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与地坛读后感悟 我与地坛读后感
(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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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
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一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也算到了春衫凉薄
的年纪，我终是初识层楼滋味。少年人独有的多愁善感几番
飘荡后凝成了对未来的怅然和犹疑，点点思绪漫天而下，我
在这中独自徘徊。

就在这样一个年纪，这样一个心情，我遇到了《我与地坛》。

史铁生，对这个人我并不是毫无记忆。初中语文课本上，晃
晃悠悠的风扇声下，我曾短暂地接触到他。最深的印象大概
就是残疾，年轻时就不幸曲于病床和轮椅。

十几岁就瘫痪在床后他也曾陷入沉寂跌进深渊。他说，在进
病房前他就想好了，要么治好，要么死。只是，当生死大问
真的摆在面前，他发现生命远没有那么简单。

他没有死亡，却心如死灰。

加缪曾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伤痛活下去。

好在，三十多岁时，他遇到了地坛——生命中的栖息
地。“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
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她为史铁生，把什么都准备
好了。同为生命寄托，朱自清的荷塘多了几分浪漫，郁达夫



的北平的秋多了几分雅致。史铁生的园子，是古朴的，是厚
重的，是一种生命沉淀后的大气。

他是带着苦闷的压抑的黑。

他更是带着思考的厚重的黑。

天地初开，山披缟素；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周而复始，生
生息息。有人意气风发，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有人求田问
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有人不肯过江东，亦有人隔江犹
唱后庭花。人流熙熙攘攘，走过浮生万梦，最终仍归为平静。

最是平静。

他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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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
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在生命大痛人生大问之前，我的无病呻吟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
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
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
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
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谁说，这孩子不是我呢？”

不必徘徊，不必怅然。生命中重要的是你记住了什么，又是
如何铭记的。迎着朝阳，梦着霞光，那个孩子就是我。只希
望，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二

有人说，《我与地坛》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凄凉而沧桑，
但我却并不认同，大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缘故吧。在我
看来，《我与地坛》给人的是一种静下心来细细思考人生的
静美。说到人生，不可回避的便是出生与死亡。记得上大学
时，常常为着“人为什么要生下来，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
的问题所困扰，想不明白想不透彻。且每每对同学、朋友提
起，他们都劝我要想开些，在他们看来似乎我是有着自杀倾
向之人，总让他们觉得不安。想了许久也没有想透，却也累
了，便不再去想，竟平日里多了些开朗活泼，日子过得也亮
堂了些。只是偶尔这个问题仍会从脑海中蹦出来，但常常也
是尽量避免去想，去深思，就做些其他的事情将这种思绪排
挤到脑后去。近日来，这一问题又频频在脑海中闪现，不得
排遣，遂又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对于生与死的问题，
我没有想明白，而史铁生在地坛呆了那么多岁月，却终究是
想明白了，在书中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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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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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生只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一个事实，既然只是个事实，
想来也只有接受罢了，已经无谓为什么生下来，为什么来到
这世上。心中的不明与疑惑稍稍有些明了。

读《我与地坛》，除了可以让人静静思索这生与死的问题，
也让人深深感受到母爱之伟大，亲情之弥足珍贵。史铁生在
截瘫之后，他的母亲每天生活得都是战战兢兢，想去关心安
慰他，却又知道任何安慰的语言在那时都苍白无力，最终需
要自己的儿子自己在心里真正想明白了。那时，他母亲的痛
苦与无奈就如作者写到的“一心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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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在那个时候，他母亲的痛苦岂是他可以感受和了解的，即使
在他母亲去世后，他也有过“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
苦的母亲”之感叹。但也是在他母亲去世后，他才对他母亲



当年的心情有了些许理解，对自己当年对母亲的态度感到悔
恨。这真正是在教我们如何珍惜母爱，珍惜亲情。到此处，
不免也想到我的母亲，她那样瘦弱、那样平凡，甚至她还是
个只字不识的文盲，可她也是这世上一位伟大的母亲。无论
是小时候，还是我已经长大工作，母亲的关爱从来也未曾改
变，可她也从未将爱挂在嘴上。我的母亲是位农村妇女，繁
重的农活和琐碎的家务，我总在想她那样瘦弱的身体是如何
承受得了的。可是她自始至终都在默默承受着，自始至终都
将我和弟弟的吃穿用度照顾得细致妥帖，这就是母亲，只要
自己的孩子过得好，自己本身受多少辛劳都会选择默默承受。

其实，读《我与地坛》，在这深切感悟之外，还让人得到了
心灵上的淘洗与安抚。作者在文中与地坛的关系渗透着看似
简单实则极为丰富的感情，地坛中的风风物物，在作者感情
的重染下仿佛变得灵气十足的感情，这里有人与自然的交流。
在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下，本是一座废弃的园子却是充满着
温情，仿佛这园子里的一花一木都成了安安静静的倾听者，
教人可以心无旁骛地述说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
都认真安静地听着，让你的感情真实地抒发。曾有人说，在
自然面前，人最接近自己的心。说得真是对极了。如今的世
界，喧嚣、躁动、功利、粗暴，甚至有些疯狂，因为人们已
经很少去了解自己的心，而是随波逐流在名利场上不可自拔。

