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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文案的收获和体会篇一

姜云峰

花了两个多月时间看完《三国演义》，看之时觉得这次一定
要写篇大读后感，但提笔之时，又不知从何着笔，思来想去，
觉得只能找个人物写写算了，但大人物写不起，小人物又知
之甚少，看来就挑个不大不小的“五虎上将”之外的魏延小
作评议。

打从小看电视，就会分个敌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也是，
总是站在刘备、诸葛亮一边，打仗都看他们赢，刘备的人最
讲义气，但后来出了个叛徒，真是厌恶死了。但今天又看
《三国》，却找回了另一种认识，似乎不再厌恶这个叛徒了，
都少还有点同情与抱怨。在三国里，魏延也是一个讲义气、
识时务的英雄。想当年刘备携民渡江投奔襄阳，刘琮拒不开
门，是魏延挺身而出大喝一声：“刘使君乃仁义之人，今为
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并砍死守门将士，要放刘备进城
来。因文聘杀出阻拦，且刘备和诸葛亮并不领情，没有进城，
魏延只好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后关公战长沙，与长沙守
将老黄忠大战几百回合不分胜负，两人顿有惺惺相惜之意。
韩玄欲以外通内连之罪处死黄忠。在关键时刻，还是魏延挺
身而出，叱责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然后一刀砍下韩玄
的人头，投拜关羽。可见魏延对刘备的耿耿忠心是百折不挠
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功之臣，诸葛亮却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



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
不义也。还想当然地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所以
要绝后患。最后还是刘备出来打圆场，救了魏延。但诸葛亮
对魏延的偏见却影响了魏延一生的前途。

魏延在诸葛亮麾下奋勇杀敌，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诸葛亮
取了西川，论功行赏时，连归顺不久的.马超也被封为“五虎
上将”之一，而和黄忠一样资格的魏延，却被排斥在“五虎
上将”之外。这就大大地伤了魏延的心。

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魏延出了一个主意：取道褒中，以奇兵
出子午谷袭击长安，一举定秦川。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而
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如果诸葛亮能够采取和修正魏延的建议，
以主力出陈仓或斜谷，以一部出陇右牵制魏军西援，以奇兵
出子午谷袭长安，是能够一举定秦川的。但诸葛亮却过于谨
慎，坚持所谓“十全必克而无虞”之道，坐失良机。反过来
还讥讽魏延：“你以为中原就没有比你聪明的人才？倘若有
人在山中埋伏截击，管叫你有去无回！”结果诸葛亮还是倾
举国之兵走陇右大道正面攻击，六出祁山，无功而返，自己
也累死于征战途中。

诸葛亮在五丈原交代后事时，托付杨仪主持全局工作，将兵
法传与姜维。此时他仍不忘提防魏延，交代杨仪当魏延闹情
绪时可相机处死他。而魏延这边正气鼓鼓的：论资格，他最
老；论功劳，他最大；论文谋武略，他不输杨仪、姜维，而
到头来这把年纪，还得听小辈调遣。魏延心理不平衡就作出
失常的举动：放火烧了蜀军回撤的栈道，扬言要擒杀杨仪。
最后还是杨仪和马岱合力斩了魏延。

魏延的结局跟他自己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诸葛亮的
用人也占有较大的因素，自魏延投靠之时，诸葛亮就认定此
人必有反骨，所以后来无论魏延怎样冲锋陷阵、屡立战功，
却始终没能改变诸葛亮对他的看法，甚至是在魏延出的某些
主意上，诸葛亮还心存疑惑和偏见。诸葛亮晚年，不管是在



打仗还是用人还是有些不是很英明的举措，有点可惜，但魏
延更可惜。

借此机会祝愿所有群友及家人：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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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贫穷、富有、美丽、丑陋、聪明或是木讷。在你的背
后，总是有一双饱含爱的眸，时刻看着你，他的目光串在一
起，筑成了一架可以延伸到梦想的云梯。

——题记

那是一双怎样的眸?陌生而又熟识，朦胧却也清晰。但我相信，
世界上任何伟大的语言，都不足以去形容它。因为它代表了
一个丈夫的自立;一个父亲的自强;一个男人的自尊!

