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体会(精选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
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我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够感觉的那种
敬畏，就像古罗马人在一个圣林里间疏林木以使其透光的时
候所感觉到的敬畏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森林是属于一些
神灵的。”

“有一千个人在伐着罪恶的枝桠，却只有一人在猛砍着罪恶
之根。”

“我喜爱我的人生中有闲暇的余地。有时，在夏季的一个清
晨，我像往常一样沐浴之后，坐在阳光融融的门前，从红日
东升直到艳阳当头的正午，坐在这一片松林，山核桃树和漆
树的林中，坐在远离尘嚣的孤寂与静谧中，沉思默想。”

“所谓明天，即使时间终止也永不会来临。使我们视而不见
的光亮，对于我们就是黑暗。当我们清醒时，曙光才会破晓。
来日方长，太阳只是颗启明星。”

当梭罗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瓦
尔登湖的爱，对于小屋的'爱，对于山林的爱，对于林中小动
物的爱，以及对于大自然万物的爱，然而我更看到了梭罗心
中孤寂，一种超越了浮躁，超越了个人荣辱，超越了一切物
质的孤寂，其实与其说是孤寂，我到更倾向与说是安静。在
安静中梭罗看穿了生死，明白了自己需要的，然后静静的写
下他的思想，静静的在瓦尔登湖旁度过了三年。所以每次我



看到他的文字时，我都能产生一种震撼，然后静静的思考，
思考我的人生，我的理想，我的未来。然后一步一步的实现，
在那时我才感觉活得真诚，没有了矫揉和造作。

其实什么是安静，可能我的理解会和很多的人不同，我觉得
安静更想一种禅，生活禅。虽然孤独但是充实，生活不是单
调，也不是无聊，因为在安静中总有一个信念在支撑，让我
们明白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

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在追求一种感觉，一种能让自己安定的
感觉，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中，我渐渐明白我是一个喜
欢孤独的人，总是在午夜那种安静的气氛中表现我的思想，
也只有在安静中我才能找到自我。

一切总是缓慢的流走，不带有一点声音，流走的是我的童年，
带来的是我的更深的思考，不知道这种交易是不是公平的，
但是我还是走到了复读的门口，高考的失利象一个巨大的石
头压的我只能在凌晨四，五点睡觉，成绩无情的下滑，终于
到了下不去的地步：全班倒数第一。老师的劝退命令在我的
耳边一次又一次的响起。我似乎无路可退，象一个垂死的人
在悬崖边做苦苦挣扎。记得那天，在绝望中我安静的坐在书
桌前，突然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什么都可以不想，但是
什么都可以想。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生活。终于我明白了，
从此没有悲伤，只有安静，在安静中，我走到了大学门口。

上了大学后，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我们的生活太浮躁，有太多
的人只是在混混噩噩当中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曾经做了
一个调查，问大学生对于大学的目的，有太多的人说没有想
好，有太多的人说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而经历了那么
多我终于明白很多事是不需要强求的，重要的只是你心里的
一种感觉，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去做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做，
做了就不要后悔，后悔了那你做的就没有了意义。时时刻刻
保持一种安静的感觉，明白自己需要的，努力去完成你的任
务，走向自我。



其实什么是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我的解释是
在安静中走向自我。

最后还是让我们在仔细的聆听那发自梭罗心中的呐喊吧：

“我引以为容的是，有一来客用黄色胡桃叶当作名片，并在
上面写下了几首斯宾塞的诗，我把它当做我的陋室铭：

人们来到这里，充实了小屋，

不需要多余的款待；

休息就是盛宴，一切顺其自然，

最崇高的心灵，最能怡然自得。”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瓦尔登湖》。

这是一本让人心归宁静，充满希望的智慧大作，书中充满了
梭罗对社会，对制度，对人类，对生命等等不凡的见解，当
人们逐渐失去田园的宁静，它便被整个世界阅读和怀念。

初读时我有很多不解，看到前面的章节，觉得生涩无聊又难
以理解。作者说自己在湖边种了哪些东西花了多少钱多少成
本等等，从叙述的方式来看，感觉比我往日所看的文章逊色
多了。

