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 大学语文读后感(实
用6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
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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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篇一

苏轼在政治上是一个失意的人，谪迁伴随着他的一生，直到
被发配到海南——这个在宋朝确实是“天涯海角”的地方。
最后虽逢大赦，却客死在北归的路上，一代文豪的悲惨命运
令后人哀叹不已。也许是穷而后工的原因吧，苏轼虽然命途
多舛，却留下了那一篇篇富含哲理的文章，令后人称赞。
《赤壁赋》就是这样的一篇蕴含哲理的佳作。

起初，朋友相陪在江上游乐，景致很好。但是朋友吹和的箫
曲却带来了痛楚和凄凉。朋友认为，人的一生过于短暂，英
雄豪杰也不过享有一时的名声和地位，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
子。我们的追求、希望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朋友“哀吾生之
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种人生感慨是非常痛苦的，也是
消极的。

说到赤壁，说到曹操，让我也想到了《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临江仙》，细细地想来，其实这阕词的内容和情感与《赤
壁赋》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滚滚长江向东流，一去不再回头，
多少英雄豪杰像浪花般消逝，是非成败，都是短暂的，只有
青山依然存在，每天日升日落。江上白发渔翁，早已习惯四
时的变化，和朋友难得见了面，痛快的畅饮，古今往事，都
成了笑谈。



这阕词的上阕也表达了一种对英雄豪杰、功名伟业消逝的叹
息，唯一长久的只有自然的江河，与《赤壁赋》中客人的话
有些相似。但是下阕情感转折，它纵观历代兴亡盛衰，以英
雄豪杰的成败得失抒发感慨，表现出一种旷达超脱乃至“大
彻大悟”式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这与《赤壁赋》中苏轼回答
客人的话观点又有些相近。

下文中苏轼认为客人的观点太消极，站在历史的和变化的立
场看问题，人生当然是非常短暂的，但是站在不变的立场看
问题，我们和万物同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有太过分的
要求，“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苏轼的遭遇和冤屈令我们同情，但是他的那种豁达的胸襟更
值得我们叹服。人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都应该乐观的面对
人生、充分地享受生活。像苏轼那样，既不用羡慕长江没有
穷尽，也不用哀叹人生的短促。人生是短暂的，那么我们就
应该珍惜这短促的人生。“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不管我们曾经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就，最终都不会摆脱死亡
的命运，这是自然的规律，强求只会成为笑柄，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曹操曾经写的“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长生不老是
不可能的，这曹操早已经看透。

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人生起伏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豁
达的对待，在巅峰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低谷的时候平
静心态，寻找摆脱的道路。人生苦短，年华易逝，纵使最终
殒落，也要立志来创立像曹孟德一样的丰功伟绩。曹操是豁
达的，在赤壁大败后回北方继续发展经济，为后来晋武帝的
统一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苏轼也是豁达的，在屡次的发配中
仍想着造福一方百姓，心怀天下。人生就应该这样，生如夏
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精彩地走着人生的路程。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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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学》，就得提起四书五经，我会想起《范进中举》，
我会想起《孔乙己》，想起那些八股文下的文人，但我最终
发现我错了，我走了一个极端，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走了极
端。

自从国人不读四书五经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人吗？照常有，
我观察着周围的人，他们在修外国文学史的同时要修自己的
文学史，其他专业的根本就接触不到。我们离我们古老的文
化越来越远了。

随着读书的进行发现读书的同时更多了一份思索，分析书中
的人和事，经常问一些我意料不到的问题。《大学》原本是
《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
参作。读书自然不是为了统治国家或者从政，说亲民可能扯
得过远，古代的大学指君子之学，为人君，至于人，恐怕现
在人或者学生早已忘了何为仁，当然我也承认，我从没有认
真考虑过仁是什么含义；我读了《大学》这本书之后，并没
有从其中悟得太多哲理，只是学会了一种处世心态。亲民、
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们的道德实践，它还要
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已及人
的过程。

