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 读水浒传的
心得体会(优秀9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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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一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耳畔突然传来
电视剧《水浒传》的音乐，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前几天重温过
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

《水浒传》的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北宋末年，社会动荡，
朝廷腐败，奸佞当道，百姓涂炭，社会黑暗。以宋江等36人
为首的绿林好汗揭竿而起，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聚义水泊梁
山，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再次重读水浒，其中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无奈。是的，就是一
种无奈。那些梁山好汉几乎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上的压力，
最终铤而走险，登上梁山，寻求归路。像我们最熟悉的宋江，
本是一个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义士，可由于阎婆惜的不信
任，最终杀死了她成为通缉犯，又在浔阳楼借酒显真心，吟
了反诗，不得不被“逼”上梁山。

还有林冲，人称“豹子头”，本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
生活美满。后受到高衙内的侮辱和高俅的陷害，其间几经迫
害，终不能忍，隧火烧草场杀死仇人，风雪夜上梁山。

……



水浒中的无奈，是否也是现在社会中一些人的无奈呢?

正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这句话用在孩子身上，可以说
是恰到好处，但放在现在的青年就不同了。

青年人看上去是不羁的、无忧的、有着更多自由时间的，但
在他们伪装的骄傲外表下，还有一颗无奈的心。迫于工作的
压力和应酬的需要，必须显出一张无奈的笑脸。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新闻，是一名年轻女子在泳池被一个没
有十岁的孩子羞辱后，她的丈夫上去教训孩子一顿。孩子家
长将打人视频发布到网上，从此铺天盖地的社会舆论向那名
女子张牙舞爪地扑来，最终那女子因不堪承受压力而无奈自
杀了。可笑的是，现在的矛头全都又指向了那个孩子的家庭。
指责他们害死了一朵年轻的生命，这位年轻女子因为什么自
杀?是社会舆论压力，想想你一点开网络，铺天盖地的指责向
自己指来，每天出门要遭受所有人冷漠的眼光。仿佛自己不
再属于人类整体，你被排斥了。这种情况下，死亡也许是最
好的方法。社会舆论压力比任何东西都可怕，你成了全社会
指责批评的对象，而这只不过是因为网友们的猎奇心理与盲
目跟风。怎能不把人逼上绝境?可惜现在社会没有梁山可供他
们去。

还有那些心理有障碍往往想到寻短见的青少年。他们害怕老
师们严厉而又无声的目光。他们恐惧父母那颗冷若冰晶的心。
他们已经够努力了，可在大人们眼里，他们与优秀之间总有
一段距离。他们最终在学业的压力和他人无声或有声的斥责
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所以我从水浒里看到的更多的是由于压力而被迫选择，并不
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忠义”。现代青年，身上背负了太
多的压力，直至超出了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最终爆发。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是不是应该加强对于网络发言的限制，



是不是应该给学生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更重要的是，我们不
应该被命运所选择，我们也不应该有一张无奈的笑脸，我们
需要打破规则，打破限制，撞开墨守成规，去活出属于自己
的色彩!

让自己选择命运，而不是命运选择你。

合上《水浒传》，我，长呼了一口气。

水浒传读书笔记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二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
残暴、腐朽。这本书故事情节曲折，人物特征鲜明，具有很
高的艺术成就。在大宋内忧外困的时期，出了一批英雄好汉，
他们就是梁山泊好汉。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也许，就是天
意把他们派下来拯救大宋的。

梁山泊好汉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比如说忠义、勇敢、团结等。
忠义是梁山泊好汉的优点。他们始终都坚持忠义这个做人原
则。而宋江则是他们的领军人物，他的忠义无人能比，在他
被刺时，同伴们不想让他受苦，他为了尽到忠义，毅然地说
不，甘心为国去死，他的忠义已经超越到不分敌我，连对敌
人的头领，宋江也照样尽到仁义，亲自松绑、敬酒，好酒好
菜款待，令人感动至极。

他们另一大优点就是勇往直前的性格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在
劫取十万生辰纲这不义之财时，他们巧扮客商，酒中下蒙汗
药，使押送的军士毫不反抗，就把这大笔金银送给了他们。
在征集好汉们劫财时，没有一个人因为担心后果如何而不敢
参加的。在官府追捕时，他们勇敢地冲上前线，为了自己的



一腔热血和满膺愤怒战斗。因此，每一次的战争大局总是以
梁山泊好汉告胜而结束。

当然，团结友爱也是他们的另一个优点。为了救出无辜受害
坐牢的同伴，他们奋不顾身，努力地杀出一条血路，即使牺
牲自己的性命也要救出被困的同伴。正是因为他们团结合作，
所以才能无敌不克。梁山泊好汉并不是那么完美，但他们懂
得互补其短。比如，在莽撞勇敢的李逵办事时，总会有谨慎
胆小的燕青相陪。他们会合理地安排各自的工作，尽其所能。
他们把李逵放在陆军前线，把张顺放在水军前线。他们之间
也有误会与不理解，但从没冷脸相见，总是心平气和的解决
了。在李逵闹事后，他听到假宋江干出的坏事，便去找宋江。
得知真实情况后，负荆请罪。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团结，所
以才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集体。

