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世说新语读书心得(大全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一

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
悉掷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
致书邮。”

读书笔记：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殷羡
做到了前两句，忽视了后一句。不过道家向来都是视名利如
浮云，视仁义如粪土也。“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唯性之
所在!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
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
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读书笔记：这则故事，只要是读过点书的中国人，几乎都知
道的。你如果做过这三件事情：冬日品过酒、深夜吟过诗、
踏雪访过友。那么，你一定可以对子猷的情致领悟一二了。
我们所缺乏的不过是子猷的“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顺从
本心本性的生活情致罢了。我们做任何事情目的性都太强，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深不知没有结果的结果有时候是最好的
结果。至少可以留个念想!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二

看到《世说新语》的书名，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高大上”
的感觉，甚至认为这是一本现代书。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说
《世说新语》编于南北朝时期，是一本收录历史故事的书。

最终拿到这本书，我翻了翻，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啊?这本书不是收录故事吗?怎样全是文言文!我对文言文并不
感兴趣，觉得没意思，便把它放下了。可再回头看时，却被
它深深吸引了。

原先《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章，每个章节都记叙了一种思
想或行为，收录了必须篇数的历史小故事。而每篇故事下头，
都标有注释与译文。这下我就能阅读了。

那么，《世说新语》都讲了些什么?它里面有许多脍炙人口的
名人轶事，比如管宁割席、广陵散绝等，还有许多我从来没
有听说过的故事。通读下来，真是收获多多。

读了这本前无古人，也许会后无来者的好书，我心中真是感
慨万千。

首先，这本书编得十分好，它把历史浓缩成短小精悍的'小故
事，让人读起来就好像在看一本故事书，而不是单调的历史
记载。并且它把诸多故事进行了分类，分成三十六章，让人
查阅起来很方便，一目了然。

其次，它经过故事传播着道理，看着一个个形象生动的人物，
我们就会明白，哪些人是学习的典范，哪些人是“负面教
材”。

《世说新语》让我眼界大开，没有想到历史遇见古文竟然能
碰出知识的火花。真心期望大家一起来读这本好书，感悟我
们中华民族悠久的礼貌历史!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三

《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王朝，作者是刘义庆。南朝宋
这个朝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我个人觉得是属于夹在中
间的一个朝代，南朝宋（420—479）的开国皇帝是刘裕，这
个朝代历经了九个皇帝，是南朝四个朝代里面最久的一个朝
代，也是一个历经繁荣发展的朝代。

刘义庆这个人呢首先是属于帝王家族的子弟，其次是一个文
学家，他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各种平常老百姓接触不到的资
源，因此我说他的发展起点肯定相比一般人要高很多，加之
本身刘义庆天赋异禀，被他的伯伯皇帝宋武帝刘裕称为“此
我家丰城也”，所以可以看出刘裕是多么的喜欢这个侄子。
刘裕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大官，深受皇帝的喜爱，基本上都是
属于近臣一类的人，二十七岁就做到了副宰相的位置。刘义
庆这个人很聪明，善于思考动脑子，很能审时度势。刘裕死
后，宋文帝刘义隆登基，刘义隆这个人很缺心眼，猜忌心很
重，对朝臣这些人很有戒备之心，登基以后就大开杀戒，反
正是杀了很多臣下，刘义庆呢虽然是天子庇佑下的爱臣，但
是面对这样的大开杀戒也招架不住，也怕不小心掉脑袋，他
处处谨小慎微，当他发现祸事即将到来的时候立即“乞求外
镇”，跑到外地去做官。我认为刘义庆这个人生在了一个好
时代而不是一个坏时代，他以史为鉴，知道前朝死在政治的
风波里面的冤死鬼多如牛毛，因此见好就收，最终不至于死
于刀斧之下（元嘉21年病逝）也是死的年轻。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四

读了整个暑假，我终于把那本超级后的世说新语给读完了，
真爽，不过也挺累的。世说新语里的故事真的很多，有的长
如龙，有的短如蚁，不过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你一个道
理，虽然很枯燥，但它毕竟是一本好书啊，接着读吧!

