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题西林壁的读后感(大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题西林壁的读后感篇一

读过苏轼写的.《题西林壁》之后，再经过郑老师的认真讲解
后，我终于体会到了诗中的道理。

《题西林壁》是作者在庐山西林寺石壁上题的一首诗，当年
苏轼去了庐山，却为什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呢？又为什
么说“只缘身在此山中”呢？我在细细品味之后，才懂得诗
中说得很有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比如我们觉得自己做得的事很好，但在他人眼里可能就不一
定是那么好，应了那句俗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要想自己做得更加完美，我们就要更加努力，要全面思考问
题，仔细检查出自己的缺点，就拿我们平时考试来说吧，做
完考卷，检查了一遍又遍，都检查不出错的地方，总以为自
己做得全对，能考个满分，就交了考卷，到了老师手上总有
那么几题错了，而且还是特别简单的题目，后悔的肠子都青
了，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啊！打牌的人也是这样，不知
道对手将要出什么牌？而旁边看的人却能一清两楚，而且头
头是道，打牌者一经提示才恍然大悟。

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多很多，也许有人会说，那我们就当
旁观者吧，我想这样也是不对的，因为只有“身在其中”地
通过实践，通过学习获得更多的知识，才能突破“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局，才能做到当局者清。



题西林壁的读后感篇二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记得首次读《题西林
壁》应该是在小学吧，具体是几年级记不得了。当时虽然经
过老师的细心讲解，但也还是有些似懂非懂，浑浑噩噩的过
来了，没多大体会。一路风雨兼程，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大学四年，参加工作一年。算算到如今已有十余年光景，再
次身临其境，却又感触颇多。

开弓没有回头箭!是目标也好，是无奈也罢，过去既已成事实，
就不可能回头了。只是以后的路还很长，大丈夫应该有所作
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任何一个职业都是一个围城，进来的想出去，还有更多的'想
挤进来!这恰恰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谋
而合。你已经站在那个高度，你当然可以说那个高度不怎么
高，可是在很多人看来，你的高度已经是高不可攀了!

人生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思维方式!

题西林壁的读后感篇三

"横看成岭侧成风，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出自北宋诗人苏轼的作品《题西林壁》。是即
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

为什么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呢？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
野被庐山的峰峦所遮挡、受到限制，作者看到的只是庐山的
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不是庐山的全貌。视线所见
必然带有片面性。游山所见如此，观察世上事物也常常这样。
"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
涵，它启迪我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
的环境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真相



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才可以把事
情看的全面，做得比较圆满。

作者借助游览庐山的景象，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表达一
种哲理，故而亲切自然，耐人寻味。

题西林壁的读后感篇四

这几天，我学了一首诗，名叫——题西林壁，它是苏轼写的
诗这首诗是描述庐山的景色，描写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到
的景色各不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
意思是从正面看庐山像山岭，从侧面看像山峰，从远处看，
从近处看，从高处看，从低处看的景色各不相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是不知道庐山的'真正样
子，因为人们站在这座山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明白了看一个东西或想一件事，一
定要从各方面来看，不能只单纯的看一个方面，不要被眼前
的假象所迷惑。

题西林壁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世界地图引出的一课，这篇课文我受
的启发最大。我认为课文中的魏格纳非常矢志不渝，锲而不
舍，因为教授都叫他不必为此事枉费心机了，可是他的心却
毫不动摇，坚持不懈，不轻易改变自己想。后来他勤奋钻研，
在各大洲之间的联系和对比中进行考察，又在浩如烟海的资
料中寻找大陆漂移证据。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哪！魏格纳
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想法，并做题为《大陆与海洋的起源》
的演讲，并提出了关于大陆漂移的假说，引起了地质界的震
动。我要好好学习魏格纳这种永不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