琴声悠悠，星眸炯炯。那个男人用轻抖的手，肆意的拉着一
首欢快的曲，星眸中尽是难掩的不安和喜悦。“呱”，伴随
着一声婴儿的哭声，他的爱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荣升为
了一个父亲，并深深地为此骄傲。他们为儿子取名为舟舟，
希望儿子的生命像一叶小舟，平平安安地访问人世的港湾。
在他的心里，儿子代表了黎明，代表了希望，是他生命无尽
的延续!

琴声铮铮，鹰眸黯黯。那个丈夫用一双青筋毕露的手，仿佛
拉锯般扯出了一首深沉的曲。儿子生病了，原以为是发烧，
但医生告诉他，儿子是一个缺少染色体的先天愚型儿，换而



言之，他可爱的儿子，是个傻子。绝望的妻，承受不住打击，
抱着儿子去自杀。当海水漫过腰际，儿子犹如洪钟般响亮的
哭声，划破了天际，似诉说着他的不甘，也砸碎了他们的心!
他用一个男人无谓的执着，接纳了这个“傻”儿子。由于生
病的原因，儿子的智商不到正常人的30%，就连长相也与同龄
孩子有所差异。所以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受尽了无知
者地欺凌和嘲笑。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让我心疼。寒风萧瑟的芦苇丛中，
有一个蜷缩的小小身影，浑身赤裸，用他那单纯的大眼睛，
盯着这个肮脏的世界，不明所以!那一句：“他是个傻子，你
们也是傻子吗?”令我顿时泪如雨下，这句话道尽了一个残疾
人父亲的百般无奈和落寂心酸。舟舟这个犹如天使般可爱的
孩子，他会用手轻抚着母亲的发，认真的梳理着;他会为父亲
打开房门，连声说：“爸爸，请进。”;他会对自己爱的人说：
“我喜欢你”。但还是有一些自认为聪明，实则愚蠢无比的
人对她的孩子说：“你怎么能跟傻子玩?和傻子玩，你也会变
成傻子”!所以舟舟的生命中没有朋友，他的玩伴，是他的妹
妹，那个从出生就注定要照顾他一生的妹妹。

琴声扬扬，明眸灼灼。那个父亲用已然发皱的手，轻盈地演
奏着一首悠扬的曲，明眸中满是藏不住的骄傲。时光荏苒，
庸人已去。由于没有人照顾舟舟，所以，这位父亲总是在上
班时，把舟舟带到剧院去。在音乐的殿堂中，舟舟就像一株
无人注意的植物，疯狂的生长着。音乐进入了他的生命，在
音乐中他总是沉默的，他的沉默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时间孕
育了天才，也见证了天才。在乐队一次偶然的演奏中，舟舟
的指挥，被一位记者看到，并拍录了下来。从此，“模仿天
才指挥家”“无师自通音乐家”“世界上不识谱的音乐大
师”等称号，伴随着他。他娴熟、优雅、饱含激情的指挥，
征服了世人。但他的母亲，却因为患了癌症，而逝世!那位可
怜的母亲，在弥留之际，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这个傻儿子!
真可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岁月逝去不会轮回，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舟舟是一个
奇迹，一个用爱创造的奇迹。他让我懂得，爱可以改变命运;
让我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舞台，心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只要你怀着对抗生命的勇气。现在的舟舟，在世人的
眼中定然是风光无限，或许，仅有那海边的芦苇和海上长鸣
的汽笛，见证了，这一叶小舟黯然的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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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悄悄跟我诉苦：我到底该怎么写啊，写了那么多遍都过不
了，眼看领导要求交付的时间又要到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领导怎么那么苛刻啊。

其实不只是通知，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很多类似情况，包
括邮件、申请、和同事的交流信息等等，写的内容，不能让
对方满意，或是对方不理解，又需要多次的沟通，还有可能
失去对方的信任。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没
有考虑写作的逻辑，总是以自己的思维在写，甚至就像平时



聊天一样，想到什么写什么。书面和语言的表达，其实还是
有很大差别的。书面的表达，要记住这条规律：为什么写，
写什么，怎么写，只有按照这个思路，才能让自己写的内容
被对方接受。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自己写的文案高效呢？

日本作家嶋田毅写的《商务文案写作》这本书，专门针对在
职场想要提高商务写作能力的人，解答了不知道怎么写、写
什么、写不出精练的文章、无法高效写出文章，不会改善文
章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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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了一个小时，我就看完了整本书。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童话。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

