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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通
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
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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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名着，虽然大
家读后的感受不一样，收益也不一样，可它全文灌输一个思
想：对国家要“忠”，对朋友要“义”，对父母要“孝”，
更让人懂得什么叫知恩图报，什么叫忠孝两全。

我在日夜啃读这本书后，感受也非常深刻。印在我脑海里挥
之不去的是：及时雨宋江和小旋风柴进的仗义疏财，武松高
大魁梧、单身决斗猛虎的勇猛和豪爽，吴用的足智多谋，更
难得的是外表粗鲁的李逵却有一颗非常善良孝顺的心……。
这些情节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

读完这本书，我思绪万千，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谢
我母亲给了我生命，感谢老师无怨无悔的教我知识，更感谢
我的祖国这么强大，有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无忧无虑、幸
福的生活。

读完这本书，我体会到一定要关心亲人，关心同学，孝顺父
母，感恩老师，感恩祖国。我在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
读书，认认真真学习，明明白白做人，长大后做一个对国家
有用的人，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



我非常喜欢《水浒传》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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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读了一本课外书——施耐庵写的《水浒传》这篇小



说的一小节《武松打虎》。

武松到“三碗不过岗”的酒店里喝了十八碗酒，武松付了钱
转身要走时，店小二拦住武松说道：“客官，冈上有一只大
老虎，如果你去了它会把你吃了。”武松不信，硬要往冈上
走。

武松乗着酒兴走到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看见一座已败落
的`山神庙，武松走到庙前，见这庙门口贴着一张印信榜文，
读了印信榜文后武松才知道这景阳岗真的有一只大老虎。他
准备转身回到酒店里去，心想：“我回去时，店小二肯定会
耻笑我，所以我要把老虎打死了才能回去，这样就不会被耻
笑。”

走了一阵，太阳便落下山了，武松的酒力发作，浑身焦热起
来，便一手提着梢棒，一只手解开衣服，跌跌撞撞地往一片
乱树林走，见一块光溜溜的大青石，便把梢棒放在一旁，躺
在上面就要睡觉。忽然，发起一阵狂风，树叶乱飞，风过后，
只听见乱树背后“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只睛白额的老虎来。

武松见了，叫声：“呵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起那条
梢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那老虎又饥又渴，见了武松，急
不可耐地把两只前爪在地上按一按，当我看到那老虎捉人只
是一扑、一掀、一剪，气性先自没了一半，而武松对付这三
招只是三次躲开，我觉得武松好聪明。

老虎吼了一声，转过身来，这时武松轮起梢棒，尽平生力气，
猛地劈了下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巨响，一颗枯树被折断，
没打着老虎，梢棒去折成了两截。那老虎咆哮着，性发起来。
这时，我真为武松担心，后来没想武松居然把老虎打死了，
我真佩服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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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名著，发感想。自古至今名著一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不
同时期的大家都对名著有所解读。然而我们写的读后感可能
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可以从名著中吸取到一些自己受
用的东西就好了，这也是名著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水浒传在很多时代都很大影响力。下面让我们看看感想吧。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
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
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
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
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
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
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
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
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
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
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
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
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
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
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
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
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
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
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
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
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
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
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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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发
生、发展、以及失败的整个过程，展现了封建社会时的黑暗，
并歌颂了起义军英勇的反抗精神和梁山好汉行侠仗义的人格
魅力。

这本书通过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许许多多
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梁山一百零八个绿林好汉当中，让人记
忆深刻的就有好几十位，像鲁智深、林冲、武松、宋江等。
当然，书中不仅写了个人的抗争，还写了许多集体行动。如
由晁盖、吴用等人计划的智取生辰纲就是最早的一次集体行
动。

在此后，又经过了几次小规模的聚义。这些好汉就像分布在
各地的小溪流回大海一样，从四面八方前来投靠梁山泊，梁
山起义军的势力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尤其是在宋江上了
山之后，立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帜，梁山好汉所向无敌。
可就在梁山事业发展之鼎盛时，一层可怕的阴影笼罩了整个
山寨，那就是归顺朝廷!

在众多的好汉当中，武松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
一。“景阳冈打虎”“怒杀潘金莲”“醉打蒋门神”等十来
回集是写武松的故事，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如天神般的英雄。
除此之外，还有爱抱打不平的鲁智深、性格粗犷的李逵、机
智聪慧的吴用……正是拥有了这些顶天立地的绿林好汉，才
构成了这只强大的、无人能敌的梁山泊起义军。

现在，看了我的介绍，想必大家也一定都喜欢上了这本书了
吧，找个机会也找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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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水浒传》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英雄们的豪情壮
义，仗义疏财。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智取生辰纲，
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
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但是晁盖一伙，做下这桩弥天大
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
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
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
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
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
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
世快活。因此，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其实
质，说穿了，就是一次黑道行动。

再看鸳鸯楼上那幕血案，武松连刃十数人后，一片血泊之中，
从容地将桌上银酒器踏扁，揣入怀里带走;而即使粗心卤莽至
极的角色如李逵，沂岭之上杀了假李逵后，也没忘进房中搜
看，搜得些散碎银两并几件钗环，都拿了——李逵虽极端厌
烦女色，但也知这些沾满了脂粉气的钗环可以换钱换酒，照
拿不误。而后，还去李鬼身边，搜回了那锭被骗去的小银子，
在这种事儿上，黑旋风也足够细心。

人为财死，鸟为食网，古今一也。只是大凡做点事情，总得
有面旗帜，应和那所谓人类文明之说!水浒传，好就好在写得
实在!历史上的哪次革命，不是从无法生存开始的?民以食为
天，革命革命，说俗点，就是改革现实中不佳的命运。水浒
中的人物，都是普通的人，跟我们周围的人一样，他们的所
作所为，很容易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