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看见读书心得体会(大全10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我
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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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从没有看过柴静的节目，但是在好多人的推荐之下，看了柴
静的这本《看见》。她的好是内容，文字细密，信息量大，
像个电影里的长镜头，从从容容地白描。你以为演完了，才
不是，她换个角度喘口气接着来，又是一个新层次，一些更
深的东西。

书里讲她的采访故事，讲她怎么一点点理解、探索新闻的价
值观，深深吸引我、打动我。她的字是煽情的，可情绪激发
全在事实陈述之后，水到渠成，没有强迫感，同时她对自己
也是非常不客气的。书的第一章《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
了》，一开始愣是没有读通这个标题，但是在行文之中，慢
慢理解了柴静要讲的是什么。刚从文艺范儿转到中央台来做
新闻，柴静心高气傲，一直强调自己关心新闻当中的人，但
是周围的人一再地提醒她节目中没有人味。直到一年后她去
了新疆地震灾区，接过地气之后，做出来的节目才有些味道，
有些细节了。从“人”到人的转变，这是一种历练。在演播
室里做节目的时候，只想到节目要怎么吸引观众的目光，怎
么结束这次的节目，那只是工作，只是在为制片人、奖金、
虚荣心，为恐惧而工作，但是却少了最简单的东西，那东西
不在腔子里了。她去新疆采访完，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孩子
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地上学了的时候，零下十二度
的天气里，一对双胞胎姐妹只住在空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
有，她，五味杂陈。做到有人味儿已经不容易，她还得摆脱
轻慢、偏见、思维定势，接受真实的复杂无解的事件，做这
些事都特别不容易，因为除了她自己真没人逼她必须成为一



种什么形象，她跟自己较劲是在追求一些别的东西。

“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那是在非典
的时候，柴静的感慨。非典那会儿我还小，已经不记得当时
的情形了。柴静在那会儿，从原来以为的每天想着怎么把每
一个问题问好，把衣服穿对，每天走过熟悉又局促的街道，
就这样到死，到“欲望”将她笼罩，迫使她追求真相。接触
的多了才会有感受，如果只是坐在演播厅里，指手画脚的对
事件对出评论，那不是做新闻，是作秀。她不仅是一个记者，
更是真相的揭示者，大家伙都告诉她做记者怎么能有情绪，
采访过后都以泪洗面那怎么行？但是这就是柴静的血性，一
个人该有的反应，有血有肉。虽然专业是记者的职业操守，
但是观众要的不是一个堆积品，而是真实的报道、真正能感
动人心的故事。就像做研究，只是在一边闷头查资料，没有
实际的经验的话，怎么写得出好的想法，要下去多看多思才
会更加了解，否则只是浮在面上。

第五章《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她写吸毒的
妓女，写滥交的同性恋，她说“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
事。”第六章《沉默在尖叫》，她采访因家暴而杀死丈夫的
女囚，总结出“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
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又写“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第九章《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柴静反思她
在采访两会期间顺口用“万人空巷”这样的空词、假词，坦
白思维定势之深，“光靠自己靠不住”。第十章《真相常流
失于涕泪交加中》她直面“煽情”，把自己将偏见美化为趣
味的姿态心理一一曝光，追问记者的职业要求究竟是迎合大
众的情绪表现，还是客观的探索，甚至提出了一个更根本
的“重建”问题——“一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
存在。”她要新思维的萌芽，她要“让人‘明白’”。

但是年轻时的她太过用力，一位医生朋友曾经这样对柴静说，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



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
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年轻时的柴静就
是如此，但是在这本书里我看到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成长。
这跟中央台的宏大背景无关，跟著名记者的光环无关，跟那
些传播率极高的新闻节目无关，我能看到的，是一位女性，
从年轻气盛，到平淡如水。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和周遭的不少伙伴一样，初读这本书，我也为其贴上了文艺
的标签，也着迷于其中不少文艺的段落。柴的细节描绘、文
字着力着实做得很棒，各种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自然环境描
写的诗意亦是随手拈来。

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却逐渐推翻了先前的武断。所谓的细节，
不是用想象去想，去美化，抠字眼，是对生活对自我全然的
投入，全方位的觉知和聆听，才会有闭眼浮画、身临其境的
力量。柴在用她的感官，她的头脑，她的心，她的整个灵魂，
去参与、去感知对面的人，和世界。这不是所谓的文艺，所
谓的远方的诗意。这是在映射带有万钧之力、可以直抵人心
的——真实。可爱可畏可x的真实。而文艺，不等于真实。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我。记者这个职业，是在“看见”，
是在报道，是在传递，也是在修行。而修行，往往出自伟大
而细微的细节里，也只有笃定修行之士方能感知到那微乎其
微。