作为一篇教育方面的书，刘墉的《世说新语》实在有别于传



统意义上的教育书籍，确实文如标题“新语”。他用最朴实
生动，形象有趣的语言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小事件，小故事，
而这些文章都显示了他对教育的态度与思考。读来令人深思，
发人深省。

看了他的文章，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待孩子的那种态度。
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宽容”。现在的社会主流文
化早已不在倡导“严师出高徒”的方法了，那么作为老师或
家长，到底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小孩子呢?刘墉给我们提供了一
种方向。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五

诚信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如果你勇于说真话，那么你纯
净的心灵将得到升华，反之，你的良知便会向黑暗的地狱靠
进一步。在《世说新语》中，一篇篇小故事告诉了我们诚信
的重要性。

陈太丘与友期行

在陈太丘与友期行中，友人过了中午还没来，太丘便离开了，
走后友人才到，元方和友人的一番对话，让友人感到无比的
惭愧，这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陈太丘依照约定行事，
当他的朋友失约时，他决然离去一点也不姑息，这父子二人
身上提现的'是古人崇尚的做人要以诚信为本质观念，春秋时
期政治家管仲说：诚信是天下的关键，孔子也说：做了个人，
却不讲诚信，不晓得那怎么可以，譬如大车子没有安横木的
犁，小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辄正因为诚信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
根本，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以古代有很多不重千金重一诺
的美谈。像陈太丘的友人，自己言而无信，失了约不自己反
省，反而责怪别人，他被有人抛弃，受到儿童蔑视，实在是
咎由自取。

诸葛亮解字



诸葛亮在吴国时，一次朝堂大会上，孙皓问他：你的字是仲
思，你思的是什么呢？诸葛亮回答：在家里思的是孝敬父母，
侍奉君主思的是忠诚，交友思的是诚实，如此而已不管是侍
奉君主，还是交友的路上，都找不了诚信，诚信是我们人与
人之间和谐共处的桥梁，是我们彼此的信任。

王朗渡船

华韵和王朗一起撑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韵
很为难，王朗还说：幸好船还宽敞，有什么可为难的一会贼
寇要追上来了，王朗想丢下刚才搭船的人，华韵说：刚才我
之所以犹豫，正是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纳了他来船上脱身，
哪里能因为情况危急就丢下他呢王朗开始乐于助人，但在危
难时，却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而华韵当初就谨慎地抉择是
否帮助别人，一旦决定帮助，就要坚守诺言，不离不弃，在
当今社会中，有些人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但往往因为受不
了利益的诱惑，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有些人，平日虽默默无
闻，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才是我们应该效仿与
学习的对象。

诚信是我们成功路上的关键一步，我们必定成功，我们注定
辉煌。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六

你看过《世说新语》吗?这本书不仅讲述了许多经典故事，还
告诉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我可喜欢啦!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庆义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主
要记载东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的遗文轶事，所涉及的
人物不下五百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全都记载
在列。正因如此，它成为了历代文人百读不厌的书。

这本书收录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人轶事，比如：三年级学过的



《王戎不取道旁李》，这个故事对比鲜明，充分表现出王戎
善于观察、独立思考的特点。升至初中，我们将会学到《咏
雪》、《陈太丘与友期行》，将会认识拥有"咏絮之才"的谢
道韫和维护父亲尊严、知书达理的陈元方。

这本书编得非常好，它把历史浓缩成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
读这本书，让人感觉就像在看故事书，而不是单调乏味的历
史记载。里面的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其中，有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典范。书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古时儿童，他
们有的孝顺明理，有的聪明机警，还有的才华横溢。八岁的
范宣误伤手指，放声大哭。旁人以为他是因疼痛而哭，他却说
“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可见他是一
个多么有孝心的人。说起王羲之，大家都知道他的书法笔法
精妙，不过，小时候的他还有临危不乱、急中生智的一面呢!
一天，小王羲之在帐中偷偷听到大将军与人密谋叛乱之事，
担心被灭口，“乃阳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因此躲过了
一劫。谢安的侄女谢道韫，小小年纪就才高八斗。当谢安问：
“白雪纷纷何所似?”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
却形象地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多有意思啊!

