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说新语读后感想 世说新语读后
感(实用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一

《世说新语》中每则故事的篇幅都很短，但读起来有如今日
读的极短篇小说，故事有首尾及高潮迭起的'情节。其中所记
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记言方面有一
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
些话不很好懂但是言简意赅，很能传达人人物特征。一般都
是很质朴的散文，反映出有时如同口语，但是意味隽永物的
个性特点。

善于抓住人物特征。作者常用简单几个字，精确地描绘出主
角的语言、动作，主角的性格便清楚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
“曹操捉刀”时的描写。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二

刘墉的《世说新语2》之教育秘笈，在我的闲暇空余终于读完
了，但久久地让我回味其间。娓娓道来的教育秘笈就像与读
者对话，许多的困惑也随之渐渐明朗。书中对“新新人类”
的理解，我亦颇有感慨。“他们可能动作不快，起床也不快，
但他们的观念灵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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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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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告诉你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有



时还时不时地评论一下某些社会现象。这就是“新新人类”。
当然，书中谈到的很多的观点，我都很赞同。我自己也是教
师，但随着孩子的成长，社会的进步，好像自己的教育方法
越来越局限了，方式越来越单一了，因此，和孩子的距离越
来越远了。我常常思考自己的教育成败，于是，通过各种途
径和方式来寻求适合我孩子的教育方式。读了这本书，对我
颇有启发，中国的家长对孩子太多的设想和规矩，于是束缚
了孩子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平台，当然或许是某个衡量的标
准，使家长没有办法选择，只有听之任之。想想现在的青少
年犯罪，青春期孩子的叛逆，网络问题少年，我们做家长的
真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是非常需要我们家庭的帮助和协调，是非常需要与学校老师
经常的沟通。有的家长常常认为学校老师如何如何，却没有
问问自己的责任尽到了没有，总是以为，孩子到学校就应该
受到良好的教育，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个体成
长的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能够暴漏出他内心深处最底层的东
西。

现在我教育的观点在逐渐改变，教育的方式在逐渐改变，我
发现孩子又愿意与我走近了，常常把她的喜怒哀乐告诉我，
我欣喜万分，这是对家长的信任。——书中谈到的“年轻人
要有探索的'权利”“子弹准备好”，我极其赞赏。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实际上就是累积的过程，为自己储存一种能量，
为自己积淀一些知识，为自己储备一定的能力，到机遇降临
时，你便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平台大显身手，而非有了合适的
机会，只能望此兴叹。文中又谈到来太原发生的事，让我这
个太原人引以自豪，尽自己的能力为别人做一点点事，就是
储备生命的价值，也是造福子孙后代。我想到了原来的一位
年轻的同事，曾帮助那些特困家庭的孩子读书，几次辗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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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同时也充满了魅力。

掩书沉思，我们的家庭要太多地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生理和



心理)，要为他们创造一种宽松，一种和谐，要启发他们把知
识变成技能，把思想变成视野，体味与珍惜成长中的困难，
明确自己的前行目标，无论如何，只要不断坚持，总有实现
自己的一天!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三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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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
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
“魏晋清谈”的风貌。

谢安以其脱俗的言行、超逸的气质而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
风度的代表人物

总体说来，《世说新语》受到魏晋流行的老庄哲学的影响，
因此在用语上，语言虽然短小，可是仍善于借对比的手法，
来突出人物的性格。而且情节具有戏剧性，曲折风趣。善于
把记言与记事结合起来写。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四

这几天，我看了《世说新语》，这本书里的一篇篇小故事让
我记忆犹新。其中，两篇讲孝的'文章尤其令我映象深刻。

第一篇讲的是王祥的故事。王祥对待后母朱夫人十分恭敬。
有一回他后母半夜暗杀他，刚好赶上王祥起夜，只空砍着被
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一定为没砍着人而遗憾不止，便
去后母那请求处死自己。后母终于醒悟过来。

