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一读书心得感悟 初一读书心得感
悟例文(优质8篇)

写工作心得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掌握自己在工作中
的优势和劣势。以下是一些军训心得范文，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学生们对于军训的热爱和思考。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一

第一次读到《斑羚飞渡》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颇受感动，
感动的鼻涕眼泪一大把。但读的次数越多，越让我感到疑惑
不解，怀疑这篇故事的真实性。

“我看得目瞪口呆，所有的猎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连狗也惊
讶地张大嘴，长长的舌头拖出嘴外，停止了吠叫。”有意思，
不单单是“我们”这些猎人被这一悲壮举动所感动，而且连
那猎狗也大受感染，这会是猎狗?如果“我”真的受感动了，
并开始怜悯斑羚群，“我们”这些猎人完全可以迅速离开斑
羚群，解除对斑羚群的威胁，不再逼迫它们。可是恰恰相反，
居然还猫哭耗子似的对羚羊加以“歌颂”!怎能不让人觉得残
忍和伪善。

更荒唐的事，那羚羊还懂得算术，亡命的羚羊甚至比中印战
争中溃逃到的印度军队更守纪律，更训练有素，唉，谁说人
是万物灵长，羚羊智商也蛮高的嘛!

另外，感觉“我”很忙，观察羚羊的位置角度频频变化，难
怪没有及时下手打猎!

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可以煽情，但不宜矫揉造作，弄虚作
假，否则，可能恰恰相反。这样的文章读多了，还有谁为了
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而甘于牺牲自己。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二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东汉
末年魏、蜀、吴三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和一系列故事。内
容不仅丰富多彩，而且生动形象。

我喜欢其中的诸葛亮和关羽。其中关羽对我的感情最深：以
酒杀华雄，以汉不杀曹，以五关六将。但最后，由于他太骄
傲和粗心，荆州，战略地位的蜀，放弃了吴国。这就是“不
小心失去荆州和梅城”。关云昌失去了生命。所以我想到了
我的数学成绩在期末考试：由于我的骄傲和粗心，我的数学
成绩不令人满意。这是真的：关羽一不小心丢了荆州，而我
一不小心丢了分。从这我认识到一个真理：做任何事都不能
骄傲，要用心去做。战斗中的骄傲导致失败。我将努力争取
下次考试取得好成绩。

诸葛亮，姓诸葛，是孔明和卧龙居士。他被称为“卧龙先
生”。离开茅屋之前，刘备知道他有三次机会请他出山。我
最喜欢诸葛亮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
能，想杀死他，让他在十天内造出十万支箭。诸葛亮
说：“才三天。”周瑜很高兴，让他下一道军事命令。一开
始，我担心他怎么能在三天内造出10万支箭。那只是一次夜
间谈话。直到我理解了他的计划，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原来
他计算过这条河三天后会有雾。鲁肃会帮他保守秘密。曹操
射箭。第三天，果然，雾已经弥漫了整个天空。果然，他得
到了十万张弓和箭。诸葛亮真是神通广大。他懂天文和地理。
这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努力工作的结果。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感到：天才来自勤奋。只要我们努力学
习，我们一定会获得像诸葛亮一样的智慧。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三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水浒



传》既然是四大名著之一，就必定有他发光出彩之处。之前
虽然囫囵吞枣的看过一点点，但完全不知其所云。这个假期
我再次随各位梁山泊的英雄深刻的体会了一番他们的“忠孝
义”。

《水浒传》里的人物都刻画得十分传神，性格鲜明。例
如：“花和尚”鲁智深，他得知郑屠欺负金翠莲父女，主动
向金氏父女赠送银两，帮助他们逃跑，故意激怒郑屠，三两
拳就打死了恶霸郑屠。这一系列的作为都充分的期限了他是
一个粗中有细，性格暴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真汉子。

