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
会(通用10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
断提升自己。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
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一

这里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更多是风沙，还有
人的无知和愚昧。

快餐时代，谁会拥有像陶渊明那般追求自然的平常心，谁会
有像苏轼一样拥有豁达乐观之心态，谁有会像叶芝一样渴望
平凡朴素的爱情。三毛，正是如此。她踏上了那片撒哈拉沙
漠，与荷西一同，带领我们感受异域风情，欣赏大漠风光，
聆听大漠之声。在三毛笔下，体验了肮脏恶劣的生活环境，
结识撒哈拉威人，记下平常一点一滴的小事，绘成多姿多彩
的三毛撒哈拉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喃喃着，要自由，要追求梦想，却找各种借口，
从未付诸现实。而三毛，她是那般浪荡不羁的女子，仅因自
己儿时的梦，不顾众人诧异的眼光，来到撒哈拉;她又是如此
浪漫的女子，为寻找前世回忆的乡愁，踏上那向往已久的神
秘大漠。

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有无理的婚姻。“娃娃新娘”这一章，
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等到阿布弟拿着一块染着血迹的白布
走出房间时，他的朋友们开始呼叫起来，声音里形容不出的
暧昧，在他们的观念里，结婚处夜只是公然用暴力去夺取一
个小女孩的贞操而已。”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姑卡出嫁，被夺



去贞操，年仅十岁!但在婚后，姑卡却装扮成熟，挂着那句诙
谐的：“你伤害了我的骄傲。”或许，这就是撒哈拉女人卑
微的命吧。在当地人看来，这只是正常的婚俗，而在三毛和
我们眼中这种结婚仪式，就是摧毁女人的身心。虽然有文化
差异，但我们无权干涉他国宗教信仰。那场面虽未有亲眼所
见，却有如身临其境般的记忆深刻。

荷西追了三毛六年，当荷西知道三毛一定要去撒哈拉后，不
声不响地提前做好准备，卷起行李就走，先她去了非洲，等
着三毛踏上那片土地，而三毛这个一意孤行的倔强女子，当
知道有一个男子愿为她去沙漠受苦时，这个倔强的女子已经
决定要跟这个男子到天涯海角，一辈子流浪下去，在撒哈拉
沙漠展开了一场“闪婚”，那般快速、仓促及朴素，充分看
出两人朴实的行事风格。这让我想起了贾宝玉，贾宝玉腹有
诗书之气，向往远离名利的娴雅生活，而薛宝钗却恰恰相反，
她要求他考取功名，为名利去追逐，这就导致了他们貌合神
离的夫妻生活，贾宝玉去寻找自己的知己林黛玉，而薛宝钗
也就注定了长路漫漫，只能与孤灯相伴。这让我又想起了祥
子与虎妞的爱情故事，两个志不同的人在一起很痛苦。我想，
真正的爱情，除了生活中的相同，精神上也要达成共识吧，
就像三毛和荷西一样。

“生命的滋味，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都要去尝一下
啊。”或许只有她，能把寂寞的沙漠，活成诗和远方。爱情，
不是只有白头偕老才会让人羡慕，而是你与我从懵懂相爱到
惺惺相惜，从两条平行线到两条相交线，从道不同不相为谋
到爱屋及乌，从你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到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喜欢《撒哈拉的故事》带给我的生活的感觉，像是清晨树
林上空丁达尔效应的阳光，也想下午温暖和煦照在放学儿童
脸上的阳光，像傍晚夕阳晕染整片天空的残阳，也像沙漠如
日中天的大火炉，什么样的感觉，都别有一番滋味。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二

神话是古代人民对各种美好生活的寄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的精神财富。荣格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神话，不论
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

当你去问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说中国古代神话这个名词，他
们可能不懂，可一说这些故事的名字，他们就会呀呀的跟你
讲。

其中我比较喜欢的是《神农盗谷种》。听说天上有能结出美
味果实的谷种，神农下定决心去取一点儿来，让人间老百姓
也可以吃上美味果实。他先经受了白胡子仙人的考验，又受
到谷神的捉弄和天兵的追捕。既要爬树取乌鸦巢，又要充当
牛拉犁，既要推石头上山，又要成为天狗渡银河，历尽千辛
万苦才盗回了谷种。

