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简单的读书心得(通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一

《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吴承恩先生的杰作,讲
述的是一个泼猴和唐三藏及师弟八戒,沙僧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这本书我虽然看了一遍,但是以这本书编辑的电视机不知道看
过多少遍了,它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喜欢上
了它，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更喜欢。

这本书把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泼猴勾勒得栩栩如生,写它
从天不怕地不怕变为一个恭敬的猴子,为了师傅的安危他奋不
顾身,他并不像猪八戒那样好吃懒惰,也不像沙僧那样憨厚,作
者更是借助他这一点勾勒出孙悟空的大智大勇,自从唐三藏把
孙悟空从五指山解救出来到取得了真经,这期间经理九九八十
一难,每次劫难都是孙悟空全心全意去解救师傅的,最后才圆
满的取回真经。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孙悟空,他的性格很勇敢在西游记
里无论前面的妖魔鬼怪多么可怕，前面的路多么坎坷，他依
然勇往直前永不退缩,所以我说孙悟空很勇敢。孙悟空性格还
很高傲,有一段落写他的高傲。孙悟空在花果山竖起了一面齐
天大圣的旗子直入云霄插到了灵霄宝殿玉皇大帝,命令太白金
星搞定这个事情。太白金星和孙悟空腾云驾雾飞上了天宫,孙
悟空先飞上了天宫庞、刘、苟、毕、张、邓、辛天丁在南天
门阻拦孙悟空,要不是太白金星带孙悟空进天宫,如果孙悟空
自己进去天宫，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都进不了。太白金星和



孙悟空到灵霄宝殿，玉皇大帝给孙悟空一个小小的弼马温。
之后孙悟空发现弼马温是养马的，孙悟空怒发冲冠。如不给
当齐天大圣誓不罢休，所以我觉得孙悟空很高傲。

西游记中我最喜欢的段落是打败牛魔王那一段落，牛魔王和
孙悟空战了百十回合，终于孙悟空打赢了牛魔王，但牛魔王
逃走了，牛魔王偷偷变成了猪八戒，骗了孙悟空手上芭蕉扇。
牛魔王扇啊扇，但孙悟空动也不动，因为孙悟空在铁扇公主
腹里变成一条虫，吃了定风丹所以扇也扇不动。然后牛魔王
拿了太上老君的法宝，孙悟空打牛魔王，牛魔王一用法宝一
下子金箍棒就给吸了，然后孙悟空飞上了天宫找哪吒、巨灵
神```````来帮忙却依旧打不过牛魔王，最后是太上老君帮孙
悟空打赢了牛魔王 。

读过《西游记》后，使我受益匪浅。它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想要办成一件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
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不仅会
七十二般变化，还有一双火眼金睛，能够分辨人妖，所以，
孙悟空善于降妖捉怪，斩邪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了汗马功
劳。但是，如果没有诚信憨厚，善长水性的沙和尚助阵，孙
悟空在水中捉妖也就不那么顺利了。猪八戒力大无比是孙悟
空捉妖的好帮手，唐僧虽不懂人情世故，但他始终以慈悲为
怀，感动了苍天，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徒弟们，终于取
得了真经。

我真喜欢《西游记》我更加喜欢齐天大圣、斗战胜佛孙悟空，
让我明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

西游记读书心得带内容简单5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二

这部作品最终落在一个词上。诅咒。

较之受活的寓言化叙事来说，本篇更接近于史诗范畴。

神实主义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舶来试验，然相对于后者跳脱
的恣意想象，本土化的作品躲不过带入数千年的苦难积淀，
与作者早年经历的印记。整个作品无可避免地融入阴翳的基
调里。

与外交流极少，自给自足，阎连科似乎格外钟情于这样独立
于时代洪流的小世界。但就算这样的小世界，也永远无法成
为伊甸，譬如受活中圆全人的一次次侵扰，也譬如三姓村里
诅咒一般的喉死病。而同样一脉相承的，是村人的蒙昧却坚
韧。在小世界里，每一个所谓人物，在得到事实统治者的地
位后，便带领勉力打破这一咒诅。而能指望的地方，仅有救
火院与九都，虽于此人将不人，却是村里能贩卖到些许希望
的地方。

