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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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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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一

数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
知识点，更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数学
领域，有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对于我们的学习和
思考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分享
自己读数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几何原本》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经典
著作，这部著作对于整个几何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读完这本书，我对几何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学会
了更系统化和条理化的思考方式。在我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谨性也更加凸显出来。

第三段：《代数学引论》

伽罗瓦的《代数学引论》是一部中学数学的经典著作，它深
入浅出地介绍了代数学的基础知识，从而成为后续数学发展
的重要基石。读完这本书，我对于代数学的概念和公式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学会了在解决代数问题时，从某种程度上把
它们转化为几何问题的技巧。

第四段：《微积分原理》

伯努利的《微积分原理》被誉为微积分学的奠基之作，它的



思想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数学和科学的研究方向。读完这本
书，我对于微积分的概念和理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学会
了差分和积分的思考方法和应用，更加系统化地理解了微积
分的本质和意义。

第五段：总结

读完这些经典著作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完全掌握数学的知识
和思考方式，但它们无疑会让我们的学习和思考更加深入、
严谨、高效。这些经典著作对于我们的数学和思维能力的提
高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学习和思考，从
这些经典著作中更多地汲取启示，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数学
之路。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二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
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也有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如何看待
传统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立场、观点看待国学，是关涉
到国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毋庸讳言，中国文化与其他民
族文化一样也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民主传统缺乏、权利意
识淡薄使我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提倡，人们在讲“同情理解”的同
时，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内容的检讨与反省，
从这一点讲，提倡批判精神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提倡批
判，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以与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文化传统，如
“大一统”的政治思维方式，追求统一的民族心理，多民族
共同相处之道等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对于这
些内容就不能简单地贴上王权的标签了事，而应深入分析其



形成的心理机制、社会原因并加以调适、转化、引导，在此
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道路”来。

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国学，文化是有阶段性、时代性
的，“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而
国学、儒学的内容“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
进程看，其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

当前国学的使命就是创造出与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民主、和
谐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新
文化，这当然需要通过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同时吸取外来先进
文化并加以融合、创造之来实现。

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传
统的客观分析之上的，包含了对传统负面内容的批判。我们
只有首先了解了哪些是传统的积极面，哪些是消极面，然后
才能去做正面的弘扬。同样，我们提倡、弘扬正面的价值观，
也就是对传统消极内容的批判和否定。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三

曹操的诡诈，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
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作者刻画的淋漓尽致，细细
品味，让读者仿佛进入了一种境界。

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以智和勇来依次展开的，但是我认为智永
远是胜过勇的。比如：在西城，孔明用空城计吓退了司马懿
率领的十五万大军。此种例子举不胜数。

有勇无谋，大敌当前，只能拼死征战。吕布，颜良都是典型
的例子：如果吕布在白门楼听从谋士的计策，何必被曹操吊
死在城门上呢?如果颜良把刘备在河北的事情和关羽说清楚，
哪儿至于被义气的关羽所砍呢?古人云：大勇无谋，祸福占其，
祸居上，福临下，入阵必中计，死无不目。



再谈谈国家，魏，曾经煊赫一时;蜀，曾经功成不居;吴，曾
经名震江东。这么来看，从国家就可以反映出国君的性格。
曹操，欺压百姓;刘备，爱民如子;孙权，称霸江东。

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谋，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
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
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
冲的必定是卧龙诸葛亮。他那过人的机智，娴熟的兵阵，无
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庞统、姜维、徐庶等等一些人物，
但是我认为都不如孔明。吴，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
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是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
兵书，精通布阵。经过一番刻苦的努力，终于当上了水军大
都督，总统水兵。不过他太过于嫉妒，死时年尽二十六岁。

从这些人物和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人的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关
系着成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只要踏踏实实，仔仔细细(的)地走
好追求成功过程中的每一段路，相信成功一定会不远的。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四

过几个月的国学接触，我渐渐地感受到国学的魅力。今年，
我园组织了经典诵读活动，经过一定的尝试和摸索，没有很
多的经验，但是对经典文学艺术的诵读也有了一定的理解，
希望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首先我们教师自己要了解对孩子进行经典诵读的意义