王祥对后母多么孝顺那!虽然知道后母要杀他，却也毫无怨言，
还特地请死，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第二篇是陈遗的故事。他对他的母亲十分孝顺，母亲爱吃锅
巴，陈遗便准备了一个小口袋，每逢煮食，便把锅巴存起来，
回家时送给母亲。一次，孙恩反贼入侵吴郡，袁山松出兵讨
伐，陈遗积攒了积攒了几斗锅巴，没来得及送回家，便带着
它出征。袁山松军队被打败，军队溃散，都逃入了山林沼泽
地带，大多数人因饥饿而死，只有陈遗靠锅巴活了下来。

陈遗时时刻刻记着自己的母亲只要煮食，都将锅巴带给母亲，
让自己因此活了下来。

孝的力量多么强大啊!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五

学习了《世说新语自新第十五》的篇章，我心起伏。先看原
文：

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
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
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锋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
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
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
仕至征西将军。

如《世说新语》的文章分类，今天讲的是一个有关改正错误、
重新做人的故事。

戴渊年少投靠陆机之前乃一游侠，善攻掠商旅，然而“虽处
鄙事”，却“神气犹异”。看到“神气犹异”我首先想到了
诗仙李白，那是一个自信心爆表的人。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
臭美之人，因为他有“美”可臭！而眼前的这位，是怎样一
个少年？攻掠商旅，说破大天也拿不上台面。尽管如此，他
指挥掠劫却如大将军般“运筹帷幄”，自是“皆得其宜”。
本是将才，又如此年少，无奈自毁前程，令人唏嘘。呵呵，



但那只是普通人的“唏嘘”和“短见”。少年戴渊有幸，幸
在他遇到了陆机。陆机不仅看重戴渊才华，还能出言规劝，
比普通人有慧眼，比老百姓有远见。特别是在戴渊泣涕投剑、
陆机规劝成功之后，陆机不计前嫌还写信推荐这样的“人
才”，容人之心，容人之过，令人动容。我又想到了“缇萦
救父”，想到了先秦以来折磨人身心的酷刑。戴渊确实比缇
萦幸运，因为汉文帝以来已废除肉刑。然而比刑法更加宽容
的永远是人心，能唤醒他人、多看人之所长、笃信人之本性，
比起最严厉的刑法更能救人。

一个曾放弃自己、甘做强盗的少年尚且能悔过自新，我们的
孩子还远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违逆”啊！做父母的为什么
那么容易灰心，那么容易给孩子定下一个“不是那块料”的`
标签呢？是家长的修行不够。人的一生，就是来修行的。孩
子，就是来修行我们自己的。然后，人生圆满。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六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
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它主要记叙了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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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
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
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
“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对我而言，其中最富有哲
理的、让我领悟最深的是“德行”类。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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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小故事把管宁与华歆
对比，赞扬管宁淡泊名利。也教导我们不要被权势所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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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行的故事还



有许多，如情绪这方面，德行较为不好的人常会以它个人的
情绪为中心，心情好时大家没事，心情不好时大家得遭殃，
古时就有一位不管快乐或失意，都不会表现于自己的情绪上，
那个人就是稽康，王戎说我和稽康在一起相处二十年，从来
没有见过他高兴或者生气的表情。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
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世说新语》涉及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的主要人
物，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
才学，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的人物性格，使之气
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王戎有好李，卖恐人得
其种，恒钻其核”。仅用了十多个字，就写出了王戎贪婪吝
啬的本性。

《世说新语》故事短小，尽管每个故事都只有寥寥数语，但
它总能述说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它用风趣的语言述说着
一个个简单却又不平凡的故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世
说新语》总能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七

《世说新语》中每则故事的篇幅都很短，但读起来有如今日
读的极短篇小说，故事有首尾及高潮迭起的情节。其中所记
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但言记言方面有一
个特点，就是往往如实地记载当时口语，不加雕饰，因此有
些话不很好懂但是言简意赅，很能传达人人物特征。一般都
是很质朴的散文，反映出有时如同口语，但是意味隽永物的
个性特点。

善于抓住人物特征。作者常用简单几个字，精确地描绘出主
角的语言、动作，主角的'性格便清楚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
“曹操捉刀”时的描写。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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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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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九

