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实用6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那么你知道心得
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篇一

在短短的一个寒假里我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去社会
实践。

虽然比较忙但我还是做了一件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事情。

我把余秋雨教授写的《文化苦旅》大致看了一遍。

虽然来不及仔细去揣摩但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尤其是《风雨
天一阁》至今都使我记忆忧心。

一个家族背负着艰守一座藏书楼(中国古老文化)的命运。

范钦一个拥有强大毅力和强烈的爱国精神的藏书家让中国留
下了一座具有文化代表意义的藏书楼，直到到现在都有它的
痕迹，但是岁月的沧桑，历史的风尘还是将它掩埋了。

范钦曾经顶撞过拥有巨大权势的皇亲国戚，而因次遭到仗打
这样的重刑，还进过监狱。

但他豪不畏惧，始终毫不顾惜坚持自己的信仰，相信真理。

最后谁都奈何不了他，这就是一个古代藏书家，一个真正称
职的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超越常人的强健的职业道德品质。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这些学生，有哪一



个能像范钦那样监守正义，监守自己的岗位。

或许有但也是极少数的。

我不是故意要借古代成功人氏来讽刺现代人，但是我还是要
批判我们不好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同学们，所有读书
的人们，我们早就应该反省一下了。

对我们来说范钦的意志力乍看之下，显得不近人情，然而我
们的毅力呢?可以说连他的二分之一都没有。

我们读书，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学成之后又为了什
么呢?等等这些尖锐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继续往下说，时间的流逝，光阴的短暂，80岁高龄的范钦中
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连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要监守岗位。

他将自己的财产分成两部分，一份是他监守一生的藏书楼，
另外一份是一张万两银票。

他让他的两个孩子去选择自己想要拿的一份。

我想如果事情放到现在，有谁会愿意继承藏书楼，又不能卖
而且不但没好处还要惹得一身的麻烦。

然而有范钦这样伟大的父亲，就会有像他一样伟大的儿子。

他的大儿子范天冲毅然的选择了子承父业，他继承了藏书楼。

中国的古老文化就是因为有了像范氏父子这样的真正的读书
人而保存到现在的。

说到这里我又要开始批判些什么。

想到读书人，现在的读书人(有些人)说说是书生，毫不考虑



自己的言行举止，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动作。

而且读书为的尽是一些私人的事情，只为那黄金屋或是颜如
玉，而且做人都做的很自我，对自己要求很低对别人则很苛
刻，只要自己好就万事大吉，毫不顾虑别人，更不用说是监
守岗位和保护民族的历史文化了，一点都没有范钦那样的奉
献精神。

还有那些可恶致极的贪官污吏，他们丝毫没有一点职业道德，
简直像行尸走肉一样活在世界上比狗都不如。

范钦好比是天使，而这些贪官，滥用权利的人就是恶魔，总
有一天这些恶魔，会被天上的那些像范钦这样的天使给带去，
进化那肮脏的心的。

《文化苦旅》使我对读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读书人
读书不能只为自己，要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这样读书人才是读书人。

而且我们所学的文化有多少是古人用自己一身的心血换来的
啊，文化的保留是艰难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来自不意
的文化，不虚度光阴，真正的领悟中华民族的优异文化，并
且发扬古人身上的良知和意志力，坚决不做学成之后，而忘
本的人，也不做半途因为搓责和困难而放弃学业的人。

一个人拥有了良知和强大的毅力才能领悟到我们祖先的精神，
继承和发扬炎黄子孙数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

余教授的《文化苦旅》就如一艘导航船，她将带领我去深思
更多中国文化的发展史。

我也会将其细细品尝的。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篇二

很难想象，在2020年的生活速率中，一本九斤重，封面光滑，
纸张娇贵的大厚书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中被一个什么样的
人阅读，当然更多的可能是难逃沦为书架装饰的命运，成为
了当代（伪）文艺青年在柏拉图理念世界里拗pose的利
器——尤其是对于阿纳森所编纂的《现代艺术史》这样一本
天生背负辞书功能的大部头来说，即使是本专业的从业者或
学生，估计也很难找到与之擦肩而过的契机。最初，正是这
种存在与潜在诉求的精神分裂状态，造就了现代艺术出现的
时代大环境，继而催生出了近一百五十年来艺术界磅礴
的“双百”洪流。

