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一读书心得(优秀6篇)
军训心得是在训练结束后对整个军事训练进行回顾和评价的
一种写作形式。下面是一些经典的学习心得案例，值得我们
借鉴和学习。

初一读书心得篇一

“吴宫花草成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我轻念着这首古诗，
在一个阳光灿撰的夏日，默默地将《红楼梦》读完。掩卷沉
思，不觉一丝悲凉在心头，为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物。

珠泪滚滚冲垮了红楼，雕梁画栋化做一堆尘土，往日的富贵
奢华也灰飞烟灭。随着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灭亡，大
观园中的风花雪月也因此而一去不复返。对大观园巾醉生梦
死的那群贵族来说，自己的一生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
醒来之后才体会出“浮生若梦’的内在含义。

记得《红楼梦》里第一回曾这样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
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以感伤的心情，
饱蘸着时代的血泪，为封建贵族阶级走向灭亡唱出一首荡气
回肠的挽歌，在我看来，《红楼梦》并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封
建贵族家庭山强盛走向衰败的过程，井且还用犀利的语言真
实、大胆地向世人揭露了封建贵族阶级的无耻与堕落，真实
再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间悲惨景象，将封
建统治者的虚伪、阴险和恶毒暴露在阳光之下。它不单单指
出这四大家族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且也向世人暗示这个家族
所属的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也必然会走向崩溃和死亡。

在《红楼梦》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大
观园里的每个人物都扮演粉不同的角色，都有独树一帜的特
点，令人百看不厌。例如贾府上层统治者中，贾母的安富尊
荣，贾政的道貌岸然，贾琏的无耻，邢夫人的庸俗不堪，王
夫人的“尊贵贤淑"。金陵十二钗中黛玉的多愁善感，宝钗的



城府深严，凤姐的阴险恶毒，迎春的懦弱，探春的干练，湘
云的豪爽洒脱，妙玉的矫揉造作，尤二姐的柔，尤三姐的烈
等等，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黛玉这个
让无数读者落泪的悲剧形象。

读完《红楼梦》，我为故事中的种种悲剧而痛心，因为这些
悲剧，不仅仅是性格的悲剧、爱情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的
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初一读书心得篇二

《红楼梦》，它是四大名著之一。

它是一部千古不朽的人生大戏，《红楼梦》所呈现的，主要
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不朽的人生悲剧。

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琢磨着《红楼梦》，虽然几个月就把
它给看完了，但我还有许多看不懂的地方，便一句一句地理
解。

《红楼梦》主要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述了贾
家荣、宁国府之间，表现在婚姻、建筑、文化、财产等各方
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其中最让我羡慕的则是塑造出的一
大批栩栩如生、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比如：贾宝玉、林黛玉、
薛宝钗、王熙凤、史湘云，就连作者寥寥几笔勾勒的晴雯、
紫鹃、雪雁等丫鬟，都成为了我国文学画廊中的著名艺术典
型。

《红楼梦》所讲述的，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大家庭，原本荣华
富贵，后来因家庭成员获罪以致被抄家，逐渐走向没落，终
于繁华成空的大悲剧。

因此，将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故事作为主力呈现，也适度传出了
《红楼梦》的主要精神。



黛玉和宝玉的悲剧，肇始于封建社会中，婚姻大事向来由父
母决定，子女本身并没有资格决定。贾宝玉的父亲命他娶薛
宝钗，他就非娶不可，尽管实际上他心里喜欢林黛玉。婚姻
大事他无法自主，最终导致了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三个
人的悲剧。

当我看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和《苦绛
珠魂悲伤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时，听着悲伤的音乐。
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那
不争气的眼泪始终还是把那页给模糊了呢!傻傻的我本以为结
局会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是啊!王子与公主
生活只是童话故事而已，然而，这么悲惨的结局我却怎么也
想不到。

当黛玉听完傻大姐的话后，就直吐鲜血。不住地流泪。因为
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黛玉她恨宝玉，恨他为什么不理解自
己。她把宝玉送给她的那绢子往火上一撂，顿时化为灰烬。
熬了一天，黛玉已经奄奄一息。突然，她高声叫道：“宝玉、
宝玉，你好……”狠心两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只见黛玉两眼
一翻，一缕芳魂就这样随风而逝。

黛玉死的时候，正是宝玉娶宝钗的同一个时辰。只因潇湘馆
离新房很远，听不到潇湘馆这边悲恸的哭声。

这真的是个不朽的悲剧啊!

