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广场舞心得体会 儒林外史小说心得
体会(实用10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
和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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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一

这本书很难读，故事很碎，结构一直掩映在幕后。不像是一
本小说，倒更像是一本野史。情节虽然有出色之处，但是整
体氛围都太压抑了，要一口气读下去真的非常辛苦。最好的
办法是每天读一点，然后读一点想一点。等整本书都啃完了，
回顾起来，终于免不了惊叹一声：这是何等的杰作!

读完书，顿时感觉眼界顿时又开阔了很多。语言的美，人设
的巧，情节的绝，这是儒林外史的长处。结构散而不乱，横
跨上百年，数代人，以祭祀泰伯为高潮，随后吹吹余波，干
净利落地结束，不留半点废话，这是儒林外史的精髓处。写
人性写得入骨，刺制度刺得惊心，这是儒林外史的无可比拟
处。

我翻来覆去地想，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厉害，不只是因为讽刺
功底的强，更多的是因为它写的是人的毁灭，写的是灵魂的
挣扎，写的是思想的衰落，一整场悲剧，从头到尾看不到出
路。讽刺看了容易让人笑，但悲剧看了却容易让人哭。

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范进周进可笑，我感觉得到他们的惨，
也同情他们。周进穷困潦倒的时候，想要一头撞死，后来他
正的中了举，当了考官，审查卷子的时候看到范进身上有自
己当年的影子，于是忍不住反反复复来来去去地看范进的卷



子，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感人。还有那个迂腐的马二先生，
他难道不是一个好人吗?难道他不曾向往自由，向往成就?如
果王玉辉真的不心疼女儿，他为什么还会哭?难道他的心是石
头做的不成?还有像萧云仙，虞育德，庄尚志，鲍文卿，这都
是相当可敬的人。没有堕落之前的牛浦郎，发迹之前的匡超
人，难道都不可爱吗?但他们一个个都被榨干了汁水，成为了
行尸走肉，这难道不是一场大悲剧?看泰伯伺的建立与倒下，
难道这不心酸?倒过来看，小人的趋炎附势，乡绅的丑恶嘴脸，
真是令人痛恨!最后几章里面，那个凤四算什么人物，一个有
手段有见识的流氓罢了，竟然也敢称爷!真是时无英雄，使竖
子成名!儒林不止写个人的悲剧，也写出了整个社会的大悲剧。

于是到了这个地步，读完的人，必能开始反思：社会的悲剧，
根源必然不在个人，而在制度，而在宏观的秩序设计。明清
二朝的问题都太多，我说不来;但若只从这书看，依我之见，
其中之一的问题在于八股取士制度培育的全是无用的知识分
子。这类人既缺乏社会实务的经验，又缺乏开拓进取的意识，
只知做做文章，装装样子，真到了任上，还不变成被下面的
吏们戏耍的官?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国家里最优秀，最有资
源和潜力的人被完全废掉了，而国家事务的运行全然赖于一
个臃肿低效的官僚系统，导致政令不达，上下不通，国家秩
序的崩坏，社会精神的颓败，早已无法阻挡。好比一个大房
子已经快倒塌了，这时候再做粉刷，买新家具，也不顶事。
必须要推倒房子，重新建立新秩序，才能令格局焕然一新。

破局的法子在哪儿?泰伯祀已经失败了，狂徒杜少卿显然也不
是的。答案在于铁与血。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
题了。

我想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警示一下自己：过去曾经有这么多
的人，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失掉了自己的理想，也失
去了挣扎的信念和奋斗的希望。而我们这些后人应该过得更
加警醒：反正这条命本来就是赚来的，就应该过得更有信念
一点，更有追求一点。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二

这个学期，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它是作家吴敬梓的
代表作。在这部小说里吴敬梓用讽刺的手法，描写了封建社
会读书人对功名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书中所描述
的人物形象十分的生动。有爱才如命的严监生;有苦读诗书的
鲍文玺;有打秋风的张乡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才如命的
严监生。

严监生是一个家财万贯，田地、房产、仆人众多的财主，却
格外的“节约”。家里一斤肉都舍不得买，有时候家中的孩
子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一两钱买熟肉来给孩子解馋，生病了也
舍不得抓药，还经常克扣仆人的工资……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临死前的严监生》，记叙了严监生临终前因灯盏点了两茎
灯草，伸着两根指头不断气，直到赵氏挑掉了一茎，才一命
呜呼的故事刻画了爱财胜过生命的守财奴的形象。相信大家
都看不惯这样爱财如命的人。

像严监生舍不得点两茎灯草的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没有吗?
当然有。如我们不会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打开两盏灯，因为一
盏就够亮的了，又何必多开一盏呢?只是我们现代人将这样的
行为称为节约。

