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完孟子的感读完孟子的感悟(精
选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心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读完孟子的感读完孟子的感悟篇一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影响最深的作
品。它讲述了当时社会的腐朽，还有人们对婚姻的无奈。

钱钟书在文中塑造了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纨、孙柔嘉、李
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故事的主人
公――方鸿渐，对于他，我更深的感触应该说是同情。钱钟
书对方鸿渐的描写可谓是出神入化，但最终却为他选择了一
个悲惨的命运。方鸿渐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强烈的好
奇心促使他走入了围城般的社会。在城中，他感受到了社会
的不如意，但想要出去时，却发现城门已经关闭了。抱着无
奈的心情，他一头钻进了婚姻、事业和家庭的圈子里。在婚
姻的围城里，他爱上了博学多才的苏文纨，但对方的漠然却
注定这是一场失败的的单恋。颇有心计的孙柔嘉利用他的同
情心，成就了他那并不美满的婚姻。在事业的围城里，方鸿
渐同样也不如意，他经历两次转系后大学勉强毕业。在岳父
的资助下，他踏上留学之路，却因无心学业而与一纸博士文
凭失之交臂。为了搪塞岳父及家人，只好买了一张假文证交
差。生活所迫，回国后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人一同踏上了前
往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学校虽地处偏远，但绝非一方净土。
清高孤傲、无所作为的方鸿渐终于在十几个知识分子间的勾
心斗角中败下阵来。

方鸿渐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在围城中的格格不入。方鸿渐自



视清高，手持的却是一张假文证。自我感觉颇好的他，课堂
效果却死气沉沉。正是他对自己过高的估计，使他越来越不
如意，也使他在围城里陷得越来越深。他渐渐感受到了自己
的无知，以及和别人的差距，转而在心中筑起了一座新的围
城，一座自卑的围城。其实，这大可不必，只要能认识到自
己的不足，虚心求教，并对生活的不如意微笑面对，那座虚
幻的围城也就自然消失了。生活中，也有人时常抱怨社会的
不公，对生活比自己好的人十分的羡慕，万分的嫉妒。与其
嫉妒他人，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份内之事，要相信，机会总是
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自视清高或一蹶不振，都不免使人走上
方鸿渐的老路，抱憾终生。

读完孟子的感读完孟子的感悟篇二

寒假里，我收获颇多，拜读了早已期待已久的「红楼梦」，
感受着故事里讲述的悲欢离合，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一曲
红楼，让我如痴如醉。

大观园里的众多人物，我并不只钟爱一人，而是喜欢她们身
上不尽相同的性格，也深深的懂得人无完人的道理，再完美
的人都会有不足之处。其中，我最喜爱黛玉的温婉恬静，与
世无争，可她偏激和执拗的性格也注定了自己悲凉的结局。
我也喜爱宝玉，他一生仙子似的姐妹们环绕身边，却只钟情
一人，视名利如粪土，不染尘世，超脱世俗的宝玉这一世也
注定坎坷无奈。我喜欢妙玉，因为世上的词藻难以形容她的
清丽脱俗，她超然于各色人群，独善其身，不惹尘埃。我爱
晴雯，那个随意随心的疯丫头，只叹一生心高命不随。我喜
爱王熙凤，虽说是故事里相对反面霸道的女子，但个中无可
奈何与谁诉说，实境造就了这样一个性格泼辣，叱咤大观园
得人物。金陵十二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只是命运可叹。

红楼一梦，千古幽幽!道不尽离愁，说不完悲欢!畅读「红楼
梦」，一种满足在心上。



薛宝钗是一位来自皇商贵族的女子，是一位很守妇道 的封建
女子。表面上看温柔和顺，其实内心却冷酷无情。当柳湘莲
出家，尢三姐自杀后，薛宝钗贪婪无才的哥哥薛蟠都感动得
热泪盈眶而她却毫不在意。这正是被末世影响的女子，可悲
又可叹!薛宝钗虽冷漠无情，但艳冠群芳，所以“任是无情也
动人”。很受人喜爱，致使她登上宝二奶奶的宝座。但是，
最近还是落了个独守空闺的悲惨结局。我们在生活中要有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不能象薛宝钗一样不敢提出意见和无原则
的顺从末世。

读完孟子的感读完孟子的感悟篇三

今天，我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感触颇多。当一段感情真
的维持不下去的时候，面临的就是分手。分手过后，彼此都
会很痛苦，不经意间可能两个人在一起快乐的画面就会浮现
在脑海里，细细想来还是很幸福的，然后就会后悔如果没有
分手该有多好啊!

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谁让我们当初没有好好去珍惜呢!