我为黛玉和宝玉感到悲哀，宝玉最后竟然出家当了和尚，因
为他知道林妹妹是为自己而死的。便在灵柩前放声大哭。

初一读书心得篇三

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
奇特的一部小说。



我读红楼，感悟最深的大致可分为两点。

第一，有感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红楼梦》之因此能
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并不仅仅仅正因它在资料上的博大
精深，包罗万象，更重要的因素还取决于它巨大的艺术魅力。
从小说的人物看，它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据不
完全统计，其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近五百人，而能够给人
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至少也有数十人，例如林黛玉
的尖酸刻薄，薛宝钗的温柔敦厚，贾宝玉的如傻似狂，王熙
凤的诙谐幽默等，这些典型人物，各自都有自己独特而又鲜
明的个性特征，早已成为人类艺术画廊中千古不朽的艺术典
型，在银屏上盛演不衰。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看，《红楼梦》
改变了以往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故事单线条发展的单调模式，
创造了一个完整宏大而又浑然天成的网状艺术结构，四大家
族及众多人物，情节结构安排巧妙，虽然多条线索齐头并进，
互相联结，却又有条不紊，层次分明。

从小说的语言上看《红楼梦》，曹雪芹是公认的语言大师，
他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
以丰富的发展，使小说的叙述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准确洗练，
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堪称经
典，作者往往只用三言两语就能传神地勾画出一个个性鲜明
的人物形象，例如林黛玉进贾府那段，王熙凤说道：天下真
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
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似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
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
样姑妈偏就去世了!她这几句话，不仅仅夸奖了林黛玉，而且
赞扬了探春姐妹们，还博得了贾母的欢心，充分显示了王熙
凤圆滑世故的特点。

小说中透过不一样人物之口，反复吟唱的这一旋律，正是作
者历经世间荣辱后的人生感悟，也是《红楼梦》乃至历代文
人所极力探索的永恒主题之一，例如，元春贵为皇妃，但却
觉生活“终无意趣”;迎春误嫁中山狼，不久便被折磨至死;



探春虽然“才自精明志自高”，但却“生于末世运偏消”，
为了家族的利益被迫远嫁异域;惜春看破红尘，出家为
尼，“独卧青灯古佛旁”史湘云虽然“英豪阔大宽宏量”，
但最终却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气质美如兰，才华阜
比仙”的妙玉带发修行，结果“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
心愿”。其他诸如香菱、晴雯、尤二姐、尤三姐等等，乃至
大观园“女儿国”中所有的女儿们，都无一不是以背剧结局
而告终的，但是，曹雪芹的这种人生感悟是用心而非颓废的，
他对人生乃至世间一切完美的事物都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当人生与世间的真善美被无情地毁灭时，他才在怜惜悲悯中
发出了无奈的感叹，综观全书，《红楼梦》主要在“天上人
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这一既诗化又真实的理想世界中展开故
事情节，以“无故寻愁觅恨”的贾宝玉为主人公，透过他的
独特视角和亲身经历来感悟人生，探索自然，充分展示了青
春少女及世间之美被毁灭的无情和无奈。

以上就是我对《红楼梦》的浅谈，自《红楼梦》诞生以来，
就受到了普遍的赞赏和喜爱，红学各派各持己见，然而这也
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红楼梦》巨大影响和无穷的艺术魅力!，
然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红楼梦》巨大影响和无穷的
艺术魅力!

初一读书心得篇四

每次看《红楼梦》，总也看不到结尾，原因无他，只是觉得
林黛玉的生世可怜本就可怜，可为什么结局也那么的凄惨，
为何要让她知道宝玉成亲，最后气结而亡。这个结局知道就
够了，没必要去一遍遍的温习那种心痛。

我知道很多人写了红楼梦的续篇，以前对于这种书，我总是
排斥的。觉得那些人搞出一个个大团圆，或死而复生或仙境
重逢之类的结局，实在是没有意义。这么粗劣的改续，无聊
的紧。不过这次去图书馆，见到书架上好几个版本的这种书，
抽出一本，粗略的翻了一下，却使我萌动了重读红楼结尾几



章的想法。

以前，我一直是不喜欢薛宝钗的，觉得她是一个既冷酷又自
私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不由不同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
她的悲剧也许比林的更令人叹惋。

薛家也是大家族之一，薛宝钗从小就家境富足，饱读诗书。
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
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
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
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超出这些束缚。只有
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妃令她大怒，可也只是冷冷的用一句话
反讽过去。以前最恨她在蜂腰桥下陷害林的一段。现在想来，
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恶毒举动。她从小生长在皇
商家庭，这种“趋吉避凶”的法门应该是早就深深的印在心
中了吧。虽然她的做法很自私，但在她，也许认为人理所应
当就该这样应对。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别人的
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
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
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
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认为母女间有的不是血浓于水的
亲情而是服从的孝道。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
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在封建社会的礼教中，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身不由己的。
她只是一个典型的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
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
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
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
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庄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评
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
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
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接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



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在这时，她依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
为的。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端庄样儿一点不走，
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可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
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
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着，这是她的“尊
重”!

