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杜甫心得体会500字 走近杜甫心得
体会(实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
己。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走近杜甫心得体会500字篇一

爱诗之人不得不对唐代的诗人杜甫驻足，品读他那富有感染
力和洞察力的诗词，无愧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位中流砥柱的
地位。而我在阅读杜甫的诗作时也感到了深深的震撼。从中
我认识到，诗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是表达生命感受和独特
见解的工具和载体。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关于走近杜
甫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人生苦短·肝胆相照

杜甫的一首诗《登高》中有一句名言“人生苦短，何事悲
秋”。通过这句诗句，我认识到人生的苦短，珍视当下的生
活。如 杜甫 的诗作《赠卫八处士》中：“人生有几回，须
尽欢”。他对于人生的表达，着实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紧张
忙碌的生活节奏中，我们常常忽略了生命的本质，快乐和幸
福。在生活的过程中，与人相处不要掩饰心中所想所想，努
力去推心置腹，共赴亲情、友情、爱情之旅。

第三段：社会人文·传承经典

杜甫的诗不仅仅只是表达个人情感，在社会人文方面也有不
少的探讨。比如《洛阳女儿行》这首诗，他对于女性地位的
反思，充满塞外的豪情。一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



在玉壶”令人深感而又有余韵。除了社会人文方面的深刻洞
见，杜甫的诗歌对于传承经典也相当关注，他自称“杜陵寓
居岁久，此中有崇山峻岭，有云交雨合，有江流城隅，有老
松翠柏，山中无老少，虽乏酒食，不忘诗书”。可以说他以
诗歌为载体，无形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学习并吸
收他对于文化传承的精神财富，不断走向自己的梦想。

第四段：自然观·诗写天地

作为常演嘲讽和反躬自责的诗人，杜甫的诗所体现出 生命和
自然的相互联系 的美感十分深刻。《泊船瓜洲》中写了江南
水乡的冬景， 看见漂亮的雪景 ，便不禁“手把芙蓉敲，心
随青雀飞”的赞叹。 一些其他的诗篇，如“春望”， “己
亥岁即事”，都描绘了大自然的无限美妙，对于自然美的观
察及抒发，激发了我们对于大自然的爱和对于生命的珍贵。

第五段：结束语

杜甫的诗，往往句句鲜活，语言有味，充满情感。他用现实
主义的精神观摩和思考着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和存在的人
生哲学。我们的人生历程也是如此，需要欣赏和感性思考，
从而得到更真实和深刻的收获。总之，走近杜甫，读诗歌更
是读生命、读思想。愿我们抛弃浮躁，走近诗人博大深厚的
诗文天地，从中可以汲取启示，并更加具有文化底蕴以及精
神情感。

走近杜甫心得体会500字篇二

作者通过描写唐玄宗统治后期黑暗腐败的政治以及安史之乱
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将国家的不幸与杜甫个人的命运紧密联
系起来，写出了一个处于世运变换时期的伟大诗人沉沦穷困
的命运，尤其写出了乱世中百姓的苦难。关于《杜甫传》读
后感怎么写?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杜甫传》读后感范文，
欢迎大家来参阅。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这些伟
大的作品背后，是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种博大的情怀。

忧国忧民是杜甫诗作的一大特征。这种风格不仅是乱世的产
物，更是诗人伟大人格的体现——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国家与
人民的立场，心忧国家，心系民众，同情百姓的苦难遭遇，
一颗挽救社会的心在剧烈跳动，一种帮助人民摆脱沉重枷锁
的激情在涌动。长安十年，历尽坎坷，杜甫仍旧不愿彻底放
下自己的雄心，那颗渴望救黎民于水火的诚心。这些因忧国
忧民而兴起的满腔热忱，形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力量源泉，
这种从政的热情，在屡遭冰霜之后，代作“诗史”创作的雏
形。