说实在的，以前对经典文学作品知道和理解得都不多。现在，
幼儿园里开展了诵读经典的活动以后，要求老师自己首先要
多读，我复印了几份闲来时进行诵读，起先，总感到难读，
读了若干遍以后，却越读越顺口，还是比较有韵味的，真佩
服古人。读了以后才觉得这些经典里面写的真的是非常渊博



和有内涵，它可以教会你做一个好人的道理，如何尊敬长辈，
如何对待朋友，如何遵守一些道德常规……，其实，读了这
些经典以后，不光孩子会受到好处，我们老师也会受到很多
的好处，如：有时心烦气燥时对个别特调皮、行为习惯、能
力差的孩子，家长又很放任的孩子真的随他去的念头时，我
脑海中马上会跳出《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
严，师之惰”，让我的教学行为马上做了调整。那么，老师
的信念决定了对孩子的教，只有老师自己认可了，才会积极
的实施对孩子的教。

二、经典诵读的一些方法

一开始教学的时候，我也很迷茫，就是“小朋友!跟我念!”
这个方法。但是，对6、7岁的孩子来说，诵读古诗还可以，对
《三字经》、《弟子规》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指读难度更
大，但指读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否则会失去某一种意义，所
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新授课时，我会把新的内容写在
大纸上，在黑板上集体进行指读，从断句读到连句读，等到
一定的熟练程度以后，孩子就会在自己的纸上进行指读了。
那么在教学上的进度上我们老师是根据开学初划出的最低进
度上我们老师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刚开始速度可以放慢
一点，后来速度可以稍快。当班级孩子有一半以上对新的内
容比较会熟练诵读以后即可进入下一个环节，不用等每个孩
子掌握得一样再进行。那么孩子的天性好动，喜欢游戏，玩
耍，因此，诵读也可以采取活泼多样的形式。如采用集体读，
指名读，接龙读，男女对读，竞赛读，等形式。

三、多加复习、得以巩固

学了新内容，就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让孩子们不断的复习巩
固。在教学中，孩子们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新学的作品，
前一天能念出来，后一天就给忘了，但只要老师稍加提醒，
孩子们能记起来，所以，老师要不断的去巩固。，我们常常
抓住空余的时间，让幼儿多复习。比方活动前2分钟，放学离



园、吃雪糕前、餐前餐后、傍晚爸爸妈妈来接之前等等零散
时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复习巩固时机。每周五，都让孩子
们把这些资料带回家，除了让家长了解我们的教学进度、孩
子的掌握程度外，还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复习巩固。这样孩子
们就记得更牢了。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五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改
变。然而，经典阅读作为一种世代传承的传统，依然拥有着
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对学生来说，经典阅读不仅可以拓宽
眼界，培养思考能力，还可以提升情感和智慧。在我多年的
学习生涯中，我阅读了许多经典著作，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心
得体会。

第二段：成长与人生的感悟

《红楼梦》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经典之作。这部作品以世人间
的聚散离合，以及人性的薄情与深情，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
人生的窗户。通过它，我明白了人世间的荣辱得失并不是唯
一的追求，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成长与修炼。例如，贾宝玉
身处红尘之中，却依然能以痴情贯穿一生，不为外物所动。
这使我深刻认识到，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珍惜内心的
善良和真诚，不被外界的诱惑和纷扰所左右。

第三段：道德与伦理的探讨

《西游记》是一部包含丰富道德与伦理思考的经典之作。书
中的角色形象和故事情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
孙悟空为了真理而与强权斗争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对正
义与勇气的理解。通过故事中人物的冲突与妥协，我也学会
了如何在现实中面对道德和伦理困境。这些阅读体验让我明
白，一个人的做法和处世原则，是需要深入思考和坚定意志
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的心之所向，不受外界的迷途。



第四段：人性的多面性和情感的体验

《傲慢与偏见》是一个强调人性多面性的经典之作，让我对
爱情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书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真
实，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特点。例如，达西先生表
面傲慢，实则内心善良，而伊丽莎白则带着偏见，最终能心
平气和地接受她的错误。在书中的情节展开过程中，我体会
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通过经典阅
读，我学会了从不同角度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了更
加丰富的情感世界。

