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蒙学读本有哪些 艾青诗选读书心
得体会(大全7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
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一

——也只能是充斥着光明与希望。人们谈起艾青的诗歌，首
选的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火把》《向太阳》《我
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黎明的通知》之类广
泛传诵、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名篇，然而我，第一个想起的却是
《烧荒》，这首让我联想到艾青本人的短诗。

1957年，艾青被错划为右派，王震将军建议他到北大荒农场
去。艾青携全家去的时候正值农场备春耕期间，农场准备大
面积烧荒，烧去土地中多余的杂草和灌木丛。

“火花飞舞着、旋转着|火柱直冲到九霄云外|火焰狂笑着、
奔跑着|披荆斩棘，多么痛快!”

这烧荒的火是明亮的，这是如同艾青一般的火，是即使身处
于黑暗和历史的深渊，也依旧熊熊燃烧、燃尽这世间所有绝
望与痛苦的火!

艾青似火，不是那种忽明忽暗摇摆不定的烛火，而是火光冲
天的森林大火，执着而炽烈，生生从曲折与黑暗中烧出一条
路来!

艾青似火，是烧不尽的火!因此他的诗，哪怕前期还遗留着前
期诗人忧郁的悲剧式情感，但结尾却总会将目光转向光明，
带给活在深渊里的中国人民以动力和希望。



艾青的诗奔放而细腻，气势磅礴，无论是揭露抨击不人道社
会还是歌颂赞美太阳和光明，无论是土地太阳、苦难渴望、
光明阴影还是寒冷与燃烧，都深深地打上了他的烙印，极富
开创性与冲击力，有着那种与他一样的旺盛的“原始生命强
力”。

艾青称自己，是“作为一个悲苦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
歌手而写诗”，是“受民族苦难命运感召而成为的‘时代的
吹号者’”，他是为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沉默灵魂而
代言，他将民族忧患为己任。

可我觉得比起这些，他更像是火。更像是，释放着热量和光
明，燃烧着，怒放着，足以让敌人的灵魂都战栗的火。

更像是，牺牲自己给所有生活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社会里
的百姓带来光明的火。

他就是火。代表光明和希望的救赎。代表太阳、朝霞、曙光、
黎明、春天、火把、生命、红旗、创新、光明、希望与胜利。

他是永远燃烧不熄的火。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二

仔细读了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这本书，虽不是大彻大悟，
但也触动心灵。《下面是本站带来的论语选读心得体会，希
望可以帮到大家。

现在是信息社会，什么东西变化都快，连教材也是如此。从
本周开始，我们结束了高中语文必修课程的学习，开始了选
修课程的学习。应当说现在的教材编的有特色，能让使用者
学到较为系统的知识。不过说是选修课，但选什么却是上面
早就定下来了的，并无选择的自由。本学期我们选修的是



《先秦诸子选读》。该册书的第一单元是《论语》选读。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著作，主要记载孔子的言行，
只有一小部分内容记载了几位弟子的话。前人对《论语》的
评价极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孔子则是与苏格
拉底、佛陀、耶稣并列的四大圣人之一。孔子的思想是人类
的共同财富，今天“孔子学院”已开办到了很多国家。作为
孔子故乡的中国人，更有必要学习了、了解孔子的思想。

春秋时期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经
历了社会变革的大动荡，“礼崩乐坏”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如何使动荡的社会变得有“序”，变得更好，各家各派各抒
己见。孔子开出的药方是以“礼”治理天下。孔子的“礼”，
是对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人际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的一整
套规范。它既要求个体社会成员具有某种内在与外在的合理
性，又要求社会群体也具有某种合理性。为达此目的，他主张
“仁”，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视、
听、言、行都符合礼的规定。孔子积极向别人宣扬自己的主
张，更是躬行自己的主张。孔子明知自己的主张无法实现，
但还是执着地去追求。他从不会因为环境的险恶因为别人的
不理解别人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孔子的伟大，既在于
他的思想，更在于他的实践。