记者这个职业亦不该局限。由于柴，我想，也许每个人都可
以做个参与世界、人生路上的“记者”，保持看见，保持拂
拭，保持觉知。谨以在岁月如梭后，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坦
然，少一点混沌，不痛当时已惘然。

保持看见。融入了，才看得见。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遇到欺骗。以前，我总以为，
欺骗，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骗别人。但
是，当我读了阿真的《我看见了大海》这篇文章以后，我就
不这么认为了。欺骗，除了我们平常见到的那种让人愤慨的
恶意欺骗，还有一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的善意的欺骗。

《我看见了大海》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名叫河子的女孩子，
由于她身体畸形、相貌丑陋，所以，在她八岁以前从未出过
家门。

上天给了她一个畸形的身体，丑陋的相貌，但又赐予她一个
值得她感激与骄傲的继父。

就在她八岁那年，她的亲身父亲离她而去，她的继父如天使
般降临到她的身边。在继父的帮助下，她勇敢地走出那八年
来从未走出过的院子，开始迈出了她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步。

但是只是走出那狭小的院子是远远不够的，她还得学会生活。
对于一个天生畸形的人来说，要学会独自生活，那是多么困
难啊！于是，她继父开始用大海的故事来吸引河子，因为他
是海员，对大海当然是十分的了解。继父用为看海作准备来
鼓励河子不断的进步，终于用了七年的时间让河子学会了买
菜、做家务等独自生活的能力。七年了，河子整整努力了七
年，可当河子知道，这只是一个骗局时，她是多么的伤心。

但是只是走出那狭小的院子是远远不够的，她还得学会生活。
对于一个天生畸形的人来说，要学会独自生活，那是多么困
难啊！于是，她继父开始用大海的故事来吸引河子，因为他
是海员，对大海当然是十分的了解。继父用为看海作准备来
鼓励河子不断的进步，终于用了七年的时间让河子学会了买
菜、独自进商店买东西、做家务等独自生活的能力。七年了，
河子整整努力了七年，一切都是为看海，可当河子知道，这



只是一个骗局时，她是多么的伤心。

其实继父早就知道他不能带河子去看海，因为他得了很严重
的过敏性哮喘病，不能接近海洋。他之所这么做，是因为他
想让河子学会独立生活呀！可惜的是，当时的河子并没明白
继父的良苦用心。

直到继父去世以后，她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虽然她是一畸形
身体的女孩，但是她仍然能够独自在闹市中穿梭，熟练地做
着家务，并通过照看孩子的劳动获得报酬，养活自己。此时，
她才忽然明白了继父七年以来的良苦用心了。所以她无数次
地站在继父的遗像前说：“伯伯，我真的看见了大海，真的，
我看见了……”

通过这场感人的骗局，让我明白了：有时候“欺骗”别人也
是一种爱，因为爱，所以才会用善意的谎言来欺骗她们；谎
言也不全都是恶意的，有时也会有善的一面。对于善意的谎
言或欺骗，是我们每一个都渴望得到的。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看见》很贴近生活，很多当时很轰动社会的事情，很多社
会显示问题。柴静一直在成长，什么样的是记者，怎样报道
才是新闻报道应该做的。2013年的非典、双城的创伤、山西
煤矿造成的环境污染、中国几次地震事件、监狱里面的女人、
同性恋的`歧视、农村土地征收冲突、踩猫事件这些一切的一
切。

应该怎样来报道新闻，应该怎样来分辨善恶真假，用这样的
角度来看事情，用怎样的方式来了解中国。很有意义的一本
书，这本书是目前我唯一会在看完一章之后会沉思一会的书。
它引人深思。

就好像书的开头说的：“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



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所经受的，我必经受”。双城的
创伤中孩子的心里的创伤，孩童的心里问题。孩子心里觉得
大人的不了解，认为受到的侮辱，书中说的：“对遭受的侮
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采取极端
的方法，往往也会走向极端。

关于同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的偏见。张北川教授说：“因为
我们的性文化中，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作纯洁，
把愚昧当作道德，把偏见当作原则”

关于社会中很多我们看不过的事情，不要那么愤青。

就好像踩猫事件中的网友悬赏事件相关人的人头，后来有网
友说，对于悬赏也很抱歉，因为如果踩猫是错误的，为什么
要在错误的事件上继续错误，并且延续了错误。

……

这本书值得看几遍。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这本书看了很久，书中的很多情节都让人影起共鸣，特别
是“双城的创伤”让我印象深刻。青春期也许就是一个不被
理解的时期，还好我们大多数人都挺了过去，至少我们是幸
运的。

