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儒林外史读书心得(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篇一

假期里，我从书店里买来了一本《儒林外史》。

记得里面有一篇写的极好：严监生大限将至，全家老小都围
在他的床边，但他却迟迟不肯闭眼，并且用手指做出
了“二”的手型。全家老小都开始猜测这个“二”是什么意
思。大侄子猜是因为还有两个人未到，严监生摇了摇头;二侄
子猜是因为有两笔银子藏着在，要告诉他们，严监生又摇了
摇头;奶妈猜是因为有两位舅爷不在眼前，在想念他们，严监
生还是摇了摇头。赵氏走到严监生的床前，说道：“老爷，
别人说的都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
面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
是。”说完走过去，挑掉一茎灯草。这一段严重的讽刺了那
些吝啬鬼。

赵本山在小品《不差钱》里面说的好：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就
是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用钱就能买
到全世界吗?显然不能!虽然钱很重要，但是一个人的品质比
钱要重要的多。你就算有一千万又能怎么样?一个人一辈子空
守着你这堆财产?但如果你能用这些钱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
人，那么你的钱就是用到了正确的地方。

如果你身无分文，但是却有个好的品质。那么你等于有了一
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矿。只要你是金子，无论是在哪
都一定会发光，一定会遇见你的伯乐。



东西，一个人拿着永远不会觉得快乐，只有和大家一起分享，
才能真正感到乐趣。

所以，就算是做一个身无分无但有一个好品质的穷死鬼，也
绝不做一个身缠万贯的守财奴。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篇二

古人曰：“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乍一
听，这句话似乎过于严重，可细细品来却不无道理。

试想，在秋日的午后，拿一本好书、寻一棵好树;在厚厚的落
叶上靠着大树席地而坐，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与书交流、与名
人对话，该是多么惬意呀!

每当周末写完作业，便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去图书馆借一本
自己喜欢的书，跑到山上某个无人的凉亭，与风、与树、与
山、与书相伴;无人打扰，可以尽情宣泄情感：读到幽默的话
语，我和风一起欢笑;读到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和树一起尖
叫;读到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我和山一起哀叹。就这样，我和
书成为好朋友，也是书，让我结识了大自然。

推开记忆的大门，我的童年也浸满书香：我牙牙学语时，是
书让我感知到语言的魅力;我执起稚嫩的小手学写汉字时，是
书让我发现汉字的神奇;我背起书包步入小学时，同样是书让
我学习优秀……就连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因书而结识。

升入五年级，班里转来一位插班生。她一来，我就被她独特
的气质吸引，自信、大方，在她身上一一体现。使我不由自
主将她和我的好伙伴——书联系在一起。我想认识她，了解
她，却不如其她同学们的热情而放弃，我并不着急，等待机
缘。

终于，在图书馆，我们再次相遇。相视一笑，各自走进书海。



我在层层叠叠的书架上寻找着，终于找到了一本好书，踮起
脚尖去拿它，却见另一双手也够向它。我扭头一看，是她!她
也一脸惊讶。“一起吧!”我终是先反应过来，笑道。“好
啊!”她回过神来，莞尔一笑。我们拿着书，坐在一块儿，静
静地读着，虽不熟识，却又十分默契：读到欢乐时，我们一
起轻笑;读到激动时，我们一起尖叫;读到伤心时，我们一起
抹眼泪……是书，让我们互相结识。在那之后，又是书让我
们越走越近。

朋友，既然书让我们的生活如此美好，何不起手边的书一起
读呢?朋友，愿好书与你相伴!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篇三

至到夜里凌晨一点，终于把《儒林外史》读完啦!为啥要
用“终于”呢?因为这书是我高一第一个学期买的，买回来的
时候翻过几页就被我放下了。直至到大学报到的那一天被我
塞进行李里边带到大学里，在期间读到四十几回，又弃了。
然后到今年3月初，那时候在找工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于
是又重新拾起，虽然最终比原定的俩星期要看完的时间晚了
差不多一个月，但是还是看完了。我很欢喜。

看完一本书，总要写一些字才行的。下面是不像读后感的读
后感吧。

说真的，整书读下来我也不是很明白清楚。但是能感觉到浓
浓的讽刺我味儿。就是因为书中到处都是讽刺的，所以读到
后面，我都搞不清楚哪些是赞扬哪些是批判了。书中人物很
多，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们没联系，但后来绕了一圈儿，他们
又聚在一起。

《儒林外史》是我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
说，作者吴敬梓在文中借一些追求功名、思想迂腐的文人儒
士，极力揭露和批判封建科举制度的昏暗及大批读书人灵魂



的玷污、人格的堕落。在这部蔑视一意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
着作中，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情节，但科举制度的腐
败这一中心思想却将各个人物与自成段落的串接起来，构成
了一幅有内在关联的民间士林百态图。

读了《儒林外史》我才知道。原来古时的文人可以那样的迂
腐，就比如说书中第四十八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
旧中的那个王玉辉，他的三女婿死了，他女儿要殉夫。他听
后不劝反而对亲家说：“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
节的真切，倒也由着她行吧。自古心意去难然后又对他女儿
说：“我儿，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
这样做吧。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这人
脑袋里长的是猪油还是浆糊啊，尼玛，后来他大笑的说“死
的好!死的好!”(好吧，其实这不是书中最典型的例子，只是
我想说说这个而已)

