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的一些体会(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阅读的一些体会篇一

阅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学校、
工作还是生活中，阅读对于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都有
着重要的作用。而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会获得知识和信息，
还能够体会到很多人生哲理和感悟。那么，阅读收获和心得
体会一样吗？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是有区别的

阅读收获是指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和信息，包括理论知
识、实用技能、文化背景等等。而心得体会则是我们因阅读
而引起的感悟，包括对人生哲理的理解、价值观观念的变化、
情感体验的增强等等。虽然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都是从阅读
中获得的，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

二、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相辅相成

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虽然有着不同的本质，但是它们并不是
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从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和
信息，往往是我们心得体会的基础，只有通过对知识的理解
和运用，才能够有更深刻的感悟和体会。而在阅读中获得的
心得体会，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知识和信
息。

三、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是相互作用的



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提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在阅读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可以拓宽我们的思维领域，
增强我们的创新能力。而在心得体会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
文本的感悟和理解，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和思考能力，从而
更好地运用所学的知识。

四、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的重点不同

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的重点并不相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往往更加注重从文本中获得知识和信息，强化我们的学习和
研究能力。而在心得体会的过程中，我们更加注重从文本中
汲取灵感和思想，加强我们的情感体验和品味能力。虽然重
点不同，但是它们都有助于我们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五、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无论是阅读收获还是阅读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个人成长和
职业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拓宽
视野、增长见识、提高能力、增强素质，帮助我们更好地适
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实现。因此，我们应该重视阅读收获和心
得体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品味水平。

总之，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虽然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但
是它们之间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对我们个人的成长和职业
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不断的阅读，我们才能够
受益终身，为自己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阅读的一些体会篇二

阅读作为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阅读
不仅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增加我们的见识，还可以提高我
们的思维能力和识别能力。因此，阅读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无论是对学习、工作还是对生活本身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阅读是一项持久性的过程，而在阅读中，我们不仅可以获得
知识，还可以从中获得收获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阅读的收获

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一样的，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
们对文本的理解和领悟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学习，还包括对
个人生活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当我们读了一本文学作品时，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文学中的各种技巧和表达手法，还可以在
其中找到共鸣和启示。此外，阅读也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促进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

第三段：阅读的心得体会

阅读的心得体会是与收获紧密相关的。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或
一篇文章时，我们可以产生一种独特的感受和思考。这些感
受和思考受到阅读内容的影响，也受到我们自我感知和认知
的影响。例如，在阅读一本自助书时，我们会从中找到一些
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技巧，进而体会到自我提升和成长的感受。
阅读的心得体会是一种终生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反思
和修正的过程。

第四段：怎样从阅读中获得收获和心得体会

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与个人阅读经验和技巧相关的。如
果我们想从阅读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我们需要掌
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和技巧。例如，在阅读一本专业书籍时，
我们可以采用先扫描后阅读的方法，找出文章的重点和关键
词，然后逐一阅读和理解。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阅读笔记
和摘录来帮助我们归纳总结和理解文章的内容，并进一步深
化我们的思考和领悟。

第五段：结论



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互相联系且不可分割的。通过阅读，
我们可以获得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不断提升，同时还可以体会
到自我成长和个人认识的提升。只有在不断地阅读和反思中，
我们才能实现自我提升和不断进步。因此，我们应该把阅读
作为一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在阅读中获得更多的收
获和心得体会，从而实现不断进步和成长的目标。

阅读的一些体会篇三

阅读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获取方式之一，通常涉及到阅读的
内容都带有一定的主题，有些内容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有些
则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启迪。阅读是收获知识的过程，但是我
们是否能够肯定说阅读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一样的呢？在本文
中，我将会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阅读过
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文章中传达的信息来获取知识，从而丰
富我们的认知世界。而心得体会则是对于这些知识的理解和
感悟。这两个概念虽然相似，但是却不完全一致。

其次，虽然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
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在阅读过程中，我们获得的知识会对我
们的思考和认知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和感
悟，产生自己的心得体会。而我们的心得体会可以在下一次
阅读时对我们产生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知
识。

另外，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也是有一定的顺序性的。在我
们阅读一些晦涩难懂的内容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知识，
而不是追求心得体会。当我们逐渐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我
们就会产生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会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

再者，不同的人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收获和心得体会也是不



一样的。这与我们的知识储备、人生经验和阅读目的等因素
有关。同时，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阅读同一篇文章时，也会有
不同的心得体会。这说明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具有主观性。