其实在我看来，严监生的“勤俭节约”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经常到外面去吃大餐，吃不完
的也不打包。这本就是一个浪费。现在的小孩大多数都是独
生子女，父母都会给他们买很多，很贵的玩具，衣服也都是
买的，而且穿几次就不要了……这多浪费啊!谁家的钱都不是
大风刮来的，都是要辛苦挣，所以我们应该节约点，把钱花
在该花的地，但节约并不等于吝啬。

严监生的爱财如命固然可恨，但他的“节约”值得我学习。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三

好的书，就像一位不会说话的老师，只要你认真去读，你会
受益无穷;它又像一层层的阶梯，带领着你达到真理的云端;
它又是知识的海洋，只要你愿意挤，就会挤出智慧的结晶，
朋友们，有空多去了解书中那多姿多彩的世界吧!

在我看过的书里，有一本书名叫《骆驼王子》，它给了我很
深的启发：书中的”骆驼王子“其实是一匹野骆驼，但它过
得却像一位真正的王子，整天生活在溺爱的世界里，以至
于”骆驼王子“长大之后，因为父母并没有教它如何面对猛
兽，”骆驼王子“没有生活经验，无法在野外生存下去，最
后，成为了作者的家畜。

为什么一匹野骆驼会成为家畜呢?因为”骆驼王子“的父母太
溺爱它了，没有教”骆驼王子“独立生存的本领。它的父母
怕”骆驼王子“吃苦，什么事也不让它做，也没有给它锻炼
的机会，事事都依靠父母，所以骆驼王子才会成为一匹软弱
的骆驼，什么都不会!反之，如果”骆驼王子“的父母很细心
的告诉它，在野外要如何才能生存，那么”骆驼王子“一定
会成为顶天立地的雄骆驼，说不定还会成为数一数二的首领，
称霸一方水土!

我还看过一个故事：一个树家庭有一个小树宝宝，父母很溺
爱它，把树宝宝保护的严严实实的，把阳光、雨露都挡在外
面，过了几个月，树宝宝慢慢地病死了。

所以过度的保护、溺爱就像生活道路旁的无底深渊，一不小
心就会掉下去。适度的爱才会让我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四

我以前很少看小说，总觉得小说无非是以情节取胜，没有什
么大不了的，只要我想我也会写出跌宕起伏的悬念的。我自



己还是很喜爱优美的风花雪月，对于天马行空的感伤也有兴
趣。这次是闲来无聊翻了一下《儒林外史》，就有一种儒林
外没有史的感觉。

对于吴敬梓的这部大作，历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我也有
一点自己的观点。看这本书的时候总有一点累的感觉，他跟
别的小说不一样，要十分用心地去看，要不然过了几章之后
你就会发现里面的故事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对于这点我很纠
结，正因我同时有两种观点了。

小说在一开始就讲王冕的故事，作者从那里入手，是有很大
的深意的。透过在后面的各位书生故事的阅读，与王冕的一
生比较就会显示出作者的讽刺。王冕一生受尽磨难，勤奋苦
读，才造就他的博学多才，却终生不入仕途。与其他的书生
诸如严监生，范进之类构成鲜明的对比。虽然他们有的也很
苦读，但大多数是那些市井无赖之辈，就是换了一身衣服摇
身一变就成了秀才，却还是总写鸡鸣狗盗，偷鸡摸狗的勾当，
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写书生们之间的政治斗争来显示他们之间
的勾心斗角，确实透过一些小事，或者是一些搞笑的事情来
解释他们的小丑形象的，讽刺学校过十分明显。

读了这本书，我能够说只学到了一点，就是换个角度来写东
西，任何事物都有机会，如果就死站在一个角度就永远不会
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感受。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五

《儒林外史》这本书是吴敬梓爷爷写的，吴敬梓爷爷是安徽
全椒人。

这本书是一本长篇讽刺小说，里面的人物都很吝啬，小气，
所以大家读起来肯定都皱着眉头的吧!



其中，我最喜欢看《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这篇
文章里面的人物很生动。

这就是一位吝啬的严监生。

这个寒假，老师让我们读一本书——《儒林外史》，并且要
写读后感，我读了那本书后深受启发。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它通过
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
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其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王冕的故事》，它主要讲了在元朝末年，
有一个王冕和他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于是他母亲让他去
邻居家放牛，邻居很同情王冕，让他一日二餐在他家吃。在
一天，王冕在放牛看到了雨后美丽的荷花，想把荷花画下来，
于是他托人去城里买纸和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开始的时
候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王冕画荷花画得栩栩如生，
然后靠画画赚点钱过日子，后来一位王爷请王冕到他家去，
他不肯去，王冕怕那位王爷对他不利，就到外面躲避一阵子。
母亲见他性情高傲，当官可能会闯祸，叫他千万不要去做官。
后来，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要征召王冕出来做官，王冕听说
后，急忙收拾好行李，连夜逃往会稽山中，最后，王冕因病
而死。

