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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心得是将军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军训中的得失与
收获。接下来是一些经典的军训心得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
提供一些写作思路和指导。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一

黎明即起，闲来无事，读了几遍木心先生的《从前慢》，很
有画面感而又朗朗上口的诗篇，把我带到了那个年代，诚恳
打招呼的邻居，冒着热气的豆浆店，收到远方好友来信的喜
悦，慢慢的走着，缓缓地活着，悠悠的生长着，那时的日子，
真美!

人是永不知足的动物!科技飞速发展，人们愈来愈浮躁，万事
万物追求一个快字。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是知耻不知足，
而动物是知足不知耻。于是一些有能力的不知足的人精，就
靠自己的超人智慧和才干，创造了飞机、汽车、电灯、电话。
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我们的科技飞速发展。突然之间，一
切的一切都快了起来。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是想怎样就怎样，
想怎样就能怎样的生活。

快!真的很好。可我，还是喜欢慢!慢慢的路过想去的地方，
慢慢的读一本书，慢慢的写一首诗，慢慢的等待远方的来信，
慢慢的过每天的日子。没有一个一个日程表，没有一张一张
飞机票，没有一条一条微信短信。慢慢的等，只是等，等待
也是很美的一种事。很想回到那个车，马，邮件很慢的日子，
快餐式的生活，程式化的岁月，一眼都能看到头的日子，少
了期待，少了惊喜，少了不确定，让我很迷茫，让我很颓废，
也让我很不爽。这种快餐生活下的每一天，就像蒙了眼睛磨
面的驴子，两眼抹黑麻木的转着。



慢下来吧，现在的人都是把一年当成一天来过，所有的时间
安排的满满当当，勇往直前的向前冲，可却曾不回头想想，
自己当初的梦想是什么?还在吗?冲的目的是什么?从现在起，
我要努力过慢的生活。把一天当成一年来过。读一段文，写
两行字，发一阵呆，爱一个人，不去想明天，不去想将来，
就这样慢慢的，慢慢的过着，过我想要的日子，活我自己的
生活。

我要慢慢而又知足的享受我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二

小时候我读《红楼梦》，不解其意，只是囫囵吞枣，粗啃一
番，不能从中体会出作者之心。待大些后重拾，我参悟得仍
然不怎么好，却也“吃”出了几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泪，都云作者痴，谁角其中味”。

作者在文中多次运用谐音，将自己的感慨巧妙地掩在一个个
人名之下。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或这只是“原应叹
息”矣!甄士隐这个只在《红楼梦》形状与结尾出现过的人物，
心向往之已经将所有事情参透，却始终是守口如瓶的“真事
隐”。贾宝玉，甄宝玉，真假难辨!

于是，我读后便作诗云：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三

《从前慢》是木心老人写的一首小诗，主要写出了年少时美
好的爱和从前“慢”的美好。

我读到它是在一篇同名的改编童话的末尾。里面的许多意象，
都使我感受到从前的美好。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伏想联翩。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使我想象到这样一个场
景：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人来到火车站，路上行人寥寥，
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照亮黑暗的街道。这生活中的场景被浓
缩为这两句话，顿时有了诗情画意，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而后面一句“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又驱散了前一句中阴
郁萧瑟的感觉，给人以温暖和欣慰。这两句以简略的语言，
描画出了一副暖人心扉的画面，令人回味。

读了这《从前慢》，更激发了我的怀旧情结，我多么向往
那“车，马，邮件都很慢”的生活啊!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四

