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长与山海经心得体会(汇总5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心得体会
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以
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
够有所帮助。

阿长与山海经心得体会篇一

读了《朝花夕拾》后，印象最深的一篇。

一开始，文章讲述了作者保姆“长妈妈”的种种“不好”：
迂腐的习俗，睡时的不雅，且还踩死了自己最爱的隐鼠。这
些，都让作者对她非常的不满意、不喜欢。故事的转折，是
阿长买来了作者心心念念的《山海经》，他非常高兴，从而
对阿长产生了新的敬意。

文章的情感表达十分的曲折、细腻：作者一开始不喜欢阿长，
后因长毛的`故事又对她产生了敬意，再因踩死隐鼠而讨厌、
憎恶她，最后又因买来《山海经》而对她充满由衷的敬意。

我很喜欢阿长，她又矮又胖的体型让人感到十分的亲切，从
鲁迅对她的情感变化中，阿长的形象也在我心中一点一点放
大。她虽然迷信流俗，但一直十分善良，善解人意。她的很
多唠叨，其实都是对孩子的耐心管教。这也许有点烦人，但
从中都能看出她对鲁迅的疼爱和照顾。这些，慢慢得，让她
有了一种“母亲”的形象。而鲁迅，当时因为年纪小，并没
有懂得阿长对他的爱，只是莫名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神
力——别人做不到的事，她都能做到。等人到中年，经历诸
多，才对阿长的“神力”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体味，从而
写下了这篇文章，表达对阿长深深的思念和感谢。



阿长与山海经心得体会篇二

阿长与山海经是一部关于古代神话故事的小说，作者是高晓
松。这本小说丰富了我们对于神话故事的理解，也向我们展
示了一个智者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性的反思。通过阅读这本小
说，我深受启发和感叹，深入思考人生、爱情、信仰等多个
方面，下面让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人生与命运

阿长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从深山野林之中冲出来，带着一
颗古今中外万千种人生角色的心。在这场旅程中，他经历了
成为士兵、做买卖、帮着修理车辆、跟爱人分手、遭遇杀机
等等，就像是在经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整个故事却传递了
一个浅白而又复杂的思想，就是人生总有苦乐、多变化，而
我们要学会“行走不难，不重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保
持一个专注的品质，并会不断调整与改进，适应不同的情况，
追求人生的最佳状态。

第二段：爱情与婚姻

在小说中，阿长与淼淼的恋情始终像暗流，总是一带而过，
而且每一次相遇之后都暗示着即将要离别，或者说岁月流逝，
生命即将消逝。尤其在结尾的时刻，阿长最终选择放飞爱情，
选择把心灵寄托到山海经中，选择永远留给淼淼一个神往。
这种感觉很微妙，有点不甘、有点留恋，却又有着释然和心
静。我理解成，爱情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本质，时而激
荡、时而沉静，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却又如人生境遇一样千
姿百态，夹杂着命运的变幻和生命的增减。

第三段：信仰与价值

在书中，山海经的角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力量和存
在感形成了关键的推动力。山海经、山、海、龙等等巨大的



自然力量为故事提供了象征、隐喻和叙述上的质感。我看到
了很多中国文化中的元素：道教、佛教、人民信仰等等都在
小说的画面中随处闪现。阿长的主题就是通过他即将涵盖半
个中国的旅程，向人们表示出世界上的万物万用性和宽容性，
但又必须依据某些价值观的框架来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总
之，阿长的探险之旅呈现了信仰在指导人生、价值中构建人
类社会等多个层面的意义。

第四段：读书与思考

《阿长与山海经》的作者高晓松因《晓说》让大部分年轻人
知道了他，并因此成为了青少年读者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但
是，这本小说的呈现方式不同，它是一部相当深刻、严肃且
复杂的小说，需要读者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入思考的
能力。读者可以借此书感受作者的想象之力、叙述之能，和
他对生命、自我、世界领域深刻的思考之外，还有让人肃然
而起的心哀之感和文化之美。

第五段：结语

阿长与山海经让人看到了一个以古希腊神话、中国山海经、
印度元素等为基础的新型神话故事。在整个故事中，深入细
节而不至于迷失细节，从中理解人生、爱情、信仰等方面的
深奥哲理，身受一种诗意的冲击，更是对读者在文化和精神
层面上的一种挑战。我深信，阅读该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思
维和情感素养，拓展阅读思路和眼界，促进文化交流和认同，
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多维的叙事想象。小说在调和了现代
与古老、科幻与神话、文学与哲学、虚构与真实等多重元素
的同时，呈现出了一种将追求理智和情感相互补充的完美化
解。

阿长与山海经心得体会篇三

阿长，一个并不华丽却温暖的名字，在鲁迅先生童年生活中



颇有影响，她曾几次被鲁迅先生写入作品里头。在这些作品
中鲁迅对她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在阿长与《山海经》这篇回
忆散文里，鲁迅则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来写她，把这个人
物写得栩栩如生。

阿长不识文字，又有些迷信愚昧，连真实的姓名都不为人知。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阿长”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却
变得不普通、不平凡了，甚至“拥有了伟大的神力”！鲁迅
写她，既没有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方法，也没
有专门去塑造一个劳动妇女的典型，阿长就是阿长，生活中
最真实的阿长，所写的内容全部的事实。