提到现当代艺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大家的第
一印象可能是作品比理论还要诘屈聱牙，随便翻开一本现当
代的艺术年鉴，其批评用语与内涵阐释的漂浮状态只为正向
强化“艺术界”的至尊地位而服务，除了让普罗大众更加望
而生畏以外毫无更多建树。然而，在《现代艺术史》这本书
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这种时候，带有美国精神的
艺术文献生产中那种纯粹的实用主义优势就凸显出来了，阿
纳森在大学艺术系的教学追求中和了他常年在古根海姆博物
馆艺术管理层所接触的铅华与浮夸，在一线收藏轨道工作的



经验又使其摆脱了学院派学究气质的钳制，所以本书的写作
是在“地面”的维度上进行的。

从创作伊始“尽可能去详尽地讨论少数艺术家”的开放态度，
开枝散叶到如今中国第六版二十七大章对于新古典主义与浪
漫主义以来国际范围内艺术界流变趋势的囊括，本书的创作
团队在保证深度与广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做到了解释
的“透明”，唯一标准就在于阿纳森所设立的写作原点在于
呈现一种最直观的“观看之道”：只有感官的直观体验才是
构建艺术品与艺术接受的唯一桥梁。对于作品的介绍，编者
首先要保障的就是用直白的语言去引导读者对于插图的观赏，
这也是虽然阿纳森“创业大半而中道崩殂”，而其后继者能
继承其精神继续让这本书在后续版本的修订与丰富中保持生
命力的原因，“引水于视觉，渠成于风格，终内化于态度”，
所以即使像博伊斯《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画作》这样令人
感到歇斯底里的作品，在本书中我们也至少能找到一些确切
的语言学方向，顺着“他看上去不像是个艺术家，而更像是
一个萨满或者神汉，它能够通过神奇的咒语与动物的精神达
到某种一体性”这样的指引去开启一种属于自己的理解——
读者很难从《现代艺术史》全篇找出一丝丝的武断。

但阿纳森的高明之处在于，若非是多年了熟于胸的艺术史教
学经验，怕是构建不出这么一份兼顾宏观中观微观的现代艺
术史纲。阿纳森在结构全书的时候，灵活地采用了流派、风
格与运动的流变去切分了现代艺术发展的一百五十年，每章
自成一体，除了引用代表性艺术家与作品以外，更是打碎了
以往一个帽子扣死一个艺术家的刻板印象，把多位著名艺术
家如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一生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或者
一战时期、二战时期、二战之后，在新历史主义的语境中折
射出更为全面的艺术家风格变化。这种对艺术发生阶段老马
识途，但并非走马观花的全面采撷，让我们对于历史的脉络
有了更为细致的把握。

当然，本书的排版结构与翻译还是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目



录结构忽视了语境与艺术家群体的一体性（在美国第七版中
已经得到了修正），小字部分“资料”“语境”与“技术”
的三级标题缩进缺失问题也拖累了目录透明度的呈现。在某
些理论阐释的语句中，在很多超过了三十个字的长句翻译中，
译者暴露出了语感与跨文化传播思考上的薄弱，比如“促使
惠斯勒面对罗斯金的真正问题牵涉到对现代主义来说至关根
本的难题：什么是艺术”，虽然“issue”直译为“问题”并无
不妥，但放置在一个因果的语境中，用“因素”或“原因”
来进行替代可能在语句上则更为通顺，也更易于理解；包括
同章节中“天才是艺术家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既不能被学到，
也不能通过后天习得”这样的表述，对于不了解“belearned”与
“beacquired”的读者而言怕是也会读得一头雾水。

