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散文的心得体会 杂论散文论散
文的散文(优秀8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记
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一

有两个人的书我总是反复阅读，有时竟达到了莫名崇拜的地
步，一个是韩寒，一个是张爱玲。我最怀念高中时候那个小
书店，小巧精致，有着古今中外的书籍，分量不足，于我已
受用。我实在听不进老师说什么写作文开头要点题，结尾要
照应那样的教诲，我散漫惯了，我搞不懂文不加点天马行空
的去写点东西，为什么非得这样那样的。我窃喜自己始终没
有带着镣铐跳舞。我是仇恨作文才去写文章的，那时我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老师看看什么是文章。我起初自以为高
中语文老师总是那么没有文笔，什么都不会写，却总是有那
么多的写作技巧和理论，总是爱指指点点，后来发现我不是
自以为是，还真的是，他们也就那么回事。我暗言要写篇不
是作文的好文章来打击下老师，却得到评语“这是作文么”，
抑郁之下，我在评语下写道“这不是作文，这是文章”。郁
结于胸的愤懑不过是无非是不认同与不重视。这是我对高中
老师唯一的怀念。耿耿于怀。

逃于作文之外，我读韩寒简单随意幽默谐趣的文字，读张爱
玲主题欠分明的文字。大学时去图书馆总是不经意就拿了韩
寒、张爱玲的书。却因着懒惰成性，每读星星点点就仓促还
之，然后又借，循环往复。因而怀念高中几节课狂读的时候。
我不只一次说过自己所谓的文学梦想已经灰飞烟灭，我只是
游戏于文学的边缘。在磅礴的文字面前，我的所有诉说都是



微乎其微的，我在一个很小的圈子游戏，最初的读者只是我
一个人。我尝试写各种体裁的文字，我记恨以前的“诗歌除
外”，所以开始自己写诗歌，后来发现自己写的一点意蕴都
没有，就改写歌词了。每当听到好听的曲子，我都尝试去写
词，不是宋词的词，我写各种风格的歌，有的很中国风，有
的很简单清新。

《遇见旧时光》《封琴》《江城子》……有时会去小改一下，
暗自欢喜。我有时写不明题材不明主题的文章，我的不明主
题、放任自流、漫无边际，一半源于韩寒，一半源于张爱玲。
我有时写些有关时政的杂文，闭着眼睛说真话。我就自己那
么说说看法，并且我认为是对的，并且我认为我认为是对的，
我闭着眼只是不想管别人怎么看。我写关于领导的恶搞文，
睁着眼说瞎话，很有周星星无厘头感觉，我觉得所有不真实
的在文字里都是一种漂浮的真实，卑微的文字里贮藏着小快
乐。一笑而过。我写有关自己的、朋友们的趣事，以诙谐轻
松的文字漫无边际的畅谈，钱钟书的幽默是不容易看出的幽
默，我的诙谐一眼看穿，欠一层次。前些天才知道自己以前
写的《传奇5616》放到青昱文报上了（文学社没领导通知我
这个同志），我自己写时是偷笑，现在明目张胆的拿出来给
人看，我只有苦笑了。毕竟只是篇谈笑的文字，确实没有登
报的'价值，可能适逢光棍节吧，我写的主题有点符合，就文
字本身而言，我只喜欢自己写的那句“时光很薄，可梦想很
厚……”。我私下里写过小说，从不示人，我想学张爱玲参
差对照的写法，就是葱绿配桃红，就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
华之中有朴素，百般尝试，功亏一篑。我还总把小说里的人
写丢，好像唯一写不丢的就是“我”这个人物。

我从没思考过文坛这回事。因为不清楚文坛是怎么一回事。
听某某作家说，做文学当作家要先接近作协的，我起初听成
做鞋的，我大有站起来问句接近修鞋的行不的想法。后来板书
“作协”，才明白理解谬之千里。现实里急功近利想成名当
作家，每天都有几亿中国人冒出这样的想法。想出名固然是
好的，不想出名的作家不是好作家，张爱玲七八十年前一



句“出名要趁早呀，要是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
快”掷地有声。我想说当作家和进不进作协是没什么关系的，
作协和文坛是两码事，有些老的弱智的人看到韩寒书卖得好，
说“八零后还没进入文坛，没进圈子”，韩寒说“文坛是个
屁”“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
进了文坛不见得非得进作协。作协连个屁都不是。本是闲云
野鹤的作家一进作协就成了闲云野鸭，作家协会就会开会，
人多嘴杂，难怪韩寒不进作协。