与黛玉相比，宝钗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黛玉至少曾得到过
那虚无缥缈的爱情，且她没有看到家族没落的悲惨下场，而
是一死解脱了时间所有的痛苦。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
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
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

本应是一个敢爱敢恨，个性洒脱，恣意生活的宝钗，却成了
红楼数场悲剧中的一个。“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
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对于她的一生，曹雪芹先生应该也
是叹惋的吧!

初一读书心得篇五

我读了《红楼梦》一书，书中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
为主线，用贾府的兴衰作为背景，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
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悲剧。

作者曹雪芹通过《红楼梦》，揭示了腐朽封建社会，也表达
了他的不满与愤怒。故事讲述的是从小体弱多病的林黛玉来
到了荣国府，渐渐与生来嘴衔通灵玉而性格顽劣的公子贾宝
玉相恋，又因凤姐从中使用掉包计，使得贾宝玉娶了薛宝钗，
让林黛玉身亡，贾宝玉从此心灰意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黛玉，虽然她的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
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花前
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



意，淡泊名利……就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
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最
让我欣赏的还是她诗情画意，聪慧灵秀。黛玉每次与姐妹们
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居于首位。无不体现出
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
薄命，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
是患得患失。

我感叹贾、林两人爱情的悲剧与那些敢于反判那个垂死的封
建贵族制度的人，同情那些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所批
判和否定的是封建社会的虚伪道德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
他们心中，一边是封建社会必须追求的功名光环，一边是心
驰神往的自由之身。在面对封建礼教下的种种冷漠，甚至以
生命的付出为代价，自由之身的追求始终不弃。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假假真真，让人琢
磨不透《红楼梦》中的一切，文学的真谛就在这里。

初一读书心得篇六

《红楼梦》第二十回，讲述了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事，其中
一个片段可谓是将道德绑架上了至高点。

元妃省亲回宫后，从皇宫里特意送回糖蒸酥酪给宝玉吃，这
可是从御膳房做出来的，民间绝无仅又。宝玉心善，特地留
了一些给贴身丫头袭人。贾宝玉的奶娘李嬷嬷因打麻将输了
钱，宝玉长大了又不理她，她服侍宝玉的机会呗袭人“抢
走”。这些事情已经让李嬷嬷耿耿于怀。这日，被李嬷嬷发
现宝玉房间里的糖蒸酥酪，当听丫头说是留给袭人的，便发
怒似的故意吃掉了。事后便将一肚子火气撒在袭人身上，骂
宝玉忘记了她的喝母乳长大的养育之恩，直到王熙凤出场巧
妙地解决了麻烦。

这个片段，可以看出婆媳关系。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求



曾经对别人的付出，给以回报，若不回报自己，便是忘恩负
义，这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贾宝玉因为情商太低，不仅招来一身骂，还没有止息矛盾。
耿直的宝玉出于正义，批评了李嬷嬷，反而让李嬷嬷变本加
厉。她是无理，咄咄逼人，可她也很可怜。她所希望的也不
过是有人来陪她说说话啊!作为老人，他们孤独，渴求别人的
关注。袭人是宝玉现在身边最贴身的丫头，李嬷嬷是喂养宝
玉的母亲，这里便是中国典型的婆媳关系，最为难的便是宝
玉。袭人和李嬷嬷都爱宝玉，爱，不应该是为难。对我们今
天有警醒作用。

最可怕的，莫过于道德绑架。李嬷嬷对宝玉有养育之恩，而
来要挟宝玉对其关心。有恩报恩，从中国人的情义来讲，这
没有问题，甚至是美谈。但回到现实，若付出之时就已经在
思考将来的获取，那你付出的真诚之心便值得商榷更何况是
母爱的付出。若宝玉对你的好令你不满意，便成了忘恩负义
之人，这就是最典型的道德绑架，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刚风靡中国的《战狼》2导演吴京，就被网友要求捐款一个亿。
我觉得，我们不要假借道德的名义来强迫他人，正如吴京回
应：善良应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一份余香，本就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