同学们，其实生活在再苦的日子里也会有满足的人，生活在
再富足的日子里也会有不满足的人。所以无论活在什么环境
中，什么条件下，我们都要有一颗平常的心，享受当下，享
受现在美好的时光，不要等我们老了再去蹉跎岁月……围在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
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
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读完围城心得感悟范文5

这是第一本重新再拿起来读的书，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次，现



在再拿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之前停留的印象是方鸿渐是一个
浪子，但这次的感受却觉得他是一个可悲可怜之人。

围城给人以铭记的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错觉的幻想，得不到的往往最珍
贵。苏文执不是方鸿渐想要的，所以错过了不是遗憾;唐晓芙
是方鸿渐想要但却未得到的，所以悲痛欲绝心有余悸;孙柔嘉
是方鸿渐心善心软的得物，以为能给自己带来一丝温暖，却
奈阴阳不定，吵闹不断。方鸿渐跟孙柔嘉结婚的时候，内
心“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的资本
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
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什么才是最伟大的爱情?什么又是最伟大的婚姻?

读完围城心得感悟范文

读完孟子的感读完孟子的感悟篇四

在这本书中，老人是一无所获的胜利者，今后人们无法相信
这位身衰力竭的老人，能够战胜奔腾不息的大海。下面是由
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读完老人与海心得感悟大全，仅供参
考，欢迎大家阅读本文。

最近看完《老人与海》，激动之余，想和你平静地谈谈我内
心的感受。

记得第一次看《老人与海》是在小学的课本上，因为是课文，
所以只是节选，并不完整，而且当时年岁不大，但依然忍不
住佩服这个老人，居然可以抗争到这样一个地步，不过当时
除了佩服之外，就没有太多其他感受。毕竟课文设计的目的
是让大家学到，我们要坚强，要学会和命运斗争，但说实话，



当时的我并不懂这些。直到最近重新阅读这本书，才深刻体
会到这本书的魅力。

我看过不少小说，特别是近些年，对于网络小说的迷恋，可
以说我看过的小说绝对比看过的其它书籍多一些。但之前从
未看过这么短的小说，全书就十万字左右，像我写一篇文章，
差不多是1500字，而这本小说只相当于我八十篇文章，相对
于那些动不动就好几百万字的小说，可谓是少得不能再少，
基本上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这本书篇幅很短，但是带给人
的震撼却是许多长篇小说无法比拟的，以至于我现在想起内
心依然无法宁静。

在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毛骨悚然，从老人与马林鱼搏
斗的那一刻，到最终结束的那一刻，我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当然，这并非我们看恐怖片时因为惊吓而产生，而是因为书
中对细节的刻画非常详细，以至于读者会不自觉地感同身受。
就像在生活中，我们看到其他人手被刀子刮破了，虽然伤口
不是在我们身上，但在看到伤口的那一刻，我们会忍不住起
鸡皮疙瘩，严重者甚至和我一样会双腿发软。

以前的我，很佩服老人，因为当时没有小男孩，但是在看完
全书后，小男孩玛诺林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虽然文中描写小男孩的篇幅不多，但寥寥数语仍然可以引起
我对小男孩的喜欢，正如老人喜欢小男孩一般。

老人喜欢男孩的原因之一，是从小男孩身上看到自己年轻的
时候，因为他不再年轻，但他可以从男孩身上看到过去的自
己。而我也能从小男孩身上看到过去的自己。曾经的我，也
和小男孩一样，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都最终放弃，做出一
些自己不喜欢的选择。小男孩很喜欢和老人一起出海，但因
为父母觉得老人终于“倒了血霉”，坚决反对，而男孩并没
有太多抗争的能力，只能选择顺从。



不过，如果仅仅如此，还无法引起我对小男孩的兴趣，我真
正喜欢的是小男孩最后所表现出来的品质。

当看到伤痕累累，却只带回一副鱼骨头的老人，小男孩终于
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他决定遵从内心的真实想法，哪
怕可能遇到父母的反对，周遭人的议论，但这些都无所谓，
他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是陪老人出海。这份勇气值得
所有人敬佩，因为不知有多少人在选择面前，放弃了抗争的
勇气，连向前迈出一步都不敢，而小男孩做到了，他战胜了
自己内心的恐惧，勇敢地迈出一大步，哪怕前路会面临众多
阻挠，但他依然坚信自己可以战胜他们，为自己而活。