写到这突然领悟到没写过文章的高中老师总是教导文章结尾
要点题，照应题目，还需得是凤尾，给人留下好文章的印象。
沉思许久，我觉得自己实在没那个能力写个凤尾，那我能做
的就剩下结结实实的去点下题了。另起炉灶。

我写的是《杂的谈》。才疏学浅，阐之未尽，无需再阐。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二

古典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了解和传承
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古典散文的研读和借鉴，我
深刻体会到了它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它不仅在艺术形式上独
辟蹊径，更能够让人们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启发心灵。
以下是我对古典散文的心得体会。

首先，古典散文融情于景，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古代文人雅
士兼工诗词散文，能够用华丽的文字描绘出瑰丽壮观的景物，
营造出丰富多彩的意境。例如，苏轼的《赤壁赋》通过描绘
大江东去、长天一色的壮丽场景，使人仿佛置身其中，感受
到了大自然的恢弘与壮丽。古典散文的文字之美，如行云流
水，婉转动听，仿佛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展开在读者面前，给
人以视觉和心灵上双重的享受。

其次，古典散文注重抒发主观情感和哲理思考，给人以深沉
的思考空间。在古典散文中，作者往往通过自身的实际经历



和感受，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嵌入到文字之中，表达自己对人
生、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引人
深思，启发读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比如，在《岳阳楼记》
中，范仲淹借劝戒后人的名义，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人们珍惜
时间、追求真理，引发了读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古典散文还以单一的中心意境和审美目标为支点，注重结构
的精美与文意的紧密连接。古典散文在构思上井然有序，富
有层次感。它在结构上往往采用“起承转合”的写作手法，
让人如同行走在一条优美曲线之上，始终保持对文意的紧密
关联。而且，古典散文常常通过线形与面形、点形与面形的
结合，形成字符的排列上的美感。这些结构的巧妙运用，不
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更使得作品有一个清晰的层次
结构，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意。

此外，古典散文重视对时代背景的描摹，能够从中折射出当
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观念。比如在《南京八记》中，王安石
以自己在南京时的所见所闻为线索，写下了一幅浓墨重彩的
南京城市图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古
典散文的描写，往往既真实而细腻，又含蓄而深刻，展现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繁华和多彩。

最后，古典散文在经典文化传承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古代文
人雅士们通过他们的文字杰作，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
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学的瑰宝库。这些古典散文作品无论在语
言表达、思想深度、艺术价值等方面，都为后代学习与借鉴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经验。正因为如此，古典散文在中国文
化传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必将继续引导着后人的创
作与欣赏。

通过对古典散文的研读与思考，我深刻体会到了它对于人的
心灵的启迪与文化的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古典散文以其华丽
的文字、深邃的思考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令人陶醉其中，



让人感叹不已。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与创作中，将会不断
吸收古典散文的精髓，以其为灵感与基础，进一步丰富自己
的人生经历和文化造诣。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三

身处异乡他地，难免产生思乡念友之情。于是，在心渴意殷
之际，便欣然执笔，给远方的父母和天各一方的挚友写一封
信，以此来抚慰干涸寂寞的心。思念是人世间的希望，而鸿
雁传书则是思念之升华，也是连结友情的使者。

给父母写信，常常出于礼仪之尊，由于父母识字不多，只能
工整匀称的书写，横竖撇捺，丝毫不能马虎。而给挚友写信，
则爱一气即兴写成，连打草稿也懒得，这并非懒惰之性，因
为这样，最能直抒胸臆，开门见山，豪爽洒脱。至于笔迹，
那则草得凌乱不堪，根本讲究不了书法。如不细阅，就会读
得前言不搭后语，笑料百出了，这也并非对挚友不尊，而是
知此知彼心照不宣之见证。

常常寄出一封信后，边盼望着家中或挚友的佳音。无奈，有
时十天半月，仍无音讯，常在邮递员送来单位报刊杂志时，
首先关注的便是有没有寄给自己的来信。于是，长此以往，
邮递员便知道了我盼望来信的脾性。如若接到一信，便小心
翼翼打开，生怕弄皱抚脏信纸，格外轻柔的怀着欲要一目十
行一气读完之势，火速粗看一遍之后，再从头到尾逐字逐句
斟酌细看起来，直至末尾尚沉浸在欢快喜悦当中，一行行和
亲切的话语，一句句温馨的.祝福，都给人一种只能意会，难
以言传的愉悦感。