最后，阅读是一个有益的过程，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获取知
识，还能够帮助我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阅读的收获
和心得体会虽然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它们都是我们学习和
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阅读的收获和心得体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
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阅读的收获是我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
径，而心得体会则是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在阅读过程中还是
阅读之后，我们都应该多加思考、反思，并且形成自己的心
得体会，以便更好地应用知识，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

阅读的一些体会篇四

《十万个为什么――宇宙》这本书将我带进了有趣的宇宙旅
行中，探索着宇宙的奥秘，学习有关宇宙的知识，进而了解
宇宙深不可测而又井条有序的内在规律。

一次，望着星空，油然地对天空产生了兴趣。“星星是怎样
诞生和成长的呢?”我去问爸爸，爸爸沉思了一会，说：“嘻
嘻，这我可还不知道!”于是，我就去查查我的小老师――
《十万个为什么》。原来，是这样的：

(1)星星中间形成了巨大的压缩星云。其中密度高的星云开始
崩坍的同时，依靠重力将物质渐渐细入星云的中心。

(2)分裂成大量高密度的气团，每个气团渐渐收缩。这样气团
的温度不断上升，最终开始喷火。这就是原始星。

(3)原始星各自继续收缩，由此密度越来越高。围绕着原始星
周围的尘埃或者气体，跟着原始星的自转变成了扁平的圆盘。



(4)年轻的星星靠着核聚变“点火”产生了气体。气体变成了
猛烈的恒星风。由于周围的影响，开始分成两个方向吹。

(5)靠着恒星风的力量，周围围绕的尘埃与气体云，大部分被
吹飞了。构成了圆盘的物质开始收缩。

(6)圆盘的物质在某种情况下收缩后，形成了一群行星。或者
被恒星风吹到宇宙空间中，消失了。(7)星星发出稳定的光，
成为星星家族的一员。这个状态要持续几百年以上的时间，
其一生中大约90%的时间不会变化。

阅读的一些体会篇五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
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
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
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
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
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活着》一书是从徐家的败落写起的。"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
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样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
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
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你这
里，鹅变成了鸡，现在鸡也没了。"这样一段形象生动的发家
史和败家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了福贵贫困生活和"活着"
意义的源头。

暂且不说福贵年轻时如何、泡妓院、气丈人，福贵也算得上
相当幸运了。福贵为生病的娘到城里请大夫的路上，被硬生
生地拉去当壮丁拉大炮，结识当了六年兵的老全和十六七样
子的娃娃兵春生，并与他们在战场上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一起抬大米、抢大饼。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士兵死伤无数。
福贵和春生幸运地拣回一条性命，老全却永远离他们远去。
带着对妻儿的牵挂，福贵回到了家。

土地改革惩罚地主，龙二作了福贵的替死鬼，福贵又悻悻地
逃过一劫。福贵的儿子有庆为救生孩子大出血的校长--刘县x
生的女人，被荒唐的医生抽干了血，死了，死在医院一间砖
砌的小屋里。女儿凤霞自己生孩子时大出血，没有保住性命，
也死在那间房里。偏头女婿二喜在工地上被两块水泥板夹死，
又死在医院的同一间房里。成了孤家寡人，这是何等的凄凉。
福贵的女人家珍，这是一个坚强贤惠的女人，软骨病并没有
停止她辛勤劳作的步伐，直到双脚不能站立。她为福贵活着，
为凤霞活着。待有庆、凤霞相继离开后，她也毫无牵挂的走
了，走的那样安详，那样坦然。后来，能说会道的外孙--唯
一为福贵的生活增添色彩的苦根也被豆子噎死了。不禁感叹，
这徐家的人难道就没一个命好的吗?家珍、有庆、凤霞、二喜、
苦根，都是经福贵的手埋的。

故事结尾听着老人凄凉地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
老年做和尚。"心想，这不正是福贵的人生写照吗?孤孤单单
一个人和弃世的和尚有什麽分别?反正都是经历世事沧桑后宁
静的人了。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麽?福贵的人生告诉我们：活着，不仅仅
为了自己，那些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同样值得你为他么而活。
现实也许残酷，但不总是残酷；往事不堪回首，就不要去回
首。生活再糟糕也没到绝望的地步，想想福贵。你或许会得
到些安慰。

故事从田间惊扰“我”睡梦的老人的吆喝声开始，他正在开
导一头老牛：“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
晓，做女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
呀，走呀。”而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声后，竟然“仿佛知错般
地抬起了头，拉着犁往前走去。”仿佛人与牛这两种完全不



