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仲淹苦读 范仲淹苦读故事感悟(模板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范仲淹苦读篇一

如果说宋词是山谷里的一片森林，那么他就是森林里最茂盛
的一棵树；如果说宋词是草原上的一条河流，那么他就是河
流中最美丽的一朵浪花；如果说宋词是夜空中的一条银河，
那么他就是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恒星。或许他太过著名，他
写的词能让世人千古传唱，他就是一代才子——范仲淹。

范仲淹的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岳阳楼记》中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他不为个人
得失而悲喜，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渔家傲·秋思》
里的“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表达
了他对战争的厌恶以及强烈的思乡情怀。

有人说，范仲淹是忠臣，他忠心耿耿，尽忠报国；有人说，
范仲淹是文学家，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有人说，范仲淹
是军事家，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在我眼里，他却是一个英
雄，一个文能服众、武能威敌的英雄。在我眼里，他也是一
个才子，一个文思敏捷、学识渊博的才子。

范仲淹，他忠心耿耿的精神鼓舞着我，他文采斐然的才华感
染着我，他流传千古的故事感动着我，这就是我最敬慕的才
子范仲淹。



范仲淹苦读篇二

在你的引领下，我懂得了我们应该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应该关心集体，国家，“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实在你的引领下，是在范仲淹，一个北宋的伟大的政治家，
文学家的.引领下。

那日，我看见那些同学在一旁作弊，心中不免有些愤怒，这
对我们有多不公平啊！我刚想阻止，却被你止住了我前进的
脚步。你拦着我，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无情，
得无异乎！”我不懂，后来才知你登岳阳楼了。你只为了你
那因遭诬陷而被降职岳州的朋友滕子乐重修的岳阳楼写文章
才去的。

然而，你并不是完全无收获，而相反，你告诉我：“登斯楼
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
矣。”你还说：“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
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我顿时恍然大悟。是的，这种错误
应该让他们自己去发觉，去纠正。

你曾求古仁人之心。你说古仁人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的阔达胸襟，也说这是你的向往之处。在你的的引领下，我
明白了我不应该因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错误而或喜或悲，心
应该放远些。

你问：“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
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当我也在反思时，你却在一
旁给予我答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的，
这是多么完美的回答啊！

范仲淹，我在你的引领下，懂得了“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在你的引领下，我明白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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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苦读篇三

在我们班里，那几个同学总是时不时的扰乱课堂纪律，老师
们对他们也是没辙，我们的课堂何时能够静下来听一听文本
的真音呢？就在那时，我读懂了范仲淹的心思。

那是发生在语文老师讲授《岳阳楼记》的课堂上，那天，天
还是和往常一样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教室里也还是和往常
一样，那几个不老实的同学说着，闹着，我们的语文老师走
了进来，开始了她的讲课。

我记得，我们的老师将教案放在了讲桌上，然后引导我们进
入了《岳阳楼记》一文的学习，我们的老师是将整篇文章背
诵给我们听的，开始的时候下面还有窃窃私语的声音，后来，
教室里只听到老师的朗诵声和同学们喘息的声音，再后来我
们都沉浸在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中了，最
后，我们理解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远大政治抱负。10分钟后，课堂学习进入了我们的学
生展示自己的状态。我们开始了朗读，在朗读中，我学着老
师的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模仿者老师或沉郁或激荡的表情，
在我们的'四人小组里尽情的读着，不仅仅我，我们的组长，
我们组的三号、四号也进入了课文中，认真的读起来了，15
分钟过去了，老师又让我们开展小组选拔读，我们小组，我
被选拔出来了，代表我小组参加本班中12个小组的朗读比赛，
一会儿，我们12个同学轮流读课文的莪一个段落，下面的同
学给我们评判，根据发音的准确，感情的表达，语句的停顿，
我又被选下来了，最后剩了4位朗读优秀的同学，他们每人朗
读了一遍课文，在一遍遍的朗读中，我读懂了范仲淹。

这个世人敬仰的政治家，诗人，我深深地理解了你！



是呀，作为一个有作为的官员，滕子京是在越州政通人和，
百废具兴了，可是他却请求范仲淹为此宣扬，范仲淹写此文
委婉的劝说好朋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求名利，但求
实践，这才是真正的劝谏，这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友情。而我
们课堂里有的同学，口口声声为了友谊，一起顶撞老师，一
起不写作业，貌似友谊，实则在堕落。

范仲淹苦读篇四

今天，我吃饭时发现弟弟有个坏毛病：就是吃饭时浪费粮食。
居住在唐朝时的范仲淹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我来
给大家讲一讲小时候的.他吧。范仲淹的小时候家境贫寒，没
有先买书，只好在图书馆借书，因为在图书馆借的书第二天
就要归还，所以他就给自己订了任务:每天都要读几十本书，
不完成当天的任务就坚决不睡觉，困的时候就用冷水洗一把
脸，就继续读书，而且，当时他连吃饭都没钱，每天只能用
一把米煮粥，等粥冷了再切成三块，每一顿饭只能吃一块。

他们家的门缝也很大，滴水成冰的冬天，屋子外面已经天寒
地冻正下着鹅毛大雪，刺骨的西北风从他家的门缝中窜了进
来，冻得他全身冰冷冰冷的有钱的人生了火炉还觉得不够，
而他还坐在那里读书。我们现在呢？夏天，可以用空调来降
温，而冬天也可以用空调来带给我们温暖的春意。我们天天
大吃大喝，有时候爸爸妈妈甚至还为我们明天吃什么而烦恼，
而我们还挑三检四浪费粮食，要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两是来之不易啊。同学们，
我们现在和范仲淹比我们多幸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啊。

范仲淹苦读篇五

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别恨晏殊，他就是“羌管悠
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文正范仲淹。

有人说他是一位忠臣，因为他碧血丹心、满腔正义；有人说



他是一位文学家，因为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人说他是
一位少年天才，因为他断齑划粥、和衣而眠；可在我眼中，
他却是一个运筹帷幄、纵横疆场的大军事家范仲淹。

宝元元年，项族首领元昊脱离宋朝另立西夏，从此安定了几
十年的西北边境烽火不断，震动了京师，也改变了范仲淹的
命运。当宋仁宗知道边境的状况时，便派范仲淹去攻打西夏。
在其他大臣眼里，攻打西夏及其不容易，但范仲淹在亲身视
察后发现，宋军军备废弛，久不经战，早已疏敝不堪。
在“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政策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不能随机应变，难以取胜。于是他亲自指挥战士，打起精神，
时刻准备着。分好职位、责任，然后又修筑堡垒，使它成为
攻打敌人的防御线，等敌人来袭时，范仲淹还冲在最前面，
奋勇杀敌，身先士卒！

这就是我心中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军事家——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