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当代散文发展概况 古散文心得体
会(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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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当代散文发展概况篇一

古散文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其古朴典雅的语言风格和
深刻的思想内涵，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近年来，在文
学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古散文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阅读
和学习古散文的过程中，我深受其启迪和感动，下面我将简
述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古散文的语言风格

古散文以其古朴典雅的语言风格闻名于世，这种风格独具特
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古散文的语言简洁而又富有意境，
字字珠玑，意蕴丰富，读来令人陶醉。在古散文中，意象生
动，情感真挚，感人至深。正如《论语》中所说：“语尽而
意不尽。”

第二段：古散文的思想内涵

古散文的思想内涵丰富多彩，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其主题
涉及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社会议题等领域。古
散文的思想深邃，尤其是它对人生的关怀和思考，让人有所
触动和启示。《庄子》、《论语》、《孟子》、《墨子》等
古典散文作品，都集中体现了此类思想内涵。

第三段：古散文的艺术价值



古散文因其语言风格和思想内涵的独特性，成为了文学艺术
品，在文化传承和研究上广受关注。在艺术价值方面，古散
文不仅在美学上具有特殊的魅力，同时也在语言艺术和文学
创作方面开创了新的道路。具体而言，古散文将文学和哲学
有机结合，达到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

第四段：古散文的教育意义

古散文在教育方面还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和
智慧，通过古散文得以长久传承和发扬光大。阅读古散文能
够开启思想之窗，启迪心智，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对于培
养人的情感、智力、审美和性格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第五段：个人体会和感受

在阅读古散文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
特的语言魅力，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古散文
不仅传承了先贤智慧，也带给了我新的启示和触动，让我更
加爱惜生命、感恩生活。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阅读古散
文对于提高人们的情感文化素养，培养健康自信的生活态度
都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古散文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
的文学、文化、思想、艺术和教育价值。阅读古散文能够让
人们开启思想之门，彰显人的智慧和文化，促进人文生命的
全面发展。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多读古散文，从中汲
取养分，不断进步，开创美好的未来。

当代散文发展概况篇二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急促，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焦虑、
疲惫和烦躁。而古代的散文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
更是一种滋润心灵的良药。古散文通过深入探究自然、探寻
人生，抒发情感，寻求真理等方式，帮助人们减轻内心负担，



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与舒适。在阅读古散文的过程中，我领悟
到了一些道理，也有了一些感受和收获。

第一段：古人思想深沉，极具启迪意义

古代文人常以浅显易懂的文字阐述沉淀多年的思想，他们深
刻而且独到的看待世界和人生，观念的广阔和深度常常令人
叹为观止。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读到了《庄子》、《南京
条约》等古代散文，其中无不是犀利的见解、深度的思考和
令人热血沸腾的激励。这些文字，看似简单，实则有深层次
的文化内涵。通过阅读这些古散文，我渐渐发现，这些深刻
的思想和观察世界的方式，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第二段：古代文人真实地记录了历史

在古代社会，人们大多靠口耳相传来记录历史，而古代散文
作品的出现，则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例如《古文
观止》中，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政治、军事、人物事件的
记述，几乎成为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了解的主要途径之一。作
为一种学问，古散文不仅仅是描述一个人、一件事、一处地
物，更是从中反映当时的政治、风俗、文化、经济等方面，
让我们可以真实地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阅读古代散文，不
仅可以增长文化知识，还能够了解社会文化变迁和历史沿革，
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

第三段：古散文唤起了美好的情感和内心的共鸣

古代散文作品中渗透着对于自然、爱、人性、命运、人生的
恩赐、人类灵魂等等问题的感悟，能够带来丰富的思想启示
和精神鸡汤。我们平时的心灵状态总是被各种事情冲散，与
内心沟通也时常难以找到突破口。而古散文作品中的一些诗
句、名言场景，往往能够触及我们的心底，激起共鸣和感动。
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登高必自卑，临深必自悔”这
种语句，给人的感触就像是温暖的阳光，能从内心里面激发



出自省和平和的感受，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第四段：古散文中弥漫了不可思议的审美意蕴

古代文人的作品，弥漫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文化气息，那时候
文人士大夫对于美学审美语言和艺术设计的追求和探究，创
造出一些独具价值的文化作品，影响到后代数千年。古代诗
歌的语言音韵优美生动，美好的词语和优美的句子展现着出
色的文化价值。这些诗句既可用于代表某种思想和文化，也
可通过它们来达到各种文化审美意义的效果。如左思的《三
都赋》便是一部美学的鸿篇巨制，这里面的各种修辞手法，
在学生的日志审美过程中具备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五段：求新求变同时，古散文的价值也不可忽视

现代社会，奔波的节奏和日渐复杂多样的生存环境，人们才
会和心灵越来越远，少了那种魂灵的释放。而古代散文，走
过了战火、时间的沉淀，给我们带来了与平静有关的闲谈思
考，也是一剂治疗生活不安的良药。在时代的变迁中，古代
散文文化本质上存在的价值，不仅是由它们存在的时代所决
定，也在于我们今天从这个文化遗产中能够获得的魅力。

总之，古散文通过简单而深刻的语言，不仅可以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同时也是提高文化品位和内修的好素材。在
我阅读中，古散文给了我不止是知识与文化上的熏陶，更是
勾起了我内心的某种共鸣，唤醒了我最细腻的情感和心灵的
最深处，为我生活带来了一份美好和力量。