把诗人从政的愿望转化为批判揭露黑暗现实正是当时的腐朽
社会。这种沉闷的黑暗，催生了一位政客从政救国救民的理
想，但同时，它一次又一次戏弄着一位诗人。如果腐朽的力
量只是作用于黎民，那它将催生一代救世名臣，可悲的是它
竟摧毁了一位救世之臣，那么，它将催生了它所摧毁不了的
一代诗人。长安十年，个人的凄凉际遇，与黎民的苦难交际
交融，孕育出了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这份情感，自然而然
的成为了创作的灵感源泉。

闲坐岩石，穿倚翠竹，仰望晴空，身绕清风，一个逍遥的诗
人。观杜甫。

叹抉择。杜甫一生都十分矛盾，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
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他怀念李白，羡慕
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
活告别。人的一生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一颗心，两个方向，
双方的拉扯令自己痛苦，然而自己无奈。转看自身，心中那
份藏匿许久的童稚想有一片游玩的天地，然而“前程”二字
却牵着握笔的双手遨游在书海，无奈，惟独在桌角深刻“自
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



叹仕途。上帝以胃口为诱饵将一颗颗飘荡的心领入曲折坎坷
的生活路。在矛盾中杜甫踏上仕途，跌跌荡荡，起起浮浮，
忠的呈现似乎注定要以奸来陪衬，阴谋笼罩的朝廷怎容得下
杜甫这种的儒生，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打击，杜甫一生
仕途坎坷。愤!愤奸臣，这不是一个人人格上的悲哀，而是当
时社会的悲哀，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叹诗才。“诗圣”杜甫用其一生造就“诗史”，他写“绝”
了唐诗，也写“完”了唐诗。他之后的诗韵格律，最终都以
他的诗篇为金科玉律，“三吏”、“三别”、《兵车行》、
《丽人行》、《北征》，他的律诗千秋无匹。当杜甫二字成
为教科书上的常客，当稚嫩的童音将杜甫的诗读入空际，心
中的那份赞叹无法压抑。

叹人格。一首首坚硬的诗源于一个伟大的人格，一双脚触摸
这片曾经流血的土地，一双眼看尽战乱的残酷，人生的悲凉，
一对耳听尽人间的哀哭，这一切筑成的是杜甫的人格，他将
这份内心的震撼扬于诗中，摇动了封建这座堡垒，将民愤、
民怨、民饥、民寒诉说。

独坐孤石，心立坚竹，俯瞰尘世，写尽悲苦，满心愁绪的诗
人。读杜甫。

杜甫，应该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唐代诗人。他的诗歌把社会现
实与作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的
完美统一，也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杜甫的诗歌
被当代称为“史诗”《杜甫传》的作者冯至自幼热爱杜甫，
无论在什么时期，他都没有停止对杜甫人生的思考。就是他
在思考中的节选。

初到长安，杜甫漫游时代时的豪迈之情还未消逝，但与社会
现实的接触渐多，豪迈之情也被一种心理矛盾渐渐替代。由
于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征象，杜甫这种矛盾心理也更加浓
烈，心中的无奈也愈甚。经过这十年的磨砺，使他的诗风形



成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史之乱的开始，也标志着杜甫流亡生活的开始。这几年的
流亡生活，也让杜甫更加贴近百姓，更加同情民间疾苦，使
其是个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现当时社会状态、政治形势，
表达了人民的情绪与愿望。

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毁了杜甫又成就了杜甫：毁了他的仕
途和梦想，却成就了他的诗歌和他在中国诗坛中不可磨灭的
地位，犹如凤凰涅盘般重生!从官宦世家的公子到为在长安谋
职而不择手段的小吏;从周游四方的游士到内心矛盾的无奈诗
人;从只为个人忙碌的士人到忧国忧民的沉郁诗人，杜甫一步
步走向成功，一步步进入“诗圣”，一步步迈向人民，一步
步走出内心困顿转而进入民生之境。杜甫，一位带有传奇色
彩的爱国诗人，一位万方多难成就的诗圣!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中这两句诗是对于
杜甫一生最好的写照：独立于茫茫宇宙之间，诗人深深地悲
哀自己的孤独和无力，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出诗圣杜甫博大的
胸怀以及对世事不能如愿的惋惜。