从中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我明白了，怯懦是阻拦我们开阔的
敌人，勇气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战友，只有勤于思考、善于
观察、乐于学习的人，才能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智慧。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三

同学中有人崇拜影视明星，觉得他们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有
人崇拜体育明星，觉得他们毅力非凡，为国争光;我却崇拜雷
锋，以及像雷锋一样的奉献者，他们虽然平凡但却发光照亮
别人。

最近我读了《雷锋的故事》这本书后，我更是真真切切地被
雷锋所吸引，所折服。雷锋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
不求回报，这种精神值得我和大家一起学习。

这本书用47个关于雷锋的小故事讲述了雷锋从成为孤儿到被
收养、读书、参军，最后因公殉职的一生。朴实的言语，普



通的故事却是不普通的人生。在这么多故事中，“抗洪抢
险”这个小故事给我印象最深。

雷锋因为救火受伤的手还没有痊愈，部队又接到了抗洪抢险
的任务。指导员不想让受伤的雷锋参加抢险，但雷锋还是坚
持要上抗洪第一线。他站在最危险的地方，用铁锹一锹一锹
奋力的挖着，遇到土崩，人被泥水冲的满身泥泞，铁锹也不
见了。但他仍然坚持没有休息，并开始用受伤的手继续挖土，
最后手上刚新生的皮都脱落了，嫩肉扎入泥巴中，他还是没
有停下，仍然坚守在抗洪第一线。平时我皮肤蹭破皮都会疼
得喊妈妈，我想雷锋受伤的手该有多疼啊。

今年，我们合肥市的庐江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灾，在铺天
盖地的新闻中，我看了到处是淹没的农田和被洪水摧毁的房
屋，爸爸说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很多的武警官兵、党员以及
志愿者们都奔赴前线，进行抗洪救灾。我看到新闻报道里介
绍了许许多多的抗洪英雄，其中庐江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指
导员陈陆员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辗转5个乡镇，奋战96小时，成功转移和救出群众2665人。
在庐江县石大圩堤坝决口，陈陆已经连续奋战了40多个小时，
他依然坚持乘橡皮艇搜救群众。在搜救途中，突然遇到决口
变大，橡皮艇卷入旋涡侧翻，人也被洪水冲走，最后不幸牺
牲了。他今年跟我爸爸一样大，家里也有一个儿子，年龄比
我还小，小弟弟没有了爸爸该多伤心啊。陈陆叔叔用自己的
生命来保卫人民群众，他不就是我们身边的“雷锋”嘛。虽
然雷锋叔叔和陈陆叔叔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故事将代代相
传，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长存!

我的偶像就是雷锋，就是像雷锋一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四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故事书《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是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不来梅的音乐家》《灰姑娘》等等。

以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

《臭小子学害怕》

从前有一位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很聪明，小儿子很
迟钝。父亲只喜欢大儿子。当然，大儿子也没办法。比如他
爸爸半夜叫他出去拿东西，他就会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情，说：
“我怕，我不去。”小儿子听了，说：“害怕?什么事?我从
来没有害怕过。”有一次，父亲让小儿子出去学技能。小儿
子说他想学会害怕。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同事，同事
说：“学会害怕，那就跟我来!”结果小儿子把同事推下楼。
父亲知道这件事后，立刻给了他50个银币，让他独自出去探
索世界。离家不远，他说：“要是我学会害怕就好了。”有
一个人听见了，就对他说：“不远处有一座宫殿，里面住着
魔鬼。谁三天能出来，谁就能娶到公主。”于是小儿子在那
里住了三天，然后娶了公主。公主得知他要学会害怕，就给
小儿子倒了一桶鱼，让他知道什么是害怕。

《格林童话》是一本有趣的故事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想看看吗?然后赶紧打开这本故事书。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五

“一个人，燃尽了青春，把爱与希望种在无数人心中……你
赋予的力量，再艰难的道路，我们继续着征程……”这是百
色市一位村民为哀悼因公殉职的第一书记黄文秀所作的歌曲-
《力量》。

黄文秀百色市田阳县人，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
传部理论科副科长、于2018年3月被单位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



坭村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她回家陪护刚做
完肝癌手术不久的父亲后，因惦记百坭村的防汛抗洪工作，
冒着暴雨连夜返回工作岗位，途中遭遇山洪暴发，不幸牺牲，
年仅30岁。

