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优秀9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
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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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江南的高温天悄然而至。街上行人似乎少了些，连楼下乘凉
的居民们也不见了踪影。在盛夏的午后，翻开《我与地坛》，
去寻一处清凉。

深蓝色的封面，给人以心旷神怡。手指触摸着封面上微微凸
起的书名，觉出它对往事的述说。

书中讲述着史老先生的人生旅途。刚开篇，就出现了一座废
弃的古园。这座古园历尽四百余年的沧桑，注视着史老先生
的成长。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领
悟，对未来的期待。

史老先生的青年时期，因为一场病，双腿残疾。正值人生最
美好的时光，史老先生却失去走路的机会，换作任何一个人
都会有抱怨，有不甘心，有失魂落魄。这样的时期，我们需
要独处。于是史老先生找了一个宁静的去处，独自思考。正
如他所说：“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
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他在这个僻静的地方静静思考各种
事情。

一开始，他觉得整日呆在这样的地方是逃避，是为了把自己
的世界与外界隔绝。他在这里一连几年，看书、写作，确实
好受一些。渐渐地他会一连好几小时地想关于死亡的事。终
于，他弄明白了，一个人的出生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而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则是不必急于求成的事，那
一天迟早会到来。除了生与死，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所以，史老先生用了一生去诠释“如何活”。从双腿残疾到
住院治疗、与死神垂死挣扎再到母亲的离世，最后他开始追
逐梦想。他理解了“生与死”之后，便从病的阴影里走出来，
活出了一片色彩。

他一生的经历归结为四个字“零度生命”，这就是他这一生
精彩所在。生命本无意义，从零开始。但生命的到来并非平
白无故，生命以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要求意义。我们应
该活出意义，有意义的生命才有色彩。生命的开端确为零度，
在生命中也常有零度。每前行一段，我们需要回头看看，是
否偏离了梦想的轨迹。这样的每一次回头就是走回生命的起
点，重新看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走。正如一叶孤舟在浩瀚
无边的大海上行驶，漫漫长路，我们需要指南针的指引，一
旦迷失方向，将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在人生路上，每一次
零度的重温就是航海的指南针。即使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很渺
小，但每一次重回零度后再继续前进，就将离目标更近一步。

这是史老先生的人生。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感悟，这就是他
生命意义的体现。

每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历史上，成吉思汗的统一女真，
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康熙、乾隆的“康乾盛世”;当今社会，
最美妈妈吴菊萍的见义勇为，最美司机吴斌的恪尽职守，最
美乡村教师吉思妞的无私奉献。甚至是植物、动物。每一草，
每一木都为了生命的色彩而存在。毋庸置疑的是，每一个生
命都从零点开始，又在无数次的回归零度中升华，去体现它
的意义，描绘它的色彩。

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辰，
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我们——平凡人，没错，但
再渺小的生命也有它的意义。



唯一不变的，是“回归零度”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为什么在真正失去后才会懂得母亲的辛劳？为什么不抓住当
时的美好？为什么在无法挽回后才会尝试思考？作者史铁生
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痛悔，他的自责，难道我们要重蹈覆辙？
我的答案是“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现在的美好。我们要珍惜母爱，回报
母爱！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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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
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
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谣
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



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玟蓦。比如
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匾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
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
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
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
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
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
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
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她问我：
“你母亲还好吗?”

“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
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
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
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
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
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
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
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
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我已经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史铁生的，印象中初中
的课本上就有一篇《我与地坛》。那时候读不懂，但由于是
课文，不懂也要装懂。

后来偶然间心血来潮，开始读他的文，才发现原来，他的文
字是那么地深刻。

其实高一的时候，语文老师曾跟我们讲过，她有一个学生，



在xxxx年元旦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她，电话里哭着
说，：“他死了。他死了。”老师也慌了，连忙安慰她。后
来才知道，他，是史铁生。

当时我就在想，是怎样一种情感，能够对一个可以说是毫无
关系的作者的离世这么心痛。不过那时也就想想，并没有去
探知。高二的时候，买了这本《我与地坛》。读着读着，越
发地爱不释手。我也才开始有点点体会，那时候那个学生内
心的不舍和悲伤。谁说和他毫无关系呢，明明我们都曾受到
命运的折磨，有过相同的感受，灵魂里有着关联。

