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勤学苦读题目 勤学苦读心得体
会(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勤学苦读题目篇一

学习是一种终身的事业，而勤学苦读则是取得学习成果的关
键。每一个追求学习的人都从中受益，而我也不例外。在漫
长而繁忙的学习过程中，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勤学苦读的重要
性。在我看来，勤学苦读是在保证知识和技能质量的前提下，
不断提高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不二选择。

一、勤学是王道

在传统教育中，我们常常听到“积土成山、壮志在我心”的
励志话语。其实，真正的积土成山是通过长时间的勤学之后
达成的。勤学不仅是取得学习成果的核心，也是实现自我价
值的助推器。世界上没有一项技能是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
精力去学习的。全球性的成功人士都是在勤学之后，才成就
了他们自己。因此，在学习上，我们需要秉持勤奋和毅力去
克服困难，达成自己的目标。

二、苦读是良药

如果说勤学是开发自身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火车头”，
那么苦读就是推动“火车”的关键。知识和技能广度和深度
的提升，都离不开“苦读”的锤炼。与学习时的轻松、愉快
不同，为了达到更高水平，需要经历“苦读”的历练。苦读



可以教人坚韧不拔、咬牙坚持的品质，更可以锤炼精神，让
人不断进步。我们的学习之路充满着艰难险阻，需要我们不
断在苦读中汲取智慧，鼓励自己前行。

三、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勤学苦读看似很艰难，但却是考验人心的重要环节。曾经有
一个小故事讲述，两棵树面对不同的环境，一棵树成长在一
处固定的，四季如春的环境中，而另一个树成长在环境恶劣、
充满风险的地方。然而，只有那棵在恶劣环境中成长的树，
才拥有更强大的幸存和抗逆能力。这说明过于舒适的环境会
导致人的心态懈怠，而恶劣的环境却能锻炼人的意志力、韧
性和生存力。因此，勤学苦读更是一个不经历洗礼、风雨，
永远不会看到彩虹的真理！

四、文化积淀是个人优势

勤学苦读不仅是自我实现的途径，还可以为个人的未来规划
提供优势。读了很多书、多学一点技能，不仅可以扩展自己
的思维，也让我们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有更广阔的视野
和机会。知识的积累可以大大方便我们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而这种文化积淀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
性。

五、勤学苦读，让青春更美好

青春不只是一个人年轻的状态，更是一个人奋斗的阶段。具
备勤学苦读的学习态度，可以让我们的青春变得更加充实、
更加美好。因为不断挑战自己、不断突破自我，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成长。在峰回路转的青春之路上，没有哪条路可以绕
开苦难，而是要把它旋转成自己的步伐。勇敢面对学习过程
中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美好。

总结来说，勤学苦读是一个人学习过程中最最重要的理想和



行为准则。在这个全球形势不断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秉持
不断勤学苦读的态度，以便不断进步，实现自我价值。

勤学苦读题目篇二

勤学苦读是通向成功的必要途径，是每个有追求的人的必修
课。但如何才能把学习和读书做好呢？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
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的问题。今天我将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和
体会，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第二段：认真听讲

在学习过程中，认真听讲是相当重要的。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们要避免分心，要时常检查自己的注意力是否在老师身上。
同时，要积极主动地思考，把零散的知识点联系在一起，并
在课下加深理解。有针对性的思考和提问，都是提高理解和
记忆能力的好方法。

第三段：自习复习

在课余时间，我们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并进行自习
复习。自习时，可以通过阅读课本、练习题、做笔记等方式
来加深理解。复习时，我们要有计划地复习，不要盲目地死
记硬背，而是要注重理解和巩固。无论是自习还是复习，都
要及时弥补自己的不足，不要拖延学习计划。

第四段：多方面获取知识

除了学校的教育，我们还应该积极地获取其他方面的知识。
可以通过阅读书籍、听课、参加讲座、参观博物馆等方式获
取兴趣爱好所涉及领域的知识，也可以了解其他领域的知识。
多方面获取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个世界，从
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五段：总结