第五段：智慧与启迪的获取

在经典阅读中，不仅可以体验到情感的升华，同时还能够得
到智慧和启迪。例如，读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
夫》后，我被主人公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深深打动。面对一切
困难，他从不放弃，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克服难题。
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让我在生活中时刻都保持着积极的态
度和奋斗的目标。我相信，通过经典阅读的启迪，我将会成
为一个更好的人。

总结：经典阅读作为一种传统，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
素材和思想的指导。通过阅读经典作品，我在人生成长、道
德伦理、人性情感以及智慧启迪等方面都受益匪浅。这些心
得体会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的人生经验和智慧的源泉。因
此，我鼓励每位学生都要广泛阅读经典，从中汲取丰富的知
识和智慧，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品位和有思考能力的人。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六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记录的是海伦.凯勒一生的事。
书中感人心腑的故事，总是在我受到困难和挫折是鼓励我，
不要后退。



海伦.凯勒从小就失去了听觉、视觉和甜美的声音。她也曾因
自我的条件而放弃过，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这位美国女孩，
在莎莉文教师的帮忙下，凭着超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
还学会了五种语言文字!她一生共度过了八十八个春秋，却熬
过了八十七个无声、无语、无光的孤独岁月!

看完这本书后，我的心里有一个疑惑：我们是独生子女，从
小，爸爸妈妈就把我们看成掌上明珠，整天饭来张口，衣来
伸手，像个'小皇帝'。稍遇困难、挫折就会一蹶不振，而海
伦.凯勒所受到的困难与挫折是我们常人无法忍受的!

一个人只要胸怀大志，并不懈向着目标努力奋斗，就不会被
一些客观条件束缚，你就会拥有无限的力量去实现它!

坚贞不屈、不断进取的精神是海伦.凯勒所拥有的，我们--祖
国的接班人更应当拥有这种完美的精神品质!

阅读经典阅读心得篇七

数学一直被视为一门十分严肃、晦涩难懂的学科，很少有人
能够真正掌握它的精髓。但是，通过阅读经典的数学著作，
我们可以被带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进一步认识到数学的深
邃和美妙。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分享一些
对“数学经典阅读”的个人感悟。

第一段：数学经典阅读的价值

我个人来说，数学经典阅读不仅可以帮助提高数学功底，还
可以培养一种“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促
进人的内心成长。数学经典著作深入浅出，像是块极具启迪
性的基石，为我们打开了数学的大门，增强了我们的好奇心
和兴趣。从《几何原本》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欧几里得的思想
和原则，从欧拉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掌握微积分的基础知识。



第二段：纸上谈兵和现实建构

数学经典著作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更是一个建构过程，可以
在我们的头脑中生成出对数学的自我探索和思考，并以应用
的方式运用在现实生活中。比如，笛卡尔的《几何原理》中
的笛卡尔坐标系，是一种将几何图形与计算机图形学紧密联
系起来的算法，造就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数学问题有
了全新的思考方式。

第三段：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与难点

经典著作虽然形式相较于现代数学工具大不相同，但其思想
和思考方式却一直吸引人们探索和追求。在阅读中，我发现
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和构思，并逐渐感到
回报。比如，欧拉的《复变函数论》中的一些概念可以让人
们重新思考数学的飞跃，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可以让人们
重新思考数学是如何连接人们的。

第四段：塑造人的思考方式

数学阅读不仅仅是学习知识，还可以塑造人的思考方式。通
过数学，我们学到如何用精确、科学的方式表达思想，在思
考中更加严谨，通常需要我们从外界干扰中脱离出来，并对
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经典数学著作中的高峰共同塑造了我们
自己，成为能够更加深度思考的好学者。

第五段：数学阅读的重要作用

总之，数学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是对数学基础知识的强化，
也可以触发我们的思考，让我们重新审视所学的数学，并从
中进一步发掘深层次的思考。数学阅读对我们成为一名强大
的数学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借助它们推动自己的学习和
内心成长，并最终成为一名能够独立思考并取得好成绩的数
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