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篇一

中国之声有一个栏目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
今天听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文章内讲述了他双腿瘫
痪之初，脾气暴躁，性格阴郁，经常独自一人到地坛独坐，
一坐就是一天。对母亲的担心视而不见，只一味沉浸在自己
的不幸中。

在文章中，作者回忆了深切的怀念了他的母亲，从母亲的角
度感受母亲当年的悲伤、忧虑、无助及无力感。作者的语言
朴实而深情，朗诵者的语调也极具感染力，让我深深的感动，
感动于作者语言文字的丰富细腻，感动于母亲对孩子那种无
法言说的爱和付出，感慨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待”的悲伤。

曾经，在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虽然老师再三强调史铁生是一
位多么伟大的作家，他的文章有多么的好，多么的深情，富
有感染力，但那时的我只觉得平淡，对这种母爱没有什么体
会！也许是我们都生活在爱中而不自知吧！？人都是只问索
取，不讲付出的，尤其是孩子对父母。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篇二

由于作者“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深刻体
会到了人生中隐藏着的常人感受不到的痛苦。面对如此从未



经历过的痛苦，作者勇敢地选择了积极的面对它，并开始思
考人生，思考生命。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
亲的苦难与伟大在我心中渗透得彻底。”只有到了那最关键
的一刻，人的心才会有所觉悟，但是到了那时，一切都晚了，
我们已无力挽回。

对每个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这仅有的一次，我们应
该要学会积极地、好好地把握它。对于每一堂课，每一次任
务，每一项作业，我们都要积极地面对它，而不是刻意地去
躲避。选择逃避，总有一天你会为此流出悔恨的泪水!

死对我们来说是必然的。“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
逐步走向死亡。”因此我们更应该学会合理安排时间，让自
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而不虚空。作者史铁生从地坛这个
特定的环境中，感悟了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
安排，通过深沉的哲学思考，渗透了生命的真谛，完成了一
次最艰难的思想飞跃，变得不再畏惧死亡，而是能坦然地迎
接死亡这一现实。

所以，他最终振作起来了。上帝为他关上了一扇门，而他却
用自己的毅力与正确的态度打开了一扇窗。这种顽强的精神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篇三

你看看吧，看看《我与地坛》。

为什么要看?

不为什么。



你要我看，就找不到一个理由?

就怕我说的这个理由太沉重，你不想看;又怕我说的这个理由
太无聊，你不想看。

生命本身就是含义无穷的，“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的停在半
空”，“蚂蚁摇头晃脑捋这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
疾行而去”“瓢虫……”(《我与地坛》)史铁生笔下的这些
小生命也都在思索着自己无穷的生命含义，不仅仅在吃，也
不仅仅在睡，拥有了生命，也就有了演绎生命的使命，这是
亘古不变的规则，对人，对虫子都是一样的道理。史铁生花
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地坛去思考这一个问题，幸好他在思考
这个问题的时候，顺便读了很多书，不知道他在书中找没找
到他的“黄金屋”，也不知道他在书中找没找到他的“颜如
玉”，但他有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
然会降临的节日”的感悟，也顺便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王
羲之的“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兰亭集
序》)也是告诉我们活着要比死去有更多的意义。死是一个节
日，在这个节日到来之前，我们能做的不外乎两件事情：一
是好好活着，二是尽可能让自己的生命有一点价值。

但好好活着得着眼于“好好”，这有两个“好”。

我私下认为一“好”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虽然“一
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我与地
坛》)，出生也许不是自己的主意，但好好活着得自己想清楚。
史铁生为什么要活着?他想过“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而又想到
“只是因为我活着，才不得不写作”(《我与地坛》)。这些
反复辗转的思考让他认识到“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
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我二十一岁那
年》)。

精神?人只有回归到自己的信仰殿堂里，才能看得见自己精神
的微笑，也才能有单臂顶千斤的力量。



你觉得你成绩很差，没有了学习的动力?你觉得家里很穷，没
有了跟命运叫板的勇气?你觉得你长得丑，没有了问鼎梦想的
机会?错了，你把眼光全放在了信仰殿堂旁边的魔窟屋顶上，
那里挂满的只是“欲望”，外在的衍生品，他们存在的目的
是迷惑你，让你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也就找不到为什么要活
着的答案了。别信他的，哪怕你的信仰殿堂里的精神才长出
一小点幼芽，你就相信精神的力量。现在，睁开你炯炯有神
的眼睛，迈开你矫健的步伐，张开你有无穷力量的臂膀，抓
住宇宙的边缘，飞翔，你会看到：人人生而平等!