我们应该学习梁山泊好汉，做一个忠义、勇敢、团结的人。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三

《水浒传》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
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说明造
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
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
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屈辱，
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
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
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



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
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
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
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
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四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哦嘿哦嘿参北斗啊，
生死之交一碗酒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啊……”每当我听到这首歌，就会不由得想起《水浒传》这
部小说。

这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梁山泊上的108位好汉，因为我国
北宋奸臣之一高俅的陷害和嫉妒而被迫当土匪，而以宋江为
首的108位武艺高强的大将、20多位军师及150万大军却不谋
反皇帝，结果全被毒死的故事。

读完这部长篇小说，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宋江一行人为什么
不反皇帝呢?

等我思考完，答案已经出来了：因为一个字——忠。

正因为宋江对皇帝的忠心耿耿，所以才不反皇帝，如果强攻，
我敢保证三个月，最多也不超过半年可以拿下北宋。

然而在国家遭遇强敌之时，他们却第一个站出来，以钢铁血
肉之躯保护北宋，甚至以三千兵马干掉十五万敌军，平定叛
乱，抵抗外敌……立下赫赫战功。但是高俅却陷害他们，诬
告他们会造反，皇帝既害怕又有点怀疑高俅说的话。于是半
信半疑的给他们送去了毒酒，让他们喝，不明事理的宋江带
头喝下了毒酒。虽然他们死了，但是连皇帝都感叹了。这全
是因为一个字——忠!



中国有很多人都因为“忠”而死。

如文天祥，面对荣华富贵丝毫不动心，留下“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绝唱;如赵一曼，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伟大胜利，几乎所有酷刑都用尽了，也没有使他屈服;
如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她却说;“我不会说出任何一个
字，要杀要剐随你们。”牺牲时年仅19岁。他们的死重于泰
山。

也有很多人背叛国家。

如袁世凯在日本政府支持帝制的利诱下，同意接受《二十一
条》;又如汪精卫，不顾大局，不断议和，他不知道这样会失
去民众支持，在长沙会战前夕，逃离重庆，帮助日本人剥削
人民，使国民政府军士气受损。他们的死轻于鸿毛。

古代，无数人为尽忠而死。作为新时代的主人，国家的命运
被我们把握，我们更应该对祖国忠心，对人民忠心，做到为
子死孝，为臣死忠!

读水浒传的心得体会3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五

这些天我读了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这
本书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施耐庵的《水浒传》里含
有的“官迫民反”让我回味无穷。

《水浒传》是我国著名的古典长篇小说，写的是北宋末年以
宋江为首的108位首领在水泊梁山起义的故事。

读完《水浒传》，我知道了当时的政府是多么昏庸无能，百



姓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他们108位梁山好汉站出来伸张正义，
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教师评语：

小作者把读与感联系紧密，语言并不华丽，但却极为准确生
动。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六

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本好书，而我心中的那本好书就是
《水浒传》。

《水浒传》与《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并称“中
国古典四大名著”。书中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宋代农民起义发
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还通过精彩的描述，让我们知道
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朝廷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实
乃“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水浒“一百零八将”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智多星”吴用和
“花和尚”鲁智深这一文一武两个形象。军师吴用自从上了
梁山，就一直为众位兄弟出谋划策：《智取生辰纲》中，他
设计用药把杨志他们迷倒，轻而易举地就把梁中书送给蔡太
师的金银财宝夺走，看了实在大快人心，要知道，那可是梁
中书从老百姓那儿搜刮而来的不义之财;浔阳楼上，宋江因喝
醉酒写了莫须有的“反诗”而被抓入狱，押到刑场正要斩头
时，又是吴用领人乔装打扮舍命劫刑场，才把宋江从“鬼门
关”里给救了出来。

这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身上都有这样的共同点，那就
是“忠”和“义”。他们除恶惩奸，替天行道，绝不背叛，
这让我想起了秦桧等卖国贼，他们与梁山好汉相比简直是天
壤之别。虽然书中不少人物是虚构的，但在我心里，他们都
是响当当的铁汉子，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读水浒传心得体会5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七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每当听到这义
薄云天、豪情万丈的旋律，八百里水泊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好
汉匡扶正义，替天行道的画面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
的明珠，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书中的人物几百年来为
人们津津乐道。我觉得《水浒传》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
是因为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

他们身上除了具有高义薄云、除暴安良的共性外，每个人身
上还具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甚至两个人物之间的性格是
截然相反的。这种对比式的人物描写是《水浒传》中人物塑
造的一大亮点，比如书中先后出场的鲁智深和林冲。

“花和尚”鲁智深为人坦荡，武艺高强。他爱打抱不平却又
性格鲁莽，仗着一身好武艺，总是由着性子做事。华州城外，
只因一言不合便勃然大怒，单枪匹马闯入城内，结果吃了他
一生中唯一一次牢饭。

