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学周感悟 科学的读后感(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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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心得感悟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
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感悟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慧学周感悟篇一

这本书一共有四章，从植物根、茎、叶的介绍讲到饭碗中的
植物园，最后特别介绍了能改造地球的植物员工。其中有一
些小章节特别让我着迷，让我惊讶，让我觉得植物的世界真
是无比神奇，无比奇妙。比如“绳子草的万年大复
活”，“蘑菇催泪弹”和“魔女的红杉树”。

在“绳子草的万年大复活里，我第一次知道植物的寿命极限
居然有30.001年。永久冻土中含有的生命极限真不少，从细
菌一直到其他生物的dna数不胜数，甚至还有一万年前的活种
子——北极羽扇豆。”蘑菇催泪弹“有一个传说，在16世纪，
西班牙殖民者同类洲印第安人作战的时候，印第安人使用了
一种特别的武器。这种圆球状物体一轻抛出，就可以释放出
大量浓烈的”烟雾“，催人泪下，让西班牙人吃尽了苦头。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武器并非人工制造它们居然是一个个大蘑
菇。如今，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了，但这些蘑
菇依旧在散播自已的烟雾。这些磨菇就最是马勃。

在《魔女宅急便》中，红杉树林多次成为故事的发生地。魔
女琪琪在第一次送快递的路上，遭遇强风，跌落在一片茂密
的红杉树林里面，得罪了乌鸦，弄失了快件----玩具黑猫。
为了寻回黑猫，她只能只身闯入森林，就此跟这片树林结下
了缘分。你会问，为什么那些就是红杉呢?因为如此高大的针
叶树，也只有红杉树了。



大嚼科学——植物卷里面真最好装了好多有趣的科学知识，
要我们认认真真地“嚼”哟!让我对植物进一步的了解、探索，
我爱植物。

慧学周感悟篇二

大学之道讲的既是成人之道，更是儒家“入世”之道。作者
曾子本人就是传承道统的中坚骨干，所以将人伦作为维系整
个社会行为和政治规范的微观基础。

《大学》卷首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

所谓“明明德”，前一个明是动词，意指理解掌握;而后一个
明为形容词或名词，强调儒家的道统而非其它的歪门邪道。
明明德与亲民、至善一直被认为是《大学》之重要的三纲。
明德是根本，亲民为路径，至善则是境界，是个体行为的理
想目标。

这对于一名教师就比较重要了。因为教师通常肩负明德和明
明德的双重责任。

所谓明德是规范的体例，说起来并非难题;关键在于明明德，
这又是一个双向的行为过程。作为一名教师就需要循循善诱，
通过传道释疑解惑，激发学生对真和善的渴求，使学生的素
质和能力得到最高的发展，同时，在言传的同时更可以身教。
以教师自身的良好言行感染学生使其可以不断地明明德，日
积月累而达到教学双方自立并立人。

亲民、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
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
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亲民，说到底就是将自己的`道德修养
普遍地施及于天下百姓，并使天下百姓都能体认到自己心灵
中所具有的诚明德性，由此同样再去施之于人“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
社会，这样就能做到大学之道所谓的“止于至善”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确实可以吾
日三省吾身，明明德，亲民，至善既不难;同时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完美修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亦不难。这就是通过
《大学》学习受到的教益和启迪。

慧学周感悟篇三

看了《厚黑学》，结合目前网络上的形形色色人等，归结起
来无非就是厚黑。厚如芙蓉、凤姐、兽兽之流;黑如煤矿主、
奶粉商之流。不知他们是否看过厚黑学，但我敢肯定的是，
他们是深得厚黑之正果。正应了李宗吾先生的“读者倘能本
我指示的途径，自去搜寻，自然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他
们是这么做了，应该也捞了不少好处了。

不过我想他们还只是学得第一步功夫“厚如城墙，黑如煤
炭”，离“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希望
这些同学“再接再励”，将厚黑“发扬光大”。

慧学周感悟篇四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三字经中的开头，
也是人人皆知的的一句话，老师们常常用到这句话来教育我
们。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讲述了一个美丽的
故事。在以前，有一个女神。一天，她的儿子被冥王抓走了，
冥王对她说，只要她的儿子不吃地狱里的东西，他还给她，
可是，他的儿子只是吃了一个果子。从此，冥王只能让他一
年回去俩次，回去的时候，万物复苏，而没回去的时候，将
寒冷无比。所以，导致出了春，夏，秋，冬，这四季。瞧，
这个故事是多么有趣啊！《三字经》还有许多故事呢！如盖



房子，孟子妈妈三次搬家……这些故事都是多么有趣啊！而
且，故事的精华都包含在这几个小小的字里。这几个小小的
字，却蕴含着这么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是好啊！

