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感悟 我与地坛的
感悟(模板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感悟对于我
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呢？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感悟篇一

这故园放佛在为了等我是感情？是命中注定？心物相织的情
感胜任了众所周知，先人称：天人合一后又有人改为物我合
一，当融入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即意象与人心间构成了某种
联系，似乎就会被公认，价值量一路攀升。

是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以此寻找属于他自己地坛中
的光明，但愿无所求，一心永恒久。你与世界相连，与地坛
一脉相承，仿佛它成为你生命的灵魂，神韵富而万物肃，那
里是你的寄托，是半生坎坷的载体，你就这样挨着它，靠着
它，似拥有着一切，唯物主义者永恒。

你说：它只属于你。我说：我不跟你抢。不是不去抢，而是
抢不来。我无法驾驭属于他自己的灵魂，它之于我，如同水
之于龟，绝非生之必要。印象里的地坛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黑
洞，深邃的，独行迷。我只敢远远伫足，可望不可即，我清
楚的明白，它在等一个人，可惜并不是我。

我孑孑然徘徊于路口，也曾尝试着幻想成为史铁生一样人的
我是否会有守候故园这片净土的心情，不敢想，刹那间，转
瞬即逝。《追光者》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你和你的故园。

有这么一种境界，物我合一，超脱物外，绝不是我们口中的



想入非非，将未知一面展现，更注重的是物与人的互感默契
度，当这种境界被营造，似乎一切终究不能成为定论，终自
写下：

目中野芳馥郁开，碧草蓊郁紧随来。

不念覆土载我车，遥望故园仍乐我。

心中苦痛俱奈何，化作尘埃本不多。

可怜幽径偏爱我，物我之外无三者。

但愿地坛似我心，演绎灵魂闻佳音。

是的，不必说那命中注定的地坛，万物有灵皆若此。情之连
早已超脱一万年。诚然，共鸣者，天下之智者也。情过意境，
望尘莫及，终不乏是非千秋索。

有这么一种力量，前途无量；有这么一种情感，万寿无疆。
世间万物与心连，携手天地，虽不得零落依声泪，倒也长逝
入君怀。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指导教师：乔明

老师评语:这篇感于《我与地坛》的文章一口读下来，只觉得
好笔力，好见地！文章语言优美，情感真挚，角度新颖的同
时又能够将文本内容与感受紧密结合在一起。文中多处的引
用也让人眼前一亮。满分！

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感悟篇二

翻开高中语文必修一，无心去看那是第几页，唯有“史铁
生”三个字映入眼帘，格外显眼。



史铁生，我国当代作家，他21岁时因病双腿瘫痪，找不到工
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他摇着轮椅
去到了地坛，从此与地坛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与地坛》写的是双腿瘫痪的作者在地坛这座历尽沧桑的
古园中坐着或躺着，看书或想事，，用树枝拍打和驱赶小昆
虫。作者用了十几年在地坛中找到了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
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是干嘛要写作？
作者从地坛中获得了启示，汲取了顽强生活与奋斗的力量。

“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
里也稍微有点色彩，在众人眼里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
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这是作者对于干嘛要写作的回答，
为写作而活，为欲望而活。正如作者所说：“人真正的名字
叫做欲望”。欲望，或许遥不可及，但欲望如同梦想，没有
梦想，你将会迷失方向，不知所措，没有欲望，亦是如此，
没有欲望，就没有前进的动力。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欲望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但《我与
地坛》使我改变了对它的看法。正是因为欲望，作者才选择
活下来，才选择写作，才会获得成功。不仅是作者，我相信，
每个人都可以，让欲望带领我们前进，相信自己前途无量。

《我与地坛》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抒发了对命运和生死问题
的感悟。读完，我获益匪浅，我懂得了欲望不一定是坏东西，
它可能是促使你前进的力量。面对不幸，我们要抱有勇敢和
积极的人生态度，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学习上，亦是如此。

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感悟篇三

中考后的暑假，时间仿佛一下子就闲置了下来。 独自一人在
家的那些夜晚，寂静的仿佛令人心神不宁的时刻，习惯一遍
又一遍反复的读《我与地坛》，不知疲倦。那样的感觉仿佛
是在看海。回首那些悠闲的平静遥远的岁月，在霓虹映照的



