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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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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引领。但在带班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愿望虽然非常
美好，却难以付诸实践。当某个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
相同的错误时，我会气愤于他的不懂事理，会恼怒于他
的“顽固不化‘，于是原本的耐心宽容就会演变为怒不可遏
的指责，原想拥有的气质风度也会荡然无存，不仅自己会恼
怒地伤肝伤肺，也会在无意中伤害学生，起不到教育的效果。

古人说”明刑弼教“，也就是说刑罚的目的是帮助教育。作
为老师，要懂得处罚的艺术，最重要的是注意掌握分寸，体
现合理公正的原则。处罚时要依据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情
节，以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来决定给予必要的惩罚。切不可
简单化，”一刀切“。更不能因为对学生的偏爱或成见，造
成处罚的失衡、失当。其次，处理事情面对学生要有一定的
原则，让学生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不管学生是有意还
是无意中违反了既定的原则，都应该让他们勇敢地承担起责
任。再者，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老师应该善于
捕捉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
科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用放大镜看学生的优点，用缩小镜
看学生的缺点“，所谓”赏罚分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
后，我们要给学生犯错的空间，身为教师，不要想着自己的
一番苦口婆心的谈话就能让学生大改以前懒散的模样，多点
时间，多点劝慰，多点理解，才能让学生慢慢地纠错成长。

教育之路漫长曲折，教育方法丰富多样。但面对不同的个体，



教师需要学习着拥有比家长更多的策略和方法。而《世说新
语2》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现在的学生，明白了怎样将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结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且让我们反
思学习着在教育之路上前行，让我们”艺术“起来吧！

世说新语里的故事都是通过一件小事来反映一个人的品德，
比如说他孜孜不倦、礼贤下士、读书很用功等，我也记不住
那么多。世说新语李的文章都是文言文，文言文就是古文，
我们学生很烦的那个文章。

我们要学习他们好的品德，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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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整个暑假，我终于把那本超级后的世说新语给读完了，
真爽，不过也挺累的。世说新语里的故事真的很多，有的长
如龙，有的短如蚁，不过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你一个道
理，虽然很枯燥，但它毕竟是一本好书啊，接着读吧!

作为一篇教育方面的书，刘墉的《世说新语》实在有别于传
统意义上的教育书籍，确实文如标题“新语”。他用最朴实
生动，形象有趣的语言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小事件，小故事，
而这些文章都显示了他对教育的态度与思考。读来令人深思，
发人深省。

看了他的文章，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待孩子的那种态度。
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宽容”。现在的社会主流文
化早已不在倡导“严师出高徒”的方法了，那么作为老师或
家长，到底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小孩子呢?刘墉给我们提供了一
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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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梓帆《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等文人编写的一部主



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里面的小故事有一千
多则，每一篇小故事都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或获得财富，应当经过自我的诚实、努
力。而华歆呢却总想着不劳而获，对于有着华丽车马的贵人
十分羡慕，而把自我应当做的，努力读书提高自我的本事，
实现人生目标忘到了脑后。这样的人喜欢投机取巧，为到达
目的，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所以，管宁看不起他，选择
了和他断交。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爱贪小便宜，爱
慕虚荣，总想不劳而获。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事要专注，不能三心二意。“一寸光阴
一寸金”，作为学生，我们上课时必须要提高效率，珍惜课
堂的每一分钟，认真听讲，及时消化吸收所学的.知识。学习
之余，还能有时间做自我想做的事情，提升自我的综合本事。
而我们身边有些人，却不懂得之个道里，课堂上尽管一声不
吭，但始终处于游离状态，什么也没听进去，还不得不靠课
后很辛苦地花很多时间低效率地补课。

就拿“管宁割席”一文来说，这篇文章讲述了两件事，其一
是，三国时期的管宁和华歆在一齐锄地种菜。他们看见地上
有一片金子，管宁把金子当作瓦片一般，视而不见，依旧挥
锄种地，而华歆却想要拿起来，据为己有。其二是，两人在
一张凉席上读书，有华丽的马车经过，管宁不予理睬继续读
书，可是华歆却丢下书本跑出门外凑热闹。管宁于是割席和
他绝交。

“学弈”这篇文章也同样令我印象深刻。弈秋是全国最会下
围棋的人之一。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人专心致志听弈秋
的教导；另一个虽然看似在听，心里却想着有天鹅飞来，要
拿弓箭去射它。即便两个在一齐学习，效果却天差地别。其
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资质有差异，而是因为做事的专心程度不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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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
悉掷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
致书邮。”

读书笔记：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殷羡
做到了前两句，忽视了后一句。不过道家向来都是视名利如
浮云，视仁义如粪土也。“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唯性之
所在!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
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
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读书笔记：这则故事，只要是读过点书的中国人，几乎都知
道的。你如果做过这三件事情：冬日品过酒、深夜吟过诗、
踏雪访过友。那么，你一定可以对子猷的情致领悟一二了。
我们所缺乏的不过是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顺从
本心本性的生活情致罢了。我们做任何事情目的性都太强，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深不知没有结果的结果有时候是最好的
结果。至少可以留个念想!