读了这篇课文，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是
多么的幸福，有书读，每天好吃好喝，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而王冕小时候却不能这样，只能从小给别人干活、做事情来
挣钱养活自己与家人。所以，我要好好读书，将来能为社会
做出贡献。

今年寒假老师布置寒假作业时，要求读《儒林外史》，我兴
趣浓浓地读了起来。这是古代有名的讽刺小说，我读了两三
片后，发现果然名不虚传，它让我爱不释手。



《范进中举》这篇故事深刻的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古代文
人的摧残，《儒林外史》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
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
科举制度，揭露了当时残酷的法律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与虚
伪。

文学是比鸟还飞的远的梦想，比花开的还美的感情，比星闪
的还亮的智慧，让我们多学文学，陶冶情操!

在暑假里，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它通过生动
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
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小说的作者运用了周进和范进等生动的艺术形象，还运用了
多种排比，比喻等的修辞手法，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一
群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
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我读了这本书，我体会到：我们长大后，不能想书里的这些
贪官一样，收取钱财，帮人做事，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要
努力工作。我们要想飞将萧云仙一样，为国家奋斗，要与时
俱进，科教兴国!自己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以身作则。我
们现在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出力!

我还通过作者的修辞手法和好词好句中体会到：文学可以让
我们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
且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且滋润我们的心灵。文学
是比鸟飞的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
量的智慧，是我们到了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文学可以丰
富我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文学功底，锻炼文字驾驭能力，
使我们更聪明。



在一篇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
的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
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
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
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
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路过贡院，
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夹杂
着悲愤的心情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一
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这里，我不禁心感酸
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曾经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害，
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人性
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
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
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
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
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
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
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因为
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
加上遭遇与自己甚是相似，马上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
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
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
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
的升华。



《儒林外史》这本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作者就是吴
敬梓。这本书是一本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书中写的都
是生活中的小事，应此，这本书就非常贴合生活，让人们都
爱不释手。这本书的作者利用讽刺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混乱
与黑暗。这本书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
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林外史》曾经被大文豪鲁迅先生，给予了”伟大”的美
称。书中的主见都备注中了他的：自吹自擂、自以为是、自
作聪明、弄巧成拙的一面。透视了人的内心的黑暗。在书中
讲述了很多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布衣画家
王冕》了!里面主要讲了:王冕是一个乡下人，他在放牛的时
候看见了荷花，就画了一幅《荷花图》，他认为画的还不错
就托人把它送给了知府。知府见这幅画画的栩栩如生，就要
召见那个画家，但他却不来，因为王冕的母亲再三地提醒他
不要做官、不要做官，所以他才没去。为了不缠上不必要的
麻烦，他就隐居山林，再也不出来了!

从这个故事我知道了当时官场上的黑暗是多么可怕!王母权王
冕不要当官也是有原因，真可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呀!
但逃避也不是一种办法，只要人心齐就一定能打倒黑暗!

在暑假里，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它通过生动
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
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

小说的作者运用了周进和范进等生动的艺术形象，还运用了
多种排比，比喻等的修辞手法，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一
群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
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我读了这本书，我体会到：我们长大后，不能想书里的这些



贪官一样，收取钱财，帮人做事，也不能整天游手好闲，要
努力工作。我们要想飞将萧云仙一样，为国家奋斗，要与时
俱进，科教兴国!自己要清正廉洁，公私分明，以身作则。我
们现在要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出力!

我还通过作者的修辞手法和好词好句中体会到：文学可以让
我们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
且使我们成长道路上充满阳光，并且滋润我们的心灵。文学
是比鸟飞的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
量的智慧，是我们到了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文学可以丰
富我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文学功底，锻炼文字驾驭能力，
使我们更聪明。

在一篇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
的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
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
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
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
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路过贡院，
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凌辱
夹杂着悲愤的心情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
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这里，我不禁心感
酸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曾经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
害，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
人性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
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
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
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



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
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
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因为
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
加上遭遇与自己甚是相似，马上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
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
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
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
的升华。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六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的吴敬梓，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完
成了这部讽刺小说，书中介绍了王冕、范进、杜少卿、周进、
沈琼枝等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
黑暗与腐朽。

《儒林外史》中最令人叹息的人物是匡超人(匡迥)，他本是
一个事亲孝顺、勤奋好学的人，马二先生也尽心尽力地帮助
他，而匡超人却掉进了世俗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
人，他还帮着潘三干了两件坏事，当潘三被抓时，他马上和
潘三断了联系，害怕官府查出自己来，这也是不正义之举。
之后，他不但不学好，反而变得爱吹牛，对事不懂装懂，匡
超人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
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
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郭孝子，他不怕艰苦，