正如本书主旨：一个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败一样。小
男孩虽然最初被父母和自己的顺从打倒过一次，但从未因此
失去信心，他的内心始终在斗争，因为他坚信自己终会有战
胜的一天。而老人的成功，虽然这个成功在外人看来是失败
的，因为只带回一副鱼骨头，甚至这幅鱼骨头被自以为是的
游客错认为是鲨鱼的。但小男孩不这么认为，他始终觉得老
人是成功的，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比起那些只想在舒适区
钓些小鱼维持日常生活的人来说，老人更渴望走出这片区域，
去往更远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从未钓过的大鱼，这些大鱼
才是可堪一战的对手，虽然多数时候都会无功而返，但比起
那些只敢在舒适区徘徊的人，老人无疑要成功的多。小男孩
明白这些，所以哪怕昨天已经钓到两条鱼，但依然无法让他
感到喜悦，因为他同样是有追求的人，他希望走出自己的舒
适区去追逐更多的可能，哪怕这些想法只有少数人可以明白，
但这都无所谓，因为他只需要向自己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
敢于直面未知的挑战，同时还拥有战胜的信心。

因而，在佩服老人圣地亚哥的同时，我同样佩服小男孩玛诺
林，虽然原本的故事中没有这个男孩，但我相信他始终活在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我真的相信天下万物本是同根同心，相信冥冥中有一种共通



的语言。”——邓启耀

一开始，看到这个名言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老师讲完《老
人与海鸥》之后，我恍然大悟。

只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十几年了，每到冬天老人都会来翠湖
喂海鸥，久而久之和海鸥结下了深刻的情谊。后来，老人去
世了，海鸥们就在老人遗像前为老人送别。读完之后我被老
人和海鸥的这份情谊所震惊。

这个生活很简朴的老人，每个月只有三百零八元的退休工资，
他的衣服都褪色了，也不愿花钱买衣服，每天不辞辛苦步行
二十余里来喂海鸥，他都不肯坐车来，省下钱只为给海鸥买
饼干，因为他知道饼干是海鸥的最爱，他还时常为海鸥
做“鸡蛋饼干”。老人对海鸥的那份无私的爱，又展示了海
鸥对老人的那份令人震撼的情。

善良的老人，纯洁的海鸥，彼此间有真情共同谱写了一曲爱
的赞歌。那份相知与相守、牵挂与依赖，让我们猛然领悟，
人与动物自然和谐共处，原来是如此美好!

老人去世时，海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遗像前站成了两行。
它们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白翼天使”
写出了海鸥对老人去世的悲痛，这个场面是多么感人，这么
多年老人已把海鸥当场自己的儿女，海鸥也把老人当做自己
的父亲，失去亲人的痛苦是你无法体会的。

现在回想起来，邓启耀的名言，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是美
好的，人对某种动物好，动物会双倍来回报人。动物是有灵
性的，人与动物要和谐相处，我们要热爱大自然，热爱动物，
这不是奢望。

老人走了，海鸥在飞，海鸥飞再来人的心理，来人留在海鸥
的生命中，那是一群洁白的重情重义的精灵......



平静的翠湖边，栏杆上放满了饼干丁。一位老人正饱含深情
地呼唤着他的“儿女”们—海鸥。海鸥们仿佛与他心有灵犀，
在他身后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谱。
这像是人们对动物与人和谐生活的完美想像。其实，这位老
人真的存在过，虽然他此刻已离开了我们，但他永远在那些
飞翔的海鸥心中，他心中也必须有片洁白的鸥群。

这位老人生前一到冬天，每一天步行二十余里来到翠湖和海
鸥相伴，坚持了十几年。他能叫出每一只海鸥的名字，海鸥
们听到他的呼唤也会应声飞起。一天，老人没有来，取而代
之的是老人的遗像。海鸥像天使一样从天而降，一只只落下
来为老人守灵。在老人的墓前，海鸥们用自我的白翼撑起一
片白云，将老人那和海鸥一般洁白的灵魂送上了天堂。

我读完这篇文章，仿佛看见了一个个“白翼天使”在老人的
遗像前翻飞盘旋，连声鸣叫。老人是真心爱海鸥，把海鸥当
作自我的亲人，才使海鸥也信任他并且在他去世后为他守灵。
这颗爱海鸥的心是多么珍贵啊!在一位老人的遗像前，来守灵
是一只只悲痛欲绝的海鸥!它们就是他的亲人，就是他的儿
女!这场景难道不使人惊叹吗海鸥与老人之间的深厚感情难道
不让人感动吗海鸥与老人之间的感情早就超越了翠湖的那排
栏杆，超越了行为和语言的障碍，也超越了生与死。只要海
鸥与老人的情谊在，“白翼天使”就会永远与老人在一齐。

海鸥，是有着丰满羽毛的白翼天使的化身。我们在赞美它的
同时，也要给海鸥营建一个过冬的幸福家园，像海鸥老人一
样与海鸥结下浓厚的感情，让白翼天使永远飞翔在冬日昆明
的上空!

