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呐喊撰写心得体会怎么写(模板5
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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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呐喊撰写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一

《呐喊》是我们国家文学史上的一部巨作，它通过突破现实
主义表现手法的局限性，采用了独特的宣泄性的笔法，让人
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真相和人性的扭曲。在读完这部小说后，
我感受到了作者痛苦的内心，也感受到了人性深处的虚伪和
不堪。

第二段：对小说情节的分析

小说中描写了徐利一家和周建新一家的生活状态，他们之间
的斗争，以及中国社会革命起伏的背景。徐利一家出现了火
灾，被迫搬到城外，而周建新一家则因被徐利投诉而失去了
工作。作者借用这两家的遭遇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公，
以及人性中的自私和残忍。同时，他也通过展现主人公的心
理变化，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和难以掌握。

第三段：对作者的笔法的评价

鲁迅笔下的人物，细腻且真实，往往是社会性、性格化、代
表性的。他通过细致而真实的描写，让读者容易理解其所描
述的生活场景，并且容易同情于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时，鲁
迅也巧妙地运用了夸张、对比等手法，使小说的情节更加引
人入胜。他不仅仅是刻笔小说家，更是一名关注人性和社会



的人文主义思想家。

第四段：从小说中感悟到的东西

在读完《呐喊》后，我更加明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也
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经历了许多的磨难，
但他们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未来的追求。这让我
开始认识到，面对生活的艰辛，我们也应该勇敢地去克服。
再次把自己变成坚定、勇敢的人，做有用的社会人。

第五段：总结

《呐喊》是一本世界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展现了鲁迅的文学才华和人文主义思想，让读者更加
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无耻和人性的扭曲。读这本书
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让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社会地位
和责任，从而更好地承担和创造。

呐喊撰写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二

二十一世纪日新月异，科技高速发达，在这个幸福的社会里，
我们似乎忘却了好多，走到那里都需要深呼吸。因为21世纪
的人，都充满了幸福，不懂事，就是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孩，
哪里好知道什么是责任，什么是精神呢!

在我们远古的祖先，有许多的烈士们，他们是“先天下之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祖国和民族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
重要。而今的我们是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我们缺乏一种责
任心，对自己是都不负责，哪里来的国家呢?只知道自己的吃
喝玩乐，任何的精神都被风吹雨打乐，早以烟灭了。

二十一世纪的人不能那样，要站立起来，要为国家的生亡放
在首要的位置。如同作家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能落
后，要向前看。学习古人的精神气志，做有责任的新人才。



责任，责任何处做起，从自己开始，要严格的要求自己，从
小事开始，对自己负责，对生命光阴负责。

读书学习是一种责任，是自己的，是更加的完美自己，认真
努力读书是对自己负责，学会做人，懂得做事，学为己用是
一种责任，只有任何的一件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你的精神和
心灵是美好的，责任有大有小但是一样的重要。责任不仅是
给自己的，还要去给别人，给别人播下种子，当别人要帮助
的时候，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别人，和乐而不为呢!

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掌握在每个的手里，只有我们每个
都有一份责任心，把国家的存亡不生命还重要，国家才会富
强，回忆清朝末年，我们的民族落后才会被挨打，这归根到
底是责任，缺乏责任国家被灭亡的危险，要是都像黄继光，
雷锋那样，国家不强大都很难得。

所以当今的21世纪的人，要这样去反思一下。如果国家没了，
民族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你却幸福，你有意义吗?你过得快乐
吗?家没了幸福从何而来，二十一世纪的人是未来的新人才，
是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做一个责任的人，有精神，有知识的
人，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用呐喊的声音去唤醒，所
有21世纪人，要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民族和国家责
任，要用呐喊的回声推动长江后浪，一浪比一浪更加刚劲有
力。这样21世纪不要深呼吸，走在广阔的天空下，就有成功
的气息。

我们的呐喊声没有停，也不能停，一起来呐喊21世纪。

呐喊撰写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三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述那个时代的社
会、文化和人物来呈现出一个真实、鲜活的中国。作为我们
文学课程的必修篇目，在阅读时，我们不仅需要理解作品中
的信息和情感，还需要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反思自己



的文学素养，甚至质疑现实。那么，在本文中，我将分享一
些我读《呐喊》时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为什么要读鲁迅

鲁迅先生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那
个时代的现实，还带有一定的批判性和思考性。在今天，我
们面临着种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方面的问题。通过读鲁迅的
作品，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鸣点，以他的文学思想来反思我
们的生活、社会、文化和人性。所以，读鲁迅不仅是为了学
习文学知识，更是为了塑造自己的精神风貌。

第三段：阅读《呐喊》的体验和感受

阅读《呐喊》的时候，我受到了深刻的震撼。作品中所描绘
的人物和情境，无不令人感到沉重和深邃。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的人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不公和歧视的环境下，社
会道德和人性诚信也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是鲁迅只是抱
怨和发泄自己的不满。相反，他通过这些描写，来反思我们
的人性和社会问题。他希望看到的不是无限的倒影，而是推
动改变和前进的行动。

第四段：从鲁迅的文学思想中获得的启示

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寄托
在“自由”、“平等”、“人权”、“人性”等几个方面。
他反对压制和奴役，提倡人性的尊重和关爱。他认为，唯有
靠民主、自由的精神，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创新。我们作
为世界公民，应该从鲁迅的文学思想中获取启示，秉持着正
义、平等和人性的精神，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推动并体现
这些价值。

