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优质7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一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丽，像是光芒撕裂开一大片黑压压的
阴霾，然后无数白光瞬间涌进来，照亮一整个世界。

一个从小生活在富足家庭里的庄园主的女儿，一个心里只想
着舞会、郊游、围着她转的崇拜者的小姐，因为一张战争，
将一切一切美好的梦境举到头顶，然后重重砸到地上，碎了
一地的过去。几乎所有柔弱的南方男子，扛起了以前只用来
狩猎的刀枪，毅然冲上了前线，开始了长达多年的——美国
南北战争。

1864年夏天，北军直逼亚特兰大，身在亚特兰大的斯佳丽不
得不被迫逃出被北军包围的城市，带着怀孕的梅勒妮回到塔
拉老家去。她听见炮火在破旧的马车旁边炸开，熊熊烈火似
要吞噬全部，恐惧从后脊梁蔓延到发根，她的心里只有一个
念头：逃！1865年4月，南方邦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几乎所
有南方人都在为他们的失败而悲愤。而在斯佳丽的心里，更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住塔拉庄园。

一个瘦弱的女子，肩上担负着整个庄园大大小小的事务。最
敬爱的母亲因瘟疫而死，不久后终日守在台阶上盼母亲回来
的父亲也一并跟随而去。单调乏味的玉米面取代了可口的甜
点美食，本应拿着羽扇的双手被镰刀磨得粗砺不堪。她摒弃
了贵族小姐的娇气和风度，传统淑女应有的礼节和矜持，不



顾外界社会对她的指指点点，冲破一切枷锁，只是为了守护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人究竟能承受多大的打击？答案是无尽的。一个人如果有信
念，无论身上压的是多大的巨石，仍够可以要紧牙关，撑起
一方小小的天地。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生活在那样一种对
女性设有条条框框的时代，面对外界的舆论和被敌军践踏后
的一个家，是否能像斯佳丽那样，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她
告诉我，困难面前要坚强，也只能坚强，把血吞进肚里去，
把泪水擦干，然后朝着光明的地方走去。

独立，自主。这是父母亲常常对我失望的地方。这个社会有
太多太多阴暗面，只有勇敢坚毅地去面对一切未知的将来，
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立足。有人告诉我，
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没有对女性的歧视，没有拘束，
任何事情都取决于自己。

一道光刺破了瞳孔，那是追求自由的光，洒在那条名为人生
的道路上。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二

对于成长于文化断层年代的我们，胡适先生似乎只是历史的
一个符号，他曾经走在文字改革的先端，是新文化运动的倡
导者等，由于种种原因，难得看到胡先生的文字，对于他的
了解多来自片段性的.轶事或宏大感受。近日于南图觅得一本
《胡适的声音》，虽然只是一册不同时期的演讲集，但也足
以窥见胡先生博大精深学养的沧海一粟。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胡适的声音》一书的卷首语，
这是胡先生一生主张并奉行的人生格言，由此看来，不论在
什么语境下先生都会是一个"大右派"。作为一个有深厚旧学
背景，在完善的西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者，胡先生在文学、



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他的文字晓畅明白，朴实自然，没
有精英意识，即使现在阅读也有极强亲近感，很符合他倡导
的白话文应该是"活"的文字。

书中涉猎的领域与年代跨度很大，从"五四"时期到五十年代，
几乎收录了胡先生一生中不同时期的各种演讲内容，让我们
看到胡先生历经学者到官员(驻美大使)直至"中央研究院"院
长等不同角色转化中为人，治学的态度，可以充分体现他毕
生倡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
法以及"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的为人之道。

对书中感触颇深的是一篇对"五四"事件的回顾演讲稿，具体
而详尽的过程描述让我们身临其境。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
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
界空前之大变动"。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
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
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他明确表达了：对抗争政府的同
情与对运动方式的拒斥。胡先生作为独立知识分子，一贯坚
持以自己的方式"宁鸣而生"。

