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心得感悟(优秀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感悟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大家想知道怎么
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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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心得感悟篇一

读过朱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发现要让人心灵变得
充实与高贵，只需将“美”融进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为我
们精神活动的风格。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给青年的十
二封信》读书心得精美范文3篇，欢迎大家阅读借鉴，希望大
家喜欢!

读罢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感触颇多，话语
虽平易近人，似多年挚友的娓娓道来，却处处给人惊喜，让
我有醍醐灌顶之感。众多感触不便一一道来，便选取一些印
象颇深之处发表一点陋见吧。

“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朱
光潜先生对于现代青年的毛病，曾这样慨乎言之。我深以为
是。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我不思进取，却又不甘
堕落”正好处于低潮期的我感触良多。在浑浑噩噩度过了一
个大一后，原本光鲜的梦想变得模糊，清晰规划好的前途开
始渺茫，我渐渐坠入柔软却阴冷的泥淖，看得见光却又攀不
上枝条。“愁”字漫上心头，挥之不去又不可视而不见。

但朱先生这时又恰似知道我的烦恼之处一般，谈到动静相宜
的解愁之道。

“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
”朱先生如是说。其实这话说的略微有些晦涩了，颇有一点



道家阴阳调和的味道在里面，但先生贴心至此，作了浅显的
解释：

“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
活方法也就在此。”

是的，人生解愁，不过“尽性”二字，这一点我深以为然。
但是，人生约束颇多，并不是时时可尽性而为的，而愁思偏
偏就生在这不得尽性之处。我如一卷洪流，却偏偏郁于一方
浅潭，四周怪石林立，高山巍然，奈我如何有十八般本领也
只能在这窄室中横冲直撞以泄心中怨气，久而久之便也成一
汪死水。

对于这一点，朱先生又言：“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
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
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这看似简单，做起来又谈何容
易?我有七情六欲在身，四面八方的纷扰扑面而来，想要提炼出
“不屑”这一情绪，非长期修炼不可得呀。而若不顾自己本
来心绪强行选择“不屑”，或又徒生其他心蛊。总而言之，
这条解愁之道，我还需得边行边修炼。

虽说先生的“动”我学习得颇为艰难，但对“静”却得心应
手。“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先生是这么说
得。或许与我本身得性格有关吧，我平生最好之事，便是精
致地“消磨时光”。一壶清茶，一卷诗书，一架藤椅，一帘
好景，加一年数百变幻的岁月与一日更替不绝的时光，所为
神仙逍遥，我怡然自得。对我而言，“静”比“动”更能纾
解愁情，原是那袅娜的青烟，是可以燃尽世间纷扰繁杂的吧。

在前头我曾提到，最近由于学习之事，我有些许烦恼，而我
与朱先生也在文章会友中渐渐熟识，他便在《升学》一信中
告诫：“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
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
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可能



我之前错误地定义了学习在人生中的位置，它是一件需要我
去认真完成的事情，却不是一件务必完成的事情，我的选择
取决于我的兴趣，取决于我想过怎么样的生活，而不是应该
过怎样的生活。我需要对我的选择负责，而我的选择服务于
我的生活，我将学习看作一种义务而将其与我的生活分割开
来，那它必然成为我的负担，那我便不可能将其杰出地完成
了。

论述至此，大都为鄙陋之言，观点浅薄，不曾有条理。我才
疏学浅，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阅罢此书，我在前行路上
便会多一位挚友了吧。

与此书相逢，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与此书相逢，如遇一位烹
茶而笑的老爷爷，能看透我的迷茫和暗伤，并对我敞开了怀
抱。我庆幸，在以后的时光中，可以和他在书中饮茶谈笑，
或许还可以在他怀里哭一场。更庆幸的是，经过与他隔书相
望，我眼中的世界有了更多的美和角度。

这十二封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封
信到第四封信为第一层面，密切围绕青年的生活所给出青年
自身修养的四个建议。第二层面是第六封信到第八封信，开
拓了青年思维，让他们学会用更长远的目光看待自身发展问
题。而第五封信和第九封到第十二封信为第三层面，所谈话
题进一步升华和抽象，提升青年判断和领悟美的能力，帮助
青年直面人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我浅薄的认知把这十二封
信分为三个层次，这或许不恰当，甚至可笑，这只是我作为
一名读者自己的看法罢了。