但鲁莽也有“好处”，若不是他一时兴起，三拳打死镇关西，
恐怕连“鲁智深”也没了，只剩一个“鲁达”。要不是他在
野猪林里飞杖隔过水火棍，林冲怕已被害死。当然，鲁智深
的鲁莽急躁或许是一个绿林好汉必备的特点。确实，《水浒
传》中的许多人物都和他一样“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
闯九州”。

但也有一些人物却恰恰相反，他们行事谨慎，能忍则忍，只
到无路可走时才最终被“逼”上梁山。其中的代表当属“豹
子头”林冲。他紧随鲁智深出场，是鲁智深的好兄弟，却与



鲁智深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

林冲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本来生活安定，家庭美满。
只因高衙内看中了他的妻子，被三番五次设计陷害，妻子岳
父全都自杀，他也最终被逼上梁山。从白虎节堂，东京牢内，
沧州路上，直至柴进庄上，无不体现一个“忍”字。直到风
雪山神庙，他终于不再隐忍，这才上了梁山。由此我们不难
看出，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生性软弱的人。

鲁智深和林冲似乎是两个极端，剩下的都是“中间派”，不
过是有的偏“莽”多一些，有的偏“忍”多一些，比如“行
者”武松。

在书的十五到十八章，他表现出来的形象是顺从的。但宽容
不代表软弱，经历了孟州城事件后，他对朝廷失望，从飞云
浦到蜈蚣岭，一夜之间连杀十九人。可以看出他既不像鲁智
深那样鲁莽急躁，也不像林冲那样一味隐忍，做事比较有分
寸。

还有许多对比的地方。比如李逵和燕青，一个黑大壮，一
个“小白脸”。再如王英夫妇，一个下流好色，一个漂亮高
傲……无数的人和事在一百二十回中交织融合，真是相得益
彰，相映成趣。

水浒传心得体会3

水浒传的第十三回心得体会篇八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水浒传》是一部永垂不朽的名著，
也是一首歌颂英雄豪杰的赞歌。这部著作描写了108将，他们
聚在一起全靠一个“义”字。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字，所以兄
弟们才会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字，才成就



了水泊梁山的庞大军队。

《水浒传》它真实地描写了宋代农民起义，发展和失败的全
过程。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它以杰出的艺术
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从这部鸿篇巨制中我懂得了如何对侍朋友。

宋江就是我的榜样，他虽然武功不高，计谋不深，也没什么
独门绝学，但却坐上了头把交椅!那是因为他结交朋友全凭一个
“义”。他仪仗疏财，视朋友于手足。与李逵喝酒时，他给
李逵买了好多肉，但并没有斤斤计较，而是完全不挂心上。
其他兄弟都打心眼儿里佩服他。朋友就应该和他一样，讲义
气。

我挺喜欢“行者”武松的。他本来是在官府里谋职，但遭到
小人馅害，无奈来到梁山。武松很勇敢，他路过景阳岗，听
说那里有一只凶猛的老虎，经常出来祸害人，路过这里的人
都不敢走。可武松一点也不害怕，他趾高气昂地说老虎在我
看来就是一只大虫而已。他一气之下喝光了十八碗酒，趁着
酒劲，赤手空拳硬是把那头老虎给活活打死了!大家听说后纷
纷来向他道谢，真是为人民除害了!人们送他了一个称号“打
虎英雄”。

但我更喜欢李逵，他虽然颇有些野蛮，遇事不分青红皂白，
总是动不动就动手，结果总没有好事。但是却有“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魄。最重要的是他还有
一种英雄气概，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仗义，这点让我的心由
为触动。我想了想，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我其他的朋
友肯定没有他这样的魅力!不是因为他的面貌，也不是因为他
那高挑的身材，就这一点，在别人眼里不过就米粒那么大，
可就是米粒这么大的优点，在这世界上都快要“灭绝”了!

《水浒传》这部书写出了108个好汉的不同人生，不同性格，



但同样是一个信念-为民除害，劫富济穷，的确是一本值得耐
人寻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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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我读了《水浒传》。施耐庵的写作功底令我钦佩
不已，一般的作家都不会在同一部作品内描写太多的人物。
因为知道稍有不慎，便会使人物的性格、外貌、特点相同而
令读者记不住。如鲁智深和武松。

他们性格差不多，爱打抱不平。但鲁智深粗中有细，当他救
走金老父女后，怕店小二去通风报信，便在店里坐了几个时
辰。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后，却镇定无比地说：“你诈死，洒
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而武松却是光明磊落的汉子，他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后，并
没有逃走，提着人头、押着王婆去衙门自首。他的作风，不
能不让人佩服。

面对景物描写，作者也是细微入至。对于市井风俗、三教九
流、宫观寺院、官府衙门，作者用尽华丽的辞藻。就拿官府
衙门来说吧，用到了“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吏谨
严，漆牌中书低声二字。”寥寥几字，便把官府的庄严肃穆，
描写的栩栩如生。让我不得不敬佩施耐庵的文采。

《水浒传》里还蕴含了许多知识，等着赏识这本书的人去挖
掘。不品《水浒传》不知世间之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