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智慧心得体会 读史有智慧上心得体会
(汇总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大
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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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心得体会篇一

韩师2311班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
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
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
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
辈子没有白活。《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
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
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
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
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
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
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
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
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
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司马迁作
《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



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
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
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
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
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
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
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
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
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
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
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
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
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
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
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
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
《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
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
《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
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
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
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
《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
（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
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
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
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
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
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
（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
“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
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
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



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
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
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
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
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
（“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
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
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
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
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
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
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
“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
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
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
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
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
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
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
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
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
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
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
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
《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
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
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
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
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
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
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



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
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
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
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
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
撑拄自拔，发愤着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
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
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
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
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
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
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
《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
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
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
在通古今，齐生死）。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
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
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
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对司马
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
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
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
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
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
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
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
像“小人物”一样。同司马迁的“发愤着书”有关，《李将
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
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
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
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传曰“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
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
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一个个耐人寻味
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
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
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
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
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
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
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
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
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
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
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
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
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智慧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一名干部，我们需要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专业
知识，更需要有智慧来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智慧是我们成
功的关键，它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灵活和高效。在我的工作
生涯中，我深切体会到，智慧的积累需要时间和经验，但也
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来提升。下面，我将分享我在成为
一名有智慧的干部上的心得体会。



首先，做干部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广泛的视野。要有智慧，
就要敢于接纳新事物，保持对知识和技能的渴望。无论在工
作中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应该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阅
读书籍、参加培训、学习新的技术和方法，我们能够开拓自
己的思维，拓宽自己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视野，能
够帮助我们对问题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从而做出明智的决
策。

其次，做干部需要善于沟通和协调。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
我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一个有智慧的干部应该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正确处理各种
复杂的人际关系。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我们能够将不同
的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的团队，共同实现组织的
目标。只有通过沟通和协调，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推
动事业的发展。

第三，做干部需要善于思考和分析。智慧的干部首先是一个
善于思考的人。我们需要具备一颗冷静客观的头脑，去分析
问题背后的本质和根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问题的解
决办法，避免陷入困境。同时，我们也需要学会辩证思考，
不仅仅看到问题的表面，还要看到问题的本质。通过思考和
分析，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为组织的决策提供有力的
支持。

第四，做干部需要具备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智慧的干部一定
是一个有毅力和勇气的人。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
难和挑战，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毅力是我们战胜逆境
和困难的动力。同时，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还需要有勇气
去承担责任和挑战。有时候，我们需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
和不足，勇敢地做出改变。只有具备毅力和勇气，我们才能
在工作中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做干部需要具备激情和责任心。激情是我们工作的动
力，是智慧的源泉。只有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和热爱，才



能激发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我们还需具备高度的责
任心。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对组织的利益负责，对下属的成长负责。只有具备责任心，
我们才能积极主动地履行我们的职责，为组织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我深刻认识到做一个有智慧的干部是一
项长期的而且不断完善的过程。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我们
能够提高自己的智慧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组织和社会。通过
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视野，我们能够拓宽自己的思维和眼界；
通过善于沟通和协调，我们能够有效地推动组织的发展；通
过思考和分析，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通过毅力和勇气，
我们能够战胜困难和挑战；通过激情和责任心，我们能够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让我们一起努力，成为智慧的
干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智慧心得体会篇三

智慧是我们学习道路上应追寻的目标，而如何成为一个有智
慧的学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我深刻体会到，做一个有智慧的学生需要具备积极主动的学
习态度、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阅
读经验和准确的信息处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收获
了知识和智慧，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更加独立和自信的人。

首先，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是做一个有智慧学生的基础。在
面对学习任务时，我们应该始终保持积极主动的心态。这意
味着不仅要按时完成作业，还要主动寻找学习的机会和资源。
作为学生，我们不能仅仅依赖老师的讲解，而应该多向同学
请教或者加入兴趣小组，共同追求知识的深入和广度。通过
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时间和资源，提
高学习效果。

其次，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是做一个有智慧学生必备的能力。



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和各种诱惑，我们需要学会合理分配和
利用时间。制定一个有效的时间表，并坚持执行，可以帮助
我们充分利用时间，并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合理规划时间
还能带来更好的学习心态。当我们合理安排时间，把握进度
时，可以避免焦虑和压力，从而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第三，灵活的思维方式是做一个有智慧学生的重要特点。在
学习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
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灵活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我们要
有辩证的思维，不仅看到问题的表面，还要深入思考问题背
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可以
帮助我们培养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学习
中的各种挑战。

第四，丰富的阅读经验是做一个有智慧学生的重要条件。通
过阅读，我们可以拓宽视野，了解世界，培养思考问题和表
达观点的能力。阅读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也可
以帮助我们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判断力。所以，我们应该多读
一些有深度和广度的书籍，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并通过读书
来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后，准确的信息处理能力是做一个有智慧学生的关键素质。
在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信息是繁杂和庞大的，如何准确、
快速地处理信息成为必备的能力。有效的信息处理能力不仅
能帮助我们从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还能帮助我们分
析和判断信息的可信度和重要性。在学习中，我们还需要善
于查找和利用各种信息资源，通过丰富的信息获取来丰富我
们的学习内容。