我们可以从《论语》选读的第一篇课文中，看到当时的恶劣
环境，看到孔子的执着。仪封人(仪这个地方的长官)
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
木铎。”(你们几位何必为没有官位而发愁呢?天下无道已经
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号令天下。)(桀溺)
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天下到处都是像
洪水一样混乱的情形，你与谁改变它。)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
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
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的车
旁走过，他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这么衰
弱呢?过去的已经无可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改正。算了吧，
算了吧。今天的执政者危乎其危。)以上三人中，一个是国家



中级公务员，一个是农夫(隐士)，一个是佯狂者，他们无一
不认为天下大势已去，混乱不堪，从政危险。可见，孔子所
处的环境恶劣。而且，三人中，除了那个公务员理解孔子外，
隐士连指下路的帮助都不肯给，楚狂连句话也不肯跟孔子讲。
但孔子不为所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生活幸福，社会和谐，任何时候都是人们向往的!

细品《论语今读》后，发现它所带给我的启示，绝非仅仅停
留在理论层面上，作者在里面所提出的很多观点，不仅向我
呈现了《论语》的一副全新的面貌，让我开始摒弃以往对
《论语》的不合理的偏见，试图重新辩证地去看待《论语》，
而且给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注入了新的元素，
我发现，《论语》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圣贤之言，
它与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此，我
将从不同方面细论我读《论语》及《论语今读》时所得的体
会。

对于求知，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亦即，
学习而不思考，迷惘;思考而不学习，危险。就我的理解而言，
此处的“学”应指掌握生活中事物运行的规律，它既囊括了
我们课堂上学习到的物理、化学、音乐等科目的知识，也包
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所聆听到的教诲。由于经过长期实践的
证明，它总是具有正确性与客观性。因此，“学而不思则
罔”里的“学”是属于理性范畴的。反观“思”，思考，应
指个人的对生活中事物的思考，与“学”相反，它是主观而
感性的，虽然它未必总是正确，但因为它是由每一个个体独
自进行的，因此它独特并且真实可感，对个体的发展起着举
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

仔细读了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这本书，虽不是大彻大悟，
但也触动心灵。《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
能过上我们心灵说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主要讲述了天地人
之道、心灵之道、处事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



道和人生之道。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了我们许多人生的哲
理和处事做人的道理。

《论语》犹如高山上一颗劲松高不可攀，只可仰望而不可触
及。李泽厚把一位两千年前的圣人引领到了众人眼前，孔子
没有圣贤的架势，朴素平和、平易近人，时时传递一种朴素、
温暖的生活态度。它不是简单地对经典做出字面上的训估与
注解，而是在“半宗教半哲学”的对话体里分离出“宗教性
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前者成为个体的生活意义和人生
境界的追求，而后者创化性成为现代政体的形式，由此培育
人性情感、重视和把握个体命运之偶然的“文化重建”。

由此，我第一次了解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
标。单纯依靠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样不能解决心灵的问题。心
灵幸福才是真正实在的。“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
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所以我要放下多些烦
恼，努力去接近幸福。“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渺小
了。”幸福不光靠行动争取，还需要正确的心理。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三

文学著作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丰富的情感与思想，
具有无穷的魅力。通过选读著作，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作者
的思想、感受到文学带给我们的美好和启发。本文旨在分享
我在选读著作过程中的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对名著的选读与思考

在选读名著时，我深深感受到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和对
社会问题的揭示。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以及融入
其中的诗词、音乐等文化元素，展现了对生活中纷繁琐碎的
追求。而《1984》则揭示了当权者对人民自由的压制，以及
虚伪宣传的危害性。通过对名著的选读，我反思了人类的价



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人类生活中的
种种问题。

第三段：对经典著作的感悟与启示

拿《傲慢与偏见》为例，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的成见和偏
见是多么可笑和有害。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达西先生和伊
丽莎白，都受到了自己及周围人的种种偏见的困扰，但最终
他们战胜了成见，找到了真爱。这使我明白了尊重与理解的
重要性，不仅在对待他人时，还包括对自己的认识与成长。
另外，《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桑提亚哥，面对势不可挡的
失败和孤独，却从容而静地接受了他的命运。通过对这些经
典著作的思考，我学会了坚持与沉着，同时也对生活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了希望与勇气。