看完各家媒体对黄文秀事迹的报导，我心中久久不能平
静。“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她，研
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
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她的死重于泰山。黄文秀身上的
那种新时代难能可贵的毅力和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同为下
派第一书记的我，一定要以黄文秀为榜样，向她学习，不断
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学习她热爱基层，扎根基层的精神。黄文秀北京师范大学研
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百色工作，并
且成为一名埋头苦干，扎根基层的驻村第一书记，就像他自
己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自己选的，就要为我的事业而努
力，尽最大努力把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做好，成为我宝贵
的财富。加油！”同样，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我，一定向红
秀同志学习，学习她以村为家。视村民为亲人的思想觉悟；
学习他“先当村民、再当村官”的工作理念，学习她不干出
一番成绩，誓不罢休的追求；端正态度，扎根基层，在广博
的农村大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不枉费时光，不辜负组织
重托。

学习她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的精神。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
生，黄文秀没有一点儿娇气傲慢，她能走进群众、了解群众；
她能和村干部积极走访调研，倾听群众的声音和诉求；她的
驻村帮扶日记里记满了各种各样的村务小事，从农村低保到
水费、电费，只要村民有需要，哪怕再小的事儿，她都会努
力地去做。同样，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我，要学习黄文秀的
这种精神，牢固树立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服务
理念，真正的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为群众办实事，谋



福祉，用自己的行为，诠释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诠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的内涵。

学习她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精神。黄文秀任第一书记后，
大事小事都积极去做。人们常说基层干部要经得住诱惑，耐
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而黄文秀对朋友却说：“长征中，
战士死都不怕，在扶贫路上，这点困难怎么能限制我前行，
作为第一书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年轻人有如此高的境
界，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的完成各项任务，遇到
困难和挫折，不埋怨，虚心接受批评与教育，积极向群众、
向领导、向同事学习。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提高自己的能
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定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脱贫攻坚
的长征路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六

一九五零年夏天，雷锋穿着斗争地主时分得的衣服，背上书
包，迈着轻快的脚步上学去了--这是他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
事，现在变成现实了。

崭新的生活，使雷锋想起了许多往事。在旧社会，穷人家的
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地主家的儿孙去上学，那时候的学校
是为有钱人家的子弟开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踏进学校的大
门。

“你是孤儿，学校不收你的学费，你免费读书。”

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连长说过的话像一粒种子，在他幼小的
心田里已经开始萌芽了。



雷锋刚刚学会写字，就用那位连长送给他的那支钢笔，在笔
记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这是发
自他内心的欢呼啊。

每天一大早，雷锋来到学校里就打扫教室，把桌椅、黑板都
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坐下来读书、写字。他对每一门课都
认真听讲，从不放过一个小小的疑问。他的作业本，总是写
得工工整整，按照老师的布置和要求按时完成。

雷锋说：“就剩这一道题了，我总做不对。”

那个同学过来看了看：“这道题我做好了，你拿去看看
吧。”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递了过去。

雷锋笑笑说：“谢谢你，让我自己再想一想吧。”

“那就借你的给我抄一下吧。”

那同学便坐下重做了一遍，原来是运算中粗心，所以得数就
不对了。这时，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这才收拾好书包，手
拉着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

由于雷锋学习用功，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九十分以上。

“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一定用实际行动把红领巾染
得更红”

雷锋读书刻苦用功，立志做个好学生，长大了好为党、为人
民多做些事。清水塘小学离六叔奶奶家很远，每天上学要走
十六七里路，他总是早去晚归，从不旷课。雨雪天，他没有
胶鞋，就穿上自己打的草鞋或木屐赶去上学。老师讲课时，
他用心听讲，绝不在课堂上贪玩打闹。每逢星期日、假日上
山砍柴或下地种菜时，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书本，累了就坐下
来边休息边读书，不断吸取着各种知识。



雷锋积极协助学校少先队组织开展工作，热情参加宣传和文
体活动。他模范地执行队规和纪律，无论少先队交给他什么
任务，他都想尽办法出色地完成，多次受到组织上的表扬和
奖励，并被选为中队委员。

一九五五年，雷锋转到荷叶坝完小读书。当时，这所学校还
没有建立少先队组织。他一跨进学校大门，胸前的红领巾就
把同学们吸引住了。有的问他少先队员为什么要戴红领巾?有
的问什么人才能参加少先队组织?他意识到自己是这里惟一的
少先队员，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
作用。