《水浒传》故事情节曲折有趣，事态的变化常常让人意想不
到。认真品读《水浒传》，才能感受到梁山好汉的“忠孝
义”。

孝：梁山英雄身上不缺乏对父母的孝。李逵思母心切，便回
家背老母，没想到母亲却被老虎给吃了，李逵怒杀四虎。这
是危险呀，是对母亲的孝给了他力量。还有当武松得知武大
郎是被潘金莲毒害的，为了替哥哥报仇，于是就割下潘金莲
的狗头，掏出其五脏六腑;杀了西门庆;获罪被流放孟州，也
在所不惜。

忠：他们有对国家社会忠心。宋江宁愿死也不愿意让李逵造
反，李逵几次想起兵造反，都被他阻止了。宁可朝廷负他，
他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忠”还有林冲的妻子被高俅的儿子
欺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义：为了朋友兄弟，赴汤蹈火，舍命相助、同生共死。何其
伟大的“义”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登天。而梁山好
汉个个义胆包天。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四

早就知道《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经典小说，说的是有关男



女婚姻的事，书中最经典的就是那句“婚姻就像一座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第一次了解《围城》，
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知道中国文学有位叫钱钟书的作家，是
大哥推荐了钱钟书的《围城》，其他的就不怎么记得了。不
知那时是因为什么原因竟然未读。现在想来真是可惜啊!说到
钱钟书，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老人家，因为我一直把他和钱
学森搞混淆。现在想起来觉得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和无知，一
位是当代的学者，作家，而一位是”导弹之父“，科学家。

我一向不太喜欢读长篇小说，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总
觉得太长了，没耐心看下去，平时也只看些短篇或微型小说。
这可能与我经常喜欢写些东西有关，我写的最多的莫过于一
些心情杂文了。我想当初，如果多看些书，尤其是那些经典
名著，那时我的作文修为可能更高一些。我一直不看长篇小
说，直到这个暑假，恰好妹妹从学校带了本《围城》，我空
闲之余就拜读起几年前本该早就读了的《围城》，并一口气
读完了。其实上网的时候，曾看过《围城》，那时也只是在
上网时断断续续读过，不过不知怎么，也不知为什么，后来
就没有读下去，所以直到这个暑假我不算真正读过一部小说。
尽管以前也曾翻阅过如梭的《忏悔录》、钱钟书的《围城》，
但我以为这个暑假所读的《围城》，才是我真正意义上读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五

《爱的教育》是本好书，书中的故事一个一个都是耐人寻味，
令人受益匪浅。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爱的教育读后感给大
家，欢迎大家阅读!

我今天我读到一本好书，书名叫《爱的教育》，其中有个故事
《菲鲁费其奥的血》，特别感人。主人公菲鲁费其奥舍己救
奶奶的高尚精神，令人刻骨铭心。

得手后小偷想逃跑时，其中一个小偷蒙面的布脱落了，竟然



是他们村里的一个无赖，这个无赖发现被老奶奶认出来了后，
就举刀刺向老奶奶，这个时刻，菲鲁费其奥没有记恨奶奶刚
刚的责骂，奋不顾身挡在奶奶身前，碰巧油灯也被碰到地上，
灭了……小偷仓皇逃跑了，奶奶得救了，可是菲鲁费其奥最
终因流血过多，死了。

这个英勇的男孩菲鲁费其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了
别人不怕牺牲自己，这是一种最高尚的品质，虽然他死了，
但他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对比之下，小偷实在
卑鄙、残忍，没有人性，面对瘫痪的老人和小孩竟然下得了
杀手，可恨、可杀!

这让我想起我读过的另一本书，说一个男孩看见一位小孩子
即将被卡车压到，危急时刻没有退缩，挺身救人，最后孩子
得救了，男孩却断了一条腿。这两个男孩都是好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多的，象菲鲁费其奥这样具
有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的人令我震撼，值得我一生学习!在平
时，我也要做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因为：给予是快乐的!