国、齐家、修身之道全部包含了进去；书中我最认同的一句
话是“经文”章里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通过探索了解道理，丰富知识，
处事的意念诚实，对待事物的态度就客观了，人的心志就端
正了，品行也就好了，家族也就可以整肃好，就能治理好国
家，天下就太平了。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该多好，天下能
太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书中我们都应该做到的
是：“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
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大意是：孝敬侍奉父母时，应



当尊敬他们，使父母高兴，父母生病时，应当表现出焦虑，
他们死后，应当十分悲痛，祭拜父母时要严肃，这样才算孝
敬。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两句话，那么人人都有丰富的知识、
高尚的品德、端正的态度，那家族就会兴旺起来，国家就会
强大起来，那国家之间将很友好，天下就太平了，这是多么
美好，希望我们的明天更美好！

四书五经代表着我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是国学入门必读之书，
也是加强个人文化修养的不二之选，它所提到有关的做人做
事学习的观点是非常先进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即是说寻找并定下
目标，有了一个大方向后才可以静下心去学习工作，才能深
思安稳地思考，做到集思广益，有所收益。

我们的生活中不能缺少方向，没有方向就如没有舵手的船在
海上飘泊是非常危险的。方向比速度更重要。道理也是一样
的，先解决了目标、方向等大事情，其他的事情就可以迎刃
而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培养素质，修养品德。“修养品德
在于端正心思，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
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
忧虑，则不得齐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
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于正其心。”心中有了气愤，产生
了惊慌恐惧，沉湎于玩乐，有所忧虑，思想就难以做到端正。
心不在自己的身上，望着东西却没有看见，听着讲话却像没
有听见，吃了食物却不知道它的味道。所以说修养品德在于
端正心思。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评定时德才兼备。如果自身的
品德不好，对社会的危险性就越大，修养自己的品德，才能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读《大学》我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
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
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
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会做人，连



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
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
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正如古人所说的：
“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
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

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深
刻阐明了人生和社会的大学问，以及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学
问不在于某一具体的技术，不拘泥于世俗的琐事。学问在于
明辨世间的大是大非，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天下人树立榜
样。在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金钱几乎成为衡量一切的标
准，人变得浮躁不安，无法静心，又如何修身养性呢？人要
使自己有所追求，静下去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去思考，去
取得。

北郑学校 赵秀英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篇三

读完《大学》后我感想诸多，概括下就是两方面的领悟，一
是做人，二是做学问。朱子在《大学》中说：“大学者，大
人之学也。”所以说，懂得大学之道的人，才能获得大学问，
这次选择读《大学》我认为是很正确的，读“初学入德之
门”认真领悟其中的道理，做人生的大学问。

我曾很不理解“大人之学”，大人是指做官的大人，还是长
大的大人，看了南怀瑾的《原本大学微言》后，我才知道凡
有志于学，内养的功夫和外用的知识，皆能达到某一个水准，
称之为“大人”。所以读大学，是修身、做学问那么基础的
一步。

《大学》原来是《礼记》中的，但后来被抽出，与《论语》、
《孟子》、《中庸》相配合。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时



