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 经典名著读书
心得(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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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篇一

人们常说：“一本优秀的传记不仅能让我们认识世界，还会
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人生。”接下来就跟本站小编一起去了
解一下关于经典名著读书心得吧!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以毕生的
精力，批判旧教育，探索新教育，致力于教育改革并付诸实
践。对于我们基础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的
教育思想，服务于我们的教育事业。我有幸拜读了《陶行知
教育名著》这本书，受益匪浅。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什么是“生
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
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
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教
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所谓“过
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
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
俱来，与生同去。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强调的是教
育要以生活为中心，反对传统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不以
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在批判传统教育
脱离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单纯知识教育的对立



物。“生活教育”可以找到现实需要的根基，“生活教育”
也是学生需要的教育。在每年对学生的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
中发现，学生喜欢同现实生活、学生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知识;
学生喜欢能用生活的事件来解释学科知识的老师。

陶行知先生把生活教育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是我前所未闻
的，更给了我一丝震撼，震撼于他的精辟和深刻，同时感叹
教育家的前瞻性，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吗?教师
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也，还要让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劳动，
学会学习，也就是陶行知的教育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推崇的教育的目
的。按照他的思想，“生活即教育”就是说“生活即教育”
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自有人类生活产生便有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其次，“生活即教
育”与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生活是相应的，生活教育就是
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第三，“生活即
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只有在生活
中，我们的教育才具有鲜明性，脱离了实际生活，教育就只
是空洞的说教。

我按照计划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同学·在人间》、鲁
迅的《呐喊》、谢婉莹的《冰心儿童文学全集》、刘洋的
《绿野仙踪》、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卡洛尔的
《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等几本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

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我从各个书店中淘回来的。自己的积蓄不
算太多，但又想买到自己喜欢的书籍，开始的时候，只能硬
着头皮攒钱去买那些昂贵的书籍，后来便有了经验，从那些
被人遗忘的书堆中找到许多好的书籍。其中有名著、有童话、
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无论中外，写的都是那么引人
入胜，使我得到了许多课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也有了许多感
想和心得，笔尖流露出一时的感受。

在我读过的这些书籍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便是鲁迅的



《呐喊》了。《呐喊》深刻地揭露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残忍，
从中我也读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忍景象。从
《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啊q正传》，从《风波》到
《故乡》再到《社戏》，没有一篇不是在用犀利的笔锋与封
建社会的欺压百姓的人们手中的尖刀、火枪做斗争，他犀利
的笔锋令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
爱国之心，都是那么地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
入了新社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甚至小康，但是老一辈
的精神不能丢啊。

在我认为，读书是人生中最好的娱乐、消遣的方式，它不但
能给予人无穷无尽的知识，而且可以给予人无限的乐趣并且
培养人为人处事的的能力。

在人们孤独的时候，读书变成了最大的乐趣。这时它既是人
们丰富知识的工具，也是消遣的娱乐品，当人们在这时看它
时，会感到快乐、轻松;而在人们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挥
由读书而获得的能力。从读书中获得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是
无穷尽的，能力便是其中之一，多读一些好书，对自己是有
利无害的，如果能够在实践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运用书本中的
知识，而是在书中的知识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结合自己的
实际，灵活运用，才是读好书的最高境界。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爷爷的一句名言，也
同样是对书籍赞美的一句名言。从这句话中便可以看出书在
世界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它的价值有多么珍贵。正如高尔基
爷爷所说的，一本一本的书，就像一个一个的阶梯，使人爬
上高峰。但是爬上高峰的路是陡的，是险的，是要的努力才
能爬上去的。读一些不同的书籍就像是在爬阶梯，对自己也
是很有帮助的，但也要会选择书籍。一本好书就犹如是由钻
石似的思想和那些珍珠似的字句堆砌而成的无价之宝，其中
所蕴含着的知识与智慧是那样的珍贵，书籍真可谓是人类的
良师益友、精神的食粮啊!相反，如果我们去读那些几乎汇集
了天下所有肮脏之物的不利于健康的书籍，那不是在掌握知



识、寻找乐趣，而是在使自己堕落，会使自己变得庸俗、无
知。

在一本书中，又使它会让你伤心、同情的落泪;有时它会让你
开怀大笑;有时它会让你觉得自己身临其境;有时它会让你自
己觉得离它根本就在两个世界。

我想，书籍是的良师益友，精神的食粮，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读书呢?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
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
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
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
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
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
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
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
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
“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
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
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
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
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
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
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
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
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
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
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



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
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
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
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
驭形势的气魄。

