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阅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 经典名
著的读书心得体会(实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
如何写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阅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篇一

很多东西，在名著里都是留下很多东西的.，思考思索是所有
作家的天性和责任，我爱作家和文人，爱一切在生存的压力
下不放弃思考的人们。

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平凡的老人，一条普通的大马林鱼，
在茫茫大海上发生了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也许没有
大海，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没有渔夫，同样也就没有折
断不平凡的经历了。正因为有了大海，才让渔夫钓上了一条
大马林鱼，但却在海上拖了三天三夜才把鱼杀死，但又遭到
了鲨鱼的袭击，贼后的结局可想而知，这条大马林鱼只剩下
了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一切的肉体都不复存在了，剩下的
只是一个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任人摆布，但是谁又
愿意去操控它呢？它只不过是一堆毫无利用价值的骨架。

然而，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里，却折射出一个"英雄人物"——
老人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在别人眼中他是
一个失败者。因为作为渔夫，捕不到鱼，还能算是真正的渔
夫吗？而可贵的还是他却能在第八十五天决心驶向远方的大
海去钓鱼，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难道不令我们
佩服吗？不论是鱼叉，小刀，短棍。一次次被鲨鱼带走，但
他始终用尽一切手段进行反击，什么也无法摧残它英勇的意
志。一句"我跟你奉陪到死"，夹杂在大海的咆哮声中，回响
在我耳旁。一个人把生命都压了上去，与敌人做殊死的博斗，



能不算英勇吗？我想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破坏性力量的化身，
而老人正是正义的使者。

在人的一生中随时随地都存在这股破坏力量，人生是不停地
循环着的，喜剧的落幕，不就是悲剧的上演；悲剧的落幕，
也就意味着喜剧的再度登场。老人将大马林鱼杀死看似是完
美的结果，但同时他还在"酝酿"这自己的悲剧。鲨鱼的袭击，
就是应得的报应。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总是有所追求的，无论
追求的东西是好，是坏，追求的手段是正义，还是卑劣；也
许能够得到就是最好的结果吧。在充满悲剧色彩的全文中仍
有一丝亮点，那就是孩子。孩子带回了老人失去的青春，使
他找回了自我。如果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分童心，一分天真，
那么世界不再总是灰色，就算当时你享有的是最后的晚餐，
也不会忘记在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了。

回想起文中老人的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能给打败"不正道出了本文的主题吗？人真的是很奇
怪的动物，为何有勇气面对死亡，却没有勇气面对失败呢？
难道失败真的如此可怕吗？冷冷的海风里夹杂着一股血腥，
也许人真正害怕的可能是这些吧！

阅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篇二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这本出色的小说后，一个高大的形象
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勇敢的探险家、航海家鲁滨逊。
他凭著顽强的毅力，永不放弃的精神，实现了自己航海的梦
想。

我仿佛看到轮船甲板上站著这样的一个人：他放弃了富裕而
又舒适的生活，厌恶那庸庸碌碌的人生，从而开始了一次与
死神决斗的生存大挑战。种种的不幸与困难并没有压倒鲁滨
逊，反而使他更加坚强。上苍给予鲁滨逊的困难，对于他也
更具有挑战性！



风暴海啸，全船除鲁滨逊无一幸免，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
开始！

流落孤岛，他为了找到合适的住所，在岸上跑了一整天，在
一个山岩下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鲁滨逊在小山下搭了一个
帐篷，而且尽量大些，里面再打上几根木桩来挂吊床。第二
天，他把所有的箱子以及木板、做木排的材料，堆成一个临
时性围墙，作防御工事。但只过了十几天，忽然发生塌方。
鲁滨逊不但把落下来的松土运出去，还装了天花板，下面用
柱子支撑起来，免得再次出现塌方的灾难。永不放弃，鲁滨
逊奠定了生活的基础。

一次，鲁滨逊无意中掉在墙角的谷壳，竟然长出绿色的茎干，
不久，长出了几十个穗头，这真是老天的恩惠。从此，鲁滨
逊一到雨季就撒下半数种子来试验，以得到更多的粮食。最
糟糕的一次试验，大麦与稻穗的收成仅获了半斗而已。但是，
经过这次试验，使鲁滨逊成为了种田高手。知道什么时候下
种，现在他知道一年四季播种两次，收获两次。永不放弃，
鲁滨逊有了生活的口粮。

阅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篇三

记得有这样一句歌词：“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纷扰看个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也许是当今置身于纷
扰错杂时代的现代人的共同心声。可现代人究竟怎样才能借
来一双慧眼呢?明确的回答是：“嘘英吐华气韵勃然的《庄子》
之智慧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当我看到这一段前言后，满怀好
奇之心买下了这本《栩栩然胡蝶——庄子一日一语》。