总之，做一个有智慧学生需要具备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良
好的时间管理能力、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准
确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在学
习中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和能力，我们
才能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

智慧心得体会篇四

智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它不仅是我们在学习和工作
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在生活中获得满足和幸福
感的关键。作为学生，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学生呢？以下
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有智慧的学生注重知识的积累。知识是智慧的基石，
只有通过广泛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才能够对世界有更深入的
认识和理解。因此，我们要积极参与各种课堂学习，不断扩
大自己的知识面。同时，我们还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通过
阅读来获取更多的知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参加讲
座、进修班等形式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只有不断地学习，才
能够提高自己的智慧。

其次，有智慧的学生注重思考的能力。知识的积累只是一个
开始，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学会从多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并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在思考问题时，我们要善于提问，
不断追问问题的本质和原因。同时，我们还要善于总结和归
纳，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易于理解和解决的步骤。只有通过
思考，我们才能够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并在实践中应用。

第三，有智慧的学生注重自我管理。一个有智慧的学生懂得
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我们应该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制定详细
的计划和步骤。同时，我们要学会分配时间和精力，将重要
的事情放在优先处理，避免拖延和浪费时间。此外，我们还
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定时复习、整理笔记等，保持良
好的工作状态。只有通过自我管理，我们才能更好地提高学
习效率和成果。



第四，有智慧的学生注重人际关系的建立。学习和成长是一
个团队的事情，我们需要与他人合作和相互学习。因此，我
们应该积极与同学及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互帮互助，共同
进步。对于与他人的不同意见和观点，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
态，尊重他人的想法，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启示。同时，我们
还应该主动参与社团和团队活动，学会与他人合作，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我们才能够从
他们身上获得更多的智慧。

最后，有智慧的学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要求我们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因此，我们要不断拓宽自己
的学科领域，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我们还要学会
将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观
点和方法。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应对
复杂多变的挑战。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深深地认识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学生不
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态度和能力的培养。只有通过
积极学习、思考、管理自己、与他人合作和跨学科学习，我
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学生，不仅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更在生活中获得幸福和满足。让我们努力，成为一个有智慧
的学生！

智慧心得体会篇五

续的学习。只有持续的学习，才能赢得教师的持续发展。学
习要有恒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会有任何长进的。要
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
都坚持根据计划的要求将之落到实处。

如果说，学习是一个人成为智慧型老师的前提的话，那教育
教学实践，则是教师获取智慧的必要载体和重要通道。因为，
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离开了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实践，教师的发展与智慧



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一个教师学习的成果和效
益，不能在其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实践中得到反映和体现，只
是停留在你的学习笔记本上时，对你的学习就会形成消极的
负面影响，你就会把学习看作是应对检查的。反之，一旦学
习的成果和效益，能很快在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实践中得反映
和体现，你就会增强实践的决心和信心，进而形成学习与实
践之间的良性循环。

仍只有一个苹果；如果每人各有一种思想，互相交换每人就
同时拥有多种思想。只要我们相互之间多交流，多探讨，并
在实践中加以验证，我们也一定能够取得和许多的教育大家
一样的成就。

教师的反思，主要是指教师对其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实践的过
程和结果，不断进行自我诊断与自我修正的过程，也就是通
过连续地自我追问、自我剖析、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从而
实现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飞跃的过程。如果一个教师
只有实践而没有反思，那是很难有进步与发展的，更别说能
体现教育教学智慧了。一个要想有所成就、有所发展的教师，
就不能不十分重视对自已的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实践，进行持
续不断地自我反思。

有学者研究认为，教师的写作既是教师完成工作任务的一种
基本能力，又是教师履行角色职能的一种辅助方式，还是教
师释放自身潜能的一种重要载体。正因为如此，教师的写作
既是对自己学习体会的整理，又是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
还是对自己反思成果的提炼，它体现着教师的智慧。当然，
学习、实践、反思是写作的前提和基础，而写作又是学习、
实践、反思的继续和延伸。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但是
光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实在是一大遗憾、一大损失。写作不
仅仅是单纯的写作，它应该与实践相随，与阅读同行，与思
考为伴。实践是它的源泉，阅读是它的基础，思考是它的灵
魂。如果写作完全脱离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写的是一
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仅无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改进和完



善，而且也不利于写作的坚持和提高，进而造成恶性循环的
局面。另外，做课题研究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谁都可以做，
对每天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进行一番思考加以记录，定
期进行提升，形成自己的观点、见解，这就是课题研究——
专家称之为行动研究。我们每天的学习、实践、反思、写作
就是在做研究，就是在进行着新教育实验。

总之，只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的自觉学习，不断实践，并善
于反思，坚持写作，相信我们每一位老师都能也一定能成为
智慧型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