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课文阅读心得体会(模板9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好的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
会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一

课文桥心得体会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喜欢的活动之一。通过与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
心理想法，还能够启发思考和增长见识。在这个过程中，我
深深感受到了课文桥对于青少年的教育意义以及它为我们的
未来带来的积极影响。

首先，课文桥的活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能和
学术成果的平台，也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热爱和探索的欲望。
通过与其他学生的学习交流和互动，他们能够开阔眼界、拓
宽知识面、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这种积极的学习氛围，不仅
培养了学生的学术兴趣，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动力和学习能
力。

其次，课文桥的活动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也重视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活动中，学生不仅仅是被
动地接受和消化课文知识，更要通过思考和探索，提出自己
的观点和见解。这使得学生在学习中锻炼了自己的思考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第三，课文桥的活动重视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
在课文桥的交流中，学生需要用准确、流畅的语言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见解，并且积极参与到组织讨论中。通过与其他学
生的互动和辩论，他们能够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辨
能力，培养了他们的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



此外，课文桥的活动也对学生的品格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在活动中，学生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积极主动
地参与讨论，这些行为不仅能够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和集体荣
誉感，也能够培养他们的公平和正义感。通过这样的培养，
学生不仅在学术上得到了提升，更在品德上得到了锤炼和塑
造。

最后，课文桥的活动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社会的未来希望，我们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将决定着国
家的未来。而课文桥通过培养我们的学术兴趣、独立思考和
创新能力、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以及
品德修养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培养平台。这将为
我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多的
机遇。

总之，课文桥是一项旨在培养青少年学生成长的重要教育活
动。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不仅学到了课本知识，更提高了自
己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这项活动也为我们的未来
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参与
到课文桥的活动中，从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和成长。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二

曾经看过这样一张图片：蓝天下，城市的街头，一个约1岁多
的孩子在一个女人的背上安静睡着，而这个女人，正运者享
受着皮鞋被擦，而不幸者只能等待着幸运者来擦鞋。

老王使我想起了这张图。现实社会中，他们是一个缩影。时
代变了，于是，有人闭上眼睛，对一切视而不见，假装看不
见他们的辛酸或善良，甚至鄙视他们。同为父母所生，同在
一片蓝天之下，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差异如此之大？不幸者也
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抱负，没有错，如果真正的有能力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够成功，但是，能力从何而来？没有
知识何来能力？你有见过现在哪个成功的人没有文化吗？有



个事业叫希望工程。某个希望工程那里，有一群渴望知识的
孩子。或许我们太幸福了，总是喜欢无病呻吟。于是，城市
里，逃学、厌学、叛逆、网瘾。有位英语老师到希望小学，
教给孩子的第一句是“iwanttoschool！”你听到了吗？他们在
喊“iwanttoschool！”而我们，上学似乎成为一种折磨，人间
地狱。当我们在抱怨作业多，痛恨考试的时候，却有那么多
的人在因为上不了学而哭泣！当我们除夕一家团聚的时候，
城市的街头正睡着孤苦伶仃的老人。当我们在抱怨生活的苦
难时，正有人为了一粒米而奔波。

同为父母所生，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应该
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我们的价值，该是有人在无助的
时候可以抓住我们有力的手。学会用善良的心去看待世界，
关心那些需要我们的人，把心灵的灰尘擦掉，不要用有色的
眼光看着不幸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唤醒你的善良吧。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三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
“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
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
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
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
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
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
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
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



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
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
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
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
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
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
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
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
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
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
到这点。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
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
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
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
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
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
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
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
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
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
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分不清哪一只瞎，
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
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
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
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
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
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
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
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
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
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
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
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
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
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
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
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
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
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
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
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
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四

对于一名学生来说，课文桥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熟悉，
是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课文阅读；陌生，是因为我
们常常对课文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产生疑惑。然而，通过仔细
思考和深入阅读，我逐渐发现了课文桥的重要性，并从中获
得了许多宝贵的体会。

首先，课文桥教会了我如何正确阅读和理解课文。在过去，
我通常只是匆匆浏览课文，只关心故事的情节和结局。然而，
课文桥教我遵循一个有条理的阅读流程，从审题到理解主旨，
再到解读细节。这种有组织的阅读方法让我能够更好地把握
文章的内涵和要点，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思想。同时，
通过对不同文体和文化背景的课文的阅读，我也能拓宽自己
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