后来，他给予我最大的震撼还是书中对生命、对理想、对自
由的向往和推崇，启发我们寻找生命最本真的意义。他
说：“最富有的时候，你的生活也是最贫穷的。吹毛求疵的



人即便在天堂也能挑出瑕疵，一个安心的人在哪都可以过自
得其乐的生活，抱着振奋乐观的思想，如同居住在皇宫一般。
犯不着千辛万苦求新，无论衣服还是朋友。把旧的翻新，回
到它们中去。万事万物没有变，是我们在变。”这句话闪烁
着人性的光芒，让人对财富观有更深的理解。

其实，金钱和幸福不是相等的，因为幸福是一种从心底发出
的满足感，金钱虽然能满足你的需要但它不是支撑我们幸福
的原因。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所以
他觉得“佩戴任何的肩章，都比不上我这一次荣。”

的确，我见过一号难求的老专家骑车去看病，也见过服务生
开好车来上班，我并不反对有人对物质生活品质的追求，但
我觉得人更应该清楚的是，智慧与思想的充实才能够让自己
的内心更加满足。王安石说：“圣人内求，世人外求。”人，
只有直视自己的内心深处，才能获得最终的幸福，我们追求
一生也不过是希望满足于内心的平和而已。而梭罗这样的感
悟，正是他不断探索自己内心和社会联结开出的芳香果实。

他一个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开始了独
居生活，他喜爱东方文化，阅读了大量东方著作，也很赞同
道家思想，古人的隐逸生活与梭罗的独居相似，都是为了寻
找世间遗失的纯净与美好，而不同之处就在于古人是历经沧
桑后的看破红尘，梭罗却是与生俱来的自觉的超然物外。不
同于陶渊明这样的避世隐居，归隐田园，梭罗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追求现实，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探索。千年之前陶渊明
笔下的那方神奇的水土——桃花源，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
渴望的精神圣地，又在梭罗的笔下重现了。

让我们追随着梭罗的足迹，抛弃物质所带来的烦闷与苦恼，
感受恬静的美，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这是一个好地方，去的次数越多，就越喜欢它。再次翻读
《瓦尔登湖》时窗外的绿叶已经淡淡泛出一点秋意，近段时
间突然疯狂地喜欢上了大卫.梭罗，那距离康科德两公里的瓦
尔登湖畔，那独自在自己建造的小木屋里渔猎，耕耘，沉思，
写作的简朴生活。从1845年到1847年，大卫.梭罗-瓦尔登湖
畔一个孤单的灵魂，在大自然的湖光山色中将思想和文字精
心地打磨。

与我再次如期邂逅的文字此刻正静静地躺在电脑桌旁，因了
翻译家林志豪先生的生花妙笔，这本由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
版社共同出品的著作方深深地吸引着我。也许当生活简单到
一日三餐，简单到最后的财产是明亮的湖水和日月星辰，充
满了智慧的文字才能像潺潺流水清澈流淌，这些属于作者自
己的经历，一段从生活必需品如何获取作为起点，然后才开
始启程前往梦中胜境的旅程。而当这求索着的灵魂将故乡的
牌位轻轻供奉在宁静的瓦尔登湖畔，真正的精彩才幻化为迎
风铺展的画布，一点一滴圆润丰满，最终造就了这部包括结
束语在内分为二十个篇章的自然随笔被后人赞誉为“能够塑
造读者的书籍”。

一本适合在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细心品味的好书是难得
的，《瓦尔登湖》这样的经典更是不会例外，当我在舒缓而
纯净的文字中慢慢行走，总会有一些花朵般绚烂的灵光突现
迫使我停下来，如果说一篇优美的文字是我们风沙苍茫的旅
程上一处小小的绿洲，那么《瓦尔登湖》赐予我们的是一片
辽阔的草原，我们既可以让自然和人的心灵探索野马般狂野
地奔腾，又能让个人体会到自力更生过简单生活的那些经验
和感悟，是如何在清晨闪动着露珠的光芒。当然，一个经历
足够丰富的读者，还会从这本宁静的经典中品读出对现代生
活的揶揄和讽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本简明的书，因为她
不晦涩，文字和文字间串联成水晶珠链一样的风铃，使得思
想不得不化为清晨刮起的阵阵微风，她时刻在直面我们的经



