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学生读党史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我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
累和分享。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
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学生读党史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我读了一本讽刺小说，那就是在清代远近闻名的《儒
林外史》。

在《儒林外史》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吝啬鬼—严监生。他是
一个胆小而有钱的人。他最令人深刻的那件事就是严监生疾
终正寝。这件事充分表现严监生吝啬，爱钱如命，我觉得这
样的人不值得我们去学习。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学会大方，
如果不大方，下场就是与严监生一样。而严监生的另外一件
事——悼念亡妻中知道，严监生吝啬到连给亲人花一点钱都
不肯，充分得体现出严监生爱钱如命。而《儒林外史》开篇
词中一个生于乡村的王冕，因家里没钱，就去放牛。但他喜
欢读书，所以每天赚的钱都去买书看。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成了县内的名人，许多人聘他做官，他都不接受，他逃到山
中，过着隐居的生活。说明他讨厌做官的昏晦的生活。

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官员
为了钱与权力，不顾人民利益，而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最终与严监生的下场一样。这些现实的事情告诉我们做人不
能贪小便宜，要大方，不能爱钱如命。

《儒林外史》教会了我要大方，不能贪小便宜。



中学生读党史心得体会篇二

李世民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
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利用假期我读了《儒
林外史》。《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章回
体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六回，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
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
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

青年作家贾飞评价《儒林外史》：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升官发
财的一本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出在封建体制下，知识分子、
乡绅等扭曲的灵魂，同时也控诉科举对人们的毒害。书中开
头出现王冕，有王冕勤奋自学画荷花的'故事，和不愿卖画给
官员的洁身自好。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
他们全是没有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民百姓。
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
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

而我认为《儒林外史》给人一种意境美，对雨后荷花的描写
深入人心，运用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使人物的形象立体、
生动、丰满。随着文化的高速发展，假论文、假作者和版权
纠纷等等问题屡见弊端。此书中也透露出现代文化发展的雏
形，二十一回中牛浦郎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别人的号出书。
如今假广告、假产品害人不浅。封建社会中一些江湖骗子，
如何使用伎俩骗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中有着精彩的描
述，马二先生在祠门口遇到了骗子。骗子一出场给人的印象
就不一般，从外表打扮上就迷惑人，接着骗子又从一些侧面，
假造自己不一般，让人更加容易相信。对于理财严监生与杜
少卿也不同，严监生拥有百万资产却分分计较，弥留之时还
顾虑着两茎灯草;杜少卿挥金如土，全然不在乎金钱上的分毫。

读史可以明鉴，可以让你了解历史的兴衰，可以知道该怎样
做才能使自己立足于社会。以历史来告诫自己、鞭策自己，
使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同时这还可以陶冶我们的



情操，增长我们的见识，丰富我们的学识，让我们成为一个
更加完善的人。一起来读史吧!

中学生读党史心得体会篇三

《儒林外史》跻身世界文学之林的杰作，由于吴敬梓的《儒
林外史》是讽刺当时的八股分子和官僚及封建社会，添加了
一些正反面人物进行对比。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儒林外
史读后感初三5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
写文参考！

《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
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
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败
事态。至今仍十分具有警世意义。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
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
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
《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
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必须看法。鲁迅先生曾
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主义文学的
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
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此刻的中国。此刻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
一般；此刻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
以人民为本的国家；此刻的中国更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
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不正之
风，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察，环境
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儒林外史》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却又令人含泪去
笑的人物形象，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儒林群丑图，又写下了
文运衰落、文人有厄的痛史，而在这众多的人物中，匡超人
的形象别具意义。

匡超人是作者笔下的一个否定性人物，然而其实匡超人以前
并不是这样。少年时期的匡超人手脚勤快，心地善良，事亲
孝顺，漂泊在外时牵挂父亲，在兄长面前也很谦卑，懂得细
心照料卧病在床的老父。然而渐渐地他却再也不是原先的自
我：中了秀才后的势利;狠心逼妻回乡;潘三被捕后的翻脸无
情;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的吹牛撒谎等等。其实在作者客观
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匡超人，他以前的善
良朴实令人欣赏，而他的堕落则既令人惋惜又令人憎恶。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匡超人发生了改变?