第四段：对作家的创作手法与风格的思考

除了思想和情感的感悟，我还在选读著作过程中留意到作者
的独特创作手法和风格。例如，村上春树的作品充满了超现
实的元素，让人进入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余华的小说则以
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描写表现人物内心的纠结与挣扎。通过
对作家的创作手法与风格的思考，我对文学的细腻和多样性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欣赏。

第五段：对阅读的影响和期待

通过选读著作，我不仅获得了知识和启示，还培养了批判性
思维和审美意识。阅读不仅仅意味着获取信息，更是一种与
作者对话的过程。通过对著作的思考与解读，我发现自己的
思维变得更加灵活，更能够理解不同观点和看问题的角度。
正是这样的思维能力，让我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
战。

总结：



通过选读著作，我不仅拓宽了知识面，还提升了思维能力和
审美品味。阅读是一种奇妙的旅程，它让我与作者的思想交
流，并且激发了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期待。我希望今
后能继续保持阅读的习惯，探索更多优秀著作，不断丰富自
己的知识与思想。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四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思维深刻，启示丰富，
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孟
子选读”给我们提供了深入阐述孟子的原著与思想，更好地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契机。我深深地感受到，阅读孟子选读，
不仅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也让我在生活中更加深刻地
体会孟子思想的纵深和博大。

二、孟子的思想解读

孟子被誉为“性善论”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人性本善，良
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要依据良知去做人。孟子认为人心才
是生命活动的中心，只有通过正确引导，劝导，才能使人的
良知，心灵得到合理的发展。孟子的“仁爱之道”中，关注
着促进人类共存共荣。他强调不平等与竞争是社会的宿命，
应该运用审慎的智慧和情感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建立和谐与善的关系。

三、孟子思想在现世的应用

孟子的思想是对我们当代社会尤其有启示的。我们面临着现
代化进程中的众多问题，例如利益驱动、竞争激烈、人际关
系的浮躁和上升的无偏容忍态度等。这些问题导致我们自以
为是、互相伤害，我们需要像孟子一样去发掘并弘扬人性本
善的思想，制定合适的道德行为标准和社会规范以引导我们
所处的现代化社会更加文明。



四、孟子思想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要性

孟子的教育观念也非常重要，孟子认为教育是人首先应该注
重的事情，它承担着养育人的灵魂和使命。孟子的教育观念
以仁爱为本，以培养道德品格为方向，强调对儿童的关爱教
育以及全人教育。在当今社会，我们的教育面临着许多挑战，
比如家庭教育不足、学校教育传统化等问题。我们需要认真
思考、学习孟子的教育思想，以提高孩子的道德素质和促进
其良好发展。

五、结语

总之，“孟子选读心得体会”是一篇内容丰富，思想深入的
文章。它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锻炼了我的思考能力。通过
深度了解孟子的思想与逻辑，不仅对我的精神世界有所裨益，
更加让我明白，古人早已经就生活在当下的现实问题，并为
人类发展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前人的智慧
和贡献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推动我们时代的积累和发展。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五

我们都在父母的爱中长大。父母的爱，是慈祥的笑容，是亲
切的话语;是热情的鼓励，是严格的要求。

我读了《慈母情深》这篇文章后，我感受到了父母之爱的深
沉与宽广，更加感受到了这位母亲的伟大，为了自我的儿子
有出息，她不管多辛苦都无怨无悔，甚至愿意把自我的心都
掏出来。想想其实，天下所有的母亲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爱自我的孩子，都望子成龙。

《慈母情深》真篇文章讲了一位母亲在困难的生活之下，一
天赚27元，又要共两个孩子吃饭，读书，吃饱穿暖都有问题
可是这位母亲还是毫不犹豫的掏出钱给我买书，当我用这些
钱给妈妈买了水果罐头，母亲数落了“我”可是还给作者凑



