的方位和概貌。可分两层。

第一层(开头到“水尤清洌”)写小石潭的方位和循声发现它
的情况。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指明了小石潭的方位。“小丘”，
即前一篇游记《钴铒潭西小丘记》中说的小丘，是小石潭方
位的参照物。“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水
声悦耳，引动了作者的好奇，当然要去看个究竟。“伐竹取
道，下见小潭”是寻到小石潭的经过。“伐竹取道”，与上
文的“隔篁竹”呼应，又为后文的“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
人”设下伏笔。“水尤清洌”，循声而来，直写潭水，极其
自然。“尤”字，是拿它与前篇的钴铒潭相比。

第二层(“全石以为底”到本段结尾)写小石潭的概貌。“全
石以为底”，着意突出了一个“石”字，又暗含了一
个“小”字。“近岸，卷石底以出”形成坻、屿、堪、岩，
真是造化奇特，令人感到神妙无比，再抬头环顾潭的四
周“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在轻风中“参差披拂”的景象，
不仅使人感到小石潭的神奇，而且深感它的秀美。

第二部分(第2、3段)写小石潭中的游鱼和潭的水源。也分两
层。

第一层(第2段)写潭中游鱼的情趣。“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
空游无所依。”对潭中游鱼数目竟一目了然，不只表明了水的
“清洌”，又暗示了石潭之小。“空游无所依”也贴切地描
绘了鱼儿的动态。“目光下彻，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写静



态，“傲尔远逝，往来翕忽”写动态。从这动静交错的描写
中作者刻意抒写了鱼儿的“欢乐”，“似与游者相乐”。人
迹罕至，幽深寂静的环境，竟透出如此盎然生意，不能不令
人怦然心动。短短的几十个字，把物态、物情、感受全写出
来了。

第二层(第3段)写潭的水源。“潭西南而望”写水源方向。抬
头远望，这一层又是由近及远地写了。“斗折蛇行”，北斗
横陈，静态，蛇行蜿蜒，动态。“明灭可见”，写远望那溪
流时隐时现的景观。“其岸势犬牙差互”，用几个字扩展一
笔，写出了溪流的“岸势”。而溪水来路迷离扑朔“不可知
其源”，更使人感到又有一层神秘。文句虽短，但韵味隽永。

以上两幅图画，一幅是潭的近景，一幅是潭的远景，写得都
极为真切。

第三部分(第4段)写小石潭的气氛和作者的感受。“四面竹树
环合，寂寥无人”照应了开头的“隔篁竹”，又进一步描绘
了环境的清幽。“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八个字是全文的
点睛之笔，它既概括了小石潭环境清幽的特点，又深深浸透
了作者凄苦、悲凉的感情，反映了当时很压抑的心境。“以
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写了他离开小石潭的原由。这一句
是“曲笔”;并非是作者的游兴已尽，实在是触景生情，忧伤
之至，不能不赶快离开这儿了。从这层意思上，可以看出作
者借山水求解脱而又最终无法解脱的深沉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