历，我们的阅读和思索。晨昏照耀下的树林和季节变幻间的
乡村和田野，水天一色下翩飞的欧鸟和树丛里惊恐逃走的小
兽，其实它们不仅属于作家，在我们看似沉闷平淡的生活里，
何尝不是处处可以一窥它们的背影，而前提是我们必须相信：
我们正拥有一个比晨起时更早，更神圣的黎明!

努力去做一个自由的人既幸福又卓绝，因为选择和放弃从来
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歌德巴赫猜想。当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
他的名作《林中路》中深入探讨了这个命题，其实他没有给
出我们答案;然而大卫.梭罗却在他描述瓦尔登湖的美丽文字
中，宁静又雄辩地给出了自己的一种回答。

月光一样的隐居也许是我在这本书里读到的最大的收获，当
我们也能在心中勾勒出自己的“瓦尔登湖”，我们就会在自
己的人生里获得这样恬然的生活姿态，月光般明亮却内敛，
月光般平静却非凡，隐居只是一种选择，是否选择其实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日夜风尘仆仆的路途上，心内心外都要
撒满一路月光。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一边读《瓦尔登湖》，会一边在脑海里刻画梭罗的样子：一
双深邃的眸子，坚毅的面孔，沧桑的胡子。不禁会好奇，生
命中怎样的经历，造就了这样深刻的一个人。

梭罗的一生是寂寞的，而自己似乎又对这寂寞乐在其中。梭
罗曾说：“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
1845年3月，他借了一把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
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
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来到
瓦尔登湖畔之后，他认为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在这
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
段原始简朴的生活。1847年回到康科德城。1848年，住在爱
默生家里。此后他患了肺病，于1862年病逝于康科德城，年



仅45岁。他笔下的《瓦尔登湖》正如他一般，也是寂寞而享
受寂寞的`。自1854年出世，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
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
它似乎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它始终默然地等待了一个
世纪，依然不倦怠的孤独的不紧不慢的对每一个读者叙说着
一个男人在湖畔寂寞的光阴。

梭罗的一生是恬静的。他安然的沉思在瓦尔登湖春日生机盎
然的晨光中，漫步在夏天湖畔虫声嘤嘤的小道上，记录下秋
日里的落英缤纷、天高气爽，描绘出冬季雪花坠落的轨迹和
冰晶的形状??他就这样“活过每一个季节;呼吸空气，喝水，
品尝水果，让自己感受它们对你的影响”。《瓦尔登湖》记
载着他在小木屋中度过的每一个恬淡、安详而简单的日子，
文字如美梦中的呼吸一般轻盈，淡淡的味道让人心旷神怡，
似乎是在安慰那些失神于世俗中的人们：“我虽不富甲天下，
却拥有无数个艳阳天和夏日”。

梭罗的一生是智慧的。隐逸的生活中，梭罗总沉心思索。对
现代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梭罗并不排斥，只是
批评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弄巧成拙”，他这样评
价。“我们接通了越洋的电缆，却用它询问阿德莱德王妃是
否得了咳喘，并未用它交流人类的思想。我们建成了铁路，
却坐着它去城里消磨时光。”但是，梭罗对社会的意义并非
仅仅在于批判，而更在于指导。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会毫
不犹豫地揭露，同时也负责任地指出解决问题的。如果我们
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抵御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的引诱，
那么的办法就是简朴。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是复杂的，但我
们的知识使我们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且有足够
的勇气将其他多余的东西摒弃，全然不顾同时代人如何对我
们指手画脚。《瓦尔登湖》中不乏分析生活，批判习俗处，
见解独特，耐人寻味。它是一部蕴含了深刻哲理的。细细读过
《瓦尔登湖》的人都有体会，人们应该探求怎样实实在在的
生活，怎样体验与经历有意义的生活。