杜甫，这样一个现实主义诗人，让我们铭记于心的缘由何在?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能引发读者深刻的
兴趣。但我得否认读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
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
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
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读杜
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传记，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
亦是一场文化之旅。

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几乎游遍祖国大好山河，在
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
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取功名。后来，他困守长安



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回首的岁月。公元755年，
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不幸的是，忧国忧民的杜甫被叛
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个大
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他几
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然而“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友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被
贬于四川。公元789年，他前往四川依附节度使严武，寄居在
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曾经一度在严武的幕下任参
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后来人们称他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
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
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
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
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他也有风趣的一面。绝句漫兴九首
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
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
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会“白发生黑丝”的吧!

杜甫，如此的古圣人之心，无愧于独立天地之间的诗圣之称。

杜甫，一位诗作万首的诗界泰斗;一位忧国忧民，“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工程部员外郎;一位后人敬仰的
诗坛巨星。

家乡逆贼叛乱，他不得不携妻带子流落他乡。“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无论春光多妩媚旖旎，面对支离破碎的疆土，
一切都凄凉破败;“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界宏伟
绮丽的景象与忧国忧民的宽广胸襟互相托衬;“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落寞惆怅，排斥贬低，但是一切都无能为力
啊!



他自己的茅屋被秋风摧残后的窘况，不管;雨夜屋漏，长夜无
眠，不管;“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不
管!永远放在他心头第一位的，是普天之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的黎民百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是他的崇高理
想，是他的博大胸襟，是他的伟岸情操。

读罢惘然，掩卷沉思。“烽火连三月”啊，何日是归期?乡愁
啊，“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尽管这样，却依然发出这样的心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这就是杜甫如明镜般澄澈的心灵，这就是真正的诗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才
想襄阳下洛阳。”“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诗人那
浑厚的声音正穿越时空，清亮亮地一代又一代传颂，随之传
颂的，还有中华民族的精魂。

走近杜甫心得体会500字篇三

杜甫是唐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被认为是中
国文化和文学的重要成就，也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我而言，走近杜甫是一次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机会，
也是一个能够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的时刻。

第二段：对杜甫的背景介绍

杜甫是唐朝时期的著名诗人，他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但是
在年轻的时候就展现了卓越的才华和天赋。他生活在乱世之
中，目睹了许多国家和社会的不幸和悲剧，因此他的诗歌充
满了对生活的关怀和对命运不公的谴责。他的诗歌涉及许多
主题，包括感慨时代变迁、乡愁思乡、赞颂爱情、寄托理想
抱负等等。杜甫的诗歌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巨著，直到
今天仍然备受推崇和欣赏。



第三段：浏览过的个人感受

在我走近杜甫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诗歌是深入人心的，它
们主题广泛，体裁多样，并且充满人文关怀。我对杜甫的不
同诗集进行了浏览，包括《三吏》、《赠卫八处士》、《登
高》等，每一篇都给了我深刻的感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
特别喜欢他的《登高》这首诗，因为它通过无与伦比的图象
和诗歌语言描绘了壮丽的风景。另一方面，我也读到了一些
悲伤的诗歌，如《望岳》、《春望》等，它们充满了对生活
的思考和反思。我对杜甫的诗歌充满了兴趣和好奇，认为它
们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

第四段：对诗歌体裁的理解

杜甫的诗歌多样，包括五绝、七绝、律诗等等。尽管不同的
体裁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规则，但是杜甫却能够将不同的体裁
与不同的主题相结合，并且创造出新的诗歌形式。他的五绝
诗既有强烈的抒情情感，又有深邃的思想深度；他的七绝诗
则以细腻的描写和强烈的感受吸引读者；他的律诗则艺术性
地运用了音韵配合和格律变化，形成了旋律美和神韵美。在
我看来，诗歌体裁是杜甫创作的一项重要因素，它们不仅使
得他的诗歌形式多样，同时也体现了他在不同主题和情感表
达上的灵活性。