候正式成为四书之一。《大学》的主要内容总结起来被称
为“三纲八条七证”,三纲即：明明德，亲（通“新”，革新
的意思）民，止于至善。八条即：格物，至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七证即：知，止，定，静，安，
虑，得。它所包含的道理很多很多，我的领悟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
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
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闭眼
深思这段，能做到那样独善其身的人确实不多。现在的社会
到处都是诱惑、比较、不信任，大家都活在面具下，适应这
社会不得罪人的同时保护着自己脆弱的心，让我想起了小丑，
彩色的笑脸下那颗心是笑着，还是流着泪呢。又有多少人能
出淤泥而不染呢，意志有定向，心不妄动，所处而安，处事
精详，然后达到至善之境。就拿我们的大学生活举例，真正
踏踏实实学习的人又有多少，那些因为社团、学生会、兼职
的事逃课、不学习的人又有多少，意志有定向了吗，心不妄
动了吗，心里总是顾忌那么多，离自己的目标、梦想却越来
越远。修身，做学问却被那么多事诱惑着、阻碍着，有一本
书中说：“青春是一场无知的奔忙，总会留下颠沛流离的伤。
我多么希望明天有太阳，灼烧我那腐烂的梦想。”不懂这大
学之道的，不懂得独善其身的，代价将会是我们的梦想啊，
我们要对学习的对象有整体性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学习目的，
学习怎么做人，做好人，做正人，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求功
名、胜利。凡物都有本有末，明白这本末始终的先后次序，
出去旧染之污而自新，让一颗浮躁的心静下来，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不顾虑的是什么，能在忙绿浮躁
的时候自我反思一下或者回忆一下过往的种种，不也是一种
自我提升的方式。确定自己大学生活的目标，明白自己的方
向，便不会轻易被其他干扰，然会至死不渝地去追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做到类似的“君子日三省
乎己”了吗，没



有。《大学》启示我们应该持续不断地污垢涤净，保持身心
的洁净和清新，古人对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我们对美剧、动漫持续不断地更新跟着看，这足以证
明我们是有毅力的，那为何不能将这毅力用在个人道德修养
上呢。听古人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后弘扬光
明正大的品德，革旧图新，达到最好的境界。

第二、又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字的顺序就强调了我们
应该先做到修身，正如一叶知秋，以小见大，自身品德修养
不好何以谈治国平天下。至于齐家，现在社会上的“小三”、
“裸婚”等等和婚姻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有人扩大了婚姻
的问题，像《围城》，结婚后就像把自己围在一座城里，那
不只是方鸿渐的婚姻情况，更多的成了很多人的写照，但是
爱情还是依旧美好的，家庭也是幸福大于烦恼的，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相互忍让的处事方式古人比我们现代人看的更透
彻，因为他们懂得以修身为本。懂得明明德，懂得何为薄厚。
虽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天下鲜矣”，但我们仍需
更好地修身然后也可以更好地齐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一家让，一国兴让”，齐家才能治国，而治国才能平天下。
看看各国的高层政府官员，为什么他们的一举一动会那么受
关注，为什么媒体会想方设法地寻找绯闻或是优点，正因为
他们的地位，他们若能齐家，那治国也有利，这也是处世之
道，推己及人，以身作则的道理，“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以身作则，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总之，最
初的源头就是修身，学会修身，做到进取和完善，虽然我们
做不到完美，做不到圣人一样可以考虑到天下，但是我们能
做到的是修身，修身更多的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我能
活的更高尚。倘若一个个自我都能正其心，诚其意，国何能
不治。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此刻就修身吧，多学，多思。

第三、“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
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
有为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格物指努力穷就事物之理，当
人们通晓事物之理后，人的知识也就完备彻底了；致知完全



是作为认识过程找能够的格物在人所得知识的一个自然结果。
若没有格物谈致知是无法办到的，所以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
内修就要格物致知，精神上就要“诚其意，正其心”，意诚
则必须从慎独开始，正心则要求保持平和的心态。

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在这纷繁的世界中，我们是子女，是学生，是以后的支柱
等等，在社会上扮演着不同角色，就意味着有不同的目标和
方向，学习亦是如此，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因此每个阶
段都应明确目标。高中以前我的目标一直都是考个好大学，
现在上大学了似乎缺少了目标，有时会很迷茫，可是还有时
间迷茫吗，这个阶段的目标也该明确，学习继续修身，继续
让自己优秀强大，毫无理由仍在无病呻吟只是弱者的表现。

《大学》教我们做事应专心致志，深入思考。当我们深入思
考后，找到了方向，做到了“止”那就能把目标以外的事暂
时放下，寻得自身的安定，内心就平静，这之后又可以重新
开始思绪，看事物认为平常，也就得到了“安”，思想客观、
朴素便是“虑”，最后的收获便是“得”。这一系列的犹如
蝴蝶效应般，若我们能从开始一步步的实践，那结果肯定是
更好的。都说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因为他们确定了方
向，内心平静，有了安，虑，便可得„„现在的自己和自己所
期许的那个差距很大，既然现在有了内心中的方向，我就应
寻求内心的平静，重新理清思绪，然后一步一步向着目标努
力，收获最后的成果。