在“谈读书”中，朱光潜先生阐述了读书的益处及其方法。
中国有一句古话这样说：“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仅仅
依靠生活经历的积累，也需要平时多读书。在一本值得读的
著作当中，我们会得到人生的新认知或者是心灵的感悟。不
过总是有些人以自己很忙来为自己不能读书找一个心安理得
的借口。但是，不还是有一句话这样说过：“时间就像是海



绵，挤一挤就有了。”如果不能读书的话，根本原因是自己
没有决心去读书。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
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任何事情，只要你下定决
心了，我认为都可以去付诸行动。作为青年的我们，更要养
成一种读书的习惯。在书中寄托我们的情感。这样的我们，
才不容易在如今这个诱惑重重的社会中迷失自我。在书中，
可以保持最初的自我，不失去那份本心!

在“谈动”中，朱先生说到：“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于
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于动。”依朱先生之意，“动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活动，它更多的代表了一份生机。每个忧
郁的人必定是那种没有生机的人。而那些整天生机勃勃的人，
他们忧愁的时间肯定不多。因为他们有所发泄。对于青年的
我们而言，应该是要充满生机的面对每一天。

在谈“静”中，朱先生指出人生乐趣的一半得之于活动，也
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静”是指心灵的空灵。唯有做到心
灵的空灵，才能在这嘈杂的世界中去领略，去感悟。现代生
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所以在忙里偶然偷闲，闲中偶
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裨益。

在谈“升学与选课”中，朱先生谈到中国大学的现状，一味
的追求名气，却忽略了它的教育。导致了学生的能力越来越
不足。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只追求学校的名声，而忽略了
我们进入学校的真正目的。而在面对选课的时候，大家都为
了去适应社会需要，而放弃了自己的乐趣。可是朱先生却通
过这封信告诉大家，只有符合了自己的兴趣，才能充分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还强调人生的第一件事应该是享受生活，
其次才是事业。假若为了事业而忘却生活，那么事业在人生
中便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在谈“写作”中，朱先生说过读书只是一步预备的功夫，真
正的学作文，还要特别注意写生。先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写起，
再转到议论文中。在写作时要谨慎，细斟慢酢。每一个字都



要细细的推敲。

在谈“情与理”中，朱先生进行了一种辩论，我们的生活到
底是应该受理智支配，还是受感情支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理智不是万能的，感情也不是。纯粹理智的生活是狭隘的，
也是冷酷的，恨刻薄寡恩的。生活不可能完全的理智下去。
理智的生活只是片面的生活。理智没有多大能力去支配情感。
所以一个正常的生活是理智和感情并存的。

在书中第一封信就是谈读书。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毫无
意义，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
便丧失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你与其读千卷万卷
的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
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本柏拉图的《理想
国》。朱老在这封信中并未给出当代青年应当读的书籍，要
知道读书就像探险，不能全靠别人去指导，要自己费些功夫
去搜求。在探险中，你就会知道，哪些书是真正适合自己。

朱老以一个长者的身份也提出了关于读书的方法。第一，凡
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整体把握文章主
旨和特色;第二遍，以批判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书
笔记，记下精彩的部分和你的意见。记笔记不仅可帮助记下
精彩的内容，还可逼你仔细，逼你思考。医学学习固然繁而
杂，甚至周围不少同学放弃阅读。但，仍有不少时间也可以
挤出来。最后，希望自己忙里偷闲，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有两封信变成为对我感触最大的两封信。一封为《谈动》，
一封为《谈摆脱》。《谈动》中，我懂得了，动的生机所带
来的舒畅，排解了莫名的感伤。第十封信《谈摆脱》则一针
见血的点出人生的悲剧在于摆脱不了，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也没有勇气和魄力拒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这两封封信是朱爷爷用来解脱万千青年的伤感和悲剧的。莫
名的伤感并非无状，而是生机被抑郁。生机重在动，多读书，
多做运动，在其中体会动的生机和舒畅。抑郁和闲愁最苦都