足了买书在这件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表现出深沉的母爱。

这些母亲不仅仅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要供
他们看书。这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母亲的伟大。这又让我
想起了陈子昂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六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动摇和改变的，比如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比如在心中始终保留着某些敬仰的人或者身边亲友的位置。
无论历经世事沧桑，无论是岁月无情飘起，坚如磐石，这是
我读《艾青诗选》的最大感触。

《艾青诗选》这是一本令人难忘的诗集，就像一部电影似的
传出了爱情的一生，一首首诗包含了一段段情，谱写着他对
祖国对大陆最深沉的爱，镌刻着他对光明队希望最真切的渴
望。这本书仿佛将我带到了他的世界，那些看似朴实的话语，
却一次次的震撼我的内心。

艾青的诗似乎就是那么的富有魔力，在读《铁窗里》的时候，
仿佛是自己被囚禁透过了唯一的窗，眺望了昔日的阳光，哀
叹封建的时代，怀念着过去故乡以及远方。

我喜欢艾青的诗，因为他用他那独有的意象描绘出的希望，
临摹出向往，勾勒出祖国最美的模样，他用他那最有力的笔
尖抨击着时代，讽刺着黑暗怒吼着敌人侵犯祖国时的狂妄。
我喜欢艾青的.诗，因为他那朴实的语句，激昂的语调，太阳
般的温暖，以及大地般的咆哮，他的诗或许忧郁，也或许豪



放，但每一首都是意味深长。

我喜欢他的诗，因为我和他一样深爱着祖国的土地和阳光。

蒙学读本有哪些篇七

近日，我阅读了一篇《孟子选读》的文章，深入理解了孟子
思想的精髓。在学习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孟子的人本主义
思想，对于个人的修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下文将从五个
方面体会我的学习心得。

首先，孟子强调“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然而，
人们面临的现实矛盾，识别到了恶的存在。在个人行为上，
孟子主张以“仁”待人，让自己不断完善人格。在社会层面
上，孟子提出了“天下为公”的概念，认为各个阶层都有自
身的责任，不能只是缩在自己小圈子，还应该为全社会共同
秩序贡献力量。这种思想对我影响很深，让我学会去发现自
身潜在的美好，以此作为自我发展的动力。

其次，孟子强调了要取中庸之道。我们需要遵循中庸的道理，
不偏向一方面。在人际交往中，孟子主张要实行中庸之德，
以此来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中庸之道不仅适用于个人
生活，还适用于组织、国家的管理。对于我个人而言，坚持
中庸之道，能够帮助我在学习、生活、工作方面取得更好的
平衡。

第三，孟子非常注重人的修养。他认为，只有自己重视修养
并将其融入行为习惯中，才能达到进一步提高自我修养的目
的。同时，对于孟子而言，修养也是一项很具有实际意义的
活动。保持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
还能够带动周围人的行为准则。在这个时代，我也深切感受
到了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许多人都需要培养更高的文化素养，
提高道德水平。



第四，孟子的思想观点还体现在了他对教育、人才培养的看
法上。孟子认为，“后天可以弥补先天之不足”，人们应该
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培养自身潜在的才能。同时，他主张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即“天职”，以便能够更
好地发挥所长。这个思想观点对我影响很深，促使我暂时放
下眼前利益，更多地关注今后发展，不断精进自己的技能和
专业知识。

最后，孟子认为，“制礼仪，明耻辱，制想象”，是培养人的
“内在美”的重要方法。这个想法虽然有些与现代的社会相
悖，但也反映出孟子对于美德的重视。他认为，大部分人不
具备足够的敏感性，以致无法鉴别它们面前的美和丑。这个
问题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现实意义，让我们更应该关注
这些美的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塑造自己心中的“美”的形象，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孟子思想的精髓，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世界，促使我瞪大
眼睛，认真地思考和面对自己的人生。这是对我们美好未来
的充分涵义，也是发展生命领域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遵循孟子思想，将其运用到生活中每一个
细微的方面。这将成为我们实现个人价值、建设和谐社会的
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