点点星光下，在夏蝉耀武扬威的鼓噪声里，在台灯渐渐微弱
下去的光线中，我总是一手撑着深不可测的夜，一手记下那
些足以感动我的话。

在那些浑浊的白天后的黑夜，和那些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
我将史铁生文字中的妙笔警句工工整整的抄写下来，守望那
段看海般的阒静的青春彻底流失。

彼时我开始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地坛。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集，也是流传最广远的一部作
品。。“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
并看见自己的身影。”作者习惯于在地坛中琢磨生命的本质，
在整篇散文中，这沉思大致是历经了前后两个阶段。在最初
的那个阶段中，史铁生观察与反省个人的遭遇，渐渐地看清
了个体生命中必然的事相：“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
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
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这样的结论便引出
了无法反抗的命运的观念：人生就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的
造就，包括生命中最不堪的残酷与伤痛也都是不能选择的必
然，人对于由超越个体生命的外在力量所设定的事实显然没
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接下来，史铁生将视界稍稍越出自身的
范围，写到来这园子里的其他人，去看看别人都有什么样的
命运和活法。最后写到他的母亲。他自己的不幸在母亲那里
是加了倍的。命运对待史铁生其实是很不公平的，让他
在“最狂妄的年纪忽的失去了双腿”，然而作者本人却在根
本上认可了苦难的命运和不幸的角色，这并不是看轻生命自
身的残酷和伤痛，而是把这生命的残酷和伤痛从自我中抽离
出来，去融入到一个更大也更恢宏的所在之中。 作者说“上
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
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
日。”作者似乎已经看透了生命的本质，看透了包容任何孤
独的个体生命在内的更大的生命本相。所以说，对于史铁生
的人生，我能够说的永远不可能是同情。我对他，近乎是一



种崇拜的心态。

作者通过讲述自己与地坛的感情，表达了对于母亲的感激和
愧疚，一字一句，感人泣下。我总觉得，作者在文中似乎把
地坛和母亲同时虚化了，也就是说，地坛在某种意义上即是
母亲,而母亲也就是作者心中永远的地坛。那么，作者所描绘
的静静等待他的地坛，不也就是为了儿子痛苦的生活了一生
的母亲么。这么说来，在母亲去世后，作者习惯到地坛坐坐，
无非也是那种凄清的环境更能让作者回忆起母亲罢了。然而，
整部作品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母亲到地坛寻找儿子的情景，
佝偻的背影几度让我潸然泪下。儿子的倔强一点一点击垮了
母亲的信心，我无法想象母亲找不到儿子时的心情以及转身
离去时的悲哀。然而我更不能想象的便是母亲所承受的痛苦，
为了儿子，一切都是为了儿子能够选好路，母亲咬牙坚持下
来的实在太多太多，这是作者的笔无法描绘的，也是我表达
不出来的。我所敬仰这位母亲的是，无论儿子的身体怎样残
疾，她终究给了儿子一段饱满的人生，这便是她唯一的骄傲。
当作者终于认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
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时，一切似乎已
经来不及了。作者笔下的地坛，永远都是静默的，像极了母
亲隐忍坚强的样子。又或者那原本就是母亲。

我想，作者心中的地坛大概就是他想要守护的一片净土吧。

有些时候我也总在想，自己的生命中会不会也有一个想要用
心守护的地坛。 母爱在作者的笔下是伟大的，那么在我的生
活中，是不是同样也存在这样伟大的爱。也许吧，也许是母
亲付出了太多，让我习惯成自然，渐渐忽略了它的存在。然
而读完《我与地坛》后，我总觉得，不应该再这样了，“在
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
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想，作者
这样卑微的愿望，大概永远也不会实现了吧。等到失去后，
无论怎样想珍惜，也没有用了。



现在的我，已经学会注意到母亲为我所做的事。

深夜里为我亮起的灯光，是母亲的等候;疲倦时桌上的牛奶，
是母亲的关怀;入睡前细细的耳语，是母亲的体贴...这一切
的一切，都是母亲对我浓浓的爱，虽然说不如史铁生母亲的
爱那般沉重厚远，但我懂，我会知足。

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我心中所想要守护的地坛，无非是
母亲了。

《我与地坛》心得感悟作文3

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感悟篇四

《我与地坛》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讴歌，这
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而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
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双腿瘫痪，就在这年少轻狂之时丢失了
自己的双腿，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在这本书中
他说过“曾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情”还有
他自己也说了“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可他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拒绝了死亡选择了生活。是他的母亲的爱给了他力
量，点燃了他生的渴望，还有书中写到的中年夫妇，热爱唱
歌的小伙子，中年女工程师，长跑运动员，漂亮却智障的小
姑娘……他们都给了作者无数的感动。