是情绪不泄反堵的表现。舒畅自然是好，抑郁了又何妨?又何
须遮掩，发泄疏导出来，动起来，自会洒脱舒畅。在情感上
疏通后，再谈摆脱就再合适不过了。《谈摆脱》是朱爷爷读
黑格尔讨论悲剧的文章时所阐发的感想，得出了悲剧都出生
于两理想间的冲突的结论。如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工作，但又
不敢辞职，尽管每天嚷嚷着要辞职，于是他每天活在痛苦中。
这恰如现在的我，畏首畏尾，徘徊岐路。朱爷爷及时提醒了
我，认准自己的目标，专注而又大胆的去追，舍弃旁枝末节。
他让我从悲剧与自怨自艾中醒悟。

这十二封信虽短，却意味无穷。我一读再读，看不透纸上浅
薄的文字中所描绘的巨大的人生和世界。我一读再读，不断
的去追寻字里行间另一个世界。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
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
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书中，
朱光潜老先生如是说。

人生在世，快乐最重要。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
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
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

其实，仔细体会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都能带给我们
最纯真的快乐。心中平静喜悦，无论是仰望星空，还是低头
赏花，是临水观鱼，还是听风赏雨，都是其乐无穷。

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感慨地说：“风
景这么优美的地方，如果盖一座佛堂就好了”。天帝随手摘
了一株草插在地上，说：“世尊，佛堂盖好了”，佛陀开心
地说：“善哉，善哉” 。

在佛陀的心里，每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心情，好的希望，都
是佛堂。我们也应该时时不忘建造自己心中的佛堂。



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以为拥有至
高无上的权力和无穷无尽的财富，自己才能获得快乐，才能
给别人带来快乐。他们会对心爱的人信誓旦旦地说：“待我
君临天下，许你四海为家。待我功成名达，许你花前月下。
待我名满华厦，许你放歌纵马。待我高头大马，许你嫁衣红
霞。待我富贵荣华，许你十里桃花”。金榜题名时，洞房花
烛夜，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雨，被称为人生四大喜事，但
它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在漫长的人生中也显得很短暂，也只
能带给我们一时的快乐。我们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才能找到永
恒的快乐。

在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朵花，有的人花朵凋谢以后，
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名利俱收，收获颇丰。有的人只会开花
不会结果，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平平
淡淡的走完一生。大多数人都是在过着平淡的生活。即使如
此，我们也要努力绽放，盛开出最美的姿态，散发醉人的芳
香，芬芳自己，芬芳他人，芬芳世界。

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我敬畏哲人的话，由此我成了
习惯思索的人。我知道，思索是艰难的。但我后来发现，要
使自己快乐起来，那是更艰难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突然会问自己，我快乐吗?我为什么不快乐?这
时我才惊异地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阴影之中。多年来，挫
折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沉重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世俗
中的艰辛我都经历过了，世俗中的幸福却往往与我擦肩而过。
尽管我不是个非常功利的人，但我也会感到懊丧与无助。也
曾用“我曾为没鞋穿而痛苦，直至我在街上看到没有脚的
人”这样的句子来自慰，但终究无法走出痛楚的樊篱。为什
么会如此痛楚，是困于情、困于物，还是困于名利?我在认真
地思考。我终于发现，我内心其实一直潜藏着一种可怕的虚
荣。多年来经受过的挫折其实是不必介怀的，因为我们毕竟
挺过来了，以后的路还得往下走。重要的是活着。面对世俗
中的很多眼睛，其实也不必太在乎。因为，我们不是为别人



而活，我们不能生存在别人的唾沫星子里，我们要活出自己
的个性，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人。重要的是要
心存善念，在自己生存的有限时空里，做更多的事，做一些
于人于己于社会有益的事，那也就无憾了。

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庆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
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人们
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了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
像草木虫鱼一样。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幻变无常的世
相中究竟为着什么了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
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呵!我说，人们
并非生在这个世界来享幸福的，所以那并不算奇怪。

其实，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
这话表面看来，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
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
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
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
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
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了这个世界之所以美
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
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心得感悟篇二

这本书中“谈读书”这一部分里的第一段就给了我当头一棒，
是我真的没有时间，还是我没有决心。有了决心，那么很多
事情就自然得多了，有了决心，那么你就会把读书当成你生
活的一部分，有了决心，那么你就能每天坚持了。现在终于
知道我为什么减不下肥来了，原来是我没有下定要减肥的决
心，也没有拿出要减肥的魄力，更没有做到所谓的坚持。



