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心得体会(优秀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心得体会篇一

中国文学历经漫长的发展史，涵盖了诗歌、散文、戏曲等多
种文学类型。在学习中国文学史的历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
文学是一种突破时空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不仅是一种文化传
承和历史积累的体现，更是人们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的重要
载体，从中我们可以汲取智慧和灵感，增长见识和修养。

第一段：文学是历史的记载

文学的成型离不开历史的滋养，中国文学史中，经历了先秦、
汉魏、唐宋、元明等多个时期。每个时期文学的表现形式，
都是历史背景和时代命运的反映，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
政治动乱，出现了丰富多样的散文和诗歌，对于文化的转型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唐代则是文学界的黄金时期，大
量优秀的唐诗被后世传颂不衰，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
楼》、李白的《将进酒》最为著名，它们不仅记录了唐朝的
盛世生活，也通过诗歌传承了唐朝独特的文化和精神。

第二段：文学是民族精神的代表

中国文学史中，不少文学家都是为了捍卫对民族深刻的感情
而创作文学作品，他们从生活、历史、人情、时事中抽离出
来的情感，不仅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思想观念，也反映出文化
传统的积淀和整个民族的价值认知。如清代的曹雪芹，他的



《红楼梦》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作品之一，体现了中
国传统家族观念、人伦道德和审美理念。他创作这样一部深
藏民族精神的著作，就是希望唤醒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第三段：文学是人生哲学的索引

文学作品不仅是艺术品，更是人们思想和精神家园，是人们
进行心灵沟通的桥梁。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
生哲学，这些思想不仅对于文学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也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鲁迅
《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通过对他的人生态度的描写反映
出人们在承受苦难和屈辱时的应对方式，这就是文学的人生
哲学，指引我们自觉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

第四段：文学是人性自我反思的平台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常常是作者对于社会现象和人性弱
点的批判和反思，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破裂”。如现代文
学家余华的《活着》，其主人公福贵在吃尽人间苦难后，最
后发现没有了亲人和内心的信仰，只有毫无意义的死亡，这
呈现的就是人性自我反思的深刻哲学。

第五段：文学是道德教育的温度计

文学的本质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审美体验，而读者在体验过程
中，也会不自觉地受到其中道德、伦理情感的熏陶和熏染。
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作品也是一种道德教育的温度计。如巴
金的《家》讲述了一个家庭的兴替历程，通过对父母、儿女、
女婿等角色的描绘，反映了传统家庭结构与现代社会价值观
之间的命运交错，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观念的多样性，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更好地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体而言，通过学习中国文学史，我们展开的不仅是对于文



学现象的了解和解读，更是对于文化和历史、人文和哲学、
道德和伦理情感的生动实践。文学作品中的精彩呈现和思想
启发，将持续地推动我们的思维更新和认知升华，使我们成
为有情怀、有文艺、有思想、有行动力的现代人。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老师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本书，写读后感。我的这本
书叫《三国演义》。

这本书是说有魏、蜀、吴三国，创造出许多英雄人物，有吕
布，曹操、孙权，还有我最崇拜的三兄弟，刘备，关羽和张
飞，还有聪明无比的诸葛孔明，他们四人一起创造天下，成
为本书最厉害的人物。

我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诸葛孔明，因为他的机智让我赞叹不已，
尤其是孔明借东风那次，真的是太神奇了，我真想对他
说:“你为什么那么聪明呢？"也许他从小，就很努力读书吧！
我也要学习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神机妙算，机智过人。他在我心中是完美的化身。

我决定以后要更用功读书，因为我想要和孔明一样，聪明绝
顶，什么困难事，都难不倒他，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我想
这次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吧。

诸葛亮还顾全大局，周瑜妒忌诸葛亮的才能，限他三天打造
十万支箭，逼着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可诸葛亮却想出和曹操
去借箭的妙计，击破了周瑜的阴谋，又完成了联合抗曹的大
计。他的宽宏大量，让周瑜无地自容。我们当今社会上需要
诸葛亮这样的人才。不需要周瑜那样嫉贤妒能的家伙。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心得体会篇三