其次，在课文桥上，我开始学会从课文中找到自己的共鸣。
课文桥上呈现的众多文章，有些是经典文学作品，有些是短
篇小说，而有些是现代诗歌。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独特之处，
都蕴含着作者的情感和思考。通过仔细阅读和思考，我发现
自己常常能在某个课文中找到与自己的生活经历或情感相契
合的部分。这种共鸣，让我感到作者对于人性和生活的洞察，
也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课文桥，就像是
一面镜子，反射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面。



不仅如此，课文桥还教会了我如何运用课文中的语言技巧和
修辞手法。从古代名著到现代散文，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作
者的独特写作风格和技法。通过仔细观察和模仿，我学会了
如何在自己的写作中运用一些高级的修辞手法，如比喻、拟
人、排比等，让自己的文字更加生动有趣。同时，我也学会
了如何通过调整词语的选择和句子的结构来传达自己的意图
和情感。课文桥给予了我一个学习和实践的平台，使我不断
追求写作的技巧和风格。

最后，课文桥教会了我如何拓展自己的人文素养和思考的广
度。在课文桥的海洋里，我探讨过人生的意义，思考过社会
的问题，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通过离经
叛道，我也能看到不同的观点和得到启发。课文桥给予了我
一个开放和多元思考的舞台，让我能够更加独立地思考和评
判。

课文桥，是一个蕴含着无限宝藏的地方。通过仔细思考和深
入阅读，我逐渐发现，课文桥不仅是一本书或一段文字，更
是一个心灵的桥梁，连接着作者和读者，也连接着过去和现
在。通过踏上这座桥梁，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
和思想，也能够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考的广度。在课
文桥上，我们不仅是读者，更是思考者和创作者。让我们一
起踏上这座桥梁，感受其中的乐趣，收获其中的智慧。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五

一、教学设想

本课预计分两课时进行。第一课时完成文学作品第一个层面
的解读，即对文本的内容、思想情感作一整体梳理；第二课
时完成文学作品第二个层面的解读，即对文本的语言、结构
以及组织材料等方面的写作特色进行品味学习。

两课时各有侧重又相互融合。前者是后者的铺垫，侧重于文，



把握内容的同时应重视人文思想的熏陶；后者是前者的深入，
侧重于语，品味习作特色的同时应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
（如果学生程度不够，第一层面的解读可考虑分为两课时进
行。）

二、教学流程

第一课时

（一）教学目标

1、整体把握文本内容及思想情感，理解老王的苦与善。

2、体会作者的善良，引导学生以善良对待善良，关爱弱者。

（二）教学侧重

体会人物特点与琐碎叙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叙事表达出人物
特点，叙事服务于人物特点。

（三）课堂预设

1、新课导入

说说自己身边最苦的人。（职业、生活条件、身体状况）

2、研读老王之苦

（1）随机朗读（14）自然段；

（2）讨论老王之苦：生活艰苦

精神凄苦

[设计说明]



先结合导入

讨论老王生活之苦：职业蹬三轮

身体残疾

生活塌败小屋

再追问老王精神之苦：孤独、无亲

受恶意攻击、被人瞧不起

3、研读老王之善

（1）默读（522）自然段；

（2）讨论老王的品质：善良、朴实

[设计说明]

体现教学侧重，引导学生概括老王品质，寻找文本依据，通
过对老王送冰，送人，送香油、鸡蛋等叙事的深入研究，理
解老王的善良、朴实，应随机结合学生回答品味本文细节的
传神之处。可设计感性题目如老王所做的哪一件事最使你感
动？之类。

4、梳理我一家之善，领悟文本思想感情

（1）讨论：我一家的善良都表现在何处？

（2）讨论：老王死后，作者认为自己对老王这样关爱够了没
有？

（3）结论：呼唤周围的`人对苦人、弱者更多一份关爱。



[设计说明]

老王的善良都是通过我和老王的交往展开的，所以，在前一
环节学习的基础上，学生应当很快梳理出：我与老王闲聊；
女儿送鱼肝油；坐车照顾老王生意；关心老王生活；不白吃
老王送的东西等事例。重点应当讨论（2），从而推敲末段那
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为何愧怍？），当不
难得出结论，把握文本思想情感。