勤学苦读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只
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在今后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机会。
因此，我们要打牢自己的基础，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
地自我调整和完善。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中，我们才能
更好地迎接未来的挑战。

勤学苦读题目篇三

刘绮燃荻读书。梁代时彭城人刘绮，“早孤家贫，灯烛难办，
常买荻折之，燃荻为灯”，发奋读书。

苏廷吹火读书。“少不得父意，常与仆夫杂处，而好学不倦。
每欲读书，总无灯烛，尝于马厩中，借火照书诵焉，其苦如
此。”

常林带经耕锄。汉末常林，“性好学，带经耕锄。其妻常自
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李密牛角挂书。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
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
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
懊丧，回家以后，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
李密骑了一条牛，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
牛角上，抓紧时间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专心攻读，孜孜不倦。他的书房
后虽然有一个花园，但他专心致志读书学习，三年时间没有
进园观赏一眼，董仲舒如此专心致志地钻研学问，使他成为
西汉著名的思想家。

管宁割席分坐。汉时，管宁与华歆二人为同窗好友。有一天，
两人同席读书，有达官显贵乘车路过，管宁不受干扰，读书



如故,而华歆却出门观看，羡慕不已。管宁见华歆与自己并非
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便割席分坐。管宁其后终于事业有成!

匡衡凿壁偷光。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
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
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
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
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车胤囊萤夜读。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
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家贫不常得
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车胤囊
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
代的读书人。

陈平忍辱苦读书。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
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
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
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
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
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
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
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
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
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
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
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
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
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
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



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
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
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
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
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
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
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
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
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
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
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
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
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
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
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
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
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
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
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
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
潜心学画。

屈原洞中苦读。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
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
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范仲淹断齑划粥。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
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



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
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
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司马光警枕励志。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
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
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
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
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
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
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玄奘苦学佛法。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
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
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
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
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
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
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
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
国的爱国洪流中。

厉归真学画虎。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
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
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
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
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
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
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沈括上山看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



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
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
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
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
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
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徐霞客志在天下。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
打捞落水的石狮，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
小孩说，只要溯江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
大家都赞誉这个聪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
理学家、旅行家的徐霞客。

李晟练成神箭手。李晟的父亲是一员威武的大将，李晟希望
长大成为父亲一样的人。可是，父亲却总是说他年纪小，不
能习武。李晟不甘心，偷偷学习射箭，终于练成了百发百中
的神箭手，让父亲刮目相看。

陆游书巢勤学。南宋诗人陆游他从小就刻苦勤奋、敏而好学。
他的房子里，桌子上摆的是书，柜中装的是书，床上堆的也
是书，被称作书巢。他勤于创作，一生留下了九千多首诗，
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

刘勰佛殿借读。夜深了，佛殿里忽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小
和尚们吓坏了，以为里面有鬼，立刻报告给老和尚。于是，
老和尚带领小和尚捉鬼，没想到“鬼”原来是一个叫刘勰穷
孩子，他在借佛灯读书呢。刘勰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了伟
大的文学家。

阎若璩口吃成大器。著名的考据学家阎若璩小时候是个口吃
的孩子，常受到大家的嘲笑和欺负，在母亲和老师的鼓励下，
阎若璩凭着勤能补拙的精神，刻苦读书，付出别人几倍的努
力，赶上了正常的同学，此后，阎若璩仍旧凭着这股好学肯
吃苦的精神，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顾炎武读破万卷书。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
天花病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
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
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欧阳修借阅典籍。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
是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
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
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
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
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蒲松龄草亭路问。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
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
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
时代的辉煌巨著《聊斋志异》。