另一篇极具特色的演讲稿是关于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从中国
哲学史的角度系统讲述了佛教在中国成长发展的过程。胡先
生关于禅宗发展史的研究考证翔实，表述客观风趣。胡先生
本人没有宗教信仰，他的佛教研究完全从学问的视野进入。
胡先生的禅宗研究源于他编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他
离世只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禅宗史是研究的不足
之处，他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弥补。胡先生对禅宗史下过很
多功夫，颇有心得，在研究的基础上专门为影响很大，成为
一代宗师却不识字的六祖慧能的弟子，作了一部《神会与尚
传》;晚年，又花很多时间去考证《虚云与尚年谱》。虽然禅
宗史只是胡先生治学一隅，但严谨的态度足以描述中国佛教
发展的历史，他的研究甚至曾引发日本禅宗学者铃木大拙与
他的一翻论战。胡先生对于禅宗史的研究体现了他在治学中



的"不默而死"。

多看看胡先生的研究，会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
交融，感受到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用独立、理性、责任、
正见、负责的言论来发表个人思考的行为特点。

如何深入的探寻与认同自己的文化，如何以独立知识分子的
思维来"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我们需要一生探寻的问题。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三

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事物的本质要用心灵才能看
的见。正是因为小王子为她付出的时间，使得他的玫瑰是独
一无二的，是最重要的。

因为小王子为她浇水，给她盖过玻璃罩，为她消灭过毛毛虫。
因为小王子倾听她的沉默。因为她是小王子的玫瑰。所以小
王子觉得她比所有玫瑰加起来都重要。虽然寻常的路人认为
她和其他玫瑰差不多，但在小王子心中是最宝贵的。

之所以他的玫瑰花在他心里如此宝贵，是因为玫瑰被他“驯
化”了。我不禁想起了那盆植物。我已经把它“驯化”了，
可我没有对它负责到底：原先，时不时就去浇浇水，晒太阳，
到了最后，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有一天，猛然间发现叶子
已经枯黄，还有些黑点，仿佛它在伤心流泪。过了不久，我
又养了盆植物，我每天去照顾它，后来，它越长越茂盛，一
阵风拂过，叶条随风摆动，那长长的柔软的枝叶好似一位亭
亭玉立的少女，我望着那婀娜的舞姿，不禁抿嘴笑了。

后来，看了《小王子》后明白了：如果你“驯化”了东西，
那你必须要负责到底，不然它就只是普普通通的，和其他成
千上万的同类一样，没什么不同。

但你“驯化”了它的话，那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同类



虽然很好，但也很空虚，更不会有人为它们去死。

我们一旦“驯化”了东西，就应该负责到底，像交一个朋友
一样，竭尽全力去浇灌它，去关怀它，去保护它。让它快乐、
安心、自在地成长。不然它就只有普普通通的，那么空虚，
那么平凡。

对待已经被自己“驯化”的东西认认真真地负责到底，不要
当做普通的事物对待，因为它是你的独一无二!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四

这几天空闲读了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刚开始仅
仅把它当成心灵鸡汤类型的书。打算就这样翻翻就得了，但
是实际上看完以后发现确实是一本好书。

作者首先讲了问什么要非暴力沟通，作者早年生活在南非，
在那个年代，他被白人当成黑人，而黑人又把他当成白人，
因此两头受欺负。后来作者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也没有因此
受到公平的待遇，他经常会被美国人当成犹太人，也会因此
经常挨打。他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力事件，多人
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这让作者明白原来暴力并不能解决任何
问题，只能让问题严重。

《非暴力沟通》还说明了非暴力沟通的意义。作者在书中的
一段话概括了它的意义：虽然我称非暴力沟通为“沟通方
式”，但它不只是沟通方式。它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提醒，
使我们专注于更可能满足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我们仔细观
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清楚地说出观察结果。非暴力沟通并
不要求我们保持完全客观而不作任何评论，它只强调区分观
察和评论的重要性。将评论和观察混为一谈，人们将倾向于
听到批评，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



读了这本书，我知道非暴力沟通的主要点是表达，比如表达
观察结构，表达感受，表达需求，表达感受，表达请求。做
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真实需求来处理，一切以需求
为中心。

总之，读了这本书我的感受是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学会沟通和
表达。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五