本书诞生于1968年的美国，那是属于嬉皮士，反战游行，新
好莱坞，民权与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打铁泼铅，一地
吹散的木屑，孩子的培养记录卡片，你能所想到的一切行为，
都在一个小便池先驱的带领下登堂入室，冲杀进了艺术的宇
宙，即使激情如斯，还是有一位老头值得我们去怀念，他和
他的后继者秉持着最严谨的年鉴派写作方式，沿用着最正宗
的艺术史写作思路，冷静记录着一切的艺术开放观念，为我
们留下了一部带着“动态历史光晕”的断代编年史。

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篇三

传统文人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太深，从小看《四书集注》之类
的，以至于养成一个思维习惯，读书必须一字一句都要符合
圣人精神才可以。而日常生活一举一动，行止坐卧都要体现出
“圣人韵味”才可以。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
中国的思想陷入了倒退。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所
谓的“体悟”，而轻视逻辑。

传统文人在看西方哲学的时候，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逻辑不通。
它们把西方哲学当作了儒家经典，非要去“体悟”：随意抽



出哲学书中的一句话，就能联系时事发一大堆感慨，无病呻
吟。这样日积月累，倒也积累成了书，但这种书说白了就是
《四书集注》的翻版。

我想，如果让诸子百家时期的知识分子去看西方哲学，可能
会好很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没有被儒家思想所固化。不会
做出寻章摘句的蠢事，更不会拿“体悟”去替代逻辑。同样
的，流沙河老先生读庄子，嬉笑怒骂，指点江山，暗戳戳地
骂一下毛泽东，用开玩笑的口吻抱怨一下社会的不公。但本
质上不过是色厉内荏罢了。

所谓的“体悟”，说白了就是不敢反对孔夫子，最终的思想
成果要符合孔夫子的意思。与其说是体悟，倒不如说是洗脑。
这种自我洗脑比罢黜百家要有效得多，可谓杀人不见血。真
正的骨气，不是来自于体悟，而是来自于逻辑。对就是对错
就是错，哪怕你杀了我的头，这个东西就是不对。你问为什
么不对，我证明给你看。

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怀念旧社会，无非是旧社会把他们当
作了士大夫，高高捧着他们罢了。但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如
果不能回归理性逻辑，补上几千年罢黜百家的思想空白，则
中华文明离灭亡不远了。苟延残喘，冢中枯骨，孔家死灰。
这些不利的词都会变成中华文明的预言。

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篇四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有认真读书，才会收获大量的知
识。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是叶圣陶爷爷写的《稻草人》。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稻草人在稻田里看守庄稼。一天夜晚，一
只蛾子飞到稻叶上下了很多卵，老太太那模糊的双眼并没有
看见。不久后，卵变成了肉虫，啃食着庄稼，稻草人很心痛。
在离稻田很近的河上停着一只小船，船上有个生病的孩子，
他的妈妈要为他做鱼汤而不得不丢下他去打鱼。几分钟后，



终于打上来一条鲫鱼，鲫鱼哀求稻草人救它，可稻草人无能
为力，只能看着鲫鱼慢慢死去。远处，一个头发蓬乱的女人
走到河边，她的丈夫想把她卖了赌钱，她要跳河自尽，稻草
人急忙扇动扇子，想叫醒鱼妇，可是渔妇仍在熟睡，女子一
点一点的倒下去，还未跳河，稻草人就已昏了过去。第二天，
河里浮起了死尸，病孩子更瘦了，鲫鱼也死亡了，稻子只剩
下光杆了。一夜间，发生了这么多悲惨的事，无助的稻草人
倒在稻田里。

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稻草人，如果他能向人类一样活动，老太
太的稻子就不会被肉虫吃掉，它还可以帮鱼妇照顾生病的孩
子，劝导弱女子不要跳河。这样，世间就会少许多痛心的事，
可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能动的稻草人，只能看着那些痛
心的事发生，最终痛苦倒下。