就拿阿长那“大”字形的睡相来说吧，虽然使幼年鲁迅吃了
苦头，母亲也曾含蓄地暗示她能够改变，表现了有所不满，
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却是对阿长“适性任情”的肯
定。退一步说，就算和“切切察察”一样，这也是一种缺点
吧，然而，在鲁迅笔下，阿长的缺点也是令人喜爱的，因为
她不“做作”，“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诚
然，阿长是愚昧无知的，她所懂得的那许多规矩，大都是可
笑的，尤其关于“长毛”的讲述，更令人捧腹含笑，这些难
道是为了批评阿长，或者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
毒害吗？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从让“我”道“恭喜”、吃福
橘的'麻烦仪式中，阿长寄托了多么真诚的善良愿望啊！她希
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头，顺顺流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福橘并不是她自己吃，而是由她“塞在我的嘴里”，说明这
仪式是为了孩子，表现了她对孩子的一片祝福之心！其他
如“死”要说“老”，不进死人房和产房，不钻晒裤子的竹
竿底下等等，事情本身固然是可笑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阿长教给这些生活“道理”时的用心，和现在的在学校
老师教学生讲的卫生习惯、文明礼仪并无差异，都是为了孩
子着想。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她买《山海经》那段了，鲁迅
没有写这样一个不识字的人是怎么买这本书的，在当时识字
的人都很难买到的书的，谁又能知道她走了多少路，问了多
少人，去了多少店？她竟然把“山海经”念成“三哼经”，



她是怎样向别人打听这本书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长妈妈。这个长妈妈有很多缺点，
像个小孩子，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她有一颗到死都善良的
心。我们应该学阿长的善良和热心，更应该学习鲁迅先生，
要有一双善于发展的眼睛，从粗犷里看到细心。

毫无疑问，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凝聚着鲁迅对长妈妈的
全部情思，寄托着鲁迅对善良人们的真心祝愿。

阿长，一个并不华丽却温暖的名字，让鲁迅记了一生。

阿长与山海经心得体会篇四

《阿长与山海经》是一部由中国文学大师鲁迅创作的小说。
作品中阿长，一个普通的农民，背负着家族的荣誉和未来的
命运，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在他的旅途中，穿插了许多关于
山海经的描写，引领我们探索中国神话和传说的世界。读完
这部小说，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感受。

次段：人性深度的探索

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通过阿长的成长经历，深刻地
探讨了人性的深度。阿长的命运被家族的荣誉和命令所束缚，
使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困扰和疑惑。在他的旅途中，
阿长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面对命运的勇气。这个过程中，
鲁迅揭示了人性面对命运的矛盾和思想觉醒，迫使我们思考
人类深层次的思想和情感。

第三段：山海经神秘的迷人之处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的珍贵文本，被鲁迅巧妙地融
入了小说中。它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于我们来说
充满了神秘的迷人之处。我们能够学习到不同民族和不同时
期所创造的神话和传说，并探究那些被人们深信不疑的故事



背后的真相。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丰富
的人文知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

第四段：文学的美妙

小说《阿长与山海经》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不仅故事情节
曲折离奇、人物形象深刻鲜明，而且语言艺术也别具一格。
鲁迅采用了独特的表现手法，让故事的每个细节都呈现出深
刻的内涵和感悟。此外，作品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位文学大师
独特的文学思想和书写风格，在流畅的语言和无形的思想冲
击中激发了我们对文学的无限热爱和探索的欲望。

末段：启发人生的思考

《阿长与山海经》不仅传递了文化的重要性和价值，同时也
教育了我们如何面对命运和自我。阿长不断挑战自我，不断
超越自己，最终成长为勇敢而智慧的人。这个故事向我们展
示了勇气、自信和对自己使命的坚持态度。对我们自己的生
活而言，鲁迅的这些写作也表达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思考，引
发了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总之，《阿长与山海经》是一部具有极高价值的小说，它为
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生、人性、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深刻思考，
引导了我们向着更加成熟、勇敢、智慧的方向前行。它是鲁
迅伟大文学成就中的一部分，也是一部值得每个读者认真品
味、思考和体会的重要作品。

阿长与山海经心得体会篇五

《阿长与山海经》，是我在读了《朝花夕拾》后，印象最深
的一篇。

一开始，文章讲述了作者保姆“长妈妈”的种。种“不好”：
迂腐的习俗，睡时的不雅，且还踩死了自己最爱的隐鼠。这



些，都让作者对她非常的不满意、不喜欢。故事的转折，是
阿长买来了作者心心念念的《山海经》，他非常高兴，从而
对阿长产生了新的敬意。

文章的情感表达十分的曲折、细腻：作者一开始不喜欢阿长，
后因长毛的故事又对她产生了敬意，再因踩死隐鼠而讨厌、
憎恶她，最后又因买来《山海经》而对她充满由衷的敬意。

我很喜欢阿长，她又矮又胖的体型让人感到十分的亲切，从
鲁迅对她的情感变化中，阿长的形象也在我心中一点一点放
大。她虽然迷信流俗，但一直十分善良，善解人意。她的很
多唠叨，其实都是对孩子的耐心管教。这也许有点烦人，但
从中都能看出她对鲁迅的疼爱和照顾。这些，慢慢得，让她
有了一种“母亲”的.形象。而鲁迅，当时因为年纪小，并没
有懂得阿长对他的爱，只是莫名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神
力——别人做不到的事，她都能做到。等人到中年，经历诸
多，才对阿长的“神力”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体味，从而
写下了这篇文章，表达对阿长深深的思念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