瓦尔登湖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梭罗的一部作品，据说为了创作这
个作品，他专门在瓦尔登湖住了两年。他曾经在美国哈佛大
学学习，后来他在瓦尔登湖旁边隐居。

可想而知一个人独居两年心里面那种孤独与寂寞其实很难理
解的。梭罗的《瓦尔登湖》讲述了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
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时间
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
他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一心一意，努力的去
完成他的作品，在他整个工作过程中，他的同伴逐渐离开了
他，都死去了，他却不知不觉保持着青春，最后当手杖完成
的时候，它非常完美，成为了一件非常美丽的作品。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要知道做好一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我们
不要用世俗的阳光看待每个人，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
重要的，而做好一件事情需要你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梭罗是一位美籍法裔，他的作品刚刚问世的时候其实没有多
少人关注。然而这部作品的光芒却无法阻挡，今天他的作品
闻名天下。

后来了解到，梭罗反对美国奴隶制度，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
侵略，他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憎恨程度不下于对大自
然的热爱。1984年梭罗在瓦尔登湖已经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
瓦尔登湖不仅为梭罗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也为他提供了一
种独特的精神氛围。

读完这本《瓦尔登湖》，虽然用了我一点时间，我愿意多花
点时间去看书，慢慢的看一本书。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悟是我
们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瓦尔登湖》是作者戴维·梭罗独居于瓦尔登湖，远离尘嚣，



想于大自然的安谧中寻找本真，质朴的生活状态，一种更具
诗意的生活。或许这次选读这本书，是希望我们体会到作者
深入思考，并寻找本真的心路历程，感受来着大自然的力量，
并寻找我们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本书描述了梭罗在瓦尔登湖居住期间所经历的一切，与周围
农夫、邻里相处，去亲身经历周围的一切，与周围动物互动，
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感受不同世界的对自由的渴望。

读后我也发掘了自己身边的瓦尔登湖，对我来说，大学就是
一个瓦尔登湖，一个全新脱俗的环境。我通过这两个月的生
活我越来越能发掘生活节奏，变得适应和恬然，心境也越来
越好，逐渐开始安静思考很多自己之前不会思考的问题。可
能很多会在大学应接不暇的节奏中乱了方向，而我却借由这
股乱流让它成我我的瓦尔登湖，让我变得更好更优秀。

在大多数人看来，《瓦尔登湖》一本向往平静的大自然，是
内心的向导。其实这个瓦尔登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居之地，
而是可以让精神超凡脱俗的出尘之所，是慰藉心灵的地方。
读这本书或许可使我们在这浮世中释放安静的灵魂，减轻焦
虑，这或许就是“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让我们在大学中保
持一颗平静的心，去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

《瓦尔登湖》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本宁静、
恬淡、充满智慧的书;这是一般超凡入圣的好书，亲近自然的
思想让世界所有的人为之怀念。的确如此，读完这本书的最
大感受就是体会了自然的美好，感觉到心灵的纯净。最喜欢
的是书中的“当农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不见得因此而更
富，反而会是更穷了，是房子拥有了他……”

这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真实写照吗?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电
子产品的普及，手机的功能可谓千变万化，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手机依赖症，当我们空闲时，不玩手机会手足无措，没
有安全感，总觉得错过了什么，我想我们是被这些电子产品



给控制了，是手机拥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拥有了手机。

我们应当适度的远离手机，更多的追求朴素的原始生活，就如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一样，不要为物所困。