当荷叶坝完小开始建队时，雷锋成了建队积极分子。少先队
组织建立后，他主动协助辅导员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在
组织课外读书小组，参加义务生产劳动，开展文体活动等，
雷锋都起了骨干作用。

六一儿童节，少先队决定到湖南烈士公园过一次有意义的队
日。到烈士公园要步行三十多里路，打大鼓的任务很重，雷
锋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当了鼓手。队伍出发了，他小小的
个子，打着大鼓走在前面。队员们踏着鼓点，唱着《少先队
员之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向长沙市进发。

走出七八里路，雷锋累得浑身是汗。辅导员见了，忙派了一
名同学来替换他背鼓。雷锋笑笑说：“不用换，我能行?”说
着挺起胸来，扬起小手咚咚地把鼓擂得更响。途中休息之后，
辅导员见他太累了，又派了一名同学来替换他。可他却
说：“打鼓的任务我已经领下来了，应该由我来完成。”于
是他又背起大鼓继续前进。对于身材矮小的雷锋来说，背一
个好几斤重的大鼓走三十几里路，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何况还要边走边打呀。他顶着烈日，越走越觉得吃力，腰发
酸，背发胀，嗓子发干，腿发痛。怎么办?他只有一个信念：
坚持，朝着既定的目标，坚持前进，坚持到底。



“这是鬼画桃符，哪像字呀。”

“这些字就是你自己写的呀?”

小朱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心里感到十分惭愧。雷锋又耐心
地劝他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件事对小朱的教育可大了。从此，
他学习认真了，字也写得规矩了，成了班里的一个好学生。

有一天，雷锋看见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山上摸索着砍柴，
脚突然踩空了，摔倒在地上。他急忙赶上前去，扶起了老人。
雷锋很关心这位没儿没女的贫农老人，经常用课余时间帮助
老人砍柴、挑水、打猪草。乡亲们看到雷锋这样尊老爱幼，
都夸他是个热心的孩子。

一九五五年夏天，雷锋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主动地把土
改时分得的二亩四分田全部入了社，坚决同广大贫下中农一
起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块田是你割的吗?”

“是的。”

“那一块也是你割的吗?”

“是的。”

雷锋再也压不住心头的火气，指着丢在地上的稻穗儿，正言
厉色地说：

“住手?不许这样打稻?”

“你管不着。”

“我一定要管?”雷锋上前夺下稻子，准备到社里去报告。这
时，恰巧一个社干部闻声赶来，狠狠地训斥了姓叶的地主。



这下子他才低了头。

雷锋热心维护集体利益的行为，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他在
家乡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像一株茁壮的幼苗，一天天地成长
着。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

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七

《我的教育故事》这一本书的作者是于永正老师，我们可以
从书中学习到关于教育教学的知识。作为教师没赢过怎么样
教学生呢?要给学生树立起一个标杆，让他潜移默化的进步。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我的教育故事读书感悟：风流儒雅亦吾师。
“我自以为我的教育不空虚，因为我有情。我的情无处不在。
”刚刚拿到这本书，就被封面上几行小字所吸引。然后迫不
及待的开始阅读于永正老师的《我的教育故事》。在书中，
我看到了于老师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看到了于老师才华横
溢的小学老师，看到了他在病中谈笑风生的样子……读完之
后，心中感触颇深。

陶行知先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他说，生活教育
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
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



育的意义。于永正老师的做法让我脑海中第一个闪现的就是
这几个字：生活即教育，于老师进行的是真实的学习，让学
生们在生活中感受学习，感受语文。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这豪迈的背诵声飞出窗外时，就知道于老师要带着学生去游
泳了;“胭脂点雪”、“映日荷花”、“喧宾夺主”、“星光
灿烂”、“蓝孔雀”等，于老师在赏菊过程中为孩子们了打
开认识美的窗口;“只要是花，开在哪里都好看!”这是春游
过程中一位小朋友脱口而出的话……带着学生感受生活的美
好，引导学生多看美的东西，这些做法对学生是一种精神上
的享受，无形之中会让美融于血脉，使人有种不吐不快的感
觉，写作文自然水到渠成。