《三字经》真的'是一本好书，曾是古代四大好书之一呢！我
们一起，来读这本独一无二的好书——《三字经》吧！

慧学周感悟篇五

我这几天都在看数学老师推荐的巜奇妙的几何图形》的数学
课外书，有6本，我看了《飞翔的圆》这本书的作者是雷奥与
帕拉斯，你们是不是要知道圆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时在晚上可以看见满月，满月就是那个圆，可是有更
神奇的东西，如美国的圆形的火坑和英国亚瑟王的圆桌子模
状，还有奥林匹克的标志和它们的硬币，还有用圆规画的圆，
我们用圆在日厉上圈出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圆还有一部分叫扇形，圆中有个半圆也是圆的一半，半圆形
的底部是整个圆的直径，即那条穿过圆心线。在我们生活中
有许多半圆形的东西，比如孔雀开屏时我们一下就觉得很耀
眼，因它尾巴几近展出一个完美的半圆形。还有古希腊埃皮
达鲁斯圆形剧场中间也是圆的。我们的零食上那个饼也有圆
形的形状。

有一次在电视上我看到人家去玩，看到摩天轮也是圆的，它
很容易转起来也可以滚动起来，还有旋转木马转起来也是圆
的。

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都是圆的，只要我们稍微想一下都
可以找到圆形，圆的知识真的很奇妙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
圆的定义，以上就是我看了这本书的感想!



慧学周感悟篇六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这个问题是否值得所有大学生思索。当
我们在大型超市里随心所欲地购物时，当我们在饭店里觥筹
交错时，当我们成群结队地奔向网吧时，我们是否问过自己
的良心：这样做，对自己、对亲友意味着什么。

世界上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堕落，
明明在午夜梦回时空虚得无以复加，却还是在清晨醒来的时
候带上面具开始新一天那自欺欺人的生活......我们能够依
赖父母的时日不多了、能够如此单纯平静地生活的时日不多
了、能够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的时日不多了......当我
们收拾行装准备踏入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
我们是否能够在无垠的天地间自由的翱翔。

浙江大学郑强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孩子如同
商品，从幼儿园开始生产，走过小学、初中、高中到了大学，
这商品早就已经坏掉了。你以为中国男足换个教练就能够将
乾坤扭转吗?不可能了，同学们......”下面哄堂大笑——我
笑不出来，我想哭，我觉得，我也坏掉了。

商品坏了还可以做一件，而人，是不是也可以回到娘胎里再
活一次?

2.

还记得高三那忙碌的样子吗?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早起晚归吗?
还记得曾几何时我们为什么而奔波吗?还记得……我不知道，
在校的学生有多少人还记得高中的三年的辛酸，那时的我们
为的是什么，想要最求的又是什么?难道仅仅的是读大学?拿
个大学的毕业证??如果真的那样想的话或者那样做的话，我
无语，真的无语!!!



读大学，读的是为人处事，大学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在这个
充满朝气活力、有用着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的时候，我
们彼此相处，彼此交流。各自的思想，处事方式都会各每个
人留下不同的映像，在我们即将面临工作的时候，那一种方
式或许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大学很短暂，然而，要想真正的去读懂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需要我们各自很好的发挥，需
要每一个人尽情的展示……在这样简短的时间内，让我们好
好的读它!!!

慧学周感悟篇七

今天妈妈让我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
进远“……这句话小朋友们都知道，这就是三字经的经典”
台词“。

背诵三字经，是我们这学期刚开始的，可三字经的含义，谁
又都能理解呢?他写的是人的善、恶、孝礼，体现了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的传统美德。他一直告诉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亲
近老师和同学，并且要不耻下问。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
妹是做人的基础。

赶快拿起《三字经》，相信你的收获比我更多哟!!

慧学周感悟篇八

寒假，我读了一本有关数学的课外书《马小跳玩数学》，让
我更深一步地了解数学，受益匪浅。书里的'许多数学故事形
象生动，虽然大多数的数学理论我都懂，但俗话说得好
嘛！“温故而知新”，就算会了也要多多巩固巩固。这本书



不仅有数学理论，还有一些大数学家的故事。让我来给你们
讲讲吧！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名叫欧拉，13岁的欧拉靠自己的
努力考入了巴塞尔大学。在他年仅28岁时，为了计算一个彗
星的轨道，他奋战了三天三夜，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过
度的工作使欧拉得了眼病，就在那一年他右眼失明了，可他
更加勤奋地工作，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衰退，最后双目失明。
但工作就是他的生命，他决心用加倍的努力，来迎接命运对
他的挑战。眼睛看不见，他就口述，由他的儿子记录，继续
写作。欧拉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在黑暗中整整
工作了。”一个愿意为数学而付出生命的人，想想数学的魅
力有多么大。他让我真正明白了：“当你喜欢干一件事情，
它让你快乐，你为他付出生命都值得，因为你喜欢。”

好好努力，学好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