可能是在家庭的环境的熏陶之下，我从小就能阅读到何种书
籍，因为爸爸妈妈皆是老师，所以家里的学习氛围一直都很
好，家里也有着一个书房，里面堆放着各种名著，我闲来没
事也是阅读了不少，慢慢的我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现在我
到了大学依旧是如此，就算我有再繁忙的学业，我也不会丢
弃自己的这个习惯，每周绝对会去学校图书馆借一本书看，
这早已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读书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安静下来，不去想任何东西，当我心
情烦躁的时候，读书能让我的心境平和下来，当我迷茫无助
的时候，书中的知识也会给我指点方向，当我孤独无助的时
候，书籍就是我最好的伙伴……一个饱览群书的人才可以真
正的理解什么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这些东西是你话再多钱都买不到的，唯有自己去阅读去领会，
十多年的读书生涯，让我这个人都变的不一样起来，有同学
说我这人为人敞亮，一眼都能看的透彻，让他不由自主的想
和我结识。也有同学说，我对于很多事情总会有自己独到的
见解和思想，觉得我这个人很有趣，甚至我的老师也觉得我
与众不同，不说脏话，为人谦卑，给他一种高尚的感觉。这
都是读书影响我的东西，读一本好书，就像是跟在很多高尚
的人在聊天，那我怎么可能不受其影响。对于读书我也是有
着自己的一些心得。

不读无益之书，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盗版书就出来了，
思想不正，三观不正，胡言乱语的书籍多的是，我从来都不
会去读这类的书籍，因为我知道那无遗就是借着读书的名义
堕落自己，读书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同学被小说被迷了眼
的，上课在看，下课在看，回到寝室的时候还在看，整个人
完全的沉浸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无法自拔，最终荒废学业。

读书可以让人领略到很多的东西，就拿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
来说，你能看到桃园三结义的兄弟情深、你能看到梁山一百
零八好汉的英雄气概，你能看到神魔鬼怪世界的曲折离奇，
你还能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大家庭的兴衰消亡……书一本你
要能用心去读，这样才能尝试着去跟作者交谈，体会到作者
写这本书的用意，这样你才能从中受益。

在安静的环境下读书是最好的，读书是可以让你忽略耳边的
嘈杂，但是宁静而致远，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你才能读懂
书中更多的东西，那样你看一本书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并不
是说你看完一本书知道了里面的情节、内容、人物你就算是
读书了，你没有弄清楚这本书所要传递的思想，那么就仍需
再次细细的阅读体会。

读书真的可以使一个的人的思想、眼界都宽阔起来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五

暑假里，我被一本叫《海底两万里》的书深深地吸引了。这
本书是法国小说家、预言家——凡尔纳的豪情杰作。凡尔
纳1828年出生于法国南特，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代表
作品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底旅行》
等。

看完这本书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阿龙纳斯，一位热爱
海洋、知识渊博的教授，到“鹦鹉螺”号上后，他把那些奇
特又罕见的动物、植物全部记录到笔记本中，回到陆地上后
公诸于世，真令人敬佩啊!康赛尔，教授身边忠诚的仆人，他
们共同经历了几十万公里的海底航行，饱览了很多壮丽的景
观，他们共患难，同艰辛，成了真正的朋友。“鱼叉王”尼
德﹒兰是一名勇敢、优秀的叉鲸手，百发百中，在危机时刻
拯救了教授和康赛尔。尼摩船长是一位海洋的“隐者”，勇
敢而智慧，带领水手们成功从南极脱险，勇斗鲨鱼，血战章
鱼，无人能敌，但一直隐居大海，很少露面。

《海底两万里》不仅让我认识了这些勇敢、执着、真诚、阴
郁的人，也让我游览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等七大洋，欣
赏到奇幻美妙的海底世界。《海底两万里》富含地理、生物
等知识，既是一本引人入胜的科幻小说，又是一本富含海洋
知识的百科全书。同学们，开来看吧!