我们平时总让学生写作文，还要求学生写出真情实感，有时
候我们并没有带他们体验，却要求学生写出来。以后我们也
应该带学生多多体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样学生才会在写
作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真正的情感。

于老师说：“引导、点拨、示范。”学生学了五年语文，越
学越不会，到底应该怎样学习呢?于老师说：“多读多写。”
语文就是教学生识字、写字、读书、背诵、表达(包括口头表
达和书面表达)。至多再加一个：培养兴趣和习惯。作为语文
教师，要想教好学生，要做到那几点呢?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
要。

首先，朗读是必备技能。朗读要做到正确、连贯，还要做到
语气自然。好书不厌白回读，精彩的文章一朗读出来，就活
了，更能让学生走进文章。教儿童学语文，靠的是示范，教
师的朗读好了，学生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进步，感受文章鲜活
的语言。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儿童学语文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好的示范具有启发性，能为学生树立起一个标杆。

其次，板书很重要，要想学生写好字，老师得起带头和示范



作用。字是人的“第二张脸”，是人的“一张名片”。都
说“字如其人”，字写得不端庄、不漂亮，难道是要用实力
证明我们长得不够端庄、不够漂亮吗?于老师说：“写好字，是
‘儿童的语文’的应有之义。”板书对语文教师是必需的，
手写出来的字，都是鲜活的，有情感的，可以传达我们想要
表达的信息。我的第一张脸没有长好，我就得在第二张脸多
用功。最近我也一直在练字，争取能够拥有一张端庄美丽
的“脸庞”。

最后，教学，要“实打实”、“手把手”的教，作为教师，
一定要有责任心，要有爱。学生跟我们学语文，我们就得尽
老师之责，用我们耐心、细心、恒心和爱心，教学生识字、
写字，教(从容网)会学生读书、表达。夏丏尊先生说
过：“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
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
个空虚。”所以要想我们的教育不空虚，除了要有责任心，
必须要有爱。

成尚荣先生说：“教学不是背不动的书包，而是带得走的能
力。”我们一定要牢记：少做题，多读书，光在课堂学习语
文，是不能真正学好语文的，从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
思维的角度说，学好语文更多的还要依靠课外阅读，平时要
注意语言的积累，我们的语文教育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天有不测风云，于永正老师被检查出了白血病，看着于老师
一次次被病痛折磨，又忍不住潸然泪下。病中的于老师，知
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留下了三句话，其中一句是：我是
唯物主义者，死后不设灵堂，不扎花圈……我想说：“令公
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虽然于老师走了，却留给
我们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了我许多，没有比“风流
儒雅亦吾师”更确切的了。

读了于永正的《我的教育故事》这本书以后，我会在教育的
道路走的更坚定，更执着。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八

我们身边有许多的好人好事。在生活中，总会有许多的好心
人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些
话，我非常喜欢，只要我们去帮助别人，就一定会得到别人
的帮助。我们一定要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要帮助别人，也
要感恩别人对你的帮助。

就像课本中的乔伊一样，他即使自己穷困潦倒，没找着工作，
但是他看到被困在路边的老妇人，宁愿自己把手腕、脚腕蹭
破了，流出了鲜血，也要帮老妇人把车修好，老夫人车修好
后，要给乔伊报酬，但是乔伊却说：“我从没想过帮助别人，
还要得到别人的报酬，当他在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了他，别
人困难的时候他也要帮助别人，他不要报酬，只要在别人困
难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最好的报酬。”在老妇人到餐
馆吃饭的时候，她想起了乔伊说过的话，帮助了女店主，而
女店主正是乔依的妻子，这个故事，正反映了“帮助别人，
等于帮助自己。”这句话。

在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好人好事。

那一天，我们正在逛商场，正巧看到一个人在那门口要钱，
说是自己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家里只剩下他和自己的老母
亲了，老母亲因患病要动手术，家里实在是没钱了，只能这
样来筹钱了。我递过去了几十块钱，旁边还有一个乞丐，他
也递过去一元钱。我们走了后，逛了一上午，要回家了，在
回家的道路上，我们又见到了那个人，这时，那个乞丐又递
过去一百元钱，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他自己都没钱，
还捐钱给别人。为什么上午捐一元，到了下午又捐了一百元?
这时，突然一个人把那个乞丐拉到一边，我偶然听到：“你
自己都这么穷，还捐钱给别人啊?”“我看他很可怜，他比我
困难，我就捐钱了!”“那你为什么上午捐一元，下午捐一百