第五段：总结

走近杜甫是一次极富启发的经历，通过他的诗歌和人生经历，
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他的诗歌不仅被签名
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也为世界文学做出了贡献。他所创
作的丰富多样的体裁和主题，使他的诗歌在现代依然具有强
烈的感染力和艺术性。我相信，走近杜甫将会让我们更好地
理解人类的智慧和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塑造自
己的人生。



走近杜甫心得体会500字篇四

《杜甫传》是武侠一代宗师还珠楼主的绝笔之作。由于作者
善写武侠，尤其擅长讲故事，而杜甫的生平又与作者自身的
身世很有相似的地方，因而《杜甫传》写得相当引人入胜和
富有感染力。关于《杜甫传》读后感怎么写?下面是小编给大
家整理的《杜甫传》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来参阅。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这些伟
大的作品背后，是一颗伟大的心灵，一种博大的情怀。

忧国忧民是杜甫诗作的一大特征。这种风格不仅是乱世的产
物，更是诗人伟大人格的体现——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国家与
人民的立场，心忧国家，心系民众，同情百姓的苦难遭遇，
一颗挽救社会的心在剧烈跳动，一种帮助人民摆脱沉重枷锁
的激情在涌动。长安十年，历尽坎坷，杜甫仍旧不愿彻底放
下自己的雄心，那颗渴望救黎民于水火的诚心。这些因忧国
忧民而兴起的满腔热忱，形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力量源泉，
这种从政的热情，在屡遭冰霜之后，代作“诗史”创作的雏
形。

把诗人从政的愿望转化为批判揭露黑暗现实正是当时的腐朽
社会。这种沉闷的黑暗，催生了一位政客从政救国救民的理
想，但同时，它一次又一次戏弄着一位诗人。如果腐朽的力
量只是作用于黎民，那它将催生一代救世名臣，可悲的是它
竟摧毁了一位救世之臣，那么，它将催生了它所摧毁不了的
一代诗人。长安十年，个人的凄凉际遇，与黎民的苦难交际
交融，孕育出了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这份情感，自然而然
的成为了创作的灵感源泉。

闲坐岩石，穿倚翠竹，仰望晴空，身绕清风，一个逍遥的诗
人。观杜甫。

叹抉择。杜甫一生都十分矛盾，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



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他怀念李白，羡慕
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
活告别。人的一生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一颗心，两个方向，
双方的拉扯令自己痛苦，然而自己无奈。转看自身，心中那
份藏匿许久的童稚想有一片游玩的天地，然而“前程”二字
却牵着握笔的双手遨游在书海，无奈，惟独在桌角深刻“自
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

叹仕途。上帝以胃口为诱饵将一颗颗飘荡的心领入曲折坎坷
的生活路。在矛盾中杜甫踏上仕途，跌跌荡荡，起起浮浮，
忠的呈现似乎注定要以奸来陪衬，阴谋笼罩的朝廷怎容得下
杜甫这种的儒生，一次次的希望，一次次的打击，杜甫一生
仕途坎坷。愤!愤奸臣，这不是一个人人格上的悲哀，而是当
时社会的悲哀，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叹诗才。“诗圣”杜甫用其一生造就“诗史”，他写“绝”
了唐诗，也写“完”了唐诗。他之后的诗韵格律，最终都以
他的诗篇为金科玉律，“三吏”、“三别”、《兵车行》、
《丽人行》、《北征》，他的律诗千秋无匹。当杜甫二字成
为教科书上的常客，当稚嫩的童音将杜甫的诗读入空际，心
中的那份赞叹无法压抑。

叹人格。一首首坚硬的诗源于一个伟大的人格，一双脚触摸
这片曾经流血的土地，一双眼看尽战乱的残酷，人生的悲凉，
一对耳听尽人间的哀哭，这一切筑成的是杜甫的人格，他将
这份内心的震撼扬于诗中，摇动了封建这座堡垒，将民愤、
民怨、民饥、民寒诉说。

独坐孤石，心立坚竹，俯瞰尘世，写尽悲苦，满心愁绪的诗
人。读杜甫。

杜甫，应该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唐代诗人。他的诗歌把社会现
实与作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的
完美统一，也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杜甫的诗歌