《世说新语》不仅让我了解了历史，拓宽了我的知识面，还
提高了我的文言文水平。真没想到，历史遇见小古文，竟然
碰撞出如此激昂隽永的知识火花。

近日读了《世说新语》这本书，感触颇深。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诸侯王刘义庆集合众多文人编写而成，
主要记载东汉至东晋时期之名流的言谈、秩事。全书共三十
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内容涉及思想、经济、军事、文化、
政治等。书中的每一条都深蕴哲理。

读《世说新语》，我们要看到其好的地方，比如在政事门中，
何充对前来清谈的王濛说：“我不看此(公文)，卿等何以得
存!”意思是：我不看这些公文，你们怎么能生活得下去呢?



这就告诉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干出实际成果。还有一条，
在言语门中，王羲之对谢安说：“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
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意为：如今遭逢
丧乱，遍地都是战垒，应当人人奋力报效国家。如果清谈玄
虚，荒废公务，文章浮华，妨害要事，恐怕不是当今所应该
做的。这就是务实的精神，这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世说新语》并不全值得我们学习。例如对于德行门
第十四条中“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意为“知道后
母把他恨得要命，就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自己。”这件事
虽然在古代是值得写进书中的，更值得众多人为之学习，然
而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则体现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
酷，应该予以批判，更别提学习了。另外一个需要审慎对待
的是清谈。清谈，作为一个风靡三百多年的怪现象，其实质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或辩论。在清谈的过程中，往往
产生一些巧妙的问答，这些都被记录在言语中。虽然在古代，
清谈是很高雅的事，许多人求之而不得。但是，清谈得过了
头，荒废了正事，只有嘴皮子利索，最后变成了“清谈无
为”甚至“清谈误国”，那就不是所要学习的了。后来西晋
灭亡，太尉王衍被敌军所抓。他本是清谈名流，面对敌军，
却推说自己清谈无为，还写信给敌人，劝其称帝，期望获得
赦免。这个时候，清谈有何用?玄学有何用?脚踏实地地干实
事才能解决问题。

透过《世说新语》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魏晋时代的风
土人情，也能在其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我们值得吸
收的。《世说新语》需要批判地看，要从正面看，也要从反
面看。

上的引领。但在带班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的愿望虽然非常
美好，却难以付诸实践。当某个学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
相同的错误时，我会气愤于他的不懂事理，会恼怒于他
的“顽固不化‘，于是原本的耐心宽容就会演变为怒不可遏
的指责，原想拥有的气质风度也会荡然无存，不仅自己会恼



怒地伤肝伤肺，也会在无意中伤害学生，起不到教育的效果。

古人说”明刑弼教“，也就是说刑罚的目的是帮助教育。作
为老师，要懂得处罚的艺术，最重要的是注意掌握分寸，体
现合理公正的原则。处罚时要依据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情
节，以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来决定给予必要的惩罚。切不可
简单化，”一刀切“。更不能因为对学生的偏爱或成见，造
成处罚的失衡、失当。 其次，处理事情面对学生要有一定的
原则，让学生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不管学生是有意还
是无意中违反了既定的原则，都应该让他们勇敢地承担起责
任。再者，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点，作为老师应该善于
捕捉每一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
科曾经有这样一句话：”用放大镜看学生的优点，用缩小镜
看学生的缺点“，所谓”赏罚分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最
后，我们要给学生犯错的空间，身为教师，不要想着自己的
一番苦口婆心的谈话就能让学生大改以前懒散的模样，多点
时间，多点劝慰，多点理解，才能让学生慢慢地纠错成长。

教育之路漫长曲折，教育方法丰富多样。但面对不同的个体，
教师需要学习着拥有比家长更多的策略和方法。而《世说新
语2》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现在的学生，明白了怎样将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结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且让我们反
思学习着在教育之路上前行，让我们”艺术“起来吧!