回到家中后，我翻了翻这本书，看到了这样一句话：“知道
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秋水》”我对这句话感到不解，心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呢?它又有一个怎样的典故呢?之后我便在网上查了查资料，
从资料上，我得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认识“道”的人必定



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必定明了应变，明了应变的人不会
让外物伤害自己。在网上我还看到了有关这句话的一个相关
典故：相传，汉文帝执政时，有一次他问起中央政府的税收
情况，右相周勃答不出来，急得汗流浃背。这时左相陈平上
前代为答道：“此事各有主者。”意思是让汉文帝去问专司
其职之人。汉文帝当时很不高兴，便问陈平：“各事都各有
司职之人，那要你这宰相干什么?”陈平从容的答道：“宰相
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
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从这个典
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平是真正的知“道”者，所以才能从
容应变。在日常我们的考试中，也要学习陈平的这种从容应
变，不能遇到什么事就发牢骚，向后退，向困难低头，这样
只会一事无成。

闻一多曾经说过：《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
了和煦的、郁蒸的各种温度的情绪。是啊，《庄子》这本书
不仅语言挥洒自如，使人陶醉;而且思想恢宏博大，与世同俗，
让人受益匪浅，就是因为如此，它也才能深受读者们的喜爱。

四月桃花芳菲之际，我第一次与《庄子》相遇。

那天在图书馆，爸爸执意让我借下这本《庄子》，对于古典
名著，我一直提不起兴趣，但是易中天的这部中华经典故事
系列，精心挑选23个经典故事，36幅匠心打磨的古典插画，
重塑更加现代化的庄子形象。它确确实实地改变了我对古典
名著的看法。就在所有诗人都认为是“桃花蘸水，春意将
老”的芳菲四月里，我却在书香里找到了一番别有风味的领
域。

庄子，原名庄周。他写这书的时候，已年过七十。庄子一生
贫穷潦倒，但在书里却不写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写达官贵
族们的宫斗琐事，这个可会讲故事的老头只写了一些大自然
中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看似无关联却紧扣着结尾以水
为鉴的道教，成为了传世名作中的不朽之籍。再加上易中天



先生的现代文注解，让我对这本传世名作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整本书里，我最喜欢的章节是那一个“农场的故事”。这
一章概括了整本书中的思想源泉，里面讲了什么呢?且听我慢
慢道来。

我认为事实上沉默的猪、飞驰的马，乃至庄子及整个道家要
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
由，因此最重要的是无拘无束，活出自己的真性情，那才叫
无愧于人生!

在那个纷乱的战国时代，诞生了一位神人。他逍遥自在，不
惧生活的窘迫，不被名与利束缚，追求心中的大道，他超越
了世俗，保持着内心永远的宁静，他就是庄子。

庄子的洒脱，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难。

庄子的洒脱来自于他对名与利的超越。听过这样的故事：有
次庄子去梁国，找他的朋友惠子，惠子当时身居宰相的高位，
听到众人说庄子的能力在他之上，可能会代替他的位置，惠
子一下子就慌了，连忙派人全城搜捕庄子，可庄子却不请自
来，用鹓鹐和猫头鹰的故事告诉惠子自己的志向不在名利。
又有楚国人来请庄子出仕，也被庄子用自己宁愿在烂泥里快
活的说辞给拒绝。试问天下能有几人能够像庄子一样对名利
如此淡泊。天下人大多深陷名利的泥潭里无法自拔，为着家
财万贯，名垂千史，在人世间苦苦挣扎，却在泥潭当中越陷
越深，追名逐利的恶性循环永远看不到尽头。可庄子却是社
会中的一股清流，他即使在穷困潦倒的处境下，仍是不肯向
名与利低头，正是因为他超越了名与利的束缚才达到了自由
的境界。

庄子的洒脱也来自于他对生与死的超越。庄子认为每个人都
是气息，居住在形体之中，而死亡不过是又使形体回到了气
息，是经历过一生之后的解脱和长眠。面对亲人的去世，他



能放声高歌，而不是在亲人离世的悲伤中痛哭，这种洒脱便
是来自于他对生死的看淡。生与死连接着两个世界，庄子看
透了生的喜悦也看透了死之后的长眠，他一生逍遥自由，既
不乐生也不哀死，倘若世人都能像庄子一样看透，生活之中
也会少很多哀声吧。