被当代称为“史诗”《杜甫传》的作者冯至自幼热爱杜甫，
无论在什么时期，他都没有停止对杜甫人生的思考。本文就
是他在思考中的节选。

初到长安，杜甫漫游时代时的豪迈之情还未消逝，但与社会
现实的接触渐多，豪迈之情也被一种心理矛盾渐渐替代。由
于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征象，杜甫这种矛盾心理也更加浓
烈，心中的无奈也愈甚。经过这十年的磨砺，使他的诗风形
成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史之乱的开始，也标志着杜甫流亡生活的开始。这几年的
流亡生活，也让杜甫更加贴近百姓，更加同情民间疾苦，使
其是个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展现当时社会状态、政治形势，
表达了人民的情绪与愿望。

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毁了杜甫又成就了杜甫：毁了他的仕
途和梦想，却成就了他的诗歌和他在中国诗坛中不可磨灭的
地位，犹如凤凰涅盘般重生!从官宦世家的公子到为在长安谋
职而不择手段的小吏;从周游四方的游士到内心矛盾的无奈诗
人;从只为个人忙碌的士人到忧国忧民的沉郁诗人，杜甫一步
步走向成功，一步步进入“诗圣”，一步步迈向人民，一步
步走出内心困顿转而进入民生之境。杜甫，一位带有传奇色
彩的爱国诗人，一位万方多难成就的诗圣!

冯至的《杜甫传》一书，是在准备开课时偶然寻得。开课的
课题是杜甫的《石壕吏》，诗中的杜甫犹豫、徘徊，以一个
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了石壕村中发生的抓壮丁一事。不了解
杜甫的一生，何以读懂“三吏”中的这一首，又何以走进杜
甫的情感深处呢?于是，这本《杜甫传》便成了不得不读的一
本书。

讲到杜甫，总要同时想起李白。李杜二位大诗人之间的区别，
《沧浪诗话》中已一言以蔽之——“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从我的主观角度看来：于人，更



认同青莲的飘逸豪放，于诗，则更欣赏少陵的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这四字评语，正是杜甫一生的艰难苦恨在诗句
上的投影。从外部环境来看，杜甫生不逢时，中国正从历史
的最高潮滑向低谷。但国家不幸诗人幸，乱世中的颠沛流离，
让杜甫吃尽了苦头，却给中国文学史献出一位诗圣。

然而从更深层次可以看到，杜甫的人生悲剧和艺术成就来自
于文人生存的依附性与诗人思想的独立性之间的互相挤压。
这不仅是杜甫，也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苦苦挣扎的根源。

长安十年，杜甫是矛盾的，既羡慕自由，又渴望官职。在唐
代政治日渐走下坡路，人民不断被剥削的时候，杜甫开始关
注民生。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一蹶不振，杜甫的被迫流亡让
他拥有了接触民众的机会。然而，等他又回到皇帝身边时，
他的诗变得“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
藻，缺乏充实的内容”，但事实上，杜甫并不喜欢这样的生
活。后来杜甫被派到华州，他才“从一个皇帝的供奉官回到
人民诗人的岗位上”。从此，他开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揭
露朝廷的缺陷。不过，杜甫终究是“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
爱祖国的诗人”，人民因为国家连绵不断的兵役而痛苦不堪，
但为了保卫国家却不得不这样，杜甫此时的矛盾已经不是关
于个人，而是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无限忧虑。《石壕吏》正
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杜甫传》的作者冯至既是一位诗人，同时又是一位研究德
语文学的学者。因此，从《杜甫传》中，不难从字里行间看
出作者的深情和严谨。全书篇幅不长，就十几万字，却是高
度浓缩，决不掺水。据说《杜甫传》在《新观察》上连载时，
毛泽东是每期必看，连载完毕后，毛泽东说：“《新观察》
现在将《杜甫传》登完了，我《新观察》也不要看了。”

以前读人物传记，总觉得书写得单调，不能引发读者深刻的
兴趣。但我得否认读完《杜甫传》有这样的感受，他是一个



诗人，出生于大唐开元盛世，而自中晚唐开始，唐由安史之
乱而由盛而衰，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中的原因即是他真
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