油菜，换土，灵渠，基于短见经验形成的宏大计划，靠人皮
与卖身一寸寸推进，尔后到达一个注定的结局，和西西弗斯
的寓言一样，总是一贯具有悲剧的感染力。这篇小说，也是
只属于这一个小世界的史诗。

蓝与四十的命中注定而终不得，还有竹翠的一厢情愿。典型
模式化的三人情事，最终也随着滚滚的灵渠水而啸叫奔流向
毁灭。又是一轮近乎宿命论的诅咒。

行文的方式，由司马蓝的所谓灵渠计划由缘起到幻灭，再一
步一步追溯倒回其少年，幼年。所有线索收束集结，娓娓道
出一切的缘由。文字也随着回忆温柔起来了。

而相对的，对于饥荒的叙述，明明虚妄却具有残酷真实的感



染力。大概源于作者的深刻印记。

对于圣经的引用以及注释性的写作，基本也是带着实验性的。
总算没因其形而伤其格，但对连贯性本身还是有破坏的。之
后文字登上其渠后总算减少这种形式上的文字。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三

蔡康永曾经说过“如果只看合乎自己口味的书，那你永远只
能知道已经知道的事”，所以依据连岳的推荐选了些科普类
的书来读。

美国学者dq麦克伦尼的《简单的逻辑学》是一本简单易懂的
逻辑学科普入门书。看完这本书感觉重温了大学课程《离散
数学》，只是这本书更人文、浅显些。

以前的我一直都很困惑学生时代所学的各种知识的作用。当
初课本上的逻辑学在期末考试后还会有什么用处？我知道“a
和b，所以a；所以b”，我知道“a或者b，a，所以非b”。可这些如何
来指导我的生活呢？后来写东西才发现论证无处不逻辑。

好的文案读来环环推理、层层递进，说明一件事或论证一个
观点逻辑思维不强就没有说服力。比如论证一个体系是正确
的，首先看它是否是体系，含体系中的各种必要元素；再从
它的合理性、科学性、先进性等方面进行论述，最终得出它
是正确的。

我最爱看的辩论节目《奇葩说》中就有很多逻辑学运用的例
子，有的选手辩的压根就不是论题，有的选手偷偷地将a换
成b。这时一个人的逻辑能力就呈现出了高低之分。好多次我
被绕的云里雾里时，反方“奇袭”几句就点明方才论述中的
逻辑错误。



所以如同平日里的大米饭给身体提供必不可少的碳水化合物
一样，逻辑学给大脑提供必不可少的推理方法和工具。当然，
吃下的米饭还要通过运动和消化来变成骨肉，学到的知识也
要通过练习和使用才能发挥效力。

书中写到：任何观念都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受时代及
个人的影响，当我们的大脑很难客观的反映事物。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我们关于空间的认识，古人的地心说，及稍后的日
心说在当时都是先进的思想，可随着科学的进步，现在的我
们知道无论“地”、“日”都不是“心”，只不过是浩瀚宇
宙中的沧海一粟。不断学习使我们更清楚此刻的客观世界的
状态。

无论我们有意或者无意，我们学过的知识总是无时不刻指导
着我们的思维和日常行为，所以多学知识就可以较少次地坠
入陷阱，但是万一摔倒了也不用太懊恼，站起来继续前行就
是，毕竟没有一个人能躲过生活中所有的坑。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四

《简单的逻辑学》不仅仅是辩论社会里的利器，更是日常生
活中表达阐述自己的手段，像极了血肉人类的骨骼。刚入职
场年轻人需要用逻辑阐述表达自己，老练的管理者更需要用
逻辑清晰的传达自己的命令。只有先定好目标基调，才能一
步步的完善细节，用最短的时间向着共同的目标大步迈进。

在工作中，逻辑能力强的同事，总能把事情讲解的非常清楚，
而逻辑能力弱的同事，需要我们引导之后，才能把工作汇报
清楚。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后者占多数。我们接受教育
的过程中，逻辑和辩论的训练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不太多，
但我们工作中更多的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来经营公司，
因此需要多多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才能在沟通中得心应手。