以上大致是我对《大学》的感悟，现在的自己曲解了学习的
概念，从高中开始是为了考试而学，到大学是为了学分而学，
这样的自己很悲哀，何时才能够“即物而穷其理”，什么时
候能为了自己而学呢？此刻吧。修身的重要性不容小觑的，
学习是漫长的是无尽的，是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真理，
在学习中修身何乐而不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这样漠然的处世态度，很少有人可以做到，毕竟我们所处的



社会太过复杂，似乎已经很少有人会或者有机会去体会修身
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就尽量做到修身吧。我们总是以仰望
的姿态去面对人生，或许仰望意味着追求，意味着理想，却
未曾想过仰望的同时却已经将自己贬了值，人确实该有理想，
该有追求，但是这种追求这种理想应该如何去体现呢，我们
总是在应对这社会所带来的一切，却有多少人能对所谓的社
会现实泰然处之，以一个平和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呢。现在让
我们学会用平和的态度去做事，深入地思考。我仍记得高中
的校训“修己安人，铸玉成器”，修己，成器，当我透过
《大学》从不同的角度我发现修身的重要性，我可以不追名
逐利，可以不随波逐流，但是不可以不修身，不可以堕落，
考了好多好多篇我的大学我不堕落，原来我们在大学防止的
就是堕落，虽然此大学非彼大学，但大学亦彼大学。那么就
让我在我的大学中通过这些领悟继续不断地探索吧。

一代忘记自己文化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攻打这个民族。”
这句话就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文化啊。再说，我们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真正的国家的栋梁，我们也应该起到带
头模范的作用，认真地好好的阅读中国的国学经典文化，好
好的传承我国的经典文化。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信管10班

祝金庆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篇四

在大一的寒假中，我阅读了《大学》这一著作。虽然在以前
的课上也听老师提到过一些，但亲身阅读后又有了自身的体
会。



《大学》原本是名列五经的《礼记》中第四十二篇，宋朝的
程氏兄弟把它抽出来单列，朱熹将《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
成为儒家经典。至于《大学》的作者，程颢、程颐认为
是“孔氏之遗言也”。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
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
说，“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
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

《大学》即大人之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大道理。通篇引《诗》、《书》立论，终篇不见《易经》、
《易传》一字，但它的思想脉络却来自《易经》与《易传》，
是纳易学入儒学、用易学思想充实儒家思想并使之融为一体
的典范。《大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三大纲领”、“八条要
目”。而这三大纲领是指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条要目是指的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而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条目是格物、致知。修身
的先决条件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细分为：格物致知属
“穷理”的功夫，诚意、正心属“正心”的功夫，穷理又是
正心的基础。而大学的第一句话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全书的总纲，在书里面有很重要的
作用。

《大学》的作者认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懂得了要达到的
最高境界和要实现的目标，然后才能有确定的方向；有了确
定的方向，才能做到心静不乱；心静不乱，然后才能做到神
思安稳；神思安稳，然后才能认真考虑；考虑周到以后，才
能有所收获。我们为人处事，如果能够抓住纲领、明确事物
的本末先后，那就是懂得“大学”的道理了。人生的道理也
是这样，有了远大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奋斗起来就不会迷
失方向精神抖擞，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我认为修身是十分必要的，它是由内向外转化的重要环节。
修身既是格、致、诚、正的结果，又是齐、治、平的起点。
《大学》认为修身是“ 自明” 的活动。就是说要靠自己发
扬固有的明德，虽然过分强调“修身”的作用有些唯心主义，
但还是强调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我看来修身的过程才是
《大学》中最精华的部分，传七中叙述道：“所谓修身在正
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
心。”要修身，就要学会驾驭自己的喜怒哀乐俱等情绪，让
情绪与理智达到和谐相容的状态。修身在正其心不外乎是要
心思端正，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为情所牵。“心不在焉，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现在的社会很复杂，处处充满诱惑。而在这个环境中要做到
独善其身的却很难，人和人之间的间隔和抵触不信任越来越
多，在外面几乎每个人都是带着面具在生活，伪装、自我保
护、缺乏安全感，如此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很多人没有幸福
感。更多可能是社会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改变社会但可以改
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我的处世态度，让一颗浮
躁的心静下来。“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不管虑的是什么，能在忙碌浮躁的时候自我反思一下
或者回忆一下过往的种种，不也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我
们做不到圣人一样可以考虑到天下，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修
身，修身更多的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我能活的更高尚。
倘若一个个自我都能正其心，诚其意，国何能不治。