兄弟的离世让他难过，但人总要愈伤，他到了瓦尔登湖畔，
在碧水苍山的环绕中，在悲痛之余，开始对整个世界和人生
的思考。

他便是梭罗，《瓦尔登湖》的作者。

那时世人不解，笑他，奚落他，嘲讽他，说他离经叛道，不
识时务，但他不为所动，他心中有一支火炬高举，早已为他
指明了方向。

在瓦尔登湖的日子，他穷尽自然，返璞归真，而思想的深度
却愈发向纵深发展。他在走出了人群，却始终不忘人群，人
权思想之木傲然生长，他远离城市，却挂念城市，环境保护
思想在溪畔源流。日复一日的朴素生活中，他从未停止思考，
他的思想，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也终于实现了蚌育珍珠的
过程。

终于，历史的判官笔是公正的，在那时人眼中卢梭所谓
的“离经叛道”，终在时间的淘洗中散发出属于自己独一无
二的光彩，《瓦尔登湖》的出版，超验主义不断转化为切实
的社会制度。就算总有世人看不得，可又奈何时代的巨轮永
不停止前进。

忆往昔，回首今朝，时代飞速的发展把每个人的时间打散撞
碎，走出机械式的日复一日，当代人是否也需要如“瓦尔登
湖”一般的宁静呢?我认为是需要的。纵使往昔不可度量，但
在当下，我们也总要让自己保有思考的空间，站在以往时代
巨人的肩膀上的我们，看到的，也应该是更大的世界，更广
阔的天空。



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
简化成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一本散文
集，宁静而思，作者在这本书中详细的叙述了自己的思想转
变过程，对与人相处，与环境融合，与人生的思考。感受自
然，摒弃自己浮躁的内心，享受经历人生过程的乐趣。

前段时间工作事务较多读了这本书，当时一读就喜欢上了，
书中开篇的宁静生活吸引了自己。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带给
了我不一样的感动，让我明白原来孤独不是贬义，还有另外
一层含义，工作生活中只要能够忍受住孤独，可以让自己的
心灵得到更多来自于大自然的感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这
让我想到了叔本华的一句话“享受孤独”，两者观点可谓不
谋而合。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如何生活是一个恒久的哲学命
题，而作者梭罗在书中给了很好的诠释。

书中没有华丽感人的词语表达，但字里行间充满作者在处世
之中的淡然、从容。悠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包含了对生
活的热爱。经过了两年的所谓逃离现世的生活，让梭罗领悟
到了生而为人的真谛，也深深的感染了我。

我在读完了这本书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有了一种想法，
也想要和梭罗一样，搬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生活，或者找一
个深山寺庙去修行，也想要让自己彻底地孤独起来，可是现
实的生活还是不允许。无论生活变成什么样子都必须要勇敢
面对、去接受;逃避是没有用的，要积极面对，遵从自己的内
心，享受美好的生活。

《瓦尔登湖》里有一句话：“假如可以证明生活的卑微，那
么就要把生活中所有卑微的地方弄明白，昭示一切人;假如生
活是崇高的，那么去体验、了解它，这样在下一次远游时，
把它如实记录下来。”



我觉得生活是矛盾的，它的确很卑微，但我却不知道哪些地
方卑微。小时侯，生活的卑微就是困苦的家庭还有父母劳累
的双肩，但这种日复一日的卑微却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儿女
长成、又添了新房，这是一种崇高吧!

体验、了解崇高的生活，就必须以卑微的方式去进行，也就
是说，没有卑微就没有崇高。

《瓦尔登湖》里有一句话：“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就决定
了他自己的命运，或者说，指明了他最终的归宿。”

生活中有这么一部分人，可悲的是对自己没有什么看法，就
象一片树叶，任凭风将它吹向哪里，一度的我也是这样的一
片树叶，孤零零随风飘落，有时我想回到温暖坚实的大地，
但风却不止。越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思走，越被伤害的严重。
我想做一棵树，这就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宁可做树而不愿做
树叶。

做为女人我如此悲伤，生活对于我是卑微的。做为妻子我是
卑微的，做为母亲我也是卑微的。在家庭里、在工作单位，
我就如一只卑微的蚂蚁，忙忙碌碌毫不引人注意，这就是我
的生活，但蚂蚁的崇高在于，它在不停地思想、不停地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