有时候，看到书里的某些句子，也会不知觉地湿了眼眶。里
面有写他从健康到生病的过程，有着他对生死的思考，也有
着他与母亲之间的情感流淌。有时细腻悠长（如我与地坛，
墙下短记），有时豪迈乐观（如我的梦想），有时透露着一
种无奈感叹（我二十一岁那年，想念地坛），但更多是有着
一股坚忍不拔的劲儿充斥其中（好运设计）。我与地坛读后
感在我对铁生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时候，我突然有些懊恼。
为什么没能早一点，在他还在的时候去读他，分享一点点他
的喜怒哀乐。可是转念一想，我又感觉有些庆幸，还好我当
时没有想要去理解。因为就当时的我不一定能对他的文章感
兴趣，或许稍微看一下就弃之一旁，更加错失了了解他的机
会。

“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也挺好
的。’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
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暗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
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
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
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
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
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
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
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



脑海中一位开明坚强的慈母形象高高耸立着，也突然想到每
次我出去玩的时候，我的母亲也是像这样地担心着我。怪不
得我晚回来的时候她会那样地生气又开心。

“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
很久，迷迷糊糊地，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
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到一点儿安慰，睁
开眼睛，看见风从树林里穿过。”看到这里我的眼眶红了，
是一种从内心的敬佩和心疼。敬佩一位母亲的伟大，心疼她
承受的苦痛。但我想她应该是幸福的，如果她能知道铁生已
然如此坦荡和从容，面对命运的不公。

墙下短记中，有一段话让我觉得铁生对生活的感悟很是通透。
“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它们
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尔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
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它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
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
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
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
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
了它，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
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个中
滋味，有过经历的能懂。

在好运设计里面，铁生设计了一段他认为的，想要的.美好的
人生。“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
身体。”然后你降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你的父母
都很疼爱你，但有并不限制你的自由。你可以很好享受童年
的乐趣，不必急于学习各式各样的辅导班，但你要接受文化
的熏陶。上苍赐你不屈不尽的创造情怀，你可以尽情感受自
然，感受生命。然后你又有一份美好的姻缘。但是这样幸运
的人生是不可能的，也显得过于单调，有所欠缺。所以他由
加了一些痛苦，但笨，丑，无知，狡猾等等都不符合。但如
果你生了一场有期的大病，在你绝望的时候，突然有了转机，



然后你开始祈祷，你也会慢慢发觉，之前的苦难都没关系，
你将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劫难
之后失而复得，现在的你才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了。苦尽甘
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但是铁生也并不是总是那么乐观睿智的，在他年轻的时候就
被告知很有可能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时，他也是痛苦了
好长一段时间的，“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
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后来慢慢的明白了，
看透了，但是命运却没有就此松手。

白岩松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
大哥，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四肢健全、可以随意奔跑
的时候，常抱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糟糕。有一天，突然瘫痪
了，坐在了轮椅上，这时候，抱怨自己怎么坐在了轮椅上，
于是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这时才知道那个
时候多么阳光灿烂。又过了几年，坐不踏实了，长褥疮，各
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突然开始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地坐
在轮椅上的时光，那么的不痛苦，那么的风清日朗。又过了
几年，得了尿毒症，于是开始怀念当初有褥疮，但是依然可
以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过了一些年，要透析了，不断地透
析，一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怀念刚得尿毒症那会儿
的时光。

所以，史铁生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
惜现在呢？”

我有点无奈地笑了，说得很对，可是深处其中的我们总是不
懂。

就像铁生所说的，“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
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
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有些事，自己收藏，旁人懂不懂无
所谓，你明白就好。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为什么在真正失去后才会懂得母亲的辛劳？为什么不抓住当
时的美好？为什么在无法挽回后才会尝试思考？作者史铁生
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痛悔，他的自责，难道我们要重蹈覆辙？
我的答案是“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现在的美好。我们要珍惜母爱，回报
母爱！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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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你看看吧，看看《我与地坛》。为什么要看?不为什么。你要
我看，就找不到一个理由?就怕我说的这个理由太沉重，你不
想看;又怕我说的这个理由太无聊，你不想看。