《爱的教育》被公认为是一部人生成长中的“必读书”。通
过塑造一个个看似渺小，实则不凡的人物形象，在读者心中
荡起一阵阵情感的波澜，使爱的美德永驻读者心中。整部小
说以一个小学生的眼光审视着身边的美与丑、善与恶，完全
在用爱去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诉说了崇高纯真的人性
之爱就是一种最为真诚的教育，而教育使爱在升华。今天的
学校教育，更多的是片面强调升学率，对学生一些良好的品
格培养有忽视现象，学习好一切皆好，对学生的评价也应该
是多元的。我们老师和家长应该激发孩子的潜能，用爱心去
开启他们的心扉，做好引导和教育工作，这才是学校教育的
发展方向。

夏丐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
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



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所以现在的教育，爱应该
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爱是博大的、无穷的、伟大的力量。我们要全身心的去爱我
们的孩子，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的每一点进步而欣慰，
用爱的泉水去滋润孩子幼小的心灵，让孩子沐浴在爱的阳光
中，自由、健康地成长!

有句话说得好：世界就好比池塘，爱就是水，我们很多的爱
去填满这个池塘。这就证明了这世界需要很多的爱。 你看，
春风沐浴着你， 夏风凉爽着你，秋风逗你玩，冬风欢乐着你。
这世界充满着无限的爱。 同时，这部书也教育着我们，各种
高贵的品质——爱国、善良、侠义、英勇、宽大、无私。时
时在教育，处处充满爱 “激励，赏识，参与，期待” 八个
字，激励每一个学生上进，赏识每一个学生的才华，让每一
个学生积极参与，期待每一个学生获得成功。

在漫长的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叫《爱的教育》。它
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一本着作。这本书与众不同的是作
者以一个小学生的名义，通过日记的形式来讲述小学生身边
的爱和一个个小故事。

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安利柯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的所
见、所闻和所感。其中包括在安利柯身边所发生的生活与学
习的事情，还包括亲人为他写的劝导性的文章，以及令人感
动的每月故事。如：《寻母记》它讲述了13岁的少年马尔可
千里寻母记，途中历经奔波和坎坷，一次次的绝望和失败并
没有打垮他的信念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自己的母亲
了。像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爱的教育》中，把爱比作很多东西。文学家夏丐尊先生在
翻译《爱的教育》时说：“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
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这句话说得好，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由此可见，



《爱的教育》是一部与“爱”有关的经典文学作品 。说
到“爱”，又有谁真正懂得“爱”呢?爱其实有很多种：父母
之爱、朋友之爱、同学之爱、师生之爱、对祖国的爱……虽
然这些爱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却是感人肺腑的。在我们的身
边也有爱，比如在走路的时候，父母总会牵着我们的手，或
是把我们放在内侧，以免被车碰到……这些虽然是小小的事
情，却表达了父母对我们浓浓的爱。

《爱的教育》是本好书，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书中的故事
更是耐人寻味。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多去看。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六

最初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介绍：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
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在阅读《狼图
腾》这部书之前，我对狼这种动物知之甚少，只知道这是一
种危险的动物，对它的习性几乎一无所知，更别提“狼的精
神”了。《狼图腾》给我展开了一幅从没想过的世界，它展
示的“狼的精神”超出了我的想象。

这本书由几十个连贯的故事链接而成，书中的故事都关于狼
的侦察、布阵、伏击、奇袭的高超战术;狼对气象、地形的巧
妙利用;狼的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狼族中的友爱亲情;狼与草
原万物的关系等等。每个故事情节紧张激烈而又新奇神秘，
令人欲罢不能，那些精灵一般的蒙古草原狼仿佛随时都会从
书中呼啸而出。书中最牵动我心的是一篇描述小狼艰难的成
长过程的故事，故事中一只倔强可爱的小狼在失去自由后被
主人公饲养，习惯人类社会后不能返回族群的悲剧。

阅读过这本书，我对狼这种动物有了更深的理解。马背上的
民族从古至今信奉狼图腾，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离不
开“狼的精神。在中原生活的人们，习惯了圈地种菜、盖房
子，进而慢慢形成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市。这种观念伴



随的中原人一代一代的成长，但是中原人的观念如果原封不
动，照搬到草原上，不仅仅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更对动物的
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很多动物相对于人类来说，是弱小的;但是很多动物的智慧，
值得人类研究和学习。这本书给我很大的震撼，也程度的展
示了在一个大环境中生物链是如何一环一环相扣;人类和动物
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学习。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七