道德经并非是一部讲为人处世等礼节之书，而是哲学角度的
人生教诲之典籍。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孝等
方面行为准则可以说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提出的一套对
当时社会秩序有益处的对人的一种规范，理应是在现实生活中
（主要是在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对往昔以追忆，可以说
是有前车之鉴，是对西周时期的统治思想的一种发展，一种
延续。反观老子，其主要是从大千世界中去寻找、去体会，
进而来对人生进行一些教诲。相对于儒家来说是把自然之利
与世间之利相互契合，而不似儒家是以人之利来看待自然之
利。儒家观点沉重而肃穆，庄严以施威；道家之理清然而深
邃，自在悠然。

当代之人看待古之事件皆以今之观点析之，纵使自觉客观亦
不能处当事人之境会之，今之窠臼仍将作用之。道，似一种
规律，然亦非也。以心灵会之，口不能道焉，故老子曰“道
可道，非常道”。大千世界孕育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孕育出
万般规则，我们所能知道且能道明的道理是自然产生
的“有”，是一种载体，或亦即是规律，（规律非道），天、
地、人皆归其道，汇入总道，“四域”是道的载体，人亦是
各道载体的产物，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大道“恍兮惚兮”，如何辩道？尺度若何？何以明己
所为合于道？拙见见之曰“旁观，反见之”。道德一经，以
道开始，有无相交，阴阳相合，盈虚之理，谓之辩证。以旁



观者的心态来看自己行为之结果，先觉之！以水类比，即可
见准绳。“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
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这是自省，即
是辩证的理性。

道乃德之本，然本书内容之先后亦有不同。一曰:道德经；一
曰：德道经。德乃道之中枢，是得“道”之征兆。故可产生
两种疑问:是否德先盈而后得道？亦或是先体道而后知德？盲
目寻求道，则会时刻疑其德；可以追求德，亦会陷入不同伪
道。，此乎难！个人有个道，孰乐恭他而弃己？何为正道，
亦会纷争不断？此又违背“绝圣弃智”，恐此乃老子亦在愁
困之处也。

然，不论如何，老子思想乃又一璀璨之星也，尚有借鉴之处，
恐日后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六

据说金庸受大仲马影响颇深。我一直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
后来看到大仲马作品的时候自然感到相当亲切。金庸的很多
武侠小说都是历史与虚构结合，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参与到那
些野史轶闻、风流韵事中去，又显得如此自然生动，使人忍
不住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三剑客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文盲，我对欧洲历史一无所知，对书中表现的当年
的某些价值观也无法赞同，但是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有趣，
小说能做到这点大概就算成功了吧。据说大仲马的作品一直
被批低俗，三剑客估计也逃不了这个帽子，不过它依然是一
部有趣的作品，而且流传至今，这就够了，更何况它采用的
手法如此经典实用。

关于《二十年后》和《布拉热洛纳子爵》



我是看评论才知道居然还有这两部后续，貌似很难找的样子，
大概查了查简介。算了还是不看了，我无法忍受那样的结局。

我希望故事能停留在最好的时候，他们都报了仇，升官发财
当教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读书笔记摘抄及心得体会篇七

在生活中我用过的《三字经》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
习礼仪。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
闻。知某数，识某文。在学校里我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向
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点，同时也爱护小同学，
在家我孝敬父母，有了好吃的东西，我总是先给爸爸、妈妈
尝后我在吃。

我知道一个人从小要学习做人道理，首先做到孝敬父母，恭
敬兄长、友爱弟妹，因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德行，其次就是
学习看到的和听到的知识，学习数学语文等各种文化知识，
这样才能奠定好做人和求学的基础。

而“读史者，考实录; 通古今，若亲目。”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聪明加勤奋才能成为有学问的人。妈妈告诉我，聪明是
天生的，是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但是勤奋是需要每个人自己
去创造的。所谓勤奋，就是要不怕困难，不怕吃苦，按老师
和父母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我平时做得还很不够，今后我
要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好学生、好干部。

读完《三字经》的变化：

语言上,表达事情不罗嗦了，语言简练了。表达能力强了。与
人交往上：和小朋友一起玩儿时。知道谦让。

总而言之：浅意识的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