柴静是一个文静而又尖锐的记者，这本书深度反应社会现实，
她为正义发声，看都很多地方都让我热泪盈眶。非典、汶川
大地震、华南虎事件、山西环境污染等等她都冲在一线报道，
不顾生命安慰，为工作而废寝忘食的人。刚看这本书的那段
时间，工作压力很大，每天都觉得好像要撑不下去了，可是
看了她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无病呻吟罢了。



每个人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她至少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
去做的事情。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真心教导他的上级，
愿意纠正她的缺点的知己，人生足矣。

可现实往往不像书里那么单纯，他反应各种官员腐败，为虎
作伥。而单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她后来离开了央视
我想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很庆幸他又这么一群可爱又正义
的同事，也感谢央视能够抓住像柴静，白岩松，崔永元这样
的人才，他们的报道往往让我们更能看见这个世界真实的样
子。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柴静幸运得是碰到了一个无声砥砺她的领导——陈虻。虽然
她说这本书不是为了悼念亡者，但是一点一滴制片为人都受
到他的影响。

陈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没留心，说：“随便。”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
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
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
惯了！”这顿饭算没法吃了。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
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
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
了。”我哈哈笑。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
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
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
根本平实不了。”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我觉得这么小小的一个篇幅就能明白了。

看见，学会去看，才能见到。



带着一些东西去出发，走着走着，不蒙昧，不偏激，终于活
成了人的样子。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刚刚翻上两页，就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住了，平实无华的叙述，
触动人心的故事，让我忍不住一页又一页地翻看，一遍又一
遍地思考。

感觉这是一本能触动心弦的书，读完，心里却有一种说不清
的滋味，和同样看过的爸爸讨论方知，那是因为真实。爸爸
说，很久没有看这么沉重的书了，我又何尝不是，原以为这
只是一本记录作者十年以来采访的书，或是一本记录十年里
的荣誉自传，但出乎我的意料，她在这本书里写下的，是自
己对生命，对现实世界中种种现象的理解。读它时，共鸣一
直存在，让我犹如身在其中，体会事件的本质，感悟人生的
真谛，内心有太多无法言表的情感，不断地肆意翻滚着、流
淌着。

这本书给我两方面的震撼，其中一点就是对事物的思考，认
知与理解的能力。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又为何而
做了些什么吗？当我们看一部电影，一部电视时，脑中是否
会第一时间想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很多被我们视而不见的
细节才是我们最应该知道到的。你或许不会关心拖欠农民工
工资的新闻，你或许不会在意遥远他乡的违法征地或污染，
你或许会对不收零钱的行为做出让步，你或许会对不开一张
五块钱的发票忍气吞声。

但是明天，如果被拖欠的人是你，如果被征地的是你辛苦劳
作的父母。你还会淡定吗？如果明天，不给开的发票从五块
到五十再到五百五千甚至更多，你还能“淡定”吗？现在的
人们，为了自己少惹一点麻烦，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心态漠视一切。回顾历史，中国不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人
民而有了屈辱的历史。今天，我们高喊着以史为鉴的口号，



却忘记了那辛丑的条约的签订，这何尝不令人感到沉重。生
活在条条框框，被权威“统治”渐渐麻木的人们，这又何尝
不令人感到沉重。读后感·我们需要的发声人，不是某一个，
某几个，而是全部，是浩浩荡荡的龙的传人们。

除了这样无声的“歇斯底里”，还有另一方面的震撼，那就
是见到了作者笔下那让人心动的团队。千里迢迢，不畏艰辛，
去寻找它们热血中的真理。“几十平米，低着头都知道对方
要干什么的温暖是难以言表的”这段描述，着实触动了我的
内心。这样一群知己知彼的伙伴，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挚友，
实在令人生羡，令人感动，以至于令我一度有了当记者的想
法。那些年，她们拼过，累过，战斗过，现在作者想来，也
一定满怀幸福吧。

书名为《看见》，柴静将她所看见的，别人看不见的，让我
们看见。告诉我们不要盲从，要理性，要理解。她说，不管
怎么样，我们终将像水溶于水一样，但她不一样，她是这茫
茫大江中，最真实，最清澈的一涓。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这样阴沉下雪的情况下，窝在家里看书是的选择，我看的是
央视主持人柴静的新书看见，看了一大半写写我的感悟：

细细想来，也许不光是我，小时候课本里的董存瑞、黄继光
和千千万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高大全？说起日本鬼子，哪
一个不是坏事做绝？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变了吗？其
实未必！

我想起那些因为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在哪的小岛去砸车的人，
想起了在网络上咒骂的人（咒骂的人里有时候包括我），我
们判断的方式越来越简单，只要发泄和怒吼就够了，不用知
道背景，也不用知道过程，一句话或者一个观点可能引来一
阵喝彩或者是围攻！