我们站在最高的那一层楼往下看，看到斜晖下的人们还是匆
匆的赶路，这时候的他们会不会去想他们生命的价值，会不
会去想他们幸不幸福，会不会去想斜晖静静的映照在他们身
上到底为了什么?生命本身就是含义无穷的，“蜂儿如一朵小
雾稳稳的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这触须，猛然间想
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我与地坛》)史
铁生笔下的这些小生命也都在思索着自己无穷的生命含义，
不仅仅在吃，也不仅仅在睡，拥有了生命，也就有了演绎生
命的使命，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则，对人，对虫子都是一样的
道理。史铁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地坛去思考这一个问题，
幸好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读了很多书，不知道他
在书中找没找到他的“黄金屋”，也不知道他在书中找没找
到他的“颜如玉”，但他有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的感悟，也顺便告诉了我们这
个道理。王羲之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
《兰亭集序》)也是告诉我们活着要比死去有更多的意义。死
是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到来之前，我们能做的不外乎两件
事情：一是好好活着，二是尽可能让自己的生命有一点价值。
活着是很容易的，对于常人来说，吃饱，喝足，倒头一睡，
这是活着;养男，育女，造间大房子，买辆名牌汽车，滚滚，
这也是活着;出生，上学，毕业，找工作，不断换工作，这也
是活着;就算吃不饱喝不足睡不着，还不是活着?但好好活着
得着眼于“好好”，这有两个“好”。

我私下认为一“好”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虽然“一
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我与地
坛》)，出生也许不是自己的主意，但好好活着得自己想清楚。
史铁生为什么要活着?他想过“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而又想到
“只是因为我活着，才不得不写作”(《我与地坛》)。这些
反复辗转的思考让他认识到“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
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我二十一岁那
年》)。精神?人只有回归到自己的信仰殿堂里，才能看得见
自己精神的微笑，也才能有单臂顶千斤的力量。你觉得你成
绩很差，没有了学习的动力?你觉得家里很穷，没有了跟命运



叫板的勇气?你觉得你长得丑，没有了问鼎梦想的机会?错了，
你把眼光全放在了信仰殿堂旁边的魔窟屋顶上，那里挂满的
只是“欲望”，外在的衍生品，他们存在的目的是迷惑你，
让你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也就找不到为什么要活着的.答案了。
别信他的，哪怕你的信仰殿堂里的精神才长出一小点幼芽，
你就相信精神的力量。现在，睁开你炯炯有神的眼睛，迈开
你矫健的步伐，张开你有无穷力量的臂膀，抓住宇宙的边缘，
飞翔，你会看到：人人生而平等!

我私下认为第二个“好”是：热爱自己的命运!这是史铁生告
诉我们的最铿锵的道理。史铁生在他“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
残废了双腿”(《我与地坛》)，他想到过死，谁都不希望自
己有一双残废的双腿;在他在文学上碰撞出一条路，发表了文
章后，母亲溘然长逝，他再度沮丧，谁不希望母亲看着自己
成功，然后满脸骄傲呢?可是世事无常，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
料，在我们经历前面的这些“风和日丽”之后，会不会
有“狂风暴雨”在等着咱们;我们也都无法预料宠我们爱我们
的双亲会不会一直陪着我们;更无法预料，今天努力完成了作
业，明天考试会不会一塌糊涂。“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
的荒蛮与惊醒……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祈告，去应和那存
在之轮的无限之转”(《扶轮问路》)。“存在之轮的无限之
转”啊，“存在之轮”是“物与我皆无尽也”，是恒常，是
一定了的;“无限之转”是“则天地之间曾不能以一瞬”，是
变化的是无常的。活着是肯定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暂
且不说变好变差全随个人修化，单说这命运变了我们唯一的
办法就是爱他。

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中给设计了非常完美的命运，可是他
却说：“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距离便没
有了路程，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我们说过要好
好活着，活着的死亡可比死了的活着要痛苦许多。所以，碰
到顺畅如意的命运我们爱他，碰到“不可心”的命运，我们
更要爱他。在爱自己命运的同时，把我们爱命运的感悟化成
春风去温暖在坎坷路上辗转的人们，我们所经历的或好或孬



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爱众生的财富了。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人，
二十一岁后，在轮椅上和命运几次谈判几次肉搏，挣扎着感
受亲情、友情、爱情的滋养，他笔耕不辍，就是要把他爱命
运的感悟化成缕缕春风吹去我们心头对命运的埋怨。他是爱
众生的，他已经在命运的旅途中成功的升华了自己。