3.初中生《海底两万里》读后感

从登上鹦鹉螺号那一刻开始，阿隆纳斯、康赛尔、尼德·兰
就成为了关系密不可分的铁三角。他们在职业、学识、身份
等方面都悬殊巨大，但命运让他们相遇，出生入死的经历让
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共同谋划逃跑，在南极遇险时，康赛尔
将最后一丝空气留给阿隆纳斯，遇到儒艮时，尼德·兰挺身
而出。



虽然阿隆纳斯、康赛尔、尼德·兰这三个人物都他们的优缺
点：阿隆纳斯正直、好学，但也有学者的通病;康赛尔平和、
冷静，但只学不思，略显死板;尼德·兰勇敢无畏，但冲动。
但是这三个人都能包容对方。

书中的铁三角生活在十九世纪。那是科技并不发达，人们对
大自然的探索在刚起步不久;他们关系却亲密，反观现在的我
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越来
越发达，生存也越来越容易，可为了自己，人们渐渐失去了
许多东西：先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后来是友谊，再
后来就是亲戚间的亲密。人们都对友谊失去了信心，包括
我——阳光穿过层层树叶，射下铜钱大小的光斑。年幼的我
们在绿荫下打闹，清脆的笑声让每个人心情愉悦。不知是怎
么回事，所有孩子都对我不理不睬，他们都离开了，只留我
一人坐在台阶上——包括我的朋友。我坐在台阶上，抱着膝
盖，呆呆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看他们嬉戏打闹，脸上洋
溢着欢乐与兴奋，他们笑着，跳着，慢慢的消失在我的视线
内。我突然觉得空气安静下来了，只有死的安静与风儿的哭
声。我依旧望着他们消失的方向，心中也前所未有的安静，
只是空落落的。懵懵懂懂的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友谊”。

人们正一点点剥夺世上所有美好的情感，人们失去了信任、
友谊，是什么奴役着人们?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是自私，是
冷漠，是人们自己。

现在，铁三角还存在吗?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六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发现最让学生感到困难的就是写作文。
上作文课时都比较喜欢、活跃，可一让写作就发现一些孩子
紧皱眉头，握着笔半天写不出来多少文字。针对这一状况，
我也很发愁。除了不断绞尽脑汁、启发引导，帮助他们打开
思路之外，我还利用寒假时间，读了高子阳老师的《让儿童



爱上写作的12堂公开课》这本书。希望能给自己的作文教学
带来源泉活水。读了这本书后，针对如何培养学生写作兴趣、
提升写作能力，我产生了几点思考。

首先，什么是写作呢?《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当中是这样表述
的：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
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表达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
养的综合体现，写作教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
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积极向上，表
达真情实感。普遍的习作教学流程是这样的：第1课时老师
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设置情境，与学生对话，一层一层地
向学生讲述怎么写这篇文章，注意事项等。接着就是学生打
草稿，老师巡视，给予指导。而草稿大多难以在课堂内完成，
下课后学生会接着写，然后学生修改修改自己的作文，写好
后交给老师，老师批改后在课堂上做讲评。这样的习作教学
模式能否让学生真的喜欢写作呢?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阅读
统编版教材习作单元就会发现，三至六年级每册中有专门的
习作单元，如何教好习作?我认为正确全面深入的解读教材应
该是第一位的。解读的好，设计才有可能妙，课堂教学质量
才有可能高。解读教材需要细致全面深刻，要有独特的发现，
这是深入的过程，没有深入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取舍，也就不
可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浅出。要想让学生对习作有兴趣，重
新建构教材也很重要。每篇课文都是很好的写作指导范文，
它蕴含着写作思想，写作技巧，写作知识。当学生能从一篇
篇课文中，找到习作的构思、方法，他就不会觉得写作文难
了。所以在平时的课文学习中，我们就可以将作者的写作方
法、技巧顺势给学生进行引导，以及发散、展开拓展。日积
月累，慢慢地就在点滴之中润物细无声地提高了学生的习作
能力。

此外，要让学生真正爱上写作，仅仅靠课内是不行的，只有
把课内外习作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这个整体规划训练，让学
生养成写作习惯，进而才能养成写作素养。课内习作是被动
的写作教学，课外习作可以从儿童喜欢的角度出发，寻找一