5、拓展延伸

[设计说明]

联系文本主题及生活实际，根据课堂时间，作适当的讨论，
肯定学生的爱心。

6、课后作业

仔细观察身边的苦人、弱者，以最简洁又最感人的语言描写
出他们的生存状况。

第二课时

（一）教学目标

1、品味本文语言以及组织材料方面的特色。

2、局部对比学生与杨绛的描述，学习体会作家精彩的写法。

（二）教学侧重

体会杨绛运用朴素简洁的语言以及琐碎平淡的叙事还人物以
真实，并且产生震撼效果的写作技巧。

（三）课堂预设



1、回顾上节所学

简述叙事内容及主题，为语言、组材特色分析作铺垫。

2、讨论语言特点

（1）联系课后第二题，举例说明本课语言特色；

（2）归纳语言特点：简洁、朴素

3、讨论组材特点

（1）举例说明叙事特点；

（2）归纳叙事特点：琐碎、平淡

4、小结杨绛作品特点

运用朴素简洁的语言以及琐碎平淡的叙事还人物以真实，这
种看似冷漠，仿佛他者的叙述，却产生惊人的震撼效果。读
者合上作品，才发现一种冷冷的悲凉自心底弥漫而来，感人
至深却在不经意间，这是杨绛给我们带来的文学。

5、讨论学生习作得失

（1）典型习作（上节课后作业）投影阅读；

（2）对比杨绛讨论得失；

（3）修改各自上节课后作业。

6、选择作业

课后练习三改写或者我读杨绛选一。



附板书：

苦：

生活艰苦

精神凄苦

1、老王以善良对待善良杨绛

善：善良朴实语言简洁朴素

2、杨绛作品

真实震撼叙事琐碎平淡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六

作者：让我中心思想受震撼

在读完《六》这篇课文之后，我的内心犹如被一股强烈的力
量撞击，让我思考许多问题，让我意识到生活中的真正意义
与人生的价值所在。本文将从批判颓废的现象、追求自我价
值、关注生命尊严、感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五个方面，展开对《六》这篇课文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们应该对现实中的颓废现象保持批判的态度。课文
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们的堕落境遇和生活的空虚
无趣。在当今社会，许多人正在被物质的追逐和功利的心态
所蒙蔽，渐渐迷失了自己的灵魂。对此，作者在课文中提出
了思考的问题：“食今者，亦何晚乎？”我深刻地意识到，
我们不能沉浸在当下的快乐与享受中，对自己的境遇就此满
足，而应该提醒自己不断去思考和质疑，寻找真正有意义的
生活方式。



其次，我们应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课文中，作者通过描
写六这个人物的奋斗历程，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
每个人都有追寻自我价值的权利和责任。人生的意义在于个
人的成长和进步，而不是寄希望于外界的赞美和荣誉。我们
应该不断挑战自我，追求卓越，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或迎合社会的期望。只有不断地挑战并
突破自己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第三，我们应该关注生命的尊严。课文中，作者通过描写六
被欺负和受伤后的坚韧和执着，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
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生命的可贵和无价，不论是自己的生命
还是他人的生命。我们应该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个人，
不扭曲扭曲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为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
增添光彩。

第四，我们应该感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课文中，作者通过
描写六和其他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紧
密关系。这个世界因为每个人的存在而变得丰富多彩，每个
人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在我们的实践中，
我们应该懂得欣赏和感谢他人的付出，珍惜他人与我们之间
建立的信任和联系。只有在这种互助和共赢的关系中，我们
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并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课文中，作者通
过描绘六和自然的亲密交流，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
互动。我们应该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人与自然
的关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剥削，意识到人类与
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保护环境不仅是为了使我们自己过上更
美好的生活，更是对未来子孙后代的负责与关爱。

通过阅读《六》这篇课文，我意识到生活中的真正意义与人
生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保持批判的态度，追求自我价值的
实现，关注生命的尊严，感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重新认识
人与自然的关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成为