“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的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
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
引诱”，原来平时老是觉得无聊的时候，漫无目的地看着网
络的各种是是非非时，也可以把这种漫无目的转变为自己的
饶有兴趣。人的心智空间是一定的，如果被你正常的嗜好占
满了，那么你就不会被不良嗜好所影响。如果说我现在还不
清楚自己所希望的正常嗜好是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来打发
自己的闲暇时间，那么就用用心思考一下吧，或者追求自己
所喜欢的东西。当然我们平时所能做到的便是如此，总是有
各种大理想，大的抱负，但是扪心自问，这些都只是空口而
谈，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又有哪些呢？可能这个问题又回归到
了其所说的决心问题上吧。

读到一谈读书，觉得文字颇好理解，并且都会有上句话的解
释，这对于我这种头脑简单的人来说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而后读到二谈动，同样的感觉，特别是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多么朴实的语言，没有太多的装饰，现在一谈到好文章，便
是文采较好，用字谨慎云云，其实对于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
一说到底的文章，一遍读过，便能明白作者的真正含义，不
需要像散文那样来回斟酌了，不过或许正是如此才显示出了
中国文字的精神吧。

虽然这十二封信我没有完全读完，但是我会利用接下来的时
间慢慢读得，虽然里面有些章节感觉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步
调，但是事物都是相通的，都会或多或少能从中得到你所想
要的东西，得到你所希望领悟的精华。也希望群里的朋友们
能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地读读这十二封信，不是希望你们来完
成某些任务，而只是希望你能从中发现某一个触动你内心深
处的句子足已。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心得感悟篇三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时间在四季的变换中悄然逝去。



无知无觉间，我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青年。这个词汇
与我而言似乎陌生却又熟稔，仿佛是本就扎根于内心，时机
到了，他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青年或是对无忧童年说的一
声再见，亦或是对成长与责任的呼唤。

对此，我有迷茫，有疑惑。我不知成为青年的我将如何自处，
更不知道成为青年要面临的是什么。我也未曾细想，直到我
看到了这一本令我心中一震的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我喜欢他简约的封面，给人干练安心的感觉。

习惯于先看目录，入眼第一章节就是读书。没错，读书确为
重中之重。

翻开书就极为喜欢他的文风，亲切可感，无说教与高高在上
之意。

身为一个中学生，我基本不花时间在课外阅读之上，因为满
心觉得如此厚重的教科书与教辅已足以满足我的内心世界。
也常以中学课业繁重为理由逃避课外的阅读，朱光潜先生一
针见血的戳破了我这自欺欺人的想法。的确，时间是挤出来
的，有心怎样都能读。各类教科书巩固基础知识，教给我们
学识上的知识，而课外书则能教会我们做人。在校园的象牙
塔内，我们无法感知社会，学会相处之道，谈论之宜。在课
外书的世界里，或许是另一番世界，感受你所从未感受的，
以他人之经历充实个人之生活，岂不妙哉！

动与静，情与理，讲求的也不过是中庸之道罢了。

烦恼从何而来，无人能道清，只知静时平添烦恼，许是庸人
自扰罢了。闲愁，闲愁，闲而愁，动时愁或消。朱光潜先生的
“尽兴”二字也是刻进了心里，生活目的，生活方式皆在此
二字里。静，是一种修养，在浮世中略静，在闹中觅静。不
必大动，无需过静，做一个有趣味的人，感知自然，感知身
边的人，做一个遭人喜爱的人。论静，论动，不过都是一种



生活方式罢了。

情与理之间总有一个平衡。身为青年的我也不能苛刻的要求
自己过于理性，毕竟人是一种拥有情感喜怒的生物。过于理
性未免太过于不近人情，理性的生活是片面的`生活，以理智
支配情感，无疑是一种最差的生活方式。理性的判断，加之
感性的调剂才是值得的生活。理胜于情，情过于理，倒是印
证了孔夫子的过犹不及。中庸实为最佳！

很庆幸，在茫茫书海中我能选择它，给我的将不只是迷途中
有了方向，黑暗中有了闪光，更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西天漫漫，人海茫茫，做最好的自己……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心得感悟篇四