这就是生活，我们多么希望生活可以像童话那样美丽，可是，
现实是残酷的。农村里的留守儿童多么希望和远在异地打工
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然而父母为了挣钱，把孩子托付给了爷
爷奶奶，孩子们每天都会眺望远方，盼望和父母团聚。有些
孩子得了重病，家里凑不齐医药费，父母就上街乞讨，甚至
卖血支付医药费，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如今的社会不
再黑暗，且充满正能量，有国家的补助和爱心人士的捐助，
让许多家庭度过了危机和困难。

通过《稻草人》这本书，我知道了要多观察身边发生的事，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会
变成美好人间。

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篇五

国家也好，民族也罢，均不能走闭关锁国的路子，闭门造车
最可怕。你的自大，终将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迎新务必要
除旧，打铁务必要自身硬。重建体系需要巨大的勇气。 “鸦



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
我们平等待遇。” 此一时，彼一时。实力的转换带来的必然
是态度的180度逆转。 复杂问题简单化是可笑的。琦善代替
林则徐去广东以后，一边搞不定英国人，弄的是及要割地又
要赔款，一边在道光哪儿撞了一脸灰土。活脱脱的是里里外
外都不是，很是挫败。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常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笔财富。我想这都
应在它们之前加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白失败的理由。一
个人不去反思，就算走在多的错路也是无益。

民族的改革受到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阻挡，个人的革新又
何尝不是受到既有的三观阻挠呢?)

徐广缙与叶名琛扛着旧时代士大夫的重任，粉饰功绩，最终
还是败的一塌糊涂。依赖的所谓民心，竟是是倒戈一击，帮
悔不帮清。

“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是如此。”

……

纵观整段近代历史，看到的是封建王朝一身的弊病，社会各
阶层轮流的躁动与登场，民众民族意识的渐渐复苏，探索前
行中的前赴后继和无数志士仁人的满腔热血。

最后“为什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
沉。”



读现代诗的心得体会篇六

《稻草人》是教育家叶圣陶爷爷的一部童话，里面的故事很
有趣，很有教育意义。

《稻草人》是我国童话创始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
叶圣陶爷爷的童话集。打开书一读，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这本书太好看了，读着那优美的语句，我仿佛已置身其
中——看到了那潺潺的流水，看到了那可爱的小红花，看到
了那美丽的小草。

每篇文章都有那么一段令人心旷神怡的描写，真吸引人的眼
球呀！《稻草人》记述了一个稻草人的故事。当一只飞蛾停
在稻叶上产卵的时候，稻草人想用扇子赶走飞蛾，但是飞蛾
依旧在稻叶上，稻草人很无奈。当第二天主人来到田里，稻
草人用扇子碰在主人身上，想引起主人的注意，但是主人什
么也不懂，主人看见田野一切正常，就回家去了。

稻草人知道警告是无效的，稻草人很无奈…… 当一位渔妇在
河边捕鱼时，时常从舱里传出孩子的咳嗽声，它恨不得自己
去作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作被褥给孩子温暖；又
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妇煮粥吃，但是它的身体像
树木一样长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走。稻草人很是无奈。
当鲫鱼被扔进桶里哀求的说：“我的朋友，你暂且放下手中
的扇子，救救我吧！我离开我水中的家只有死了。好心的朋
友，救救我吧！”稻草人想救它，但是稻草人很无奈。第二
天，主人走过稻田，一看，完了，稻叶稻穗都没有了，只剩
下杆，她放声大哭；人们从岸边走过，发现河里的死鱼；渔
妇提着木桶里死了的鱼走回舱里，孩子咳嗽更厉害了。此时
稻草人脆弱的心被折磨的碎了，也被看到的现实折磨的碎了。
它最终也倒在了田里。

借着稻草人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当时的一切，我很无奈。
但是我转念一想，我毕竟不是稻草人，只能站在原地，我可



以去创造啊。我虽然不能改变过去，但我可以享受现在，创
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