世说新语阅读心得篇五

《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王朝，作者是刘义庆。南朝宋
这个朝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我个人觉得是属于夹在中
间的一个朝代，南朝宋（420—479）的开国皇帝是刘裕，这
个朝代历经了九个皇帝，是南朝四个朝代里面最久的一个朝
代，也是一个历经繁荣发展的朝代。

刘义庆这个人呢首先是属于帝王家族的子弟，其次是一个文
学家，他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各种平常老百姓接触不到的资



源，因此我说他的发展起点肯定相比一般人要高很多，加之
本身刘义庆天赋异禀，被他的伯伯皇帝宋武帝刘裕称为“此
我家丰城也”，所以可以看出刘裕是多么的喜欢这个侄子。
刘裕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大官，深受皇帝的喜爱，基本上都是
属于近臣一类的人，二十七岁就做到了副宰相的位置。刘义
庆这个人很聪明，善于思考动脑子，很能审时度势。刘裕死
后，宋文帝刘义隆登基，刘义隆这个人很缺心眼，猜忌心很
重，对朝臣这些人很有戒备之心，登基以后就大开杀戒，反
正是杀了很多臣下，刘义庆呢虽然是天子庇佑下的爱臣，但
是面对这样的大开杀戒也招架不住，也怕不小心掉脑袋，他
处处谨小慎微，当他发现祸事即将到来的时候立即“乞求外
镇”，跑到外地去做官。我认为刘义庆这个人生在了一个好
时代而不是一个坏时代，他以史为鉴，知道前朝死在政治的
风波里面的冤死鬼多如牛毛，因此见好就收，最终不至于死
于刀斧之下（元嘉21年病逝）也是死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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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如果你勇于说真话，那么你纯
净的心灵将得到升华，反之，你的良知便会向黑暗的地狱靠
进一步。在《世说新语》中，一篇篇小故事告诉了我们诚信
的重要性。

陈太丘与友期行

在陈太丘与友期行中，友人过了中午还没来，太丘便离开了，
走后友人才到，元方和友人的一番对话，让友人感到无比的
惭愧，这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陈太丘依照约定行事，
当他的朋友失约时，他决然离去一点也不姑息，这父子二人
身上提现的'是古人崇尚的做人要以诚信为本质观念，春秋时
期政治家管仲说：诚信是天下的关键，孔子也说：做了个人，
却不讲诚信，不晓得那怎么可以，譬如大车子没有安横木的
犁，小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辄正因为诚信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
根本，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古代有很多不重千金重一诺



的美谈。像陈太丘的友人，自己言而无信，失了约不自己反
省，反而责怪别人，他被有人抛弃，受到儿童蔑视，实在是
咎由自取。

诸葛亮解字

诸葛亮在吴国时，一次朝堂大会上，孙皓问他：你的字是仲
思，你思的是什么呢？诸葛亮回答：在家里思的是孝敬父母，
侍奉君主思的是忠诚，交友思的是诚实，如此而已不管是侍
奉君主，还是交友的路上，都找不了诚信，诚信是我们人与
人之间和谐共处的桥梁，是我们彼此的信任。

王朗渡船

华韵和王朗一起撑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韵
很为难，王朗还说：幸好船还宽敞，有什么可为难的一会贼
寇要追上来了，王朗想丢下刚才搭船的人，华韵说：刚才我
之所以犹豫，正是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来船上脱身，
哪里能因为情况危急就丢下他呢王朗开始乐于助人，但在危
难时，却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而华韵当初就谨慎地抉择是
否帮助别人，一旦决定帮助，就要坚守诺言，不离不弃，在
当今社会中，有些人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但往往因为受不
了利益的诱惑，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有些人，平日虽默默无
闻，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才是我们应该效仿与
学习的对象。

诚信是我们成功路上的关键一步，我们必定成功，我们注定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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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世说新语》的书名，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高大上”
的感觉，甚至认为这是一本现代书。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说
《世说新语》编于南北朝时期，是一本收录历史故事的书。



最终拿到这本书，我翻了翻，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啊？这本书不是收录故事吗？怎样全是文言文！我对文言文
并不感兴趣，觉得没意思，便把它放下了。可再回头看时，
却被它深深吸引了。

原先《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章，每个章节都记叙了一种思
想或行为，收录了必须篇数的历史小故事。而每篇故事下头，
都标有注释与译文。这下我就能阅读了。

那么，《世说新语》都讲了些什么？它里面有许多脍炙人口
的名人轶事，比如管宁割席、广陵散绝等，还有许多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的故事。通读下来，真是收获多多。

读了这本前无古人，也许会后无来者的好书，我心中真是感
慨万千。

首先，这本书编得十分好，它把历史浓缩成短小精悍的小故
事，让人读起来就好像在看一本故事书，而不是单调的历史
记载。并且它把诸多故事进行了分类，分成三十六章，让人
查阅起来很方便，一目了然。

其次，它经过故事传播着道理，看着一个个形象生动的人物，
我们就会明白，哪些人是学习的典范，哪些人是“负面教
材”。

《世说新语》让我眼界大开，没有想到历史遇见古文竟然能
碰出知识的火花。真心期望大家一齐来读这本好书，感悟我
们中华民族悠久的礼貌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