我喜欢读《简·爱》，因为书没读到一半，我就被主人公简
爱的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平凡人身上少有的一种人格魅力深深
地吸引了。

自幼失去双亲的疼爱，还经常受到收养她的舅妈及其子女的
歧视与虐待的简爱能如此顽强独立地生活着。而我呢，爸爸
妈妈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养成了我的任性，
不知足。每次爸爸说我两句我就不高兴，虽然我知道他是为
我好，可我总觉得他是在鸡蛋里头挑骨头。读着简爱悲惨的
童年生活，再联想到自己对父亲的态度，我便会想简爱一定
在想如果她有爸爸，做错了事的时候能聆听到爸爸的教诲，
该多好呀!所以，我决定以后要加倍珍惜这份父爱。

简爱有一种面对困难时坚强不屈的精神，这是我远不如她的
地方。我一直觉得自己数学成绩差，每次遇到不会做的数学
题第一反应就是问父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独立解决。有次
遇到一道这样的题目：华氏温度=摄氏温度乘以1.8加上3.2，
当时我看到题目的第一眼觉得它很复杂，想都没想直接喊:妈



妈妈。听了的妈妈的分析，我才发现这道题其实很简单。我
就是没有简爱那种面对困难时坚强不屈的精神。我想，以后，
我再遇到困难，我会从哪里跌倒的，再从哪里爬起来。

所以，我要感谢《简·爱》这本书，它让我明白了许多人生
道理：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只要勇敢去面对，坚持不懈，才
有成功的希望!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心得感悟篇五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
后。”当我看到朱光潜写了这么一句话时，我便知道"学问之
海无涯无际。”便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英
国期间，专门写给中学生的、以书信的形式，每次探讨一一
个话题，探讨读书、习俗、革新、道德、升学与专业、参与
社会运动以及人生烦恼与乐趣等。作者娓娓地谈论了自己的
观点，给青少年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指引。

作者在《谈在露浮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中所谈论的一个深
刻的道理，我认为在当今是非常适合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们过分推崇效率，做事难免轻浮粗率，所以难以做出
艰苦卓绝的成就。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希望我们青少
年能够正确看待效率，做一个沉稳而不浮躁的人。

其中最令我受益的是《谈动》《谈静》这两篇文章。这两篇
文章中，作者道出了动与静的好处。他说，动是人的一种天
性，人需要顺从这，种天性，心中的烦恼才得与宣泄，人才
会感到快乐；静即静下心来感受，沉下浮躁的心，它能沉淀
人的各种繁杂的思绪，过滤人的心情，让人感受到静中趣味。
以前，我们总是被要求运动，理由是运动可以强身健体；总
是被批评不能安静下来，理由是临近才能修身致远。于是我
们开始讨厌课间十分钟的体操，又不能忍耐课上四十五分钟



专心听课。我们开始逃避，当我们需要安静下来学习时，我
们心里经常充斥着各种想法，变得烦恼重重，丝毫不得安宁。
我认为，当我们明白动与静的深刻含义，我们应弄清楚什么
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相反，我们既没办法把自己的身
体锻炼好，又没办法让自己的成绩和学习搞好，反而还会变
得消极低落、暮气沉沉，在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失去本
该有的热情与活力。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对人生歧路时，我们不要一味地徘徊、
顾虑，我们要学会摆脱得开，认定一个目标后，专心致志地
向那里走，将其余一切置之度外。

十二封信如碗圣水般洗涤我们浮躁的心，无论是读书、静动、
选择，亦或是亲情、友情、爱情，给我们的不是直接告诉我
们应该如何处理，而是用渊博的知识，一位长者的口吻，引
发着我们的思考。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位作家刘同，用他亲
生的经历，引发着每个共鸣器发出自己声波；用他奋斗的经
历述说着，只要努力就有希望。他曾经说道：现在的学生，
特别希望有人能告诉自己一个如何能够快速成功的方法，越
来越焦急，可大多数只停留说，远离了做。

世界完美之处，便在于它的不完美，有缺陷方才有可能。成
长的路上，不完美的我们总会被弄得遍体鳞伤，缺陷满满。
直到后来，你才会发现，那些受伤的地方早已长成我们身上最
“硬”的铠甲，为我们披荆斩棘，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后感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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