其实，匡超人人物性格的构成、他的变质，一方面是社会原
因，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这种杯具的是封建的社会制度，
作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及势力的
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因素。对"功名富贵"的追
求是匡超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当尽孝与科举功名道路之间只
能选择一个时，匡超人选择的是后者。此时的他已初露势利
之心。

总之，匡超人自身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构成了匡超人这
个典型人物。他的变质堕落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杯具，并且更
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更是全社会、全时代的杯具。

暑假里，我读了清朝文学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是一
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在书中，他为我们展示
了各种人物，他们身份不一致，社会地位不一，有吃祖宗饭
的严贡生，有被科举考试逼疯的范进，也有不与封建社会同



流合污的“四大奇人”，如才华横溢的王冕、会写诗词的裁
缝荆元等。

我最敬佩书中的沈琼枝。她是一位教书人的女儿，是一个有
见识、做事大胆的人。在她被骗做盐商小妾时，她不卑不亢、
沉着冷静，把他家里的金银器皿、珠宝首饰等打成包裹，买
通丫环，偷偷逃跑了。她逃到南京，以卖文为生。其实在封
建时代，妇女在社会上是很难依靠自己立足的，但沈琼枝坚
信做人贵在自强自立，她不贪恋盐商的奢华生活，大胆出逃，
靠自己的双手生活，走上了自力更生之路。

在生活中，只有自强自立才能自尊自爱，如果依附于他人而
生活，看似占了便宜，无忧无虑，却是前景堪忧。当今社会
上有不少“富二代”“巨婴”，他们坦然享受着家庭作文的
优越生活，一旦“大厦倾”，他们将何去何从。比如刘思琦，
这姑娘的行为真令人无语。2017年，她作为“青春的痛点”
城市主人公，参加芒果tv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变形计》的
录制，她的故事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直呼“编剧编得太
假”，然而她的故事却是真实的。她看上去和普通的16岁小
女生差不多，很开朗很爱笑也挺喜欢打扮，但是在家人的眼
中，她却是个“小恶魔”。怎么说呢，她可以用“生活不能
自理”来概括，要家人喂饭、穿裤子、卷裤脚等，且花钱任
性无度。

此类靠吃祖宗饭的人，未来如何靠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立足?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
较好，但这自强自立的精神一定要传承下来，它会引导你在
社会上站稳脚跟、紧随社会发展的步伐。现在的社会拒
绝“巨婴”和“富二代”，提倡“少年强，则国强”，需要
的是自强自立的青少年，所以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从自我做
起，为将来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人而努力。



中学生读党史心得体会篇四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我从中学会了一种对待人生的态
度。“我们之所以看到宇宙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如果他不
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去观察它。”从书中，我感
悟到的是那颗对科学执着严谨的心，那颗对一切充满好奇的
心，那颗刨根问底的心。科学家们的不懈追求，为的是人类
科学文明的进步，特别是对于外太空的探索，从不曾止步。
所以读罢此书，我更感受到的即是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

一本好书不仅能教给别人知识，更主要的是能让读者有所思
有所感，《时间简史》就是这样一本好书。而我更是被作者
霍金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的生平是非常富有传奇性的：
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贡献对于人类的观
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贡献竟然是在他之久被卢伽雷
病禁锢在轮椅上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空前的。

中学生读党史心得体会篇五

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
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
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这本书的意
图清晰，人物刻画的深动形象，无不显示出了他们最深处的
黑暗心情。就如王冕弃官隐居，匡超人的背弃遗训混官场，
周进对于仕途的情有独钟，范进中举等等。

王冕是个农民出身的放牛娃，他凭借聪明好学，但他从未踏
入仕途，不被功名利禄所烦恼，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孝
敬母亲自食其力，当他得知朝廷要他做官时，他逃进了会稽
山隐居，因为他知道任何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出身，一旦身
登官位就身不由己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活动，只能做一
名没有灵魂的奴才了。他最终成了一个磊落潇洒的人。

这个故事就非常显而意见讽刺了当时封建的社会黑暗气氛，



做官就没了灵魂，变成了会动的行尸走肉，这里的许多故事
讲述了清朝科举制度腐败、八股文考试弊端百出，可以请人
代考，可以行贿，可以冒名顶替，书中也有这样的描写。

这本书，直接暗示了清朝要灭亡的局势，在文字狱的锁定下，
吴敬梓仍然发表了这本书，相信这本书会流传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