许多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知所措，甚至绝望，扼杀了
自己的生命，而史铁生他投身于写作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
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看到了史铁生，我便想到了许多身
残志坚的人。约翰库缇斯，他天生的残疾，但他却热爱生命，
用他那清晰的头脑，很好的幽默感告诉了世界生命的坚强，



告诉了世界生命的自尊、自信和自立。还有海伦。凯勒，贝
多芬，斯蒂芬。霍金……都是大家熟识的伟人。

我们不能做到他们那般的坚强，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他
们不惧怕病魔，我们便不畏惧辛苦。我们没有他们那般的觉
悟，但我们需要做我们可以却偷懒做的一些小事。

作者其中的一句话引人深思“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
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不禁让我想到
《背影》中朱自清的父亲为了给儿子买橘子，虽然只是短短
几个字却写出了父母对儿女的疼惜。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父
母，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没有过其他父母舍身救儿女的经历，
但我看得出，每天夜里爸爸就从睡梦中醒来为我掖被子他眼
神中有一股柔情。

妈妈不是什么家庭主妇，她不能为我料理好一切，但她经常
为我找些老师，辅导我学习，她的一通又一通电话，接受长
时间的辐射都是为了我。史铁生天天在轮椅上过着，他的母
亲为了他不再受到伤害，便让“跳”“跑”等字眼在嘴里消
失了。这一点小小的细节，正常人注意不到，这一种默默的
伟大的母爱。更让人感动。

史铁生的文章让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正视。
也让我们进行了一次对心灵的搜索和对生命的诘问，对生命
的意义又加深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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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感悟篇五

读书使人睿智，我热爱读书。



雨在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天灰蒙蒙的，所有景物都在风雨
里静默着，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更衬托出了这宁静和平的
下午，这样的下午必定是属于阅读的。

不经意的一瞥，发现桌角静静地躺着一本书，深蓝的封面，
淡蓝的字迹，没有繁琐的话语，只赫然入眼“我与地坛”。
哦，它是史铁生的著作。翻开书页，我便一头扎近书海中不
能自拔。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史铁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二十岁，
正是人生中的花样年华，却突然截瘫了，犹如五雷轰顶，所
有的追求、所有的梦想刹那间灰飞烟灭。“双腿瘫痪后，我
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
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
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墙壁。”这是史铁生当时的痛苦写照，可
以说，在史铁生的天地中笼罩着昏暗，随之而来的是无边无
际的痛苦之崖，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噩梦！我不禁垂头叹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史铁生重获生命的希望，燃起了生命之
火，用纸笔在报刊上冲撞开一条路，在写作领域获得了不小
的成就。它在朋友的帮助下去过茫茫大漠，去过辽阔草原，
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可他的命运终究坎坷，老天爷又给了
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他多次一只脚跨进了鬼门关。“二
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
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
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四十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
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
找来张护士长……”他，是坚强的，接二连三的磨难都没有
使他屈服。他仍以他坚定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坚定
地走下去，就像他艰难的一生！

读到这里，我已经对《我与地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接
着往下读，史铁生以欢快的笔调回忆美好的童年，“但还是
晚了，那个儿童专场已经开演半天了。下一场呢？下一场是



成人场，最便宜的也得两毛一位了。我和八子站在售票口前
发呆，真想把时钟倒拨，真想把价目牌上的两角改成五
分……”生动形象地描写出了孩童时期的天性纯真，我也为
之动容，每个人的童年都是美好的。珍惜生活吧，领略秋，
领取冬，收获四季，拥有世界吧！

合上书，望着窗外漫天的夕阳，我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

火烧云染红了半个天空！夕阳柔和地照射在我的脸上，暖融
融的，长舒一口气，那学习的烦恼、考试的压力都已抛之脑
后，取而代之的是心旷神怡、神清气爽的感受和对未来的憧
憬和希望。史铁生那曲折的一生都没有击垮他，何况我呢？
要相信：“哪怕是夕阳也有它无限美好的景致！”

一阵清风拂过，我心潮澎湃……

愿书香永驻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