逻辑学更给了我们质疑的勇气。越长大越对于常态的事情，



只要多数人支持，我们就收起了我们的言语，不知道从哪里
下手质疑。任由他们玩弄混淆前提结论，向我们投递着这样
那样的信息垃圾。

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五分钟就能浏览一个小新
闻，俩分钟能够看完一个小视频，掐头去尾不用逻辑质疑，
只能让千百个人都成为网络机器。就像那句话，我不知道网
上戾气为何那么重，喷子那么多，是网友不出门还是身边人
不上网？同时由于自己的无知，我们不敢接受质疑，甚至不
能面对问题，只能对咨询的人冷嘲热讽，大吼着存在即合理，
逼迫着别人接受。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五

《西游记》是一部长篇小说，它主要说的是师徒四人去西天
取经，一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为了取得真经，千辛万苦，
挑战了八十一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妖魔鬼怪的阻挠，
最终取到真经成了仙。

师徒四人最忠厚的是沙僧，它忠厚老实，一心想取到真经。

猪八戒，好色好吃好玩，一心贪念，做不成事，遇到困难只
想退缩。

孙悟空勇敢，不怕困难，打走妖魔鬼怪。

唐僧啰嗦但是慈悲善良，不辞劳苦，不为艰险。

通过这个故事，体现出孙悟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追求精神。
这个故事深刻地告诉我们正义是一定会战胜邪恶的，因为真
理永远存在，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不达目地不罢休，绝不能气
馁，这种精神是我们所需要的。又让我懂得了要想办成一件
大事，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能成功的道理。



西游记读书心得带内容简单3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六

《管理的实践》一书，系统的论述了企业的核心问题，即企
业的目的：仅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两个基本
职能--营销和创新。企业存在的目的不能从自身寻找，只能
从外部，从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找，从客户那里寻找。企业透
过不断的创新满足顾客的需求。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而
不是一种专业和科学，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任何热衷于将管理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尝试，试图消除所有的
波动，风险和不可知的措施也就是在消除自由，创新和成长。
管理本质上是一句目标业绩和职责进行的管理。检验管理和
创新的成果，不是知识，而是业绩和成就。管理者和员工在
本质上没有差别，仅有职责上的差别。员工的权利不是来自
于管理者的授权，而是来自于所承担的职责。区分高层管理
者和基层管理者的唯一维度在于时间。

正确的定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组织要求员工要主动用心，
以企业的目标为努力的方向，同时要求员工要自愿理解改变。
但员工对组织的要企业一般较为弱势，德鲁克总结为，首先
员工是一个人，透过职位建立地位，期望公平做事有好处;其
次，员工要求企业建立标准，对员工良好业绩的关注。“组
织需要个人为其做出贡献，个人需要把组织当成实现自我目
标的工具。”所以管理者的重要任务是将员工的目标引向组
织目标。管理者需要在此刻和未来间取得平衡。管理是一种
稀缺的资源。

一本优秀的著作哇不尽的宝藏，能够陪伴人的终生。有所得
在于能够更加深刻的领悟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在于发现自我
的误解与错误，在于能够明确自我未来道路的方向!



简单的读书心得篇七

文初以描写豫中平原环境开始，引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画面，慢慢地带出呼国庆的故事明线与呼天成的故事暗线，
剧情脉络很不错，两条线以时间顺序进行，又互有联系和呼
应，双线齐下，营造了流畅的阅读效果。

小说中常常将豫中平原的人们活着的目的是为“气”，但这
带来的愚昧、自私的种种奴性在小说中尽览无遗，每个人都
打着自己的小九九，一旦涉及自身利益翻起脸比翻书都快，
小农意识与复杂的家庭关系交杂在一起，才出现了呼家堡的
种种景象。极权政府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情况，利用群体意识
的传染性进一步强化了人民的奴性，才能够保持人民盲目地
拥护和支持领袖，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极权政府看似强大，
但根本上是违___发展规律的，会让大众脸谱化，在群体中失
去责任感、自尊和自我，容易导致欲望的宣泄，从而造成不
可估量的危害。警惕极权主义的危害，这才是作者想在文中
警醒世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