中国文学是五千年文明的产物，因为种种原因它的文化特质
和审美价值彰显了不朽的文化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
霈无容忽视，他是当代文学界颇具争议的文化学者。

袁行霈是一位敏锐的文化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在大力批判传
统文学史上有着不竭的热情。袁氏提出了“大众文化”
和“大众文学”的概念，强调文学不应限制于一些少数精英，
它应该是群众所期待的、具有可读性和接受度的文学作品。
他也提倡“学以致用，用以终学”，强调文学的发展不应停
留于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应该通过实践与社会生活相结合，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在袁氏的学术研究中，他倡导对文学史的重构，批判传统文
学史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尤其强调对不同民族、地区、政
治社会背景下文学不同的发展规律应当重视和认真分析。他
认为文学的发展不应只关注历史的发展脉络，还应反思历史
背景下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对历史事件进行鉴别、分析、批
判，从而更好地提高文学的总体素质。

袁行霈的目标是提高文学的质量和文学作品对读者的普及，
他特别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希望通过自身文学研究方
向的转变、文学的教学体系的改进、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审美
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以及对文学影响因素的探究，从而促进文
学对社会的进步性和创造性。

袁氏的研究还具有很强的文化批判意义。他认为，文化的复
兴和更新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位重要的
文化学者，袁在文化相对论和文化认同的分析上具有重要的
领导地位，对文化替代昭示着警告，强调文化意识、文化人
类学的研究等，提高文化洞察力。

在总体上，通过对袁行霈的文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独



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向，他的开创性思考对于现代文学的
发展和创新，对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探究文学发
展的过程中也找到了方向和启示。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心得体会篇四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本书主要描写了近代中国1840
年至1949年中前80年的历史，以“新陈代谢”一词形象生动
地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历史“变”的特点。正如作者
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的冲击，又经过独特
的社会机制由外来转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
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所以，
本书着重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做了
具体深入的说明。

新陈代谢体现了一种“变”的哲学。作者首先从中国漫长的
封建社会入手，于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中提出了“代代相承，
变化渐微”的特点，引出了“明清之际，明显的转变迹象”。
而这些“明显的转变迹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人东来的
冲击力引发的。而封建社会的“儒学定于一尊”也成为了中
国近代80年历史意识形态领域中，改革与反改革不断被加以
利用与论争的焦点。因此，第一章“漫长的封建社会”从封
建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更衬托出了1840年后“变”的
猛烈、迅速。

“变”体现在有关孔子和孔学的论战。它贯穿了整个中国近
代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在2000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
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伦理化，历史进
入近代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孔学
由“想来不成什么问题”变成了问题，孔子的地位和权威因
此而衰落。