世说新语里的故事都是通过一件小事来反映一个人的品德，
比如说他孜孜不倦、礼贤下士、读书很用功等，我也记不住
那么多。世说新语李的文章都是文言文，文言文就是古文，
我们学生很烦的那个文章。

我们要学习他们好的品德，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刘墉的《世说新语》应该出版已经很久了，很不好意思，只
是上星期才看到这本书。



今天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刘先生改动的一句话：“人
无近忧，必有远虑。”放在近前的问题不解决，实在是可怕
之极的。如果解决眼前问题不用长远眼光，就会是“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了。

有意思。刘先生同时推荐还有孔子另两句话：“君子有不幸
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行险以侥幸。”

任何一个成功都不是无意做的，努力才是根本啊。

刘先生推荐的登山领队的也值得珍惜：“已经熟悉的路，作
进一步打算;不熟悉的路，要作退一步打算。”经典的风险控
制论。

读书才是硬道理啊!那些实用的原理或行为的结果，要靠自己
去力行，恐怕做不了几件事情。顺便记录一下读来的句子。

庞加莱说：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原始动力来自于自然本身的
美。

狄拉克说：我认为哲学永远不会导致重要发现，它只是人们
谈论已发现事物的一种方式而已。

狄拉克给莫斯科大学的黑板题词：任何物理学定律都必须具
有数学美。

在阅读以及听骆老师讲解《名教与自然》过程中，我注意到
魏晋文化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王弼。于是查阅了一些
资料，了解了一些相关王弼的信息，以下便是有感而发。

骆老师的《世说新语精读》一书中提到名教源于孔子的正名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骆老师讲的理念与实存，
用理念来规范事实;而道家却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而王弼从哲理的高度讲这两者结合成了一体，认
为名教出于自然。我个人认为这既体现了他作为玄学创始人
的思想，也是当时魏晋士人思想的写照，对思想文化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粥未弱冠，往见之。
晏闻粥名，因条向者胜理语粥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
难不?”粥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粥自为客主数番，
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王弼口才出众，辩得
众人理屈词穷，自己还罗列观点继续佐证。王弼是当时最杰
出的清谈家和哲学家。由此看出当时文风还是很盛的，而且
清谈相当流行，士人们都崇尚这样的风气。

而在宣扬玄学的过程中，王弼提出的关于家族制度中等级关
系的“分”与血缘关系的“合”，就是在相爱中有敬，在同
中有异，形成和谐的社会整体，体现了当时普遍奉行的家族
制度的价值取向，可见魏晋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被受到了玄
学的影响。并且在世说新语玄学与清谈的过程中，不仅体现
了名教与自然和和谐统一，更协调了儒道文化，促进当时人
们的思想的思想融合。

由此，王弼等人创始的玄学正始之音开始了魏晋清谈时代。
从此，评论人物着眼于谈论和义理，即不仅看人的谈吐辞藻，
而且要看他对义理的领悟，而王弼等人也被后世名士奉为榜
样。魏晋人士对正始谈风之仰慕，于此可见一斑。

简文帝这种适应环境，创造坏境，满足的心态可以令我们学
习。文中简文帝说：“会心处不必在远。”这句话的意思是：
“让人赏心悦目的地方不一定在远处。”简文帝的这句话让
我想起了一句很流行的现代语，那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
前，”这一句话。有的时候，人们总是把事情或目标看得很
难，或定得很远，其实身边就有美，我们为什么不贴近生活，
切合实际，真实地去看看这个世界呢?有的时候，有些东西，
有些事情，我们有可能很努力也得不到它，因为现实摆在那



里，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失去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失
去一些你曾拥有过的美好，我深刻的觉得要珍惜当下所拥有
的，其实幸福很简单。

在学习中，我们也要学习简文帝这种创造环境的能力，赏心
悦目的地方不一定在远处。我们经常会带的作业去旅行，在
旅行时的一些时候，爸爸妈妈便会督促我们写作业，我们有
没有说过：“这么好玩，喧闹的一个环境，你觉得我能写成
作业吗?”为什么这时我们不能像简文帝一样，没有环境，那
就去创造环境。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例。我
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姐姐，学习成绩十分优异。在圣诞节那天，
学校放假了，学校里所有的情侣都出去happy了，但唯独她
拒绝了男友的邀请，独自一人留在了宿舍。她远离了世间的
嘈杂与喧闹，尽管窗外的嘈杂声不断传来，但她静下了心，
使她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事后，她说：“当
窗外嘈杂喧闹，我能避开人间的男欢女爱，静下心来，写一
篇文章时，那是一种新的领悟和新的境界。”我深深的折服
于她，折服于她这种创造坏境，淡泊的人生精神。

