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 世说新语读书
心得(汇总10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一

上的引领。但是在带班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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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二

最近，继龙应台的“人生三书”后，我们班又读完了《世说
新语》。它是中国南朝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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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魏晋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
面貌。如果我们从诗的角度对这部中国最早的志人小说重新
进行解读，则不难发现，这部以记写帝王将相、名士风流遗
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的古典作品呈现着鲜明的诗性品质，放
射着夺目的`诗性光辉。

它由36个主题作为一章的标题，分别是：德行、言语、政
治……，每篇里都有数量不定的小故事。每个小故事虽然大
多都只有寥寥数语，但却也引人深思。我读的时候，有许多
故事都没读懂。故事中有许多人，他们说的很多话看的我云
里雾里，可能这就是它的高深之处吧。

书中经常会用到许多巧妙的比喻，和一些巧妙地回答，这些
很多都是在《言语》篇中，其它篇也有不少，因此很容易读
到这些小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邓艾口吃，语称“艾艾”。
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



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在这个故事中，邓艾听到文王的问题后，邓艾有一点不满的
情绪，但是很镇定，他没有直接回答，直接回答的结果不是
得罪人就是自己变成一条摇头摆尾的狗。偏偏邓艾读过一点
书。他说：“凤兮凤兮，也就只有一个凤。”这个回答利用
了巧妙的比喻成功的化解了那份尴尬，真是了不起。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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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所见
的世说新语虽然已失去原先面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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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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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有一次，两人以前共同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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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的帮忙，我此刻虽然已经年
过花甲，但是还是要学习这些道理的。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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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戎卫北境侑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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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祂赎了出来，不久后又任命祂为从事中郎。当时人们将这
件事传为美谈。

我第一次读这茖故事时，并没什么感受，但当我读了5遍6遍
乃至10遍时，就侑了深刻的感受。我十分佩服司马骏的这种
做法。首先，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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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刘宝侑恩，让刘宝死心塌地为自己做事。即便将来刘宝
势力过分强大，也总会卖茖人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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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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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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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六

滕梓帆《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等文人编写的一部主
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里面的小故事有一千
多则，每一篇小故事都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或获得财富，应当经过自我的诚实、努
力。而华歆呢却总想着不劳而获，对于有着华丽车马的贵人



十分羡慕，而把自我应当做的，努力读书提高自我的本事，
实现人生目标忘到了脑后。这样的人喜欢投机取巧，为到达
目的，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所以，管宁看不起他，选择
了和他断交。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爱贪小便宜，爱
慕虚荣，总想不劳而获。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事要专注，不能三心二意。“一寸光阴
一寸金”，作为学生，我们上课时必须要提高效率，珍惜课
堂的每一分钟，认真听讲，及时消化吸收所学的.知识。学习
之余，还能有时间做自我想做的事情，提升自我的综合本事。
而我们身边有些人，却不懂得之个道里，课堂上尽管一声不
吭，但始终处于游离状态，什么也没听进去，还不得不靠课
后很辛苦地花很多时间低效率地补课。

就拿“管宁割席”一文来说，这篇文章讲述了两件事，其一
是，三国时期的管宁和华歆在一齐锄地种菜。他们看见地上
有一片金子，管宁把金子当作瓦片一般，视而不见，依旧挥
锄种地，而华歆却想要拿起来，据为己有。其二是，两人在
一张凉席上读书，有华丽的马车经过，管宁不予理睬继续读
书，可是华歆却丢下书本跑出门外凑热闹。管宁于是割席和
他绝交。

“学弈”这篇文章也同样令我印象深刻。弈秋是全国最会下
围棋的人之一。他教两个人下棋，其中一人专心致志听弈秋
的教导；另一个虽然看似在听，心里却想着有天鹅飞来，要
拿弓箭去射它。即便两个在一齐学习，效果却天差地别。其
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资质有差异，而是因为做事的专心程度不
一样。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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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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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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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的读书心得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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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