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篇二

一口气读完《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仿佛看到马尔克斯正在
角落里偷笑。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
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
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
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
的……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
大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用我的话来说，这本书其实就是一场长达51年的三角恋。女
主角费尔明娜先是爱上男主阿里萨，却嫁给一个很有钱的医
生乌尔比诺。男主一直对女主角念念不忘。可他不断猎艳，
有很多秘密情妇。当两人都已白发苍苍，女主的丈夫死了。
男主来到女主家里，在葬礼当天晚上散场的时候，对女主表
白。最终，男主和女主一起坐船出去，在船上真正相爱。为
了逃避世人的眼光，船长为他们升起了一面代表霍乱的黄旗，
准备这样一直旅行下去。就是这么个故事。

马老用漫长的51年的故事给我们开了一个爱情的玩笑。

当陷入老年孤独的费尔明娜终于奔向浪荡子阿里萨的怀抱时，
究竟是出于同情还是爱情，还是一个人的寂寞造就而成的依



赖。

年轻的时候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的爱情受到了过多外界的阻力，
最终终止他们之间爱情的决定是费尔明娜自己做出的，后来
决定重新开始这份爱情也是费尔明娜占有的主动权。好像爱
情就是这么无理取闹，从来不墨守成规，要求天时地利人和，
要坚守了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才终于水到渠成。老年的阿里
萨虽然不再有青春，但是他一贯的诗人情怀注入了更多的阅
历，他拥有的不再只是空洞的让人没有安全感的生活激情，
还有平时祥和的生活智慧，所以老诗人比年轻诗人更迷人，
更能征服他爱的那个女人。

而阿里萨一直以来对费尔明娜的念念不舍，究竟是出于年少
时那怦然心动的喜欢还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的不愿放弃?人
们都佩服于阿里萨长情的等待，却怎么看都好像是一场“吃
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阴险猎捕计划。踩过622朵浮云，阿里萨
终于吃到了梦寐以求的终极猎物。也许是我不够成熟，我无
法理解也无法接受阿里萨一方面和不同的女人做爱一方面又
宣称自己对费尔明娜的纯洁狂恋有多么的让人动容，性关系
的确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坚贞与否，但我还是很怀疑男人这种
不委屈自己的痴情方式。就乌尔比诺医生身份地位很高，教
养也极好，这与阿里萨的放荡不羁会撩妹形成鲜明的反差。
我想，这也是费尔明娜为何会无法像爱阿里萨一样爱乌尔比
诺的原因之一吧。也许那些疯狂的浪子更能激起女人对生活
的向往。

那么，费尔明娜对乌尔比诺医生有过真正的爱吗，我想起
《月亮与六便士》一句经典：她对自己的丈夫的感情实际上
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
这也许更是婚姻与爱情的差别啊。

不同的角度看这本经典之作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感谢马尔克斯。



感谢爱情与生活。

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篇三

“一艘船越过世界的尽头，驶向未知的大海，船头上悬挂着
一面虽然饱经风雨剥蚀却依旧艳丽无比的旗帜，旗帜上舞动
着云龙一般的四个字闪闪发光——超越极限!”我轻轻翻开
了“老人与海”，让思绪随着老渔夫扬起的帆在叵测的大洋
中遨游。

这部书讲述了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连续八十四天一
无所获。第八十五天一大早老人独自把小船划出老远，出乎
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他的船还长两英尺的他从未见过或听说
过的巨大的马林鱼。他以顽强的毅力和过硬的技术与它周旋
了两天两夜，最终抓住机会将它刺死。在返航途中，血腥味
吸引了许多鲨鱼，老人与它们进行了殊死搏斗。极度的疲劳
更加削弱了缺少武器的老人的战斗力，尽管老人杀死或重创
了前面的几条鲨鱼，但夜里鲨鱼成了群，抢光了老人的鱼肉。
最终精疲力尽的老人拖着森森白骨回到岸边。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负盛名的一部作品，曾荣获1953年
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作者是
“精通现代叙事艺术，文笔有力，自成一体，这在近作《老
人与海》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我认为这部作品大获成功
的关键在于它刻画了人性中永远不能被打败的坚强。

应对远比自我强壮有力的对手，老人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
调集手头仅有的物资为保卫战力品与鲨鱼奋力一搏。也许这
一群又一群打不完的鲨鱼赢了，因为它们夺走了全部鱼肉，
但我坚信老人永远没有被打败，因为他在这场与整个大自然
的恶战中已经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无论他所处的环境多么
险恶，应对的敌人多么强大，身边的物资多么缺乏，他都没
有向命运低头或放弃为梦想奋斗。“我会誓死奉陪到
底”、“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这两句嘹亮的口号体现出了