然后，我又才知道。那时的人，没钱的时候是可以很理直气
壮的跑去人家那里说没钱了，借俩钱来花花这样子的。好神
奇，更神奇的是那些被问到的人还大义凛然的借了，还要做
出一副感怀伤时，啥啥啥啥的样子。恩，这一个一杜少卿最
典型。无论什么人来向他讨好处，只要报出他老爹的名儿，
无论隔着八辈子也好，绕了八九十圈儿也好，都是能成功的。
最后他也散尽家财啦。不过我也挺佩服他的，自己都没钱了，
还拿自己的东西出去当了来给钱别人。 后来他没钱的时候也
没见多少受过他惠的人来帮衬他啊。从杜少卿奇葩可以看
出“不是自己努力赚的钱啊，它花起来就是不心疼。”

再然后，就是，那时的科举制度真心腐败。

这书其实就是讲一帮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和一大帮的迂腐的、
清高的、趋炎附势的文人聚在一起吟诗作对啊，赏花观月啊，
吃酒玩乐啊，讨论科举啊的事情。嗯，大概就是这样。随便
说说。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篇四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
吴敬梓出生于豪门，却沦为穷儒，家境的升沉变化，使他体
会到世态炎凉，为其创作《儒林外史》打下了基础。全书共
五十六回，三十多万字，描写的中心是儒林文士。《儒林外
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则展示了一幅清初中国社会的风
俗画。

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
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
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
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
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
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

我尤其欣赏第三回《范进中举》一节，能代表全书思想艺术
的主要特色。作品开头写的是范进的主考官周进，因几十年
落第，已经六十多岁了，仍未功遂名就。他满腔哀怨，见到
贡院，痛哭不已，一头撞在号板上，众人急忙抢救，才算活
过一条命来。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再次应试，竟巍然
高中，做了钦点广东学道，一举成名。小说就通过他引出了
范进。作品写道：“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
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
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
号。”——这便是这段故事的主人公范进。范进交卷时，周进
“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
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
带，何等辉煌。”通过衣着形貌的简单勾画，揭示出两个人
物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鲜明对比。接
下去写被录取做了秀才的范进为“恩师”送行，又作了进一
步的渲染：一方面，是“学道轿子，一拥而去”，何等的威
风、煊赫!一方面，是送行的范进，独自送到了三十里之外，



怀着感激而又惶恐的心情，在那儿“立着，直望见门枪影子
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何等的卑微、可怜!
这个开头颇具深意。它把两个有着同样伤心史的人物放在一
起，一个因功成名就而飞黄腾达，显赫一时;一个却因科场失
意而穷困潦倒，卑躬屈膝。两种不同的气派、景象，构成强
烈的对照，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核心。

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
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
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
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
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
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
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
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
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
个社会毒害之深。

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
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
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篇五

一年前，妈妈从网上给我买了一本《小公主》，据说这是一
本很好的书，于是我津津有味的读了起来。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坚强、乐观、无私的小女孩，名字叫
莎拉﹒库尔。莎拉在很小的时候就没了妈妈，当她七岁时，
她有钱的爸爸把她从印度送到了英国伦敦“珍妮女子学院”
上学。校长珍妮是一个“势利眼”，在莎拉有钱时对他百依
百顺。莎拉也不摆小姐的架子，她处处帮忙别人，还和一个
小女佣成了好朋友。



之后，莎拉的爸爸因为投资金刚石矿山而破产，并且染上瘟
疫去世了。于是珍妮就让莎拉当佣人，干很多活，还经常虐
待她，可莎拉很坚强，不论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她都始终坚
持着公主的风范，并不停的帮忙别人。最终，她爸爸的朋友
找到了她，原先莎拉的爸爸并没有破产。于是莎拉便离开了
那里，过上的了欢乐的生活。

看完这本书后，我真的自愧不如啊!我可比莎拉差远了!

先说坚强，我可是一点挫折都受不了。那次妈妈说了我一句，
我就不高兴了好几天。三年级期末考试成绩没能排到年级
前20名，所以我闷闷不乐的过了一个暑假。但人家莎拉虽然
备受虐待，可还是那么坚强的活着。莎拉让我明白了要学会
坚强。

再说乐观，以前的我总是和悲观，事情老是往不好的方面想。
有一次，放学回家后我的卷子找不到了，就想：必须是丢了，
明天上学教师收卷子了怎样办?一中午都提心吊胆，结果午时
又在学校找到了。《小公主》告诉我，我们应当向好的方面
想，像莎拉一样，她吃不饱、穿不暖时还坚持乐观，把和一
只小老鼠做朋友当成开心的事呢!

最终说无私，有时朋友向我借书，我就害怕他们把书弄丢了
或坏了，不愿意借。直到看完这本书后我才明白过来，应当
借给他们，有句话这样说：“帮忙别人，欢乐自我!”人家莎
拉自我很饿，但她还是把面包送给了比她还饿的那个小女孩，
我们也应当无私啊!

读完这本书后，我懂得了要坚强、要乐观、要无私，要像莎
拉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