在中国近代社会，封建儒学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不时被加以



利用和变化。而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也不时被历史推
向风口浪尖，反孔与尊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成为了变与
不变的焦点内容，引领了观念意识形态革命的主流。如洪秀
全托上帝以改朝换代，以洋教为旗帜建立了太平天国。反孔，
大规模地践踏孔孟，而思想上却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
儒家思想积2000年之久，所以“在他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却
又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在他成为君王之后，“三纲五常
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在维新派论变的哲学中，认
为变化是天地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提出了
“变亦变，不变亦变”。康有为总结出了“能变则全，不变
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变与不变的哲学，维新派与保
守派变与不变之争在于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看待孔子;第二，
如何看待学习西方。此后的辛亥革命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
但它反封建性质所造成的变化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触犯孔子。
针对《临时约法》中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蕴，以康
有为和袁世凯为首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孔教与政治再度
联姻，孔子与孔学成为了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新旧之争的重
要论题。 “五四”前的排孔重于整治批判，而新文化运动专
注于文化批判，新文化运动把真假孔子、真假孔学相联系，
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观念，排孔又成为了观念
意识形态的革命的起点，而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论战。
总之有关孔子与孔学的论战交错地出现与中国近代社会中，
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近代社会各阶层、阶级力量都在为逐渐沉沦的中国寻找新的
出路，都要求改变两个半社会的地位，为了救亡图存的目标
而努力，在这种同一性的目标下，又存在着不同一性的根本
变化。随着西学东渐和日本的崛起，近代社会的变革在逐层
深入，中国近代的变革由洋务派“中体西用”、布新而不除
旧到改良派的比较温和的“除旧布新”改革，到革命派用暴
力彻底推翻封建帝制，整个近代社会“变”的深度和广度在
不断地加深、扩大，作者在这本书中，通过中国近代社会不
同时期的的不同变革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除了由封建社会沿袭下来
的宗族和行会这两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外，作者特别提出了在
中国近代社会中出现的第三大社会组织。它是随着人口的增
加而出现的。作者尤其强调了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
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组织，而会党的病态
反应了社会的病态，它自发的冲动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于
其分布广、势力大，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改造的对
象，又因其“缺乏建设性、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又成
为了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故往往改
造未取得成功，这个阶层的存在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成了中
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反映。

社会生活方面的变也在外力的冲击下得到不断的展现。由对
西方“夷、狄”的蔑视鄙薄到对“西洋”的好奇与接受，人
们的衣食住行受欧风东渐的影响，作者还研究了由此带来的
人口问题以及社会风尚的变化，如剪辫、禁缠足、废跪拜等，
作者由这些一般的社会生活事件入手，由浅入深地体现了中
国近代社会的“变”的特质。

本书作者文笔优美，语言富有感染力，在对史实的叙述、对
历史人物的描述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总让读者体会到某种
情感的流露和对历史的深刻感悟。如“不战不和不守，不死
不降不走”叶名琛的可敬和可悲。在东西方最初的交往中，
他写到：“东西方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
东方与西方如“隔雾看花，神秘奇异”的形象描述。文中有
很多作者历史经验的总结，总时时给人以深思和启迪，读了
此书之后，让我不仅在知识体系上有所提高，在理论方面也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习中国文学史
也是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必要途径。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
我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还对如何应对不



同文学流派及其创作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是我的心得
体会。

一、了解古代文学的历史背景

在学习古代文学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历史背景。例如，
唐诗盛行的时代，是因为唐朝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
方面都有发展，而且文化宽容。通过对古代社会的了解，我
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学的特点、流派和主题，也能够了
解古代文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二、认识古代文学的不同流派

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多种流派，例如唐诗、宋词、元曲等。每
一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学习时，要对不同流派的
主要代表作进行研读和分析，了解其风格特点和主题内涵，
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

三、领略诗词的意境

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就是诗词。诗词作品不仅
在形式上独具一格，而且在意境的构建上更为精湛。在学习
诗词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领略其意境，领会其艺术魅力。例
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便是用平淡的语言表现出大型历
史景象，诗歌内涵却十分深刻，这样的意境吸引了历代的人
们热爱阅读和学习诗词。

四、了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文学和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变
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以及人们形成的文化
价值观。例如，“边塞诗人”这一文学流派的出现，是表明
当时社会的动荡局势，反映出人民间的疾苦和文艺的紧迫性。
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其中的艺术价值，还可以



通过其反映的历史内容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

五、掌握文学鉴赏的方法

学习中国文学史不仅需要对文学文化有深刻的认知，还需要
学会正确的文学鉴赏方法。如何分析一篇文学作品、领略作
品内在的魅力和艺术特点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从句子
的结构、作者对事物的描写、文学作品所涵盖的人文背景、
作者在创作中的心路历程等方面进行品读，深入理解文学作
品所承载的内涵。

总之，学习中国文学史是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历史、了
解中国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不仅领略
到了古代文学的艺术魅力，也深入理解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
联系。希望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多地沉淀这些学习
成果，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