可是世事无常，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料，在我们经历前面的
这些“风和日丽”之后，会不会有“狂风暴雨”在等着咱们;
我们也都无法预料宠我们爱我们的双亲会不会一直陪着我们;
更无法预料，今天努力完成了作业，明天考试会不会一塌糊
涂。“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的荒蛮与惊醒……以及靠着
无限的思问与祈告，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扶轮
问路》)。“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啊，“存在之轮”是“物
与我皆无尽也”，是恒常，是一定了的;“无限之转”是“则
天地之间曾不能以一瞬”，是变化的是无常的。活着是肯定
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暂且不说变好变差全随个人修化，
单说这命运变了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爱他。

史铁生在《好运设计》中给设计了非常完美的命运，可是他
却说：“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距离便没
有了路程，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我们说过要好
好活着，活着的死亡可比死了的活着要痛苦许多。所以，碰
到顺畅如意的命运我们爱他，碰到“不可心”的命运，我们
更要爱他。在爱自己命运的同时，把我们爱命运的感悟化成
春风去温暖在坎坷路上辗转的人们，我们所经历的或好或孬
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爱众生的财富了。史铁生就是这样的人，
二十一岁后，在轮椅上和命运几次谈判几次肉搏，挣扎着感
受亲情、友情、爱情的滋养，他笔耕不辍，就是要把他爱命
运的感悟化成缕缕春风吹去我们心头对命运的埋怨。他是爱
众生的，他已经在命运的旅途中成功的升华了自己。



说了这许多，知道为什么要你看《我与地坛》了吗?

生命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父母亲没有和我们商量就给了我
们的，但生命的品质得靠我们自己去锻造，如果还找不到让
自己的生命有实实在在的价值的理由，多读点书也许就能找
到了。总之，爱自己的命运，爱大家的命运!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篇四

当然，这也许是一种文化的沉淀。日本人认为死是生的延续，
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修身律己的行为。也许受到了
政治环境的影响，--中，老舍被剃了阴阳头后就在美丽的西
子湖畔结束了一生。

可是，为什么偏要无谓地让生命的沃土变成一片荒漠呢?

不错，体肉肤发，受之于父母。尊重生命，是一个生命最起
码的责任;从小到大，一个生命倾注了多少人多少的心血，尊
重生命，是对这无数关爱的尊重。

更何况，作家是人们心灵的工程师。有无数的人因为被那些
充满激情和生命的文学作品所鼓励，重新踏上人生的征途。
可是当他们回眸的时候，发现自己曾经崇拜和向往的恩人已
经凋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尴尬和痛苦。福克纳曾经说
过：“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人的勇气、
希望、尊严、同情心、怜悯心和牺牲精神复活起来。”为了
自己一个人的解脱，而丢弃了勇气、希望、尊严、同情心和
怜悯心，让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哭泣，让妻子从此独
守空房，让孩子从此无法继续感受母爱或父爱，让读者大失
所望，让社会失去人才，这一切值得吗?尊重生命，更是对他
人起码的爱。



我与地坛阅读心得篇五

中考后的暑假，时间仿佛一下子就闲置了下来。独自一人在
家的那些夜晚，寂静的仿佛令人心神不宁的时刻，习惯一遍
又一遍反复的读《我与地坛》，不知疲倦。那样的感觉仿佛
是在看海。回首那些悠闲的平静遥远的岁月，在霓虹映照的
点点星光下，在夏蝉耀武扬威的鼓噪声里，在台灯渐渐微弱
下去的光线中，我总是一手撑着深不可测的夜，一手记下那
些足以感动我的话。

在那些浑浊的白天后的黑夜，和那些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
我将史铁生文字中的妙笔警句工工整整的抄写下来，守望那
段看海般的阒静的青春彻底流失。

彼时我开始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地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