个个话题，通过一次次任务的完成，促使他们主动发现话题，
然后自主去写作。课内外习作的结合互补，长期坚持下来，
儿童的写作能力和素养就会得到提高。

除了这些，最基础的还是要积极引导学生加大课外阅读，没
有词汇的积累，就不会有表达的飞跃。

通过读这本书，让我对习作教学产生了思考。同时，也发现
了自己在习作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作文教学当
中，我将不断改进、提升方法和策略，努力培养学生的写作
兴趣和写作素养，让学生爱上写作、喜欢创作、乐于表达。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七

我这段时间很闲，上班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所以打游戏打得
凶，读书也读得很凶。昨天半夜洗完澡，套件卫衣光着脚在
厨房里读一本《伍迪艾伦谈话录》。冬天铝合金窗框的密封
不好，于是这座城市里著名的风就在那狭小的缝隙中穿梭，
吱吱作响。我把窗户往一起推了推，街对面的屋檐上还有残
留的雪，红白相间，像还没开煎的五花肉，看起来很舒服。
这本书是翔宇送我的，很沉，我不得不把它放在膝盖上，然
后腿蜷曲起来搁在餐椅上，冻得瑟瑟发斗殴。

我喜欢在寒冷的环境里阅读，因为它能让我时刻保持头脑清
醒，从而肆无忌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上。如果靠在床头，
躺在昏暗的灯光下，十分钟后一定会恍惚睡去。这是一个很
尴尬的现实，大学的时候我可以通宵看小说不睡觉，可三十
虚岁往后初老的表现忽然变得特别明显。比如有时候读书读
到一半的时候我会忽然神飞天外，想一些毫无相干且无意义
的事情，半分钟之后又恢复正常，于是翻回到前一页重看。
或者在读一段精彩段落的时候毫无征兆地睡过去。

最可怕的是在有些午后和夜里，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老年痴呆
患者一样，毫无睡意但却神志不清。



这本《伍迪艾伦谈话录》每天晚上我都会读几页。伍迪艾伦
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导演之一，我看过他二十一世纪后拍的大
部分电影，特别喜欢欧洲三部曲和《赛末点》。有时候我觉
得这本书需要硬着头皮看下去，因为他们谈的很多电影我都
没有看过，而我又懒得去恶补这些片子，何况大多数网上也
没有资源，有资源也不清楚。

我一直觉得，读书就是一种简单的消遣。所以这样的阅读让
我稍稍觉得有点不适。

当然这本书也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比如伍迪艾伦谈他寻找
思路的方法；对电影剧本和电影演员的看法；对于创作的态
度；对哲学的认识；以及在酒店的便笺上写段子的趣事等等。
这些读起来都很有意思，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他在和采访者
谈话的时候飞快的语速和跳动的眉毛。他的谈话最大的好处
是简单不晦涩。作为一个风格如此突出的导演，他并没有那
种欧美导演习惯性的长篇大论、深不可测或者不知所云，取
而代之的是自然和率性。当然，这可能也是这本书比较畅销
的原因，现在的人们都喜欢接地气的东西，哪怕是看上去高
深莫测的文化访谈录。

所以伍迪艾伦本身就是一个类型化的存在。包括电影的风格、
说话的风格等等，喜欢他的人读了会更喜欢，路人读了没准
会转粉，至于不喜欢的人读了我就不知道了。

等等。真的会有人不喜欢人畜无害的伍迪艾伦么？

我上班有大把空闲时间。于是这段时间我读完了茨威格的
《昨日的世界》。

我以前大概是没有读过茨威格的。又或许是高中时候读过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总之完全没有印象。《昨日的世
界》这本书刚开始读的时候很艰辛，毕竟逐一了解哪怕是简
单知晓他所推崇的那些不为人熟知的德语系作家，是一件非