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谓感悟良多，也很想推荐给大
家读读，所以便有此作。

我没有经历过史铁生经历的深重苦难，当然也不会得到以上
他得到的一切。但是，有一种东西，我们共享，全人类共享，
那就是欲望。

欲望，是孩子小时候渴望长大、渴望游戏、渴望零食，是许
多人工作后渴望业绩、渴望地位、渴望权力、渴望名声，是
每个人渴望亲情、友情、爱情……欲望是对目标、理想实现
的渴望，人们为了它而努力追求，它是人前进的动力，是人



活下去的动力。

人们用“欲壑难填”形容人的自私、贪婪。确实，因为无限
膨胀的欲望，贪官知法犯法，奸商不择手段。但这不是欲望
的错，是实现欲望的手段有问题。只要不侵犯到别人实现其
欲望的基本权利，追求自己的总没有错。我们不能说要扼制
人的欲望，因为“消灭欲望的同时也消灭了人性”，因为人
生就是实现目标以满足欲望的过程。

有多少人遁入空门后看破红尘，自杀升天，远至古代的君王，
近至现今《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扮演者。他们失去了人性的
最本质——欲望，因此生死对他们而言并无区别。看破红尘
的他们认为，人最终难逃一死，人生最终会变为一片虚无。
可是他们只看到了人生的结果，而没有看到人生这个过程的
精彩。每个人都在追求结果，但每个人都活在过程中。

目标是我们想象中遥远而美丽的彼岸，而欲望是我们的发动
机，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有意志与一路上所有的惊涛骇
浪搏斗，同时创造出一次美丽的航行。即使彼岸遥不可及，
即使彼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欲望已经
完成了它的使命——提供强大的动力让我们创造一个人生的
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过程，一旦产生，
一旦被经历，就无法被抹去，无法剥夺了。这样，我们面对
死亡也不必恐惧，因为人生之过程的精彩不会随着生命的逝
去化为乌有，它已融入我们的记忆中，让我们无悔，让我们
坦然。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三

《我与地坛》饱含了史铁生对人生的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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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妈妈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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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妈妈的爱给了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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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给了史铁生无数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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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铁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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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那儿总是要加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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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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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四

我是先了解史铁生，然后才去读《我与地坛》的。人都说地
坛是他的精神源泉，我怀着一种探究的心理捧起了《我与地
坛》。

《我与地坛》这本书详细讲述了史铁生病后经历与心路历程。
一个经历了生活种种残酷的打击和磨难的人，是怎样在地坛
重新找到前行的力量，做回自信乐观的自己，成长为我们熟
知的著名作家的，我读《我与地坛》，找到我内心追寻的答
案。

地坛真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作者在瘫痪后的几年里，总是独
自到地坛去，一坐就是一整天。地坛的每一片土地，每一片
落叶，每一阵风，每一棵树，都有是他心灵的朋友。正如他
所说：“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窸窣窣
片刻不息。”他读懂了自然，也读懂了生命，看清了以后要
走的路。他摇着轮椅沮丧痛苦地走进地坛，满怀希望和信心
坦然走向了以后的人生。

我想，如果说地坛引领作者体悟自然真理，彻悟生命意义，
那么母亲的爱是文中感动天地，支撑他走下去的伟力。什么
样的母亲是这个世界最苦，是史铁生的母亲。当他在地坛枯
坐了一天又一天时，母亲的心在承受怎样的凌迟之痛呢？在
他痛苦颓废的日子里，假装看到到母亲的爱，其实每分每秒
母亲的爱都是在感召着他受伤的心，在抚慰他脆弱的灵魂。
为了爱，他才决定走出悲痛，坚强勇敢地闯出一条属于自己
的路来，所以《秋天的怀念》一文里，当母亲离开人世时，
巨大的悲痛中，作者反而沉静了下来，那一刻，我想，他是
真正的生活的勇者了，爱和责任使他勇敢、坚强而沉着。

《我与地坛》是一本真正的好文章，文章中有自然，有人生，



有血有泪有爱有力量。我认识到拥有的幸福，也更意识到人
生的无常，无论遭遇多少不幸，仍然乐观积极面对生活的人，
才是生活真正的主人，我要如史铁生说的：“当它熄灭着走
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
布散烈烈朝辉之时”来看待人生。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五

他携着他的《我与地坛》，出现在我的语文课程中。在刚刚
看到文章标题时，还以为又是什么词藻华丽写景类的文章，
后来才知道，这样洗尽铅华的文字，是建立在他多舛的命运
上的，是他经历风风雨雨之后的心灵独白。