说了这许多，知道为什么要你看《我与地坛》了吗?生命对我
们每个人来说，是父母亲没有和我们商量就给了我们的，但
生命的品质得靠我们自己去锻造，如果还找不到让自己的生
命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的理由，多读点书也许就能找到了。总
之，爱自己的命运，爱大家的命运!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我常常觉得中间有命运的味道，仿佛这个古园只是为了等
我，而沧桑在那里等了400多年。“带着淡淡的惆怅，《我与
地坛》拉开了序幕。它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家破人亡般
的悲哀，但却如此震撼我。也许这个残疾人躲在和他一样孤
独的古园里是如此的偏执和普通，但只有仔细阅读这篇文章，
我们才能明白，这是一个中年人年轻时假装悲伤的羞愧，是
对这种不幸但幸运的生活的突然接受。

我感触最深的是“幸福在细微的地方萌生”。虽然作者在傲
慢的一年突然残疾，但他在一个寂静的地坛上，看到了永恒
的太阳，悠闲的昆虫，甚至是金色的空气。这些是多么普通
啊！通常他们会静静地呆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没有时间看看
他们有多漂亮。我们总是抱怨成绩不够好，零花钱不如别人
多，为什么我们的父母这么老套，生活节奏这么快，为什么
我不开心。

合上书，我静静地想，多久没独自在大自然中慢慢走了。我
还记得上一次是在第二天，我放学后一个人沿着车的路回家
了。那一次，我惊讶地发现路边有卖风筝和布鞋的.商店，古
色古香的商店，还有我抬头看到的阴影。通常我可能不会在



车里发呆，或者和同学聊天，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在窗外
转瞬即逝，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也无意寻找，自然不会知道
更广泛的幸福。

幸福在微妙的地方萌生。我认为世界上并不缺乏美，但我们
会发现美丽的眼睛闭上，太累或不想再睁开，所以，读石铁生
“我和地坛”，虽然他残疾，但更有时间体验大自然的乐趣，
和深深的母爱，最终意识到生命的真正意义。读完之后，在
感动的同时也去郊区散步，沐浴在干净的阳光下，好好微笑。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为什么在真正失去后才会懂得母亲的辛劳？为什么不抓住当
时的美好？为什么在无法挽回后才会尝试思考？作者史铁生
已经告诉我们，他的痛悔，他的自责，难道我们要重蹈覆辙？
我的答案是“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现在的美好。我们要珍惜母爱，回报
母爱！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

读书心得体会(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体会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

某年

读书心得体会5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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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读书心得体会

我与地坛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之间的
经历就好似一场场赌博：第一场赢了，四肢健全;第二场赢了，
平安生活，以致第三、四、五等全部赌完了，人生已经没有
什么可以用来下赌注了，一切不确定因素都消失了，一生也
就该结束了。我们是幸运的，赢得了较好的生活和健康的身
体，但天知道下一场是输是赢，为了赢，得到更好，我们就
会努力，这时我们努力的起点就会比别人高，因为我们之前
赢了，但那些输的人呢?他们可能没有健全的四肢、平安的生
活，只能加倍努力，前提是他们的意志能承受住失败。承受
住且努力，成功;承受不住或不努力，失败。这，就是社会，
就是人生。

史铁生先生就是那些输的`人中的一个。他失去了两条腿，就
像前面说过的，输了就看意志力，撑不住，就是灵魂的残疾。
当输了时，忙碌的生活就会瞬间变的缓慢，慢到你可以看清
它每一个细小的瞬间，观察生活时，你会得到铺天盖地的信
息，它们躲在你从未注意到的角落，等待你擦去因赌输而疯
狂流淌的眼泪，正眼瞧瞧它们。这是一道门槛，当你跨过去
之后，你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思考：得到的信息太过深奥，
你会不由自主地思考它们，这时你会发现一切都值得思考，
生活、经历、曾经的所有，甚至赌输几场的副作用，也就是
提前结束赌博——死亡，也会引起你思考的兴致。当你静下
心来，你会沉迷于思考，你会失去恐惧，发现人生的意义并
不在于生存和得到更好，而是逐渐理解世间万物的内在联系，
体会世间真情的前因后果，终于在思考中得到了动力，终于
抬起希望的步伐，想走下去了，继续努力了，黑暗才会被你
抛在身后，死亡也不再可怕，就像史铁生先生说过的：死是
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人生好似赌博，赢便得到，输便失去。每输一次，明白了一
些事情，撑过来继续为赢而努力，偶尔又输，明白后又赢，
在这无限的循环中，一次次加深对世界与生活的理解，或许，
人生的真谛亦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