四季交替，节气循环，转眼又是一派明媚的春光之景，高原
的格桑花在春的怀抱里舒展着纤细的腰肢，南去的大雁开始
北归，随着一声声雁鸣，远方朋友给我的来信即将要莅临了
吧！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四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贪睡的我，被整夜的失眠折磨着，心
力交瘁，痛而无奈。今夜依旧辗转。

曾经没心没肺过，曾经心花怒放过，曾经矜持有度，曾经无
所畏惧……而如今，烟火的弥漫愈发迷茫了心智，真的不知
该如何应对这个狡诈诡密的生活了。

源于和文友的聊天，止于习惯性的情感淅沥后不觉间的溪流
纵横了。情感的雷区已经敏感到不可碰触的境地了。

某人曾经是我安眠入梦幸福的伊始，是我梦魇过后轻抚轻拍
轻语轻柔的安慰，也是梦醒的终结和情殇的杀手，心痕累累。

情愫只能入梦，无法纨束入怀。日子便在轰轰烈烈后渐行渐
远的归于平淡，归于漠然，归于无痛无痒的只奔赴生死未知
的方向了。

友感言假如自己的另一半娶了别的女人或许真的很幸福，或
许是因为自己喜欢文字而时常触动了忧伤的蔓延，情感的细
腻在粗糙的.生活中被搓揉的麻痹而卑微，只能把生活中所有
的过错都归结于文字的罪过了。或许吧！生活太平淡了只能
在文字里寻找寄托，浪漫在指尖，温馨在心间，沉醉在浅笑
嫣然的静谧中。

空旷的办公大院，静的出奇，些微的薄凉浸入肌肤。不知这
样无数的“加班”是不是不愿归家的理由，只是清楚这样的
环境真的适合一个人的孤独，远比面对一切熟悉却并不温馨
的一个人的寂寞要好的多。

万家灯火阑珊，迎着霓虹，掠过风的安抚，推开家门，带着
一身的寒意闯入空寂的大厅。打开朋友圈，听到了黄河沿岸
鹳雀楼下“走进山西”里万众的欢呼，也看到了月色轻柔下



的温馨人家。远走的思念和近虐的情怀，莫名的牵挂和淡淡
的离殇，都在夜色笼罩下的寂寞里游走。

“我爱你，与你无关。”歌德让多少贱爱在他的文字里彷徨。
能让一个中年男子在他41岁生日的那天收到一位将死妇人厚
厚的只与爱有关，而与他无关的信笺。挣扎在红尘烟火中曾
经的离人，几经盛世磨难，临死也不曾忘记与他“无关”的
爱，也是旷世今生之奇谈了。这位男子不知是在为当初的分
手痛不欲生，还是庆而有幸，不得而知了。如果当初没有选
择分手，而是继续沉溺在爱的迷情下，生活的索取是不是依
旧不减十八年前的初衷？如果真是，那就只能责怪上帝对妇
人的不仁和对男子的过于放任了。

“答案很长，我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林徽因的答
案，是所有困情女子对幸福渴望的唯一选项。而友的一席话，
却还是不经意的击中了藏也藏不住的死穴。女人好像嫁给谁
都会错。上帝的道德绑架似乎是专为女人量身定制的。不做
家务不相夫教子不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不是贤妻良母，而承担
了一切之后的烟火衰竭了青春限制着锅台熏浓了妆容，牵制
了女人迈出家门的脚步，也放飞和喂大了男人为了“成就事
业”而不顾家的野心。男人不顾家有的是为了事业为了家的
大众理由，不在道德范畴内。

有些风景，只是墙上的一幅画，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来欣
赏，一旦迈开步子，只有遭遇碰壁甚至头破血流的结局了。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的潮湿。其实，好与不好，只有自己最
清楚，根本就没有人在担心你，只是自己在找寻安慰自己灵
魂的台阶下罢了。

“总要有个活下去的理由，努力寻找一段光明，给生活找到
出口。”黑黢黢的囚室，坚壁清野，只有自己求生的心念在
心底蠢蠢蠕动，那一缕外界的光明，带着雨露的润泽，透过
囚窗，鼓舞着生的贪念，砥砺着冲动的勇气。我明白，光明