读了《大学》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这本已传承两千年的中
国传统著作的魅力，而这其中的许多道理也充实了我的心灵，
让我学到了许多。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篇五

通过这一个学期以来对语文的学习，让我发现在大学学习语



文与中学是非常不同的。在大学，学习语文更多的是强调能
从欣赏语文的角度上出发，语文没有像以往学习时枯燥乏味
的练习，她不再要求我们为了考试而循规蹈矩地学习。相反，
她是让我们在愉悦的氛围中通过对它的接触和了解逐渐去感
受语文的独特文化魅力。在学习当中，我们分别学习了中国
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一方面，对语文的学习使我的
国学文化积累有了一定的帮助，另一方面，它通过文化的手
法像我们展示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

俗话说：兴趣是学习最大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的奠基石。对
语文学习感兴趣，就为你的语文学习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两千年前的“文圣”孔子就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正说明了“好”、“乐”对于一
个人对某种事物的追求，可以说是精神支柱。爱因斯坦说过：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
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种结果社会价值的认识。
”如果一个人连学习语文的兴趣都没有了，就算天天坐在教
室里也不可能学的好语文。我个人对语文的兴趣较大，这促
使我能够在大学语文这个科目中有所收获。学习大学语文的
兴趣，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一个来自于本身，一个来自于老
师。本身兴趣的培养我认为在于平时多看一些文学作品，在
文学作品中陶冶自身的情操，同时也可以积累一些文学常识，
也燃起了学习语文的激情了。同时，老师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叶圣陶说过：“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帮助学生养成政治方面文化科学方
面的良好习惯”。从而可知，老师在学习中发挥的作用也是
很大的。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的影响很大程
度上影响我学习语文学习。而在相对自由开放的大学语文的
学习中，老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了。综上所
诉，兴趣是开启学习好大学语文的金钥匙。

大学语文，是厚硕的双翅，让我搏击长空；大学语文，是心
灵的回响，让



我走向高贵的殿堂；大学语文，是几许清风细雨，让我享受
云开月朗的爽洁。

大学语文的学习，是知识积累的平台，是经验收集的去处，
是灵魂升华的天堂！

学语文的心得体会篇六

今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叫《人鸦》的书，我看到《人鸦》这
个书名感到很好奇，于是迫不及待的打开书看了起来。哦!原
来讲的是一个叫瑞夏德的小男孩，因为不想做算术题，和乌
鸦进行了交换，他变成了乌鸦，乌鸦变成了人类。

瑞夏德在人类的世界里有良好的习惯，他爱动脑筋，爱帮助
朋友，从来不迟到，所以乌鸦们都喜欢他。他用人类的智慧
救活了大头领罗高、帮助乌鸦们识别稻草人……他经历了无
数次的冒险，但都用人类的智慧和朋友们的帮助化险为夷。

因为瑞夏德是人类，所以他想家，想妈妈，在白乌鸦的帮助
下，瑞夏德又重新变回了人类，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我很喜欢《人鸦》这本书，有时候我也会对照书中的咒语念
上一遍，看自己能不能也变成人鸦，也能去天空中飞行，也
开始一次充满冒险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