贾逵隔篱偷学。贾逵，字景伯，出生于公元30年，东汉人，
是有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是西汉名家贾谊的九世孙。
父亲贾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贾逵深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
慧过人。为了能够读书，贾逵小时候隔着竹篱笆，偷听老师
讲课的故事。

孟柯改过勤学。孟子是战国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但
是，孟子并非是一个天生就有学问的人，他幼年的时候非常
贪玩，不喜欢读书。后来，孟母为了教育他，三次搬家，还
剪断布匹开导他。终于，孟子明白了要想成才，必须努力勤
奋的道理。

宋濂冒雪访师。明朝著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
学识渊博，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
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
要刨根问底。这次，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
十里，去请教已经不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



宋濂并不气馁，而是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
接见他。因为天冷，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
都被冻伤了。当宋濂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
幸被人救起。当宋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
他的诚心所感动，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
求得更多的学问，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
为了闻名遐迩的散文家!

陶弘景菜园求学。古代的时候，对自然界产生很多误区，人
们相信螺赢是将螟蛉变成自己的儿子这个荒唐的传说，还把
领来的儿子叫做“螟蛉子”。陶弘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村
边的菜园子里找到一窝蜾蠃，蹲在菜地里聚精会神地整天观
察。陶弘景发觉它们有雄也有雌，经过许多天细致的观察，
陶弘景终于揭穿了蜾蠃衔螟蛉的秘密：原来蜾蠃也有自己的
后代，螟蛉是被衔到窝里给幼虫当食物的，根本不存在“螟
蛉义子”这回事!从此，陶弘景更感到，凡事最好亲自观察，
绝不能人云亦云。

勤学苦读题目篇四

“勤学苦读”，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词语。在我们的学习生
活中，勤奋努力、坚持不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习知识是
终身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进步。本文将结合自
己的学习经历，分享一些勤学苦读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提倡勤学，培养自律

勤学，就是要自我减少娱乐，扩大学习时间，不停地修炼自
己的能力。废寝忘食日夜努力，唯有如此，才能够提升自己
实力，掌握工作实践中所需要的基础知识、方法和技巧。同
时，这也是培养自律的过程，让我们不再游手好闲。制定一
个明确的学习计划并遵守它，可以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



第三段：努力克服难题

对于学习中的难点，我们应该耐心地克服。尽管这个过程可
能比较艰辛，但我们必须要坚持。例如，面对着枯燥的公式，
我们可以通过多花时间练习和反复解题，坚持不懈，方能理
解公式的内涵和应用方法。这种坚持努力的态度，就是勤学
苦读的具体实践。

第四段：持之以恒，唯有如此才能成功

“持之以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意味着对自己提出的
要求从不放松。我们要持续学习，不放松自己，唯有如此才
能使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上。只要持之
以恒，就能够在学习和工作中大有作为。只有不断地进步，
才能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好的发挥。

第五段：总结

在平凡的人生路上，勤学苦读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众所
周知，我们的认知和认识水平，往往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
中的位置。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提供我们
自己的认识和认知水平，这是给我们自己赢得成功的唯一途
径。当然，依据自己的特征制定合适的学习计划，找到适合
自己的方法坚持不懈的去执行，也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日
臻完美的自己始于勤学苦读，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能够
坚持不懈，取得更好的成绩。

勤学苦读题目篇五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

一个人的度量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股强大的文明力量。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苏轼

知识上的富有可以享受心灵上的满足。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朱熹

掉进知识情网中的人，时时品尝着知识的甜蜜。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孙洙《唐诗三百首序》

语言是心灵和文化教养的反映。高尚的语言包含着真诚的动
机。

不向前走，不知路远；不努力学习，不明白真理。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养心。

玉不啄，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

作者不一定能写到老，但是他一定应该学到老。再高深的学
问也是从字母学起的。

劳动是知识的源泉；知识是生活的指南。

臧克家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要比吃得很多的人更健康，同
样地，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
的书的人。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陈寿《三国志》



读书就应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