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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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心得感悟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感悟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儒林外史读书个人心得感悟篇一

《儒林外史》最深入人心的莫过于范进中举的故事了。

周恩来曾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
名利，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名师点评：《儒林外
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
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他用
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
入木三分。从作者所写的文章来看，说明作者已经对这部小
说有了深刻的理解，从中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就像作者在
结尾写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学习不该为了名利，
而是为了祖国将来的繁荣富强”。

老童生范进科举考试屡次不中，在家中倍受冷眼，丈人胡屠
户更是对他百般呵斥。范进去乡试，因没有盘费，与丈人商
议，怎料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是“癞蛤蟆想吃起
天鹅肉”，还说他“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老婆是正经”，
把范进骂得“摸门不着”。到出榜那天，家中正值无米，母
亲让范进抱母鸡上集市卖了换米。这时传来范进中举的喜报，
范进从集市上被找了回来，得知消息后，竟然高兴得疯了。
还是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了他，治好了疯病。转眼
的工夫，范进时来运转，财源广进，连胡屠户也一反常态，
称他为“文曲星”，称赞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



这个故事极力讽刺了范进对功名的极度渴望和胡屠户那趋炎
附势、“变色龙”的性格特征。在《儒林外史》中，还塑造
了很多同范进一样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打着官府旗号让大
家把钱财交公的王惠，再如为功名不择手段，恩将仇报，抛
妻弃子的匡超人……其实他们都是腐朽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
呀!“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泯没了多少读书人的良知!正如鲁
迅先生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现实生活中，虽没
有人因中了举人而疯疯癫癫，但却有人为了考取博士、硕士
而不择手段;虽没有人仗着学识换来的权势蛮横乡里，但却有
人卖弄自己的知识换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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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乃清代文人吴敬梓所作，以“讽刺”为主感，
表现，反映了明清两代儒生的功名生活，也深刻地揭露了封
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的心理观念的腐朽及科举，礼教和腐朽
事态。

至今仍非常具有警世意义。



既然写读后感，就必写作者经历，以之结合，才可感而写。

作者吴敬梓，一个厌恶世俗，愤度全伦的清代文人，身在官
场的他，更是看透了不知多少沉浮，多少纠葛，也由此着作了
《儒林外史》，此书以故事的形式，塑造鲜活人物，其故事
人物的刻画代表了作者对封建事态的一定看法。

鲁迅先生曾评价此书表述的委婉，犀利却直白，不失为现实
主义文学的经典，可见此书的成功。

读儒史，让我看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顽固不化，吃人，害人。

但更多的是让我思考现在的中国。

现在的中国早不是如以前一般;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高举列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本的国家;现在的中国更是
为中华民族崛起而奋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这令我
们中华儿女感到无比骄傲。

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总还是有一些绊脚石，例如：贪脏腐
朽之风不减，法律体制尚未较为完善，诸多政府机构缺乏监
察，环境恶化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耐心，细致，认真解决的
问题。

“趁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让我们行动起来，
尽己之力，为建设强大，民主，美丽的中国作出贡献。

重复的机构，多余的机构只会浪费钱和造成腐朽。

儒林外史读书个人心得感悟篇三

在一篇篇辛辣的讽刺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旧时被科举毒害
的怀才不遇的人们对封建顽固礼教的不满、愤怒的呐喊。



《儒林外史》，中的周进令我印象很深。刚出场时，周进已
经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在汶上县做了三年西席，学生顾小舍
人都进学成了秀才，他再无资格继续教下去，沦落到薛家集
观音庵私塾中来坐馆糊口，饱受秀才梅玖和举人王进的嘲弄
和冷遇。不久，他被生活所迫替一群商人当账房，路过贡院，
触景生情。大半生追求功名利禄却求之不得与所受过的凌辱
夹杂着悲愤的心情一下子全部发泄出来，化作一厢老泪纵横，
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读到这里，我不禁心感
酸楚，周进只是一个代表，世上曾经有多少人被封建礼教毒
害，又有多少人去钻令人费解的深奥古经而耽误青春，使得
人性荡然无存，尊富鄙贫，社会不得安宁!