呢?”“今天上午只有一角、五角的，我不好意思，所以下午
就又去讨了一百元!”这件事过去很久了，但我仍然历历在目。

在生活中有许多许多的人都是善良的，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
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九

你的世界在哪里?你的世界可以在心里，你的世界可以在学习
中，你的世界可以在快乐中，你的世界还可以在书中。我的
世界就在书中。书，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有一句格言说：
爱书吧，它是你飞翔的翅膀。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

我记忆中读的第一本书是《格林童话》，我对这本书可以说
是百读不厌，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改变了我。

首先是《灰姑娘》这个故事改变了我。以前的我很内向，还
动不动就对别人发脾气。但是当我看到灰姑娘在被别人欺负
的时候，她还是很开朗、乐观、活泼，对她的姐姐还是很和
善，生活得总是很快乐时，我想起自己不高兴就随便对别人
发脾气，总是一天到晚给爸爸添麻烦，忙得奶奶喘不过气来。
我决定一定要向这个灰姑娘学习，每一天都要不断改变自己。
你看，现在的我可就不一样了，活泼、开朗、乐观，还是家
里的“开心果”呢!这可都是书的功劳呦!

《格林童话》里的《魔鬼的三根金发》这个故事也改变了我。
以前，我既胆小，对别人又斤斤计较，不相信自己，对自己
没有信心。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一个小伙子他很勇敢，不怕危
险、困难，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而且善良，办事果断，我
很佩服他。看过了这个故事后，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改变我
自己的缺点，相信自己，我能行!现在，我胆子比较大了，还
学会了对别人要宽宏大量，对自己也信心十足。这又少不了
书这个功臣哦!



现在，我的世界丰富多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那都是
因为书!我的世界因书而精彩!

当我们关着手，我们什么都没有;当我们打开手，我们将拥有
整个世界。

阿依达故事梗概 故事心得体会篇十

黄文秀同志不幸遇难，令人痛惜。黄文秀主动放弃城市优渥
的生活环境，投身扶贫一线，扎根基层沃土，用实际行动和
宝贵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当代青年干
部树立起担当作为的时代丰碑。

缅怀她忠诚为党的赤诚之心，凝聚在党爱党的初心力
量。“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面对组织安排
的扶贫重任，她用“宽肩膀”，坚决完成“硬任务”。作为
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也是第一位女书记，她
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四个意识”的深刻领悟，对“两个维
护”的深刻理解。“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生
一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她仍然坚守在扶贫攻坚第一线，
与突发的汛情洪灾做斗争，将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扶贫路上。
作为一名青年干部，要时刻牢记老路不忘本，像蒲公英的种
子一样扎根基层沃土，在经风雨中守初心、见世面、真磨砺、
长才干。

缅怀她勤劳为民的奉献之举，凝聚攻坚克难的初心力量。黄
文秀曾经发过一个朋友圈：“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
快。”对她而言，决战贫困决胜小康，就是她“心中的长
征”。2018年3月26日，全村共有472户2067人，全村还有103
户473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为22.88%。在她担任第一书记之
后，易地扶贫搬迁脱贫18户56人，教育脱贫28户152人，发展
生产脱贫42户209人，共计88户417人，贫困发生率降到2.71%，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6.38万元，获得了2018年度“乡风文



明”红旗村荣誉称号...她用脱贫实绩和实际行动诠释作为一
名青年干部，怎样做才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缅怀她实干为要的担当之责，凝聚真抓实干的初心力
量。“天下着，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
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一百年前，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发问，至今仍然振聋发聩。这是
一个时代的青春宣言，也是无数党员干部的执着追求。当前，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滚石上山、攻坚拔寨的决胜决战期，时间
更为紧迫、任务更加艰巨。面对困难，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
头脑，认真执行“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标准，不降低标准，
不过度兜底，以蚂蚁啃骨的韧劲、以攻坚克难的勇气、以功
成有我的决心，举理想之旗、扬信仰之帆、乘奋斗之风，将
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推进向前。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
青年干部应从黄文秀同志身上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的精神伟力，用担当践行忠诚，用奋斗诠释本色，做
忠诚干净担当的时代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