我带着疑问继续往下读，又被祥子勤劳、要强、肯吃苦、为
了自己的目标而不顾一切的努力奋斗的精神所感染，不禁产
生了对祥子的佩服和肯定，认为不论以后有什么困难和挫折
阻挡着他前进的脚步，他都不会改变要好好过日子、开车场
的决心。

当祥子买上第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后，我真的为他感到自豪，
好像是我在拉车，我是这本书的主人公一样，是我通过自己
的努力奋斗，终于买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这东西还
十分漂亮宝贵，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对自己冲忙了自豪与
成就感。

我的整个身体和灵魂已经完全被这本书而吸引。被祥子刚强、
勤劳、要强的性格而激励。像是患上了一种强迫症，不停的
催促我快点完成暑假作业，要我再要强一点，再勤奋一点，
去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完成的事情，这使我受益深浅。

继续往下看，我为祥子的遭遇而深感同情，本想再多挣一点
钱，攒下来，能够以后过上日子，但却有不幸，被军官抓住，
半路上又遇到了打仗，才得以趁机逃出，却又舍不得那三头
温顺可怜的骆驼，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也牵了出来。为了生
存，又不得不把它们卖出去。但是又碰上兵荒马乱，骆驼根
本就值不了多少钱，祥子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又想到了



以前一位老者跟他说过：你这么卖力，到头来还是要混一口
饭吃，别人偷懒的，也是混一口饭吃，最后还是老实的人吃
亏。这样想着，祥子便也开始偷懒了，他没有了刚开始的要
强，成了整天混日子的人。这让我着实大吃一惊，本以为结
果是美好的，但却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读完整本书，我的心情是纠结的。祥子的前后变化让我感到
悲伤，又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丑陋而感到愤怒。却又觉得我
们生活在这么和平、幸福的世界上，我们根本就体会不到那
是社会的黑暗和恐怖，又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去评论那时人们
为了谋生的种种做法呢？也许他们只是被生活所逼，只是为
了谋生，能够生活，才发生了人性的扭曲。

而如今，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当时那种黑暗
和恐怖的局面了。我们也更应该学习最开始的祥子，那种奋
发向上的精神，不然，结果就与后面的祥子重合了。

初一读书心得感悟篇八

近日闲暇时看了王岐山书记推荐阅读的《大清相国》一书，
《大清相国》是著名官场小说家王跃文著的鸿篇巨制，整体
上忠实于史实，基本可以说是一本人物传记，也可以算是一
部史书，李世民讲“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衰”，读罢稍有感悟。

陈廷敬(生于1639年，卒于17)，原名陈敬，谥文贞，原籍山
西省阳城县北刘镇中道庄，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因
同科进士有同名者，被顺治皇帝赐名陈廷敬，历经顺治、康
熙两朝，从政53年，历经28次升迁，历任经筵讲官(康熙皇帝
老师之一)，《康熙字典》总裁官，文渊阁大学士，左都御史，
工、户、刑、吏部尚书等职，在每个位置上陈廷敬都干出了
很大成绩，清朝不设宰相，但陈廷敬被康熙皇帝尊称为“相
国”。去世后，康熙皇帝作诗悼念。



陈廷敬自顺治十五年(1658年)到康熙四十九年，在伴君如伴
虎的封建时代为官53年长盛不衰，善始善终，生前死后好评
如潮，评价始终如一，这对于一个封建官吏是十分罕见的。

陈廷敬文学成就很高，仅《康熙字典》及《明史》总裁官就
说明了一切，陈廷敬诗词文章都很多，陈廷敬还精通音律，
善于书法。

陈廷敬为官清廉正直，《清史稿》评价为“清勤”。任职礼
部时立规：自廷敬始，在部绝请托、禁馈遗。他公道正派，
注意团结同僚，举贤荐能。

陈廷敬掌管户部钱粮时主持钱币改革，维护了当时的币制稳
定，稳定了经济。当时铸钱材料为铜，当时铜贵，用铜铸出
来的的铜钱还没有原料铜贵，许多奸商，把铜钱铸成铜块再
倒卖。国家的铜钱市面上流通不开，见不到钱，其它大臣不
明原因，一致建议加铸铜钱，唯有陈廷敬改革铜钱，把铜钱
分量减轻，奸商回炉铜钱无利了，铜钱也就流通开了。