周进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
报效!”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可见他已深陷科举毒害中，
不得自拔。这是一种社会“浓厚”的风气。

自此，周进的人生陡然发生了喜剧性变化。如果说从前沉沦
落魄受尽冷眼，此后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中举人，中进
士，做御史，做学道，一路升到国子监司业。他节节高升的
仕途更加显现出世态丑陋，这是对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
的批判。

周进用钱买来了监生，读一个叫范进的老童生的文章。因为
无事可做，便多读了几遍，这才领悟到文章玄机多，变化妙，
加上遭遇与自己甚是相似，马上产生共鸣。从字里行间也体
现出对考场监生的讽刺：他们囫囵吞枣，漫不经心，不识人
才。

其实，从辛辣的讽刺中，我还读到了欣慰的一点，就是已经
有人开始意识到危害，并且想要革命去改变现状，这是思想
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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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这本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作者就是吴
敬梓。这本书是一本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书中写的都
是生活中的小事，应此，这本书就非常贴合生活，让人们都
爱不释手。这本书的作者利用讽刺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混乱
与黑暗。这本书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
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林外史》曾经被大文豪鲁迅先生，给予了“伟大”的美
称。书中的主见都备注中了他的：自吹自擂、自以为是、自
作聪明、弄巧成拙的一面。透视了人的内心的黑暗。在书中
讲述了很多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布衣画家
王冕》了!

里面主要讲了：王冕是一个乡下人，他在放牛的时候看见了
荷花，就画了一幅《荷花图》，他认为画的还不错，就托人
把它送给了知府。知府见这幅画画的栩栩如生，就要召见那
个画家，但他却不来，因为王冕的母亲再三地提醒他不要做
官、不要做官，所以他才没去。为了不缠上不必要的麻烦，
他就隐居山林，再也不出来了!

从这个故事我知道了当时官场上的黑暗是多么可怕!王母权王
冕不要当官也是有原因，真可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呀!
但逃避也不是一种办法，只要人心齐就一定能打倒黑暗!

儒林外史读书个人心得感悟篇四

《儒林外史》可能大家都有所耳闻，课本中“范进中举”便
是选自其中的一段。《儒林外史》中考生们成败后的欣喜与
失落依然在脑中浮现。他们的定式，我不禁反思我明
白，“不应当像他们将书读死、“中举”并不是我的日地。

读《儒林处史》是很久之前的事，那时是父亲所推荐的一本
书,起初我觉得这本书并不怎么有趣，人物关系复杂得很，但
有趣的是将其中搞清楚后一切都如同拨云见日。满头雾水也



是消失不见。

望步小任叙。我用21世纪的思维方式自然无法理解，何必要
做到如此李白从未参加过过科举，整日游山玩水，饮酒作乐
不也过得自在快话。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作官做都不要
为何他们却穷其一生都想做官!后来我明白，范用在中举前家
中无人问津在中举后如何大家都知道，老丈人将来祝福家中
一下什么也都不缺村中人都赶来。可见科举也是好处多多，
不然他们为何如此钟情其中，在我个人看来“中举”并不能
作为我的目地。当然只是在当今社会下，人们思想开放，其
实高考落榜我也不会像他们那般，严重到考到半百之龄。他
虽然“中岸”不是目地我的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离那一天
到来还有不到半年时间，即使考中自然欢喜，落榜也不能放
弃自己对学习的渴望，有句作语:“学到老学到老”大柳就是
这个意思，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走路，吃饭，写字，
说....这么多基础的事情都是通过学习而来，我自然不能像
他们为了富贵而科举。

我应当为了学习而学习从小便开始学习长大后自然不能放弃
学习放弃对知识的敬仰对学识的渴望，对于经验的吸取。以
及向往的心，这是我从《儒林外史》中所得到的，我不能像
古人为中举而学习，我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儒林外史读书个人心得感悟篇五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是清代的吴敬梓，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完
成了这部讽刺小说，书中介绍了王冕、范进、杜少卿、周进、
沈琼枝等人物形象，同时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与封建礼教的
黑暗与腐朽。

《儒林外史》中最令人叹息的人物是匡超人(匡迥)，他本是
一个事亲孝顺、勤奋好学的人，马二先生也尽心尽力地帮助



他，而匡超人却掉进了世俗的漩涡，又结识了潘三这样的坏
人，他还帮着潘三干了两件坏事，当潘三被抓时，他马上与
潘三断了联系，害怕官府查出自己来，这也是不正义之举。
之后，他不但不学好，反而变得爱吹牛，对事不懂装懂，匡
超人最终得到的是名士牛布衣歧视的一笑。匡超人本来很好，
可深受八股文的毒害，又交了坏朋友，落得如此下场。令人
感到可惜!

《儒林外史》中最让我感动的人物是郭孝子，他不怕艰苦，
历尽重重困难千里寻找被迫出家的父亲，可父亲却不认他，
而他却默默无闻的供养着父亲，最终拿到了父亲的遗骨，完
成了自己应该做的一桩心事。

郭孝子是天下难得的孝子。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