第五段：结论



通过对《呐喊》的阅读和对鲁迅的文学思想的理解，我们不
仅能更好的理解那个时代和作品中的信息和情感，还能反思
自己的人性和社会问题。阅读鲁迅是一种需要思考的文学体
验，通过它，我们能够走进历史，看到那个时代中的景象，
更重要的是，感受到我们作为世界公民需要思考的问题和我
们应该倡导的一些价值。我相信，阅读《呐喊》不仅能够让
我们获得丰富的文学知识和审美体验，更能够对我们的思想
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呐喊撰写心得体会怎么写篇四

刘墉的《世说新语》应该出版已经很久了，很不好意思，只
是上星期才看到这本书。

今天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刘先生改动的一句话：“人
无近忧，必有远虑。”放在近前的问题不解决，实在是可怕
之极的。如果解决眼前问题不用长远眼光，就会是“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了。有意思。刘先生同时推荐还有孔子另两
句话：“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君
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任何一个成功都不是无
意做的，努力才是根本啊。刘先生推荐的登山领队的也值得
珍惜：“已经熟悉的路，作进一步打算;不熟悉的路，要作退
一步打算。”经典的风险控制论。读书才是硬道理啊!那些实
用的原理或行为的结果，要靠自己去力行，恐怕做不了几件
事情。顺便记录一下读来的句子。

庞加莱说：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始动力来自于自然本身的
美。狄拉克说：我认为哲学永远不会导致重要发现，它只是
人们谈论已发现事物的一种方式而已。狄拉克给莫斯科大学
的黑板题词：任何物理学定律都必须具有数学美。在阅读以
及听骆老师讲解《名教与自然》过程中，我注意到魏晋文化
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王弼。于是查阅了一些资料，了
解了一些相关王弼的信息，以下便是有感而发。



骆老师的《世说新语精读》一书中提到名教源于孔子的正名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骆老师讲的理念与实存，
用理念来规范事实;而道家却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而王弼从哲理的高度讲这两者结合成了一体，认
为名教出于自然。我个人认为这既体现了他作为玄学创始人
的思想，也是当时魏晋士人思想的写照，对思想文化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粥未弱冠，往见之。
晏闻粥名，因条向者胜理语粥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
难不?”粥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粥自为客主数番，
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王弼口才出众，辩得
众人理屈词穷，自己还罗列观点继续佐证。王弼是当时最杰
出的清谈家和哲学家。由此看出当时文风还是很盛的，而且
清谈相当流行，士人们都崇尚这样的风气。而在宣扬玄学的
过程中，王弼提出的关于家族制度中等级关系的“分”与血
缘关系的“合”，就是在相爱中有敬，在同中有异，形成和
谐的社会整体，体现了当时普遍奉行的家族制度的价值取向，
可见魏晋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被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并且在
世说新语玄学与清谈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了名教与自然和和
谐统一，更协调了儒道文化，促进当时人们的思想的思想融
合。

由此，王弼等人创始的玄学正始之音开始了魏晋清谈时代。
从此，评论人物着眼于谈论和义理，即不仅看人的谈吐辞藻，
而且要看他对义理的领悟，而王弼等人也被后世名士奉为榜
样。魏晋人士对正始谈风之仰慕，于此可见一斑。

呐喊撰写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五

莫言先生的小说《呐喊》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它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世界。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也被这本书深深吸引。在读完小说后，
我想分享自己在撰写呐喊读后感时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深入理解情节和人物

在撰写读后感时，首先需要深入理解小说的情节和人物。
《呐喊》描述了卢梭在家乡访友的经历，揭示了他所遭遇的
各种环境和社会现象。这些现象表现为自然环境的冷酷、人
际关系的乖戾、道德观念的扭曲和人物心理的惨痛，反映了
作者对于现代社会的深度反思。

第三段：把握文学特色和风格

撰写读后感不仅需要理解情节和人物，还需要把握文学的特
色和风格。《呐喊》采用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多个文学
流派，呈现出生动的情境和丰富的意象，展现了莫言先生独
特的语言艺术和才华。作为读者，我们需要通过对这些特色
和风格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深刻把握小说中的主题意义和深
层含义。

第四段：关注主题和深层意义

《呐喊》中包含着深刻的主题和深层的意义，例如对于人性
的探究、对于文化的反思和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等。如其中
一篇篇小说《灯》，描绘了一个在深山老林里独守着一盏油
灯的老人，暗示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被压迫和束缚
的处境。在撰写读后感时，要注意挖掘主题和深层的意义，
以使文章更加深刻生动，有关于小说中的重要内容。

第五段：积极表达个人感受和思考

撰写完整的呐喊读后感后，更应该积极表达个人的感受和思
考。《呐喊》中充满了人性的崩溃和挣扎，也有着对于未来
的展望和希望，这些都对我们的生活和成长具有深刻的启示
和指导意义。写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这些内容并根
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进行感性的表达，让读者更好地领略小
说的魅力和深刻性。



结语：

通过这次撰写读后感，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同时也体会到撰写读后感的困难。在以后的写作过
程中，我将更加注重对于文学作品的深层理解和主题思考，
发掘其中的宝贵精神财富，为自身的成长和精神世界的丰富
拓宽思路，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和写作，从
文字中感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