在官居吏部尚书时，陈廷敬曾严饬家人，有行为不端者、有
送礼贿赂谋私者，不得放入。陈廷敬还顶着压力查办了云南
巡抚王叔文贪污行为，为平定三藩之乱，王叔文负责后方军
粮供给筹措，办事得力，很受康熙皇帝欣赏，平定葛尔丹之
乱时，王叔文粮饷供给又及时得力，康熙皇帝很高兴，准备
升王叔文为云贵总督，这时陈廷敬要求检查王叔文府库钱粮
支出情况，皇帝很不高兴，陈廷敬顶着压力查办了王叔文，
并得到康熙认可。

陈廷敬还看到水旱灾荒不断，农民赋役沉重，向皇帝进言，
豁免了一部分地区的钱粮税收。

陈廷敬家中非常富有，从皇城相府规模可以想象出来，但陈
廷敬生活非常简朴，还不贪不占，非常自律。陈廷敬还在给
康熙皇帝的上疏中主张：奢侈导致贪污，节俭才能清廉。



陈廷敬还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康熙皇帝的宠臣明珠、索额图
两人大权独揽、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内斗不止，在时机不
到时，陈廷敬只有“忍”、“等”，虚与委蛇，与之周旋，
时机一到，陈廷敬又“稳”又“狠”地讲究策略、重拳出击，
将贪官权臣扳倒，使朝政一新。

陈廷敬不贪恋官位，17，以耳疾乞归故里，被后人评为“清
官、好官、能官、德官”，更被康熙皇帝称之为:“宽大老成，
几近完人”。为褒奖陈廷敬，康熙皇帝巡视山西时，在陈廷
敬家中下榻，陈廷敬老家中道庄因此改名为皇城村(即
今aaaaa级景区皇城相府，景点外每天有迎圣驾文艺节目表
演)。

该书中还有一个小插曲，陈廷敬的恩人、伯乐卫向书在陈廷
敬参加科考时，建议顺治皇帝把陈廷敬状元取消，变成二甲
第一名即总榜第四名，普通的进士，陈廷敬开始时还不理解，
后来理解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经查询有关清
代史书，陈廷敬实为三甲第一百九十五名进士。估计王跃文
为了文学创作需要，把陈廷敬的水平拔高了，增加了文学性、
趣味性及矛盾冲突。书中类似情节还有很多，如陈廷敬还救
了一个侠女，侠女以身相许，成为陈廷敬的小妾兼保镖，帮
陈廷敬办了很多事。)

联想到我们公安工作，我们是新时期的人民警察，也要有选
择地向陈廷敬借鉴学习，学习他清廉正直，一尘不染，两袖
清风;绝请托、禁馈遗;公道正派，团结同志;不请客不送礼，
逢年过节不送年礼，不送土特产;还要管好家人下属，不收礼，
不谋私;不拉关系，不搞小圈子，不拉帮结派;不铺张，不浪
费;讲究工作方式方法，与群众打成一片;八小时之外，要有
健康的个人爱好。

近期，庆安民警开枪事件、山西王文军事件，社会上、网络
上舆论一边倒地仇警、丑警，200万民警天天干好事没人问，
偶发一件舆论炒作的涉警事件，都要先入为主地认定民警违



纪违法。现实公安执法环境恶劣，给我们公安执法提出了更
高要求。陈廷敬总结的“等、忍、稳、狠、隐”五个字，对
我们也有借鉴意义。我们拿不准的时候，我们
要“忍”、“等”，不贸然行动;我们查清违法犯罪时，我们
要”稳”、“狠”地坚决打击。

我们要借鉴学习陈廷敬的优点，我们要超越陈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