历尽重重困难千里寻找被迫出家的父亲，可父亲却不认他，
而他却默默无闻的供养着父亲，最终拿到了父亲的遗骨，完
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一桩心事。

郭孝子是天下难得的孝子。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儒林外史》中最令我敬佩的是奇女子沈琼枝，她被宋盐商
骗去当妾，自己用了妙计出逃了。在当时的传统观念中，女
子始终与“弱”子联系在一起，但沈琼枝却恰恰相反，她不
畏权贵，出逃后，她凭自己的满腹才情，写诗文出售，最终
讨回了自己的清白，和宋家解除了婚约。

《儒林外史》中描写了很多人物，读了之后，我感触万千，
知道了什么是近墨者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孝子，知道了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七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
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
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故事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
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
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
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
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
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
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
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
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
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



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
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
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
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
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
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
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
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
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
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
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
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
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
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
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
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
股，后来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
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
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
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
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
“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
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
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



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
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
楼自杀。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却
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
大喝。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
代的制度。

《儒林外史》读后感与心得体会4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八

暑假中，我读了《儒林外史》、《红楼梦》、《会飞的教室》
等书，其中令我感触颇深的是《儒林外史》中的第一章节。

第一章节写的王冕的故事，王冕从小没了父亲，由母亲拉扯
大，10岁那年他不得以辍学，替秦家放牛，他白天放牛，黄
昏是才回家。每逢秦家煮些腌鱼、腊肉，他就拿荷叶包了带
回家，留给母亲吃。

每天的工钱，王冕也舍不得花，攒到一两个月，就去村学堂
买几本旧书。每天一边放牛，一边看书。

三四年后，王冕在放牛时下起了大雨，王冕在树下歇息，雨
停后，透出日头来，照耀得满湖通红。王冕心想:古人说""人
在画图中""果然不错，我把这荷花画下来，一定很有趣。

从此，王冕不再读书，而是学画荷花，起初画得不好，三个
月后画得栩栩如生，王冕就成了有名的画家，从此，他不在
为生活问题担忧，经常用牛车载着母亲到处玩耍。

王冕性情高傲，不愿为那些动不动就大呼小叫的达官显贵作
画，他母亲几年后因年迈多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王冕守



孝三年。

一天，朱元璋来了，王冕与朱元璋促膝谈心，直到日暮才罢
休。

几年后，朱元璋平定了祸乱，有人说朝廷要王冕出来做官，
王冕愤世嫉俗，不愿做官在山中隐居。

王冕很刻苦，边放牛边看书，并且很孝顺，把好吃的给母亲
吃。不像有人一味沉溺游戏之中，我们应当向王冕学习。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九

《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
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
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朽
事态。

至今仍非常具有警世意义。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

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
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
《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
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一定看法。

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
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

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一般;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本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更是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
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

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脏腐
朽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
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
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复的机构，多余的机构只会浪费钱和造成腐败。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体会700字篇3

广场舞心得体会篇十

至到夜里凌晨一点，终于把《儒林外史》读完啦!为啥要
用“终于”呢?因为这书是我高一第一个学期买的，买回来的
时候翻过几页就被我放下了。直至到大学报到的那一天被我
塞进行李里边带到大学里，在期间读到四十几回，又弃了。
然后到今年3月初，那时候在找工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
是又重新拾起，虽然最终比原定的俩星期要看完的时间晚了
差不多一个月，但是还是看完了。我很欢喜。

看完一本书，总要写一些字才行的。下面是不像读后感的读
后感吧。

说真的，整书读下来我也不是很明白清楚。但是能感觉到浓
浓的讽刺我味儿。就是因为书中到处都是讽刺的，所以读到



后面，我都搞不清楚哪些是赞扬哪些是批判了。书中人物很
多，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们没联系，但后来绕了一圈儿，他们
又聚在一起。

《儒林外史》是我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
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
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
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在这部蔑视一意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
着作中，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但科举制度的腐
败这一中心思想却将各个人物与自成段落的串接起来，构成
了一幅有内在关联的民间士林百态图。

读了《儒林外史》我才知道。原来古时的文人可以那样的迂
腐，就比如说书中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
旧中的那个王玉辉，他的三女婿死了，他女儿要殉夫。他听
后不劝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
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自古心意去难然后又对他女儿
说：“我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
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这人
脑袋里长的是猪油还是浆糊啊，尼玛，后来他大笑的说“死
的好!死的好!”(好吧，其实这不是书中最典型的例子，只是
我想说说这个而已)

再然后，就是，那时的科举制度真心腐败。

这书其实就是讲一帮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和一大帮的迂腐的、
清高的、趋炎附势的文人聚在一起吟诗作对啊，赏花观月啊，
吃酒玩乐啊，讨论科举啊的事情。嗯，大概就是这样。随便
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