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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8篇)

通过写培训心得可以让他人了解我们的学习成果和收获，获
得更多的认可和支持。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军训心
得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一

鲁迅先生，一位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
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这个南京
的角落，也曾经是鲁迅先生的故乡，他的足迹在这里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阅读鲁迅的作品，不仅让我思考了社会的
种种问题，还让我对故乡的变迁和人民的命运产生了更深刻
的理解。

第二段：思考社会问题

鲁迅的作品中，我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狂人日记》。这个
短篇小说以狂人的口吻，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荒谬和不公。
通过主人公“狂人”的视角，鲁迅先生直指社会的病根，无
情地揭露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盲从和迁就，为读者展示了当时
社会的黑暗面。我深感，只有深入了解社会的真实问题，我
们才能够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段：感受故乡的变迁

作为鲁迅的故乡，南京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鲁迅的作品中，
我看到了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个奋起抵抗外敌侵略的城
市。而今天的南京，已经成为了现代化的大都市，蓬勃发展
的经济让这座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但在这个城市的角落，
依然可以看到一些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这让我思考，我们
是否可以像鲁迅先生一样，通过文学艺术的力量，关注和解



决这些问题。

第四段：感悟人民的命运

作为鲁迅的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人民始终是他笔下最重
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关注人民的命运，用鲜活的文字将人民
的痛苦和苦难描绘得淋漓尽致。在《阿Q正传》中，鲁迅先生
通过描写阿Q的命运，传达了对一般人民命运的关注。这让我
思考，我们作为普通人，应当如何不断努力，改变自己和周
围人的命运，为更多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第五段：总结

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我看到了一个无比真实和残酷的社会，
也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改变的可能性的社会。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去关注社会问题，去思考人民的命运，去积极地改
变自己和周围的环境。作为鲁迅的故乡，南京承载着鲁迅的
思想和精神，我们应该铭记他的教训，不断努力，为构建更
加公正、平等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二

暑假中，我读了繁星·春水这本书，当我读到《少年川川的
故乡》时，令我大发其想。

这篇文章是讲少年川川原来在民工子弟学校读书，后来运用
了自己的足球技术，被特招到了全市最好的中学，在那儿，
又经历了学习成绩不好，逃课三天被老师批评等事件，但他
不被这些挫折所击败，勇往直前，去克服困难。继续努力学
习，不像以前一样无视学习，而是把学习放的和足球一样位
置，一起进步，我也不禁称赞道：”川川你真棒， 不怕困难，
从来不自卑，到最后也不会怯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那以后，川川就学习认真了起来，学习态度也受到了表扬。



有一天，川川写了一 篇《美丽家乡》的作文，原来自己的家
乡也很漂亮，但是由于有一群人跑来说要开矿，砍了许多树，
引发了泥石流，卷走外婆和屋子······老师在课堂读
完这篇文章后，所有人都 被打动了，并主动捐钱，此时，川
川心里觉得：原来，那些平时对我冷漠、看不起我的同学都
是善良的，会为我的家乡捐钱。灾难是可怕的，人心是温暖
的。

从这篇文章中，反映出了打工者子女在城市里的遭遇和心态，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却有着丰富多彩的童年。虽
然没有城市孩子生活那么富裕，但他们有着纯真的心灵，他
们向往着迷人的故乡，还有自己的理想，在城市中为寻找自
己的定位而拼搏不懈。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三

最近，我读了鲁迅先生的名著之一《故乡》。读了这本书，
我心中顿时有了千万个想法。于是，我打算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本书。

这本书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别是：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

在“回故乡”这部分中，讲了主人公在从异乡回故乡接亲人
的路上，对即将到达的故乡感慨万分。

“在故乡”则讲了主人公到了自己原来住的大房子里，见到
了母亲后，讲了许多话，母亲让“我”去看望一下亲朋好友，
并且说“我”儿时的好友闰土也会来。顿时，“我”立即回
想起了儿时的自己与他，并在脑海中浮现了一幅闰土在大海
边的沙地上看瓜刺猹的画面。之后，来了一个临近开豆腐店
的杨大嫂，以前美貌的她，现已成了一个自私、尖刻、势利，
爱搬弄是非，爱唠叨，庸俗的小市民了。杨大嫂本想
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却因我的不肯而生气的走了。



过了几天，闰土来了，他的模样已与儿时变了许多。虽然他
家里有着一块耕地，而且连第六个孩子都会工作了，但承重
的税收依旧压着他的肩。并且，他的性格也与儿时变了个模
样，变得善于奉承了，竟将儿时叫“迅哥儿”的“我”改叫
成了“老爷”，顿时使我感到自己与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
的厚障壁了。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腐败，中国清政府、
国民党政府的愚昧、落后、贫穷、软弱无能，以及当时列强、
地主的蛮横无理，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使广大的社会底层的
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越来越贫穷，导致了中国普通
民众的生气、活力、纯真被活活地扼杀了。所以，当时的人
们是多么渴望打破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渴望建立超越庸俗
的物质关系的新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呀!