同的生命之间可以自在地交流。而老人再一次的吆喝更令人
惊讶：“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
行啊。”而在看到老人的解释后，我不禁笑了——“我怕它
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
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这
哪里是在和牛说话呢，老人分明把牛当成一个孩子，需要人
讲道理，需要人哄着去干活，而不是通过鞭打。为什么老人
与牛会如此亲近?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存在着什么样
的关系?初读到此只觉得老人可爱，而回过头来看才醒悟老人
的这种天真憨厚背后所沉淀的是什么。用来骗老牛的二喜、
有庆、家珍、凤霞、苦根，竟都是老人死去的亲人的名字，
而老牛的名字，便是老人自己的名字，福贵。

“我”醒来上前搭话后，老人便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此
后，“牛”又多次在文中出现，贯穿了整部小说。除了出现
在老人的故事里作为自己生平的一部分来讲述，它还出现在
老人讲述的间隙，“我”跳出来和老人面对面时。而这种时
刻，往往就是读者被悲伤袭击得忍不住要落泪的时候。第一
次是老人讲到自己年轻时一夜之间输光家产，爹被气死，妻
子也被丈人接走的时候。老牛以“蹲在池塘泛黄的水中，只
露出脑袋和一条长长的脊梁”的姿态出现了，池水正拍击着
它的脊梁。这让人不禁想到彼时几为苦痛所淹没的一夜落魄
的旧日公子哥，痛苦时时撞击着他如水拍打着牛。所幸他没
有沉沦，牛那条露出水面的脊梁似乎预示了他后日的站起来。

第二次是老人讲到自己被抓壮丁抓走，从战场的生死线上捡
回自己的命回到家却发现娘已去世，而赢去了自己家产的龙
二也因其财富被枪毙的时候。此刻牛正在悠然的啃着青草。
跟着福贵一路走过死亡地带的读者，在突然看到这样一幅宁
静的画面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仿佛久久笼罩的阴霾
悄然散去，我们发现阳光是那么温煦，眼前的池塘、柳枝、
青草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饱经风霜的老牛是那么宁静安然，
恰如老人的生存状态。我顿有一种被生命紧紧拥住的暖然与
踏实，而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那些伤痛



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我们也都还活着。老
人给牛套上了犁，生活还将继续。

第三次出现是老人讲述到有庆被抽血过度而死，自己背着重
病的妻子家珍来到儿子坟前的时候。这一次没有对牛的正面
描写，牛正在犁地，它周围是浑身散发着生命力的在田间劳
作或休息的人们。福贵在向人们讲说“做人的道理”的当儿
向牛吆喝了一声，他说：“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
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这就是他朴
素却深邃的人生哲学。与周围热闹的人群相比，牛显得安分
而踏实，浪子回头后的福贵也正是如此，他没有被困难压垮，
更没有在自己遭不幸后向社会报复，他不偷不抢不怨天不尤
人，他只是默默地承当生命所赋予他的一切，负重前行。

最后一次是在文章的末尾，亲人一一离他而去，最后他剩下
的唯一的亲人，他的孙子，那个一心等着买牛的苦根，也死
了。老人讲述自己怀揣着钱，买下了一头即将被宰的流着眼
泪老牛。这不就再仅仅是生活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对死去的
孙儿的承诺，更不是对“把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
羊，羊大了又变成牛”的家族复兴的执着。牛的眼泪让他看
到了对生之眷恋，在死亡面前再无所求，只想简简单单地活
着，无论那需要承担的是什么。我想正是这与自己毫无二致
的生命意志，深深触动了他，让他把它牵回了家，并取名福
贵。至此，故事结束，老人的讲述与现实合而为一。而从故
事中走出来读者，将以新的眼光审视眼前的世界和我们的生
存状态。

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意象，“牛”一方面在
结构上起了结构全文的作用，每一次出现都是一定阶段的结
束，新一阶段的开始，新的故事又即将展开；另一方面，从
叙事上说，作者安排将镜头从故事中切换到有着安静悠然的
姿态的牛身上，能暂时切断读者的悲伤心绪，让我们得以舒
缓一口气，而不至于在故事中沉湎太深而陷入绝望，将我们
拉回现实，让我们更加感受到现实生活真实的美好；此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牛”有着它深刻的象征意义，每一次
出现，都是这种象征意味的凸显。“牛”的意象在中国本身
就有着深刻的内涵，比如勤勤恳恳，比如踏踏实实，比如默
默无闻，比如忍辱负重。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部分。老牛第一次出现时暗
示的生命的坚韧，以及后来让我们感受到的对苦难的忍受与
超脱，对生命的珍视，都在主人公身上得以体现，向我们传
达一种生命哲学。牛还与泥土紧密相连。福贵对牛的感情也
暗含了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的感情。比如文章开头福
贵赶着牛用粗哑的嗓音唱着：“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
我不去”，这里头的自鸣得意，对荣华富贵最质朴的轻蔑，
对当下生活的真诚的欢喜，与酸腐文人的自命清高是那么不
同，把中国人自古以来浓浓的乡土情结仅以一个浅薄的“路
远迢迢”来解释，这种朴实憨厚、生命的张力，让人忍俊不
禁却又深深感动。福贵如此爱着生命本身，我想也一定是由
于这广阔的温柔的土地的召唤。