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人人都说好的，对于你来说，不一
定是真的好，只有是你内心深处想要的，对于你来说，才是
好的。珍惜当下，其实眼前的也很好，如果没有环境，我们
何尝不能创造环境呢?我们要相信，“会心处不必在远。”其
实幸福很简单!

《世说新语》讲的是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赎之，
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刘道真，姓刘名宝，字
道真，性格豁达，通经史，精音律，善长下棋，并且智勇双
全，在扶风王司马骏府内担任从事中郎，后担任侍中、安北
大将军，后来由于戎卫北境有功，赐爵为关内候。这里"徒"
字意指服劳役的犯人，"既而"意指不久。这篇文章的意思是：
刘宝曾是服劳役的犯人，司马骏花了五百匹布将他赎了出来，
不久后又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当时人们将这件事传为美谈。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并没什么感受，但当我读了5遍6
遍乃至10遍时，就有了深刻的感受。我十分佩服司马骏的这
种做法。首先，他能够不计刘宝以前犯过罪，任用刘宝，给
刘宝用武之地，其次，司马骏花重金将刘宝赎了出来，可以
说是对刘宝有恩，让刘宝死心塌地为自己做事。即便将来刘
宝势力过分强大，也总会卖个人情。这件事传为美谈，又的
民心。司马骏做这件事心思慎密，一举多得，我很佩服。他
的这一做法也似乎效仿了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齐桓
公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而司马骏也在宗室中变得最为俊望。

生活中，我们也切不可因为他人曾有过什么过错或是做过什
么不好的事而一直对他心存不满。平等待人，往往更容易发
现他人身上的闪光点。同样，做错事的人也不能过分自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不改。
我们应有的是积极向上、改正错误的态度。

这个暑假，我读了《世说新语》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刘
宋临川王刘义庆，整本书共36门学说，1130则。主要记载了
东汉末年至刘宋初年300年间的人物故事。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
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
这本书是好多典故的源头，比如我们课本所学的“未若柳絮
因风起”。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其中，我觉得最富有哲理性的是记录晋人谈话的“言语”。
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口吃的邓艾，自称时便经常重复说
“艾，艾……”经常这样，难免被人取笑。有一次连晋文帝
也和他开玩笑：“你总是说……艾，……艾，究竟是几个艾
啊?”邓艾没生气，也没尴尬，镇定地回答说：“凤兮凤兮，
本来只是一只凤。”借孔子之言说明自己虽然常常连说“艾，
艾”，但只有一个“艾”罢了。

正因为《世说新语》有这样的特点，明代的学者胡应麟才如



此评介《世说新语》：“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
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今之绝唱也。”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七

我看罢《世说新语》的“文学第四”，心中有一种很不爽的
感觉。这种不爽产生的原因就是太多魏晋的古文人实在是太
令人失望了：每天除了辩论就是辩论，用华丽的辞藻去攻击
别人，自己辩过他人就沾沾自喜、贬低别人;辩不过他人便讥
讽他人，不愿面对自己的失败。实在令人作呕。

殷浩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经常滔滔不绝地和别人辩论、清谈
玄理，自己水平不够高深，还依旧大言不惭的和别人辩论着，
所以经常遭到同代人的鄙视，还依旧和支道林这样的”伪高僧
“辩论，让人看着和狗咬狗没什么区别。

可能说得有点重了些，但这些所谓魏晋名士确实令人失望，
辩论来辩论去，争名来争名去，又有何用?问了很多同学，连
支道林，殷浩等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古人是多么悲
哀呀!自己活着的时候争到一点名声就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能
够留芳千古，哪想到后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可笑，可悲!和
同时代的陶潜相比，实在是太过于肤浅了。陶潜也没有争名
也没有辩论，就是过着自己的田园生活，表达出自己对于生
命的思考，反而为后世所称赞，所景仰。