积极向上的人，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七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的学习过程始终离不开课文。在不同的
学习阶段，我们对课文的理解也会不断深入。而无论是在理
解上还是在应用上，课文绝招无疑是帮助我们取得进步的重
要手段之一。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不少关于课文绝
招的体会和心得，下面就分享一下我的思考和感受。

第二段：了解课文绝招

课文绝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多种技巧和方法。
比如阅读理解技巧、注重关键词、准确理解词汇、积极思考
等。而不论是哪种技巧或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
是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课文。比如使用阅读
理解技巧，我们可以更好地捕捉文章的重要信息，准确地理
解作者的观点和意图；而注重关键词，则可以帮助我们快速
地定位文章中的关键内容，省去不必要的阅读时间。

第三段：实践课文绝招

在日常学习中，我们有多种方法可以实践课文绝招。最基本
的就是认真阅读和理解课文，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动
力。其次，我们可以将课文绝招运用到实际的学习过程中，
比如在做阅读理解题时，我们可以运用已学过的技巧，提高
答题效率。此外，课文绝招也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实践，只有
通过反复练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它们的实际作用。

第四段：课文绝招带来的收获

精通课文绝招，对我们的学习和成长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课文，提高我们的学习效
率和成绩。其次，它可以培养我们的思维和逻辑能力，帮助



我们从课文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信息和思考。最后，课文绝
招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各种考试和评估，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和表现水平。

第五段：结论

总的来说，课文绝招是帮助我们成长和取得进步的重要工具
之一。无论是在理解上还是在应用上，我们都可以通过不断
的学习和实践，掌握和运用它们，提高我们的学习和思考水
平。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课文绝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
会的，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追求。但只要我们保持从容
和耐心，发扬不畏失败、持续改进的精神，相信我们一定能
够实现自己在学习上的更大收获和突破。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八

今天，我拿起了去重庆前买的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呐
喊》，看到了一篇我们家喻户晓的文章——《故乡》。我感
觉这篇文章十分的好。

鲁迅冒着严寒，回到了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他觉得这时的
故乡和他记忆里的故乡完全不同。回去后，鲁迅他们要把房
子卖了。他们提到搬家的事情的时候，母亲提起了闰土，说
闰土要来。鲁迅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闰土以前和他玩耍的那些
事情，那时的闰土活泼可爱，也很开朗。

后来，斜对门的杨二嫂来找他拿东西，这时的杨二嫂是一个
尖酸刻薄、贪财的人，经过母亲的提醒，鲁迅才想起来，那
时的杨二嫂和现在的杨二嫂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了。

闰土终于来了。成年的闰土给鲁迅一种愚昧麻木的感觉，鲁
迅为闰土感到悲哀。闰土被“多子、饥荒、苛税、兵、匪、
官、绅”压迫着，不仅是闰土，那个年代的农民都被那些条
件所压迫。



鲁迅最后说了一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
路。”

鲁迅虽然是在写故乡，但是其中包含着对当时农民的深厚同
情，憎恨那时的黑暗的社会对农民的压迫。鲁迅对以前故乡
的怀念和对今后故乡的憧憬。

是啊，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值
得我们去深思、去领悟！

课文阅读心得体会篇九

鲁迅先生的这篇《故乡》，我觉得表达更多是一种悲凉、无
奈的思想。

鲁迅先生先写道童年时期，与闰土一起守瓜田，捕麻雀的故
事。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但当闰土来时，一句“老
爷……”打断了他所有的回忆，他和闰土之间，好像突兀出
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好像突兀出一面无法捅破的窗户纸。
童年，早已远去。鲁迅先生为这种封建制度，为这种“中国
式”的奴才主义所愤恨，所悲哀。

可笑，明明只是层窗户纸，可它保持了几千年。明明只是一
道沟壑，却从没有人想去填。

这时，鲁迅先生又写道题目：“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
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
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
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母亲说，那豆腐西施
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
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
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



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这是我们这
里养鸡的器具，木盘上面有着栅栏，内盛食料，鸡可以伸进
颈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着气死），飞也似的跑了，亏
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看似平凡又嗦的文字，其实正恰恰表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愚
昧，又恰恰体现了中国人的那种悲哀。对此，我也实在不想
再说些什么，大家都能体会到。

最后，鲁迅先生说题目：“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
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
想题目：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感叹，一种凄凉。也许，我们永远也无
法体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