书桌上有一本《老人与海》。还记得这是一位09级学长毕业
离校后送给我的一堆书中的一本。不很厚，前半部分是译文，
后半部分是英语原文。作者是海明威，一位美国作家，曾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看这本书之前，对海明威就略有
所闻。第一次见这个名字是在这句话之后：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是不能被打败。当时就想只要人还活着，那么就还有
成功的希望。之后学过一些他的小说节选，如：《战地钟
声》、《永别了，武器》等。

这本《老人与海》不厚，而且里边的文字也平实容易懂。看
完整本书，头脑中留下了老人、小男孩、被老人捕捉的那条
大鱼以及一群来抢食鱼肉的鲨鱼这几个角色。老人孤独一人，
一生都在捕鱼，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虽然如此，但是
我觉得这个老人在这几年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小男孩对他
的理解、陪伴、信任给了这个老人许多的慰藉。而且小男孩
对老人的照顾是很体贴的。所以，当老人独自一人在暗淡的
月光下、茫茫的大海中与鲨鱼搏斗而且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
他想到了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是他的一个牵挂，因为他觉得
小男孩可以给他力量。他要是和小男孩配合起来的话，那肯
定可以克服很多困难，可以捕到大鱼。老人敬业(捕了一辈子
鱼)、乐观(他可以和海鸟说话并且和它做朋友)、还喜欢自言
自语，甚至担心起那条被他捕获的大鱼来。当一些鲨鱼接二
连三地来抢食他捕到的这条鱼时，老人决心与它共命运。奋
斗一天一夜，老人身心疲惫，而且身体多处受伤，所幸，他
勇敢地与鲨鱼搏斗之后重新返回到了海港。而“一个人可以
被毁灭而不能被打败”就是老人在于鲨鱼搏斗时说出来的。
最后，小男孩又细心地照顾着老人。有三个地方很感动我：
第一老人对那条被捕的老鱼(不知道有多老)动了恻隐之心，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新的深刻的感悟;第二是老人家的勇敢、
无所畏惧，在鲨鱼面能保持冷静而不慌张;第三，就是老人与
小男孩的深厚的友情(小男孩经常陪伴孤独无依的老人左右，
并悉心照顾老人，两人成为了很难割舍的忘年之交)。

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更值得我去了解。

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平凡的老人，一条普通的大马林鱼，
在茫茫大海上发生了看似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经历。

也没有大海，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没有鱼夫，同样也就



没有折断不凡的经历了。正因为有了大海，才让鱼夫钓上了
一条大马林鱼，但却在海上拖了三天三夜才把鱼杀死，但又
遭到鲨鱼的袭击，贼后的结局可想而知，这条大马林鱼只剩
下了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一切的肉体都不复存在了，剩下
的只是一个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任人摆布。但是谁
又愿意去操控它呢?它只不过是一堆毫无利用价值的骨架。

我想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破坏性力量的化身，而老人正是正
义的使者。在人的一身中随时随地都存在这股破坏力量，人
生是不停地循环着，喜剧的落幕，不就是悲剧的上演;悲剧的
落幕，也就意味着喜剧的再度登场。老人将大马林鱼杀死看
似是完美的结果，但同时他也还在“酝酿”这自己的悲剧。
鲨鱼的袭击，就是应得的报应。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有所追
求的，无论追求的东西是好是坏，追求的手段是正义，是卑
劣，也许能够得到就是最好的结果吧。

在充满悲剧色彩的全之中，仍有一丝亮点，那就是孩子。孩
子带回了老人的青春，使他找回了自我。如果没一个人都拥
有一份童心，一份天真，那世界不再总是灰色，就算当时你
享有的是最后的晚餐，也不回忘记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了。

回想起文中老人的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
毁灭，但不能给打败”，不正道出了本文的主体吗?人正的是
很奇怪的动物，为何有勇气面对死亡，却没有勇气面对失败
呢?难道失败真的如此可怕吗?冷冷的海风里夹杂着一股血腥，
也许真正害怕的可能是这些吧!

读完孟子的感读完孟子的感悟篇五

繁星春水是冰心平时的感想和回忆，受泰戈尔的作品《飞鸟
集》的启示，经整理写下的一部作品。

《繁星春水》的主题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母爱的歌颂，
对童真的召唤;二是对大自然的赞美;三是对人生的思考与感



悟。

《繁星春水》有一个特点:易仿写。比如“生离——是朦胧的
日月，死别——是憔悴的落花”可以仿写成“生离——是飘
飞的种子，死别——是落地的枯叶”;像“繁星闪烁着——深
蓝的天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
地互相颂赞了。”就可以仿写成“鲜花点缀着——碧绿的树
叶，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黑暗中，阳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
颂赞了。”

通过《繁星春水》，我们读懂了母爱，读懂了童年，读懂了
自然，读懂了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