这其实也能说明只有那些真正不求名利，能够表达出自己内
心的思想的人，才能叫做文人，能够被世人所铭记。而那些
装模作样，做学问只求名利的人，虽然表面叫做文人，其实
也就是打着文人的幌子来捞名利、捞虚荣心的牛鬼蛇神罢了。

仅是个人见解，持不同意见者可以反驳，我虚心接收。我觉
得我并不像支道林等人一样不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八

刘墉的《世说新语2》之教育秘笈，在我的空闲空余总算读完
了，但久久地让我回味其间。书中对“新新人类”的了解，
我亦颇有慨叹。“他们或许动作不快，起床也不快，但他们
的观念灵敏、转变得快、适应得快。”一点没错，就拿我女
儿来说，看似动作很慢，起床时叫来喊去的，但是对社会的
前进事物说起来让人又另一种看她的眼光。她学了法语后，
了解了一些法国风情，就餐时，便侃侃道来；去了趟日本，
就会告知你日本人的日子办法，没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有时
还时不时地议论一下某些社会现象。这便是“新新人类”。
当然，书中谈到的许多的观念，我都很附和。我自己也是教
师，但随着孩子的生长，社会的前进，如同自己的教育办法
越来越限制了，办法越来越单一了，因而，和孩子的间隔越
来越远了。我常常考虑自己的教育胜败，所以，通过各种途
径和办法来寻求适宜我孩子的教育办法。读了这本书，对我
颇有启示，我国的家长对孩子太多的.幻想和规则，所以捆绑
了孩子幻想的空间和开展的渠道，当然或许是某个衡量的标
准，使家长没有办法挑选，只需听之任之。想想现在的青少
年违法，青春期孩子的背叛，网络问题少年，我们做家长的
真应该从头审视自己的教育思维和办法，在孩子生长进程中，
是十分需求我们家庭的协助和协调，是十分需求与校园教师
常常的交流。有的家长常常认为校园教师怎么怎么，却没有
问问自己的责任尽到了没有，总是认为，孩子到校园就应该
遭到出色的教育，却疏忽了家长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个别生
长的空间是极端重要的，能够暴漏出他内心深处最底层的东
西。

现在我教育的观念在逐步改动，教育的办法在逐步改动，我
发现孩子又乐意与我走近了，常常把她的喜怒哀乐告知我，
我欣喜万分，这是对家长的信赖。

书中谈到的“年青人要有探究的权力”“子弹准备好”，我
极端欣赏。孩子在生长进程中，实践上便是累积的进程，为



自己贮存一种能量，为自己沉淀一些常识，为自己储藏必定
的才能，到时机降暂时，你便会挑选适宜自己的渠道大显神
通，而非有了适宜的时机，只能望此兴叹。文中又谈到来太
原产生的事，让我这个太原人引以自豪，尽自己的才能为他
人做一点点事，便是储藏生命的价值，也是谋福子孙后代。
我想到了本来的一位年青的搭档，曾协助那些特困家庭的孩
子读书，几回辗转去山区看望那些孩子，那么，她的这份爱
心，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孩子，也会成为有爱心的人。教育真
是一个永久的论题，一起也充满了魅力。

掩书深思，我们的家庭要太多地重视孩子的健康生长（生理
和心思），要为他们发明一种宽松，一种调和，要启示他们
把常识变成技术，把思维变成视界，体会与爱惜生长中的困
难，清晰自己的前行方针，无论怎么，只需不断坚持，总有
完成自己的一天！

世说新语读书心得篇九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撰写（一说刘义庆组织
门客编写）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
作。读书是精神上的粮食，读书能扩大人的知识面陶冶人的
情操让人明真理，辨是非。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世说新
语读书心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
考！

暑假我接触到了《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都是一则则小古
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几则我最喜欢的
小古文：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
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
弟。”意思是陈纪的儿子陈群很有才华，与陈谌的儿子陈忠
都说自己的父亲厉害，一直都不能下定结论。于是就去问陈