修伯里遇到小王子的时候，小王子请求他为他画一只绵羊。
可是他画出来的绵羊总是让小王子不满意。最后他画了一个
盒子，他告诉小王子，绵羊就在盒子里。小王子很高兴，他
说：“这正是我想要的，看到了吗，羊在里面睡着了。”

也许一万个大人都会说他画的只是一个盒子，可是小王子却
看到盒子里，一只健康快乐的绵羊在睡觉。

小时候的我们，就像小王子一样单纯，开心就笑，不开心就
哭，不必隐忍自己的感情。因为一颗糖果就开心，因为弄脏
裙子就哭泣。

曾经在我们的世界里，太阳可以是蓝色的，花儿可以唱歌，
小动物可以和我们打招呼，只要我们愿意，什么都是可以的。



等爱的狐狸

小王子遇到了一只狐狸，伤心的小王子邀请狐狸和它一起玩。
狐狸拒绝了，狐狸说他需要被“驯养”。

狐狸说：“你不过是个小男孩，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小男孩
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同样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不过
是只狐狸，和其他千万只狐狸一样。然而，如果你驯养我，
我们就将彼此需要，对我而言，你将是宇宙的唯一的了;我对
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离开的时候，狐狸送给小王子一句话：用心灵才能看清事物
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到的。因为你把时间
投注在你的玫瑰花上，所以她才会如此重要。

文案的收获和体会篇五

――题记

书的封面是土一般坚实质扑的黄色，上面印着四个刚劲有力
的毛笔字――民间艺术，这本书看似平淡无奇，但字里行间
都洋溢着一种别样的诗情画意。

这是一部散发着乡土气息和草根芳香，全面介绍余杭民间艺
术的书。翻阅这本图文并茂、绚丽多彩的书，余杭滚灯、高
头竹马、五常掌灯……数不胜数，犹如进入一个迷人的艺术
宫殿，让人觉得亲切，让人陶醉，使人留恋。

我家就在余杭仁和，这里有个造好新房子要“上梁”的习俗。
所谓“上梁”，就是在新房子造好之后，选个黄道吉日，邀
请所有的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同喝酒吃饭，见证、庆贺新房
落成，并且，还要在当天补上房顶最后一根大梁。据说这样
新房才会牢固，全家幸福安康。



这不禁令我想起了自己家上梁大吉的日子。记得三年前，我
还在上三年级，我们家就选在了那年的五月一日“上梁”。
那两天我正好放假，一早，就见姑妈、姑父挑着一担担“宝
物”来到我们家。这些“宝物”可都出自姑妈之手，是用糯
米粉揉成团后做成的。其中，“聚宝盆”最耀眼，那是一个
金光闪闪的小鼎，非常漂亮，鼎上插着五颜六色、展翅高飞
的小鸟，还有一盆盆五颜六色的糯米“元宝”，每个都捏得
小巧玲珑，很是可爱，看着它们，我不禁垂涎三尺，好想拿
几颗尝尝，但姑妈说，要完整地展示展示，不能先吃，上梁
过后要隔壁邻居分着吃的，我只能忍忍了。说着，姑父又搬
来了两盆象征着节节高的翠绿的竹子。

中午时分，宾客们越来越多，每每进门，看到那一盆盆惟妙
惟肖的“元宝”，都赞不绝口，这可都是我心灵手巧的姑妈
的'功劳。正午快到了，爸爸妈妈把案桌、“元宝”们陆续搬
到了顶层，我也是个积极的小助手，上蹿下跳地帮忙。

一晃三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还是觉得格外有趣。这就是民
间艺术的魅力，是我国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
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积累的具有独特民族
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宝贵财富。这些民间艺术或历史悠久、世
代相传；或特色鲜明、令人难忘。每一位手艺人，每一位工
匠、每一滴汗水、每一点心血，汇聚成了这宏伟壮丽的历史
文化。走在艺术的长廊上，看着每一位创始人的脸庞，看着
一项项民间艺术，看着大大小小的人拍手欢笑，我感到由衷
地自豪。

艺术，需要传承。如今，民间艺术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已经越
来越重要，对于他们来说，这早已不再是一项技艺，更是一
种先辈情怀，一种回忆过去的方式，一颗早已深深扎在心底
的种子。民间艺术，需要由我们共同传承，延续，让这颗传
承的种子在我们心中发芽、生长，成为人们心中一道永恒的
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