在鲁迅先生的这本书中，让我们体会到了旧社会的腐败，令
我们更加体会到新中国的美好制度!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言（诱人）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名字在中国人心中永
远熠熠生辉。作为他的故乡烟台崇城区的一位读者，我十分
荣幸能够读到鲁迅的作品。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深刻体会
到了他的思想和对社会的关怀，同时也对他颇具敬意。以下
是我在阅读鲁迅的作品中得到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批判现实（见识）

鲁迅的作品以揭露现实、批判社会为主题，他不畏强权，敢
于揭示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之处。例如，在《孔乙己》
中，他以朴素而幽默的笔调，通过一个饱受压迫和歧视的市
井小人的命运，暗示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固化和人性的扭曲。在



《阿Q正传》中，鲁迅深刻描述了一个具有众多缺点的普通人
阿Q，暗示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病态。通过这些作品，我看到了
他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观察和敏锐洞察力，也让我认识到了中
国社会的问题和挑战。

第三段：关注人民（震撼）

鲁迅的笔下，人民是他最关心的对象。他用平实而生动的语
言，描绘了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的艰辛和苦难。在他的作
品中，我看到了鲁迅对人民的深情厚意。例如，在《药》中，
他通过一个贫苦农夫因缺乏医疗资源而变得残疾的故事，表
达了对贫困人民健康状况的关切和对社会良心的呼唤。在
《狂人日记》中，他以狂人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愚昧和腐
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通过描绘人民的命运和矛盾，引起
我对社会不公和人民权益的关注。

第四段：自我价值（启迪）

鲁迅的作品不仅仅是对社会的批判，也带给我许多关于人生
和自嘲的思考。他以自己为原型创作出《狂人日记》中的狂
人，以及《阿Q正传》中的阿Q，通过这些人物的遭遇和经历，
呈现出了人性的脆弱和生存的困境。鲁迅的作品引发了我对
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思考，通过对他的作品的深入思考，
我开始思考我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价值，坚定了自己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

第五段：社会启示（预言）

鲁迅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在今天仍然具
有深远的影响力。他的批判现实和关注人民的观点激发了无
数人们去思考社会现象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他对社会的思考
和预言性的见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读鲁迅的作品，
我认识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境，
而鲁迅的思想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我们应该像鲁



迅一样保持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精神，关注人民的福祉，努
力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结论：

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我深刻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和对社会的
关怀。他的作品批判现实，关注人民，启迪了我对人生的思
考，引起了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同时，他的作品也给予了
我信心和力量，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责任
感。希望我们都能像鲁迅一样，勇敢地面对现实，关怀人民，
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言（字数约200字）

鲁迅，这个名字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他是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是现代思想的先驱者。他的作品，
在短暂的一生中，不仅揭示了社会的黑暗与冷漠，更体现了
他对于故乡的眷恋与深情。阅读鲁迅的作品不仅能让我们了
解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能带领我们思考个体在社会中的处境
与责任。

第二段：阅读鲁迅的作品，故乡是不变的话题（字数约300字）

鲁迅的作品中，故乡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将目光聚焦
于自己的家乡江苏织里市，在《故乡》一文中展现了他对家
乡的思念之情。在故乡里，小说描绘了一个贫穷糟糕的家庭，
人们生活在贫困与欺凌之中。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揭示，鲁迅
试图唤起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并激励每个个体为社会
的进步尽自己的责任。

第三段：故乡的变迁对于鲁迅的思考（字数约300字）



然而，鲁迅发现故乡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这让他感到失
望与痛苦。在他的散文集《野草》中，他继续对故乡进行思
考与批判。他指出，故乡的变迁不仅仅是物质状况的改变，
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扭曲与堕落。他对故乡的批判实际上是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批判，他希望能够通过揭露社会问题激起
人们的反思与行动。

第四段：鲁迅对于故乡恢复的期许（字数约300字）

尽管鲁迅对于故乡的批判充满了悲愤与绝望，但他并未放弃
对于故乡的期许与希望。在《孔乙己》一文中，他通过刻画
主人公的形象，表达出对于故乡中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
他希望通过人们的自觉与努力，让整个故乡得以恢复与改变。
鲁迅的期许源于他对于故乡的深沉爱恋与对于社会进步的追
求。

第五段：故乡的意义与鲁迅的思想传承（字数约300字）

鲁迅的故乡意识与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他的作品具有了
永恒的时代价值。他的笔触揭示出的贫困、黑暗与平庸，不
仅仅是他所描写的时代，更是包括当下社会在内的普遍现象。
他深情的故乡意识，呼唤着我们关注身边的社会问题，关注
被边缘化的人群。他的思想传承，是我们在当下追寻进步与
正义的重要指引。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故
乡的情怀，更能够从中汲取力量，用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总结：回顾鲁迅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他对于故乡的
眷恋与思考。故乡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他通过
对故乡的揭露与思考，呼唤着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反
思。鲁迅的作品永远是我们思考社会问题、追求进步的重要
参考，他的思想与精神，将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六

看完《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剧中
主人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见到
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木，
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当然在呐喊这本书中，
像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鲁迅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让当时的中
国人看了以后能够清醒过来，激励半梦半醒的国人，用还有
指责和批评的语言说明当时社会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国
人早日苏醒，重整我中华雄威!