常令人头疼的事。但读进去之后，我就入迷了。在我的阅读
经历中，我认为茨威格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创作者，不像毛姆
或者菲茨杰拉德那样取巧。我从未见过一个作家能够如此态
度诚恳地把文字上的拘谨同感情上的热忱结合得天衣无缝。
那种文字里沉蕴内敛的贵族气实在是令人陶醉。他不仅对罗
曼罗兰、霍夫曼斯塔尔这些等他欣赏的作家丝毫不吝使用最
华丽的言辞赞美，而对那些持保留意见的作家，他也抱着极
其宽容的态度予以肯定。

我特别讨厌现在所有的畅销书作家，写小说的，写散文的、
写评论的，都在文字上急不可耐地表现出一种掩藏不住的功
利心，用争吵、魔幻、夸张写法和敏感题材来迎合这个时代
的浮躁。而他的文字干净、洗练、谦逊、自省，有的时候甚
至让人觉得跳上了《午夜巴黎》里的马车，迷失在维也纳的
古朴的街道上和彬彬有礼的剧院里。然而，这种代入却又丝
毫不让人感到喧嚣。他沉静而四平八稳地讲述，把一个作家
视野下的世界如同羊皮纸卷轴一样缓缓展开。在其中，即使
是最残酷的战争，也能让我们沉下心来慢慢阅读。不得不说，
《昨日的世界》字里行间都能够看出茨威格对于文学和戏剧
的如痴热爱，这种热爱是纯乎自然的，是不可逆转的，是深
入骨髓的。茨威格确实是一个可以用文字影响读者的人，是
世界文学史上秀丽的一道峰峦。而至于是不是能间接影响世
界或者政治，抱歉，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前段时间我包里还一直装着一本《民国太太的厨房》。去年
夏天在北京买的，春节假期结束之前我就读完了。挺有意思
的一本书。我有个糟糕的好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
候读那些写美食或者狩猎、宴饮、名人轶事之类的文章，而
这本书我是连着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一起看的，大多数时
候都是一手执书，一手捏食物，翻开食欲大振，合上怅然若
失。

春节期间我又重新读了一遍《雪国》。确定了它并不是很对
我的口味，不过它的第一句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小说开头，



没有之一。

“穿过界县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
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新大学生读书心得感悟篇八

读书是人生中的娱乐、消遣的方式，它不但能给予人无穷无
尽的知识，而且可以给予人无限的乐趣。

一个寒假的时间，我读了好几本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
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在这虚无缥缈的世界中，他写出了一本超越过去、超越现在、
超越未来的世纪之作，这本书中的内容引领了现代科技发展
的走向，想象出了在当时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高科技产物。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鹦鹉螺号”载着它的主人尼摩艇长以及
阿罗纳克斯教授等人以每小时20海里的速度前进，在十个月
的旅途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鹦鹉螺号”
途径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最后竟离
奇地消失在了挪威西海岸的大旋流中。

从书中，我可以感受到尼摩船长是一个沉着冷静、博学多才
却有些阴谋诡计的人，他的身份至今都是一个谜。对于他，
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对陆地上的人如此憎恨?而阿罗纳
克斯教授和他的仆人孔赛伊，都是那么的聪明好学，把他们
在海底所见的奇观描绘的淋漓尽致，我真是佩服他们才识!

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了解到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以及人物的
形象，而且还掌握了一些有关地理、生物方面的知识。比如
阿罗纳克斯教授介绍了什么是太平洋黑流、珊瑚礁是怎样形
成的，以及海洋生物的循环系统是怎样的……这些自然现象
和特点都十分的有趣，而这些现象的科学解释也让我大开眼



界、增长见识。我对他们的“知识宝库”也是刮目相看!

《海底两万里》这本书里蕴藏着许多丰富的知识，它既能让
你身临其境感受海底世界的瑰丽多姿，又能让你震撼于大自
然的神奇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