寔，陈寔说：“元方作为哥哥，不要难为弟弟。季方作为弟
弟，不要难为哥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要和
睦相处，团结友爱。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
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
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意思是管宁
和华歆一起在地里锄菜，见到地上有块金子，管宁照样举起
锄头把金子当作小石头，而华歆是捡起来然后再扔掉。两个
人以前同坐过一张席子读书，外面有官员驾着车通过，管宁
似乎没有察觉到，依然津津有味地读书。而华歆却兴致勃勃
地跑出去看了。于是，管宁割断席子说：“你和我不是同道
中人。”读到这里仿佛眼前都能出现管宁气愤的样子，割席
分作的典故就出自这里。

还有一则故事是：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
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
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意思是王戎七岁时，
曾经与很多小孩子玩。他们看到马路上有一棵李树，李树上
结满了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孩子们都去抢李子，只有王
戎一个人没有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王戎说：“马路上
人这么多，要是好李，早就被人摘光了。一个人尝了以后发
现果真是这样。王戎小小年纪真是洞察入微，无比聪慧。

顾长康啖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意
思是顾恺之吃甘蔗，先吃甘蔗地末梢，人家问了以后顾恺之
说：“先苦后甜，渐至佳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先吃
苦，有苦才有甜。

《世说新语》是非常适合每日诵读，读起来很押韵朗朗上口。
家里人也很喜欢听我摇头晃脑念文言文，往往只言片语就可
以鲜明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特征。几句话就讲完一则小故事，
让大家伙听后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古人写作的魅力。



《世说新语》是一部专门记叙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高士名
流之言谈举止的小说集，向来被视为魏晋「志人」小说的典
范。在世说新语以前，也曾出现过不少轶事小说。今天所见
的世说新语虽然已失去原来面目，但从其流传来看，还是较
为完整的，也透露出它在历代普遍受到重视的价值。在魏晋
南北朝的「志人」轶事小说中，世说新语因其广泛丰富的内
容涵量和纯熟精美的语言艺术，被推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承先启后，不可忽视的地位。

我对德行方面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名与利往往是人的动心之
处，举例来说，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
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一块金子 管宁毫不动心，把黄金当作平常
的瓦石一样的挥锄耕耘。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
才又丢弃。后来有一次， 两人曾经共同读书，一位做官的人
乘车而过，十分热闹。管宁读书如故 而华歆却心慕虚荣，搁
下书本，跑到门外去观看。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而
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歆为了一时的名和
利，而失去他原有的德行，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
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
出来的。

这本书将对我的为人处世有一定的帮助，我现在虽然已经年
过花甲，但是还是要学习这些道理的。

《世说新语》是一部专门记叙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高士名
流之言谈举止的小说集，向来被视为魏晋「志人」小说的典
范。在世说新语以前，也曾出现过不少轶事小说。今天所见
的世说新语虽然已失去原来面目，但从其流传来看，还是较
为完整的，也透露出它在历代普遍受到重视的价值。在魏晋
南北朝的「志人」轶事小说中，世说新语因其广泛丰富的内
容涵量和纯熟精美的语言艺术，被推为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承先启后，不可忽视的地位。

我对德行方面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名与利往往是人的动心之



处，举例来说，管宁和华歆有一天共同在菜园里翻土种菜，
他们看到地上翻出一块金子 管宁毫不动心，把黄金当作平常
的瓦石一样的挥锄耕耘。华歆却把金子拾在手中看了一看，
才又丢弃。后来有一次， 两人曾经共同读书，一位做官的人
乘车而过，十分热闹。管宁读书如故 而华歆却心慕虚荣，搁
下书本，跑到门外去观看。于是管宁拿刀割断草席，分开而
坐，向他说：「你并不是我的朋友啊!」华歆为了一时的名和
利，而失去他原有的德行，所以由此可看出一个人是否有高
超的德行，并不是一天两天所造成，德行是日积月累所培养
出来的。

这本书将对我的为人处世有一定的帮助，我现在虽然已经年
过花甲，但是还是要学习这些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