再读，我也开始思考。随着他眼前的风景与人事。他
说，“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
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
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
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
在回去的路上。”看似我们的生活是在由一点一滴积累至无
穷地活着，其实死是早已注定的，这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有些人活的久，但不一定满足；有些人死的早，也未必就不
幸福。人生的价值与寿命不成正比，你所期盼的也未必如你
所愿。

这使我想到了远方的一个老婆婆，86岁了，身体一直很健康。
我与她本不是亲戚，而我母亲称她为奶奶，她帮着外婆照顾
孩提时的母亲。几年前，母亲带我去看她，那时候我开始记
事了，看到她的生活那般困窘而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我的
眼泪一发不可收拾。她被儿子儿媳厌弃，自己一个人住在小
屋子里，没有地砖没有电器，只有一张床，一个炉灶，一张
小桌和一堆茅草。可她依旧是豁达的，我看着她脸上的沟壑，
那是八十六年风雨留下的痕迹。她笑的很明朗，虽然有那么
一点点无奈；可是我知道，她和史铁生一样，也会在桑榆之
时想自己活着的意义，想自己的悲哀与困苦，她也想过放弃，



可是她都熬过来了，没有什么比坚强地活着更令人敬仰。然
而最近我听闻她得了癌症，且是晚期，也许死亡已向她逼近，
可是我坚信，历经风雨后的顽强与坚韧会让她依旧豁达地走
完人生。

再回顾自己的生活，烦恼遍地。如果我选择一一拾起，只会
更加困惑与迷茫。人生是有限的，我为什么要纠结于让自己
难受的事，而不是多想一想以后的美好呢？沧海桑田，没有
人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倾覆或是
流离，我们要随遇而安，像史铁生那样，悲伤后，找到自己
的方向，重新出发。这些也许现在我们还无法做到，但当我
们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很久，也许有一天会突然发现，曾经
的悲伤不再那么悲伤，曾经的回忆里亦充满了欢乐。一切都
是既定的，行走在世上，朝朝夕夕繁华与沧桑入目，是罪孽，
亦是福祉。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六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是他是五年来摇着轮
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果，文章中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
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着作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是
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从此他再也没有站
起来，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对一个年轻
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在经过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
他最终拒绝了死亡。是母親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坚定把
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土，而母親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了第一把
种子。

史铁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顽强地艰难地一步步走了过来，
因此，文坛上多了一名新秀。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
候，他想与母親分享快乐，但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了。母親
没有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是恪守的教诲，她只想让儿



子活下去，简单快乐地活下去，此时此刻，作者也感受到了
母親坚忍的一直和毫不张扬的爱。

《我与地坛》给予了我们警示要勇敢面对挫折，珍惜亲情，
正确对待人生，不要轻言放弃，要懂得理解，坚强等等，有
很好的引导作用。

史铁生的文章让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强。也让我们进行
了一次心灵的搜索和对生命的诘问，对生命的意义又加深了
理解。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七

生活就犹如汪洋大海，看似平静却波涛汹涌，看似一望无际
然而只有几百平方属于你；看似碧绿透明然而它的内部确实
那么斑斓，深邃。

史铁生轻轻地耳语：信念、毅志能撑起你的天空、托起你的
梦。

命运就是这样，在你生命最狂放最精彩的阶段给你帮头一击。
年轻的史铁生就这样被命运轻轻地敲了一下，他的生活彻底
改变了。稳健的步伐不见了，地上只剩下车轴的痕迹。快乐
的笑声戛然而止，传来的只有绝望孤注的眼神。一颗热烈为
梦而疯狂的心泯灭了，然而残烬中隐隐闪烁着对未来的向往
与坚信。在绝望与坚信中他终于走出了阴霾。

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即使生活的痛苦使你绝望，生活的重
压压弯了纤细的腰。你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请相信天生我
材必有用！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即使生活早已欺骗你，别人早已放弃你，
你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坚信小小的我就是自己的主线，坚
信总有一天我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丁香鱼的世界总少不了



父母的爱。即使小丁香鱼已远游他方，即使她已茁壮成长，
远方的父母总会投来关切的目光，传送温馨的问候。小丁香
鱼，你在追梦的时候会不会回头看看远方的故乡，远方的父
母？曾经迷惘的史铁生告诉小丁香鱼，为了他们你要变得更
坚强，为了他们你要走得更远，请不时回头看看远方的山，
远方的水，远方的亲人。

荒凉的地坛总少不了一个佝偻的背影。夕阳的余晖总散落在
爱的身旁。当自己感到孤独时，请轻轻扭头，你总会发现身
后有个身影正默默的站在一个角落。将感恩的心回赠给父母
吧！

大海波涛滚滚而我们终会乘风破浪，大海深邃不见底而爱的
阳光总会穿透它给我们温暖。丁香鱼虽然渺小，但拥有顽强
毅志，坚定信念，以及爱的支撑，它也能畅游大海，找到属
于自己的一片天。

我与地坛读后感悟篇八

看《我的梦想》的时候有震到我，暂时性地缓解了我一直以
来对自己平庸的苦恼。《好运设计》好精巧，有反证法的感
觉。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
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
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
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