这是一篇微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夜晚出行的灰鹭家族。在
一天上午，它们被人类用鞭炮炸醒，惊慌失措地飞出窝。人
类满足的离开，而灰鹭妈妈的两个孩子，在鞭炮声中离开世
界。

它们太小了，它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大的声音，以至于它
们一个掉下了窝，一个摔断了腿后身亡。

这个地带住着两种鸟家族。白鹭家族晨出暮归，灰鹭家族暮
出晨归。人类在上午来到这个地方，理所当然是看不到鸟的。
可是他们为了一饱自己的眼福，点响鞭炮，吓鸟儿们出窝。
人们急忙拿出望远镜观赏着，脸上露出陶醉的神色。而这些
可怜的鸟儿们，则不知所措地盘旋在蓝天中。人们满意而归，
小鸟们也离开了世界。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希望人们不要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真正做到和谐共处才是的，这样，整个世界才会更加美好。



世说新语读后感想篇十

在前面几次《世说新语》阅读任务中，我摘录了不少有关王
戎的片段，而后发现了王戎身上有着极大的矛盾。王戎
在“德行”门、“雅量”门中出现过，也在“俭啬”门里占
一部分比重，任务做到后面，我又在“伤逝”、“任
诞”、“排调”等门中发现他的身影。不同片段中王戎的形
象各不相同，而我在网上搜索过后发现了原因。

《世说新语》是按照门类来编排的，同一门类中的文章也没
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以致于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容易在阅
读时混淆，王戎的形象自相矛盾也是这一原因导致的。细读
后我发现，雅量中出场的王戎几乎都在他年幼时。这也给了
我一个启发，评价王戎不能仅根据事例，还应根据当时的时
间来评价。

王戎在步入仕途之前，是淡定旷达、才智超群的雅士。虎啸
震地，百姓皆倒，他巍然不动；与人出游，李树多子折枝，
便知“此必苦李”。他在“雅量”门当中可谓是代表人物。
这样的他，常与阮籍等同游竹林，成为“竹林七贤”之一。
显然，这竹林七贤不是谁都能成为的，那么王戎能与阮籍、
嵇康相提并论，足见他的谈吐举止。

其父去世，王戎收到不少钱财，但他概不接受，虽不排除家
底丰厚的原因，但光是这点就足以让人钦佩。而他遭遇丧事，
表现更是令人感动，“德行”门中有描写：“若使一恸果能
伤人，濬冲必不免灭性之讥。”“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
立……王戎死孝。”他的悲伤一度让皇帝担忧。而这种极度
悲伤，也反映了魏晋时期士人的真情。

在步入仕途之后，王戎在追名逐利中一点点迷失自我。他自
己也有所察觉，经黄公酒垆下过，他发出“今日视此虽近，
邈若山河”的感慨。他叹自己，叹物是人非，叹时间流逝。
嵇康的去世是因为其言行主张与朝廷不同，而王戎是朝廷上



官，两人均是竹林七贤，日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难怪王戎
感叹。他的利欲熏心、自私自利，使他无法成为当年在竹林
畅游的雅士。

同时，王戎的俭啬众所周知。王家家世显赫，王戎则为朝廷
重臣，钱财无数，但他却在月夜中与妻子算账，送给侄子的
单衣第二天便向其要回，对女婿借的钱时刻挂念，直到归还
才喜笑颜开，这与他年轻时的雅量全然不同，与清高的名士
形象相悖。

而形成王戎这矛盾的形象，与其家庭和自身脱不了关系。他
生在琅琊王氏这一大家族，从小受家里人的熏陶，踏上仕途
不足为奇。一次竹林雅会，王戎迟到，阮籍开玩笑称王戎
为“俗物”，虽是玩笑，但细想来，也不无道理。王戎强烈
的功利心使得他与阮、嵇二人注定分道扬镳。

另外，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是王戎性格改变的要素之一，在官
场的追名逐利中，王戎慢慢自我沉沦，汇入政治上的较量中，
性格改变，实是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