读杜甫的一生，是读一个伟人的传记，是读一段令人心痛的
历史，亦是一场文化之旅。杜甫一生漂泊不定，开元时，他
几乎游遍祖国大好山河，在泰山之巅发出了“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年壮时也同盛唐文人一般应试求
取功名。后来，他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最难
堪回首的岁月。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沦陷。不幸
的是，忧国忧民的杜甫被叛军所俘，因他不肯为叛军卖命，
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杜甫在朋友的帮
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他几乎是历尽艰辛，才逃到凤翔。然而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五月拜左拾遗，因上书营救好朋
友房琯，而触怒了肃宗，被贬于四川。公元789年，他前往四
川依附节度使严武，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个破旧的草堂里，
曾经一度在严武的幕下任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所以
后来人们称他为杜工部。

他长期沉沦于下层，有普通人的忠厚善良，也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远大抱负。他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之时百姓的民不聊生，
官吏的凶残，以及亲人的悲欢离合，他把这些都融入到自己
的诗中，杜甫最为著名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人们耳熟能详
的是“三吏”、“三别”，他对自己贫困潦倒的哀叹和对国
家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暂且不说杜诗之精粹，我认为杜
甫能够深深打动我的就是他具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道出了多少人的希冀，更能令人震动的是“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为了天下人的安定幸福，他甘愿以一己之身担起所有的苦
难。他这样博大的胸怀以及宁苦己身而利国利民的精神难道
不值得我们尊重，不值得我们学习么?杜甫并不完全是严肃的，



他也有风趣的一面。绝句漫兴九首中对于惜春之情，反用恼
春、怨春的口气道来，别有特色。更难的可贵的是，杜甫善
于发现贤才，我想其若是知晓自己仍能为国效力，也当是
会“白发生黑丝”的吧!

杜甫，如此的古圣人之心，无愧于独立天地之间的诗圣之称。
读完《杜甫传》，深深地感动，在因雨而显得略微清冷的天
气里，心依旧有一股暖流涌动…… 杜甫

走近杜甫心得体会500字篇五

杜甫是唐代中国著名的诗人，被誉为“诗史上难得的奇才”。
他的诗歌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是一部记录唐代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资料。走近杜甫，是走进中国
古代文化的一个途径。通过深入学习和了解杜甫的诗歌，我
们不仅可以体会到他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悟，更可以从中汲
取灵感与启示，为我们的人生增添色彩、提高实践能力。本
文将从个人角度出发，谈谈我在走近杜甫的过程中所得到的
心得体会。

第二段：从杜甫的人生中感悟

杜甫的一生充满着坎坷和沉痛，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磨难。
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贫病、战乱、政治黑暗等现实问题
的关注和担忧，也展现了他对于社会正义和人性的追求和反
思。走近杜甫，让我深刻认识到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磨难
和挑战，但在历经风雨后，成就也许就在不经意间到来。同
时，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永
不言败。

第三段：从杜甫的诗歌中感悟

杜甫的诗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仅形式上严谨，情感上
真挚，而且富于哲理和人性关怀。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



深入体会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杜甫的散文性质的
诗歌，表现了对于人生的思考和把握，其中包含着玄学、伦
理、哲学等不同层面的精神内涵，同时也抒发了他对于现实
的关注和热爱之情。

第四段：从杜甫的思想中感悟

杜甫的思想充满活力、富于创新，这也是他能够创作出那么
多经久不衰的佳作的原因之一。他在对待社会现象和文化事
件时，总是不拘一格，有时刻意违规，不墨守成规，在表达
时注重逻辑性，以独特的思辨和创造方式提出了许多新颖的
观点，令人叹为观止。

第五段：总结

走近杜甫，是一次独特的文化体验和心灵旅程。在这里，我
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汲取人生经验和启示，
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正如杜甫所言：逢事细推问，通情达
理论。走进人性，了解人性，我们也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自
己的人生，走进未来的路途中，会更加充满信心。走近杜甫，
是一次挖掘自己潜能的过程，是一段探索新思想、认识新人
生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