他在逆境中爆发出的可怕的巨大能量。圣地亚哥是精神上的
圣者，梦想上的赢家，他在这场心灵之战中完胜!至于物质上
的利益，能够忽略不计了。

老人的钢铁意志让我联想到了体内埋藏着几百块弹片的作者;
联想到了惨遭膑刑的军事家孙膑;联想到了全身瘫痪、双目失
明，又丢了手稿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们告诉了人们
人性的强悍和生命的硬度，他们是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

人生的道路荆棘丛生、沟壑纵横，数不清的困难正等待着我
们。应对它们我们必须拿出人类意志中最强硬的部分，毫不
畏惧地前进，正如圣地亚哥所言：“一个人能够被毁灭，却
不能被打败。”

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篇四

朱自清回回到北京时，他的父亲来送他。火车还没开走。他
父亲让他等着买一些橘子。朱自清坐在窗前，看着父亲的背。
他的心湿润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橘子回来了。当我穿过月
台时，我爬得很努力，因为我有点胖。父亲蹒跚地走过来，
放下橘子，让朱自清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慢慢地走了。他看
到父亲远去的背影流下了眼泪。

世界上每个父母都是这样，我们应该学会感恩和理解。我们
应该懂事吗？做好自己的事，努力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报
答他们？想想当年，他们耐心地教我们系鞋带、梳头、写
字……一步一步教我们走路，从不厌倦我们牙牙学语。现在，
当我们长大后，我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唠叨。有时候回想起来，
我真的不懂事。我父母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但我们没有给
他们任何关心。作为一个女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

是啊!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深深打动了很多人。在我的印象中，
我母亲的`回顾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我母亲已经很久没有和
我在一起了，所以我非常想念她。不久前，我妈妈回来了。



我和她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几天后，妈妈又要走了，虽然
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没有让眼泪滴下来。我和妈妈来到车站，
她没有回头上车。我愤怒地坐在车站，看着妈妈在车里随人
流走动。咬紧嘴唇，不想让妈妈看到我的眼泪。车渐渐开走
了，妈妈转过头，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看着这温柔的回
首，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衣服上。看着远
方的车，我擦去挂在脸上的泪水，笑了！

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篇五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的终生。我读了北宋史学家司马迁的
《史记》受益匪浅。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故事对我都有深刻的
启迪。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
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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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一个个耐人寻味
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史学方面姑且不论，
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
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
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
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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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
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
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
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
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
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
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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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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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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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大家分
享，《史记》的确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
看的好书。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同学们一起快
乐阅读这本吧。

经典名著的读书心得篇六

那些年少的过往，那些青春的写照。

——题记

当时光把所有的稚嫩碾成青春的烦恼，当风儿把童年的风筝
带向远方，不知不觉中，我们已长大。

再读《西游记》，不再是因为当初那份浅薄的好奇，也不是
因为倾慕某个人，而是沉醉之余的`思忖生活，回味过往。

孙悟空，纯真的初一



取经路上，孙悟空总是主角，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
他，如磁铁吸引铁屑般理所当然。他有着七十二般变化，火
眼金睛，筋斗云等诸多本领。细品，陡然发现那是我们纯真
的初一生活写照。孙悟空总是天不怕地不怕，自由自在，甚
至是易怒易躁：逗引猪八戒，小妖的恶作剧是他的最爱，充
满纯真，顽皮和无畏，也充满对未来世界的好奇。看着他，
仿佛看到了年少的我们，总能勾起几丝甜蜜。

猪八戒，懵懂的初二

提起《西游记》，老猪那憨厚老实的摸样总第一时间跃然于
脑海。他时常横冲直撞，像个懵懂的少年：他朴实，知错就
改，重情重义，但难免带着些缺点，懒惰，贪吃，是常事，
毕竟是一个青年。陡然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初二的时候，雄
心万丈却屡屡出错。

沙僧，顿悟的初三

印象里，沙僧似乎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挑着担子走在最后，一
副任劳任怨的样子，充满了干劲。不难看出他的嘴角始终挂
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微笑。奋斗并快乐着，或许这就是他诠释
的幸福。同样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还有为中考奋斗的我
们。脱去了初一的稚幼，走过了初二的激情，我们该“上路
取经”了，摒弃年少的轻狂，带着和沙僧眼中一样的坚定，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西方”。

《西游记》诠释的不仅仅是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更是
初中生活的写照，让我们充满孙悟空的蓬勃朝气，带着猪八
戒的纯真朴实，携着沙僧的沉着稳重风雨兼程吧!未来属于我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