庄子的洒脱还来自于他对道的理解与超越。作为道家学派的
代表，他将道的含义尽情诠释。《庖丁解牛》中很好的展示
他的志向，那就是顺其自然。当然庄子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他不是过生活，而是跟着生活，从不妄为，只是独处陋室，
耕于田野便也同样乐得自在。至于他对道的超越，那便是他
那种逍遥不羁的人生态度，那种高深的境界，实在是众人难
以到达的地步。

我们虽不是庄子，也很难达到他的境界，但我们每个人却都
可以学习庄子，学习他的洒脱，学习他的超越。摆脱名利与
生死的束缚，踏遍红尘看透红尘，永驻内心的静谧。

庄子不是一部书，而是一个世界。是的。当看完庄子那些看
似荒唐怪异的故事，反复揣摩这其间颠扑不灭的真理，才会
发现原来你仅仅只是打开一扇大门，这扇大门通往本真朴质
的天之道。人间数千年的悲哀，就在于世人只在世俗中寻求
人生真谛，却没有超越世俗到旷野幽邃的宇宙中去寻求大道。
庄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已经跳出三界，站在云端鸟瞰
人间沧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

庄子就是这样的性格达人，他认为天下沉浊，不能讲严正的
话，满书缪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他上与造物者
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无终者为友。庄子一直在讥讽万代颠
倒的世界，嘲笑那些为功名利禄蝇营狗苟之徒，讽刺那些为
眼前蝇头小利毁坏天人和谐的小人。那些谋取权力之人以心
灵的残缺和人格的扭曲来换取世俗所谓的福气，而庄子却宁
愿做在烂泥里拖着尾巴的老龟，也不愿做供在高堂的占卜龟
壳。庄子的飘逸和洒脱，正是他卓尔不群、高傲不羁的性格



魅力托起的自由天空。在《庄子》天下篇中，阐述了最高的
学问是探讨宇宙和人生本原的学问。

打开庄子的世界，有限的内篇无不昭昭弘道，万物依天道而
行。何谓万道之本源?唯道。何为万物之源泉?唯道。人生本
原又何在?庄子微笑轻轻点拨——人最大的智慧是意识到自己
的渺小，人生不过蚁穴一梦。柏拉图说，人的灵魂来自一个
完美的家园，那里没有我们这个世界的污秽丑陋，只有纯净
和美丽。灵魂来到这个世界漂泊很久，寄居在一个躯壳里，
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也忘记了家乡的一切。每当他看到、
听到感受到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就会不由自主的感动，
会觉得非常舒畅亲切。他知道那些美好的东西，来自他的故
园，于是他的一生都极力的追寻那种回忆的感觉，不断朝自
己的故乡跋涉。依真性生存是庄学的核心。可我们都在人为
的魔圈中生存，一切都是人为，我们早已迷失本性。

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美好的本性世界。乘着庄子自然的箫声
寻找那失落的世界吧，人的生命历程就是灵魂踏上寻找美丽
故乡的归途。

《逍遥游》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列于《内篇》之首。
逍遥游的意思是指，无所依赖、绝对自由地遨游永恒的精神
世界。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
的境界里寻求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
的追求之歌《逍遥游》。全文若即若离，疏而难分。

为分析方便，权且分为三段。第一段从篇首至“圣人无名”。
作者采用了先述后议、先破后立的写作顺序，首先通过描绘
一系列具体事物形象地说明：无论是“扶摇而上”的乘天大
鹏，还是“决起而飞”的蓬间小雀，也无论是“不知晦朔”
的短命朝菌，还是春秋八千的长寿大椿，它们之间虽然有着
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的。然后又通过三
个层次的人物来反复申明绝对自由的难得。



第二段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主要
是着力塑造神人形象，以使逍遥游的“至人”形象具体化。
作者先通过渲染尧让天下之事，表明君不足贵，权不足惜的
思想观点，再借许由之口，提出自己的政治态度：“予无所
用天下为!”接着，又通过肩吾和连叔的对话，创造了“肌肤
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
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形象，这个神人即前文所称的
能作逍遥游的“至人”，是庄子逍遥理想的完美体现者，所
以庄子赋予她最美的外表和最好的品质。

庄子不能忘世，所以写了尧让天下等世事;更不能忘我，所以
接下来又写了自己与惠子辩论的是是非非。这是全文的最后
一段，极为生动幽默地写了庄子与惠子论辩有用与无用、小
用与大用的情况。庄子认为小用不如大用，无用就是大用，
只有“无所可用”，才能“物无害(之)者”，在“无何有之
乡，广莫之野”，永作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实际上也就指出
了无为是通向逍遥游的途径，从而结束了全篇。

总之，庄子的《逍遥游》借助一系列虚构的故事和形象，否
定了有所待的自由，提出了一个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境界，
又创造了一个个神人形象将其具体化，并且指出了“无为”
是达到这一境界的途径。尽管花费了好长时间才读清楚这篇
古代的精华之作，但最后有这样大的收获，实在是不亦乐乎。