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学习他做事一丝不苟，他的每字每句时
刻在启示我：大千世界有着深刻的道理，丰富的知识，高尚
的道德。在现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我应该抓住机遇，不断
学习总结虚心向同事请教，从一点一滴做起，克服一切困难，
敢于面对一切挑战，早日挑起大梁。

我们的学校相对来说是一个生源较差的学校。也许很多工作
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或支持，也许付出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应有
的回报，这使我们或多或少有些气馁，使我们对事业的热情
慢慢削弱。但看了这本书后，除了感动外，更多的是让我清
晰的认识到，如果你是真正的热爱自己的事业，真正全心奉
献于教育事业，那么你会发现你的付出是有成就的。当你真
的爱一个学生，再差的学生你也会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并
激励他;再调皮的学生你也会找到他的可爱处;在难以相处的
学生，你也会尽力去接近他，帮助他。当这些学生一点点进
步了，学生会爱戴你，家长更是感激你，这使你感到自己的
奉献是值得的，这也会激励你更努力工作。

21世纪这个崭新美好的世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创造美好未
来。教师更始责任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教师，更要把爱奉献
给自己忠爱的教育事业，关爱每个学生，茁壮成长，将来成
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七

看完鲁迅先生的《故乡》，我顿时觉得有些失落。鲁迅的儿
时好朋友闰土，经过漫长的时间不见，竟与鲁迅存在着一
层“可悲的厚障壁”。刚要与闰土再见面时，鲁迅是多么期
待!而使他沉在心中多年美好的记忆又从新浮起。可见到闰土
后，却发现闰土与他疏远了，鲁迅感到非常难过，也为这个
间隔而感到失望。

我想，闰土也并没忘记和鲁迅儿时的快乐时光，只是他觉得
不能像儿时那样“不懂事”，他们有着阶级的差异，在那时，
他们有着大人们所没有的天真。仔细品味他们的话，小时候的
“闰土哥”“迅哥儿”以及长大后的“闰土哥”“老爷”这
其中有着多么微妙的变化啊!变的是闰土，他忘记了童年的真
诚的友谊，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件宝贵的东西。

《故乡》中描写了“回忆中的故乡”和“眼前的故乡”，两
方面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主题。这个对比又是由一系列的
对比描写组成，包括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在语言、外貌、行
动和心理上的对比;杨二嫂由“豆腐西施”变成“圆规”的对
比;少年闰土跟“我”的友谊与中年闰土跟“我”的隔膜的对
比;“我”跟闰土的隔膜与宏儿想念水生的对比;以及苍黄的
天底下萧瑟的荒村与月夜西瓜地的美景的对比，等等。通过
这一系列对比，不仅表明在苦涩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作者
梦幻破灭的悲凉心情，更抒发了对人与人不再隔膜的“新的
生活”的期盼，从而充分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点强大起来，人民富裕起来!

最后，鲁迅通过自己的想法结束了这篇文章，他想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中一定要时时装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
祖国，因为她是我们永远的母亲!



鲁迅故乡心得体会篇八

文中的“我”在回故乡时，发现故乡则成了几座萧索的山村。
“我”小时候有个好朋友名叫闰土，两人那时候无拘无束。

那时候的闰土无拘无束、充满活力、可爱的质朴少年，二十
几年过后，闰土再次和我见面，两人就像隔了一座墙。闰土
从前和“我”兄弟相称，可如今却称“我”老爷。闰土有了
六个孩子，但他没什么本事，什么地方都要钱，种出东西去
卖，也要捐几个钱，折了本。闰土在生活的重压下，已变得
衰老和拘谨。他真是个可怜人，因为政府苛税、多子、饥荒、
兵、匪、官、绅 都已经把他苦的像个木偶人了。我为闰土而
感到可悲，那个轻松而年轻的他不见了，生活折磨着他。

文中还有一个反面人物，便是豆腐西施，专门从平常老百姓
家拣点东西，如果主人反对，她便会说尽尖酸刻薄的话，直
到气得别人无话可说。看到这儿，我便捏紧了拳头，豆腐西
施刁钻又刻薄，从而便让我感到了故乡的破败和凄苦。

这篇小说让我感触颇多，我从作者的对比中感受到了忧郁和
故乡巨大的'变化，作者又刻画了豆腐西施这个人物，用她的
性格突出了农民们的劳苦，我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
生活。

合上这本小说，我仍为那悲凉的故乡而感到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