他不是麻木，不是感觉不到痛苦与幸福，他只是把一切都沉
淀，故而有了厚重的生命底色。我以为，活着本身即是对生
命尊严的捍卫，因为不抛弃、不轻视、不虐待，而是拼尽全
力去维护，去爱。而没有幸福一说，只能是旁观者置身事外，
自视甚高的妄加揣度。余华在小说前写道：“如果从旁观者
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也没有。
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他苦难
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啊。而以自己的名字给牛命名，我以为恰恰体现了他对自
己生命意识的自觉，他从牛身上看到了某种相似。古人
说“万物有灵”，为什么偏偏是福贵将自己物化而非将老牛
人化?米兰?昆德拉说：“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
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
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

福贵与牛之间，也可以说是这种牧歌式的感情。他与牛的充



满情趣的对话，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个体在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纯粹的生命对话，这正源于福贵对不仅仅是人类生命的尊重。
而他以亲人的名字呼唤并不存在的牛，正是他对那些已逝的
幸福的怀念，也是他而今生命的寄托之所在。而企图让人温
情的受难一说，余华早已作出解释：“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
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
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
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
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想
我们没有资格去对这一形象作出道德评判，因为我们对他的
苦难并不能感同身受，我们谁也不能说自己面对如他所承受
的苦难时能作出多么“有价值”的抗争，我们谁也不能肯定
自己会不会堕入绝望的深渊甚至去伤害生命。

“死也要活着”是战场上几乎处于绝境的老全对大家，也对
自己说的话，这句话伴随着他一次又一次走过了枪林弹雨。
看似悖论的五个字里，生命的信念与坚韧，对“活着”的留
恋与执着，却散发出动人的光彩。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
活法，这些活法并不一定就有高下之别。而当我们能以同情
的目光去触摸、去感受、去理解这个世界时，相信一切都会
那么不同。

在空闲时，我还是喜欢看书。看的书很杂，除了课本书籍之
外，名著小说都看，不刻意拘束于单一的形式。而一般只是
略读。而当看到《活着》这本书时，最多想到的还是葛优演
的电影，关于徐福贵跌宕的人生。

司马迁说有的人活着比泰山重，有的人活着比鹅毛轻；雷锋
说，活着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保尔柯察金说为了人民
的解放而活。但对于徐福贵而言活着的理念在于：“人只要
活着，穷也不怕。”他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并非只是富贵，更
应该懂得生活，学会劳作，为一家人而活着。那样即使日子
过的又苦又累，心里却踏实了。妄想可以尝试把家从小鸡变
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使自己穷苦的家变得重新发达



起来。而在他被抓入伍，受恩回家的那一刻，足见他活着的
意义只是为了家人，对家庭的牵挂便成了他活着的理由。我
们可以想象，如果他选择留下，或死于战场，或者高官厚禄。
但像他这种无文化无社会主义理想的旧社会底层人民群众而
言是终究不会选择留下的。当解放了以后，他看到占他家地
的龙二被枪毙，家珍的话使他明白：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
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书看完了，觉得异常压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也许无所谓
活着，尘世的苦难，活着的人总得承受，在命运面前，只有
忍耐，忍耐孤独，忍耐不幸，甚至是死亡。《活着》并不是
要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只是在陈述活着这样一个事实，
套用徐福贵夫妇对春生的话来说：活着，好好活着，我们只
能等待被时间和命运遗弃，而没有权利抛弃生命。在命运面
前，也许不能不感叹人类的无力！改变不了活着的事实，就
改变活着的态度吧！只要活着，总有希望，态度也许至少可
以是可以改变活着的状态，或者好，或者差，只是在生命的
镜头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活过，也曾努力过。而不会
被2012这样的“世界末日”感到惶惶不安，尊重生命，热爱
生活，拥抱未来！才是当代学生的基本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