因为闲着无聊，刚好家里面放有一本《庄子》，遂顺手拿起
来读了几天，平常我是不爱看这些古文书的，但那天我竟真
的静下心来读了进去，并还有所感悟。

在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年代，人们所理想的社会本应就是此
刻这个样貌，然而这又是个精神境界极度缺乏的年代，所有
此刻的大部分都容易极度焦虑。物质上的满足并不等于精神
上的富裕。《庄子》——“贫也，非惫也”。贫穷不代表不
快乐，相比物质生活的丰足，我们更就应重视精神生活的自
由。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习惯于高效率，不肯放过一丝一
毫的时间，长久下来必将感觉身心疲倦。“世人攘攘皆为过
往”，不能说这句话是褒义还是贬义，它只是陈述一个道理，
但在庄子看来正是因为名利而有了“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茶然度役而不知其所归”。这天所提倡的就应是物质与精神
的共同丰满。《庄子》中，他渴望“乘天地之正，而御天气
之辨，以游无穷”。我们能够不用要求这么高，只要学会静
下来，将混乱的自己，忙碌的自己放松下来，个性是在学习
和工作当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这
些都会使我们感到焦虑和不安，如果能做到这句话里所包含
的境界，那样不仅仅能够让处于奔波劳累的身体得到释放，
还能更加有益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庄子》中所着重描述的是“自由”二字，庄子他渴望大自
由、大自在、无拘无束，身心不受羁绊。在这个时代虽然不
可能像它所说的那样，但亦能够要求我们的“自由”。有
了“自由”，人们能够更加全身心的释放，在工作中或学习
中皆能够要求这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并不是指真正的大
自由，这种“自由”是在必须束缚下的自由，很多状况下，
束缚并不是阻碍自由的，恰恰相反，它是为了能让我们更好
地在一方天地中做好自己，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当今社会中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出现的病，不管是生理上
的还是心理上的都是，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还是人们将物
资与身心融为一体，将精神摒弃一边，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我们就应学会重视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庄子》里所所提
倡的，理念精神就应胜过物资，因为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快乐
远远大于物资。

阅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篇四

这天，我把《爱的教育》这本书看完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特别是那些故事里的爱国情怀使我深深感动!《爱的教育》以



一个小学生安利柯的日记形式，讲述了一个学年内发生在他
身边的一个个感人故事，还有父母在他日记丁上写下的劝诫
文字，以及教师在课堂上的“每月故事”。书中那些平凡的
人物，像小石匠、卖炭人、父亲的老师、铁匠的儿子、盲童
等，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社会的同情心，对国
家和民族的热爱。

其中，深深打动我的是每月故事中的《爱国少年》、《伦马
底的小侦察员》、《少年鼓手》。这三个故事使我对自己国
家的革命先辈们与革命小英雄们产生了无比的敬意;使我更加
珍惜现在的生活;使我更加热爱我的祖国!看完这本书后，我
不觉感受到自己多么幸福，有着祖国的关爱，有祖国的伟大
富强。祖国无论何时都守护着我们，有祖国，我才能在这里
生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祖国妈妈的怀所抱里，直到死也一
样。大家爱祖国，无论祖国是贫穷还是富强，祖国在，我在;
祖国亡，我亡;我们和祖国共存亡。

我爱我的祖国，是她让我可以在地上自由地行走;我爱我的祖
国，是她让我有容身之处;我爱我的祖国，是她让我有知识与
快乐。如果我可以为祖国做出一丝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现在依然在祖国的怀抱中，我要高声说：“祖国，我爱
你!”

阅读经典名著的心得体会篇五

读一本好书，犹如交一个益友。近期我认真地阅读了苏霍姆
林斯基的教育著作《给教师的100条建议》，感受颇多。

其书中的第2条立马吸引了我的眼球，因这正是我所困惑的：
教师的时间从哪里来？一昼夜只有24小时啊！的确，做教师
的都知道，每天必须做的几件事占用了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课外辅导、处理学生间的种种问题、
与家长沟通还要抽出时间来读书。我真不知如何才能尽善尽



美地做好所有的工作。

在书中，苏霍姆林斯基告诉我，教师的时间从读书中来。只
有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就像书中所
说的，如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一般。一如
书中那位成功的历史教师说的：对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
而且，总的来说，对每一节课，我都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
的。不过，对这个课题的直接准备，或者说现场准备，只用
了大约15分钟。

书，一本好书，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为此，今后更要读
书，读好书，同时倡导并支持我的学生读书，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做一个称职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