总会被黑暗驱走，孤独终究又会回来的。

屈从于不顾家的男人，每个善良人的规劝如出一辙：“年龄
大了就会收心养性了。”对于这种无限期的宽慰，一直沉溺
于渴望再度年轻的绝望里，而友的醍醐灌顶竟然是“盼望着
老去”！为了渴望一份收心养性的幸福，竟然盼望让时光飞
逝，坚定一份有望所归的方向，而不是如我一样在绝望谷里
沉沦。如友所言，活的好悲催！

弱水三千，一瓢之饮。一夕感动，一念留白。已过谈爱的季
节，守望幸福便是永恒的话题。曾经因了一句“何止是今生，
还有下辈子。”而感动的涕泪湿巾，溺亡在爱的漩涡中，过着
“有情饮水饱”的贫贱生活。时过经年，无情烟火的季节只
留下岁月回味的念念不忘了。

一寸屏幕，便是一个世界，一声叮咛，便是一方晴空。曾经
一度好梦中的“晚安”，也在不同频道的调节中错过了太多。
等待中的问候，在复制过来的微笑中用五味杂陈酝酿着明天
的甘甜与苦涩。晚安难安，早安到来，生活却已是疲惫。

烟火浓情，烟与火的距离，只是一个抬头和一份勇气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是一个屏幕和一层隔膜的距离了。

一掬温暖，一缕墨香，一份牵挂，一梦思远，一个怀抱，一
份感动，一份收获，一种奢望。诗和远方的期待，不如有你
的陪伴。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五

教师是祖国建设的栋梁，是学生成长的导师。在教师这一职
业岗位上，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师德，同时也
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表达能力。作为一名教师，平时
我们除了教授学生知识，还可以利用散文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和体会。下面，我将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阅读体验，分享



一下我对教师散文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构思与创新

教师散文的内容涵盖广泛，可以从自己的教学生活、学生的
趣事、社会热点、教学理念等方面入手，既可以从现有的故
事中借鉴，也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写出独特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思维和文笔，将自己的思想通过文
字呈现出来。

第三段：深入思考与情感倾诉

教师散文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形式，更体现了教师的内心世
界。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对教学实践做出深入的思考，检视
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是否合理，也可以借助文字表达学生、
家长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和关切。同时，也可以倾诉自己内
心的情感，如对学生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生命的感
悟等，让读者感受到教师的真情实感。

第四段：艺术表达与审美观念

教师散文的写作技巧需要以艺术表现为基础。在创作过程中，
要注重文字的表现力、形象化、具体化和立体感，营造出具
有艺术感染力的气氛，让读者产生共鸣与情感共鸣。同时，
也要注意审美观念的塑造，尊重读者的审美感受，避免写作
中的庸俗和浅薄。

第五段：人生感悟与社会责任

教师散文最终还要落实到人生感悟和社会责任。在表达自己
的体验和感受的同时，还可以加入教育思想和人文精神，引
导读者思考人生人情，提高教育意识和文化素养。同时，也
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总之，教师散文作为教师生涯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既可以借
助语言，呈现出教师的思考和心情，也能以此传承人文精神
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相信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教师散
文将会越来越被重视和重要。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六

教育是伟大的事业，教师是承担这一重任的人。作为一名教
师，我深感责任重大，也深谙教育的难度和挑战。下面，我
想就我所学到的一些教师散文心得体会，简单地谈谈我的想
法和体会。

一、思考教育的目标

一个好的教育，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
提高学生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
力和合作精神。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尊重学生的差异化特点，为每个学生创造适合自己的学习环
境。

二、注意教学方法的选择

教育方法是教师所采取的教育手段和途径，合理的教育方法，
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对于
不同年龄、不同学科、不同课堂环境的学生，我们应该采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注重互动和反馈，让学生在互相学习、互
相关注的氛围中享受到学习的乐趣。

三、重视教师的角色

教师在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知识的
传递者，还扮演着导师、指导者和朋友的角色，在教育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应该注重自身的专业素养，不断学
习、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态度，提高自己的教育



水平。

四、强调教育的人文精神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传递人文精神。人文精
神是教育理念的核心之一，它通过情感和体验的途径培养学
生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养。教师应该注重对人文精神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和道德水平。

五、倡导教育公正

教育公正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教育的均等性、公正性
和公平性。教师应该坚持教育公正，不偏不袒、不歧视任何
学生，为每个学生创造公正的学习环境和公正的机会。

在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成长，也看到自己的优点和
不足。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该不断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和
教育理念，不断服务于学生和社会，为人类的未来贡献自己
的力量。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七