柴静的书里和视频里写过采访过归真堂的邱淑花和虐猫女作
为一个保护动物者我曾经大骂这些人，甚至想着一个天雷劈
下来将这些人化为灰炭…但是我看了柴静在采访邱淑花的视
频时，我一开始认为柴静有些过于宽容或是纵容这样缺德带
冒烟的人，但过后想了想释然了：

邱淑花和动保志愿者再大的问题是道德和观念上的差异，邱
认为熊只是国家合法的商品而已，而志愿者则认为熊首先是
一个不应该待蹂躏的生命……所以我不准备原谅那些伤害动
物的人，他们也不配得到原谅，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是理由，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这个国度他们合法！

学会独立思考，可以表达思绪，但尽量不要偏激，能了解背
后的本质，能包容别人的观点，客观的评价事物，最后找到
不合理的逻辑并为之努力去修缮它我想这就是这本书想要告
诉我的！

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是奴隶——胡适。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书里写的很多事都很打动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有些故
事是契合你的某段经历，触景生情的动容也越多。第一章地
震以后的阿西木的故事，第二章非典的故事……所有的故事
透露出来的人情，让人不觉为之动容。看什么是真实，很多
你看见的只是别人想让你看见的。看到老杨和他的猴子的那
张合照，看到老杨的眼神，忽然间情难自禁。

跆拳道选手苏丽文的故事中，她和父亲约定，自己夺冠的话，
父亲的病就好起来。比赛中，一次次的倒下，又一次次地站
起来。她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和父亲说，要坚持下去。

“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西扯着你一样往回望”往回，
望什么呢，想起来前几天重读陈情表的时候，和几年前高中



读的时候完全是两种心境了，原来，当你真的经历过一些什
么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去体会，去感受，而不是字面上
的一套标准答案。有些事，文字是表达不全面的。

很遗憾，这么多年没学会怎么思考，我被自己的弱点绑架着，
悲催的是，我却改变不了，我已经养成了那种放弃自己分析
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真可悲。

在世界的哪里看见你追悼词

高考满分作文:我于咖啡中看见

高考的满分作文《我于咖啡中看见》被指证抄袭

长城读后感

《鞋》读后感

担当读后感

母慈子孝读后感

《白夜》读后感

听众读后感

《南丁格尔》读后感

看见读书心得体会篇十

这几天读柴静的《看见》，其中一章“山西，山西”说到山
西煤矿开采带来的种种巨变。



柴静家就在山西，那是汾河边上一做清朝古宅。家乡有清澈
的河水，水边芦苇丛从，明黄的水凤仙、累累红珠子的火棘，
还有蓝的发紫的小蝴蝶穿梭其中，屋檐下是燕雀在嬉戏，欢
笑美好得不真实——确实，对现在山西的孩子来说，你很难
叫他对着焦黄色的天，焦黑的满是煤渣的地，充斥着焦油味
儿能见度不到十米的空气，一块一块稠黑泥结成的板状
的“河水”，来想象当年的鸟语花香。

——“你不怕住这儿的后果?”

——“习惯了就行，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

《庆余年》中写道：不能怪这些百姓，他们已经习惯了，习
惯了知道自己能知道的，放弃自己无法知道的，享受自己能
享受的，愤怒与被允许愤怒的。村中煤矿的事村长一人做主，
村委主任竞选，选票当分红，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大家伙
儿都眉开眼笑。维权?环保?吃饱了撑着吧你!只有个老人，家
住煤矿正上方，已经没有水用了。他对着记者哭叫着几乎疯
癫，村里人看着都笑了。爱看热闹的国人只有在大难临头时
才开始惊慌失措。

破坏轻而易举，而重建需要漫长的努力却不一定能复原。这
才几年，对，才几年，原先缤纷的大地像得了色盲症，色彩
在退去。老头儿看了柴静一眼，摇头道：“你们这代不行
了……”再也看不到汾河水了。地下都被挖空了，指不定哪
天一脚踩下地狱。一辆辆运煤车驶过，谁顾得上不远处云冈
石窟中大佛微笑的脸上沾满厚厚的乌黑的煤灰?塑佛的砂岩逐
渐腐蚀剥落，昔日的蛙声踪迹全无，塌落在尘埃中的青砖上
依稀可见当年繁复美丽的砖雕——“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
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四千五百年前，晋



南兴起的陶寺文化，是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
是华夏的根基”。而今，高度文明的我们，却要亲手将她毁
掉——整片土地都被黑雾笼罩着，寸草不生。黑风在城市上
空呼啸着，那是文明发出的沉重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