当代散文发展概况篇三

散文是一种以故事、描写、议论等为主的抒情性文学形式。
它广泛运用于说明问题、反映社会现象和展示作者情感的场
合。散文以真实生动的描写和深度的思考，深受广大读者的
喜爱。而我个人对散文的感受也颇深，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



谈谈对散文的心得体会。

首先，散文是一面镜子，能够真实的反映出社会、人性的方
方面面。散文作品常常以具体事物为切入点，通过对事物的
描写和分析，折射出作者的观点和态度。比如《在丰子恺先
生那儿》，作者以丰子恺的庭院为写作背景，通过对庭院中
树木、植物等细节的描写，展示出了丰子恺的生活态度和思
想追求。这样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真挚的情感，并且从
中得到一些有关人生、幸福的启示。

其次，散文是一种思维的延伸，能够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
散文作品往往具有一定的议论性和思辨性。作者通过对某一
现象、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引发读
者对此进行深入思考。例如《生命中的风景》，作者通过对
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的回顾，结合自然景色的描写，呼
唤读者对生活、成长的深度思考，体悟生命的意义。

再次，散文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能够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
散文作品常常以感性的方式进行描写，通过对自己的情感的
表达，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比如《春天里》，作
者以对春天的喜爱为创作素材，通过对春天美好景象的细腻
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春天情感的赞美。这样的作品读起来能
够引起读者共鸣，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一种美好的情感体验。

同时，散文是一种审美的享受，能够令人陶醉其中。散文作
品以优美的文字、多元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词藻，给人一种
美学的享受。比如《赏樱》，作者通过对樱花的描绘，展示
了樱花美丽的形态和绚丽多彩的景象，读者仿佛能够置身于
那个美丽的场景中。这样的作品读起来令人陶醉，带来一种
独特的审美感受。

最后，散文是一种心灵的救赎，能够带给人内心的慰藉与安
慰。散文作品常常通过对作者个人经历的回忆和反思，唤起
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注。比如《读书与生活》，作者通过对



自己读书的体会和心路历程的述说，使读者感受到读书对人
生的影响和独特魅力。这样的作品读起来能够给人内心的慰
藉和安慰，让读者在读书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与追求。

总之，散文作品以其真实、思辨、情感、审美和救赎等特点，
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文学体验。通过阅读散文，我们能
够领略到作者对社会、人性的观察和思考，产生共鸣，受到
启发。同时，散文也给予我们内心的慰藉与安慰，引发思考，
并带来审美的享受。因此，阅读散文既是一种文化的修养，
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我们应该更多地阅读散文，从中汲取
智慧和灵感，使之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当代散文发展概况篇四

8月23日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十四个节气――处暑。处暑是暑
气结束的时节，意味着暑气消退，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来临。
而这个时候，秋主燥，燥热耗气伤阴，人们很容易出现疲乏
的情况，正所谓“春困秋乏”。专家指出，处暑后养生防秋
乏是重点。

中医认为，秋主燥，燥热耗气伤阴。气虚导致四肢无力、神
疲懒言;阴虚则可见咽干、口干、鼻子干。另外，处暑期间，
中午气温仍然很高，暑湿较重，脾被湿困住，也容易感到疲
乏。

处暑期间，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趋向收敛，人体内阴阳之气
的盛衰也随之转换。此时生活应相应调整，尤其是睡眠要充
足，才能缓解“秋乏”。具体来说，应该改掉夏季晚睡的习
惯，每天早睡1小时。特别是老年人，应“遇有睡意则就枕”。
夜里23~1点，中午11~13点，分别是子时、午时，老年人睡子
午觉能降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饮食方面，应保持清淡，少吃辛辣、烧烤类食品，如辣椒、
生姜、花椒、葱、桂皮、酒等，以免加重秋燥。要消除疲劳，



应少吃油腻的肉食，多吃新鲜果蔬，特别是西红柿、茄子、
土豆、葡萄、梨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还要多吃苹果、海带
等碱性食物。

早晚天气凉爽，可外出跑步、打拳、做操、爬山。平时多伸
懒腰也有解秋乏的效果。下午工作学习时间长了，伸个懒腰，
马上就会觉得神清气爽、舒服自在。即使在不累的时候，有
意识地伸几个懒腰，也会觉得轻松。这是因为，伸懒腰能适
当增加对心、肺的挤压，促进心脏泵血，增加全身的供氧。

温馨提醒：处暑后养生防秋乏是重点。所以在处暑之后，我
们要做好防秋乏的工作，通过以上的方法可以缓解秋乏的情
况，平时多伸懒腰也有解秋乏的效果，因为这个时候大脑血
流充足了，人自然感到清醒、舒适。

当代散文发展概况篇五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这首酱油诗，实实在在
的写出了我们这些人的真是写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
都在睡觉，然而困了就睡睡了就困，简直就和煮没有什么差
别。

秋天来临，树梢上的叶子悄悄变黄了，慢慢的掉落下来，寒
冷的.空气也迎面吹来，这个人都想要缩在里面，晚上睡觉的
时候，盖上暖暖的被子躺在被窝里面，一动也不想动，真是
一个好去处啊！

被子外面就是冷冷的空气，吹过暴露在外面的皮肤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秋天的威力，今年的秋老虎好像是回去睡觉了，
所以才会这样的寒冷。

这个气温，睡觉是最好的事情了，美美的躺在被窝里面，那
种温度，那种感觉，简直棒极了。



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都不想起床，能
够在被窝里面多待一会是一会，微眯着眼睛，又能给睡上一
觉。

睡觉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香香的，甜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