保持充足睡眠

夏天昼长夜短，天气闷热，很多人长期睡眠不足。处暑后天
气变凉，就该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尽量争取晚上10时前入
睡，并要早睡早起，以提前进入“备战”状态，防止上班犯
困。也可以适当午睡，这样利于化解困顿情绪。

饮食尽量清淡

保持饮食清淡，不吃或少吃辛辣烧烤类的食物，包括辣椒、
生姜、花椒、葱、桂皮及酒等。



从中医上讲这些食品容易加重秋燥对人身体的危害。适量增
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如鸡蛋、瘦肉、鱼、乳制品和豆制品
等。

不吃油腻食物。油腻食物会在体内产生易使人困倦的酸性物
质，应少吃;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有利于提神醒脑。这是因
为果蔬中的维生素作为辅酶能协助肝脏把人体疲劳时积存的
代谢物尽快排除掉，同时蔬菜和水果为碱性食物，其代谢物
能中和肌肉疲劳时产生的酸性物质，使人消除疲劳。

加强体育锻炼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锻炼以早晚为好。只有体能充足，才
能战胜季节交替时身体的不适。

登山、散步、做操等简单的运动有助于情绪平静解除秋乏。
伸懒腰也可缓解秋乏。即使在不疲劳的时候，有意识地伸几
个懒腰，也会觉得舒适。伸懒腰时可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
肺挤压，利于心脏的充分运动，使更多的氧气能供给各个组
织器官。

室内养植物

“秋乏”状态与人体缺氧有一定关系，因此，室内适合放置
一些能吸收二氧化碳等废气的花草。宜选择盆栽柑橘、吊兰、
文竹和绿萝等。办公室养芦荟和吊兰，它们能在其新陈代谢
过程中，把被认为能致癌的甲醛转化为像糖或氨基酸那样的
天然物质。

上面所介绍的就是春困秋乏怎么办了，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
其实春困秋乏是可以解决的，要在平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还要有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仅能够恢复体
力，保证健康，还能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要养成良
好的睡眠习惯是很重要的。



读散文的心得体会篇八

散文，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创作的文学体裁。在一段文中，
通过文字的纪录与抒发，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考。
而散文坊，则是一个向广大读者开放的平台，让每个人都能
尽情地倾诉与分享。在这个充满艺术与创造力的空间中，不
仅仅是文字的交流，更是一种心与心的连接。作为一位参与
者，我从散文坊之旅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体会。

第二段：倾听他人的故事

散文坊是一个汇集了许多不同声音和故事的地方。通过在这
个平台上阅读他人的散文作品，我有机会倾听他人的心声与
故事。每个人的散文都有一个独特的背景和感悟，通过读者
评论与交流，我不仅能够领略到不同人生的酸甜苦辣，还能
通过这些故事更好地认识自己。散文坊让我明白，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我们应该尊重和包容不同的
声音。

第三段：分享自己的故事

在散文坊上，我也有机会将自己的故事与感悟分享给别人。
通过文字的表达，我可以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考以一种艺
术的方式展示给他人。与他人的交流，不仅可以获得一些指
导与鼓励，还能够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我发现，将自己的
故事分享给别人，不仅可以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还能够让
自己更加了解和认识自己。

第四段：赏识他人的创作

在散文坊中，我也有机会欣赏到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这些
作品通常能够以简洁、生动的语言，传递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我欣赏那些把平凡生活中的琐事凝聚成文字的作品，也喜欢
那些让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的情感故事。通过赏识他人的



创作，我受到了启发，学习到了更多的表达技巧和写作技巧。
赏识他人的创作，不仅可以让我从中得到乐趣，还可以提升
自己的写作水平。

第五段：坚持写作的力量

在参与散文坊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坚持写作的重要性和力
量。只有坚持写作，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和创作能
力。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学习，我认识到写作是一个不断进
步的过程。每一次的写作，都是一次思考和沉淀的过程。只
有坚持和努力，才能够在散文的道路上不断成长。散文坊给
了我一个磨练自己写作技巧的平台，正是因为这个平台的存
在和鼓励，我才坚持写作，不断进步。

结论：

通过参与散文坊的活动，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与体会。
我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故事，分享自己的故事，赏识他人的创
作，还认识到了坚持写作的力量。散文坊是一个能滋养心灵
的地方，它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我在文字的海洋
中追寻自己的心灵印记。通过散文坊，我更加热爱写作，更
加热爱文字，也更加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