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 阿长与山海
经读书心得(优质11篇)

实习心得的撰写是对实习单位的感谢和回馈，也是对实习导
师的敬意和表达。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军训心得范文，
这些范文内容丰富，包含了个人的成长感悟和训练经历，欢
迎大家阅读。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一

别家的保姆都十分懂事但鲁迅爷爷家的保姆却别具一格。别
家的保姆要不然干活，要不然休息，从来不说三道四。阿长
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保姆，所以十分粗俗。但是做事做人还是
明白的。但凡别人家的保姆都冷冰冰的，但阿长压根就好絮
絮叨叨，还敢于东家谈东谈西，往往忘了自己的身份。后来，
阿长改变了。鲁迅爷爷便另眼相看了这个阿长，是因为她给
鲁迅爷爷买了一本《山海经》。她走了，但她的精神还在，
灵魂还在。鲁迅爷爷仍然记得这个看似平常的保姆，来表达
自己对她的敬意与感激之情。

鲁迅爷爷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来表达自己之前对阿长的态
度是不对的，要用后面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懊悔之情。

从这篇文章中，我知道人们做事不只是在表面性的，做事要
做在心里，不要把自己当成什么，你什么也不是，而是一个
普通人，保姆是一种职业，没有什么丢人的`。如果你干好眼
前的一切的话，说明你成功了。切记，不要把自己看的那么
重，也不要把自己看的那么轻!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二

我读了鲁迅先生写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作者用简单朴
实的语言描述了出一位心地善良，淳朴的劳动妇女。阿长，



是作者小时候的保姆，作者平时叫她阿妈，但阿长却经常切
切擦擦，指手画脚，当作者知道是他害死了他心爱的隐鼠后
便有些厌恶他了，自从这件事之后，小作者便改口喊她阿长
了。之后，由于阿长经常讲故事给作者听，让故事中的奇妙
经常陪伴小作者，年少的作者甚至在阿长的絮叨中感受到了
她的某种神力。时间久了，作者也渐渐不讨厌阿长了。

有一次，作者去远房叔叔家做客，无意间，看到一本绘图的
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只可惜书不
小心被弄丢了。

大概是他对那本山海经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都来
问“山哼经”是怎么一回事。大字不识的阿长休假过后，居
然就递给了作者一包书，高兴的说：“哥儿，有画的山哼经，
我给你买来了。”让作者从此对他产生了无比的.感激之情。
以后，虽然作者也买了许多书，也包括其他版本的山海经，
但没有一本能够代替他小时候看的那本山海经。

看似简单的买书一事，其实里面包含着阿长对作者的无比关
爱，没有人叫阿长去买《山海经》，阿长掏的是自己口袋里
的血汗钱去买的。

目不识丁，口中说着“山哼经”的阿长又是怎样费尽周折买到
《山海经》的？文章最后一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你在
怀里永安他的灵魂。”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阿长的怀念与祝福，
让我也不由自主的跟作者产生共鸣，仿佛我也看到了爱讲故
事，睡觉摆着大字的长妈妈。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三

阿长是个胖而矮、爱唠叨的老妈子。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形
象，让我觉得这故事很真实。

长妈妈的'有些习惯确实很烦人，比如说那“大”字型的睡姿，



想想被那粗笨的大腿压在身上的感觉，简直让人嫌弃到怀疑
人生!说实话，整篇文章并没有很多篇幅说长妈妈的好，但慢
慢的，她开始让我心生喜欢了。

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长妈妈买来了《山海经》那一段，作者
并没有写一个根本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是怎么买到这本书的：
她问了多少人?走了多少路?去了多少店?她把“山海经”都念成
“三哼经”了，她又是如何向别人打听的?其间曲折，文中并
没有答案。

但我想，读完这文章，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找到一些答案，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长妈妈。这个长妈妈，也许有不少
缺点，但更有着一颗对孩子从头到尾都善良的心。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四

我读了鲁迅先生写的《阿长与山海经》之后我发现文章先介
绍了人们对长妈妈的称呼、由来和她外形的特点，以及她的
一些不好的习惯。如写她喜欢切切察察、喜欢告状、睡觉爱
摆大字等；之后写她懂得的许多我听不耐烦的规矩。比如元
旦、除夕吃福橘、人死了要说老掉了等；最终写了长妈妈我买
《山海经》的事，并且叙述得很详细。

那里我想为什么老妈子不会吓晕过去呢最有意思的是她竟然把
‘山海经’念成‘三哼经’这让我捧腹大笑。我期望大家像
长妈妈一样用关怀，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纯朴的年代，去关怀
身边的一个人！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五

看鲁迅的很多作品都会有一种深刻的感受“累”，是一种从
身体到灵魂深处的累。挑挑拣拣只有那几篇读是会稍微轻松
些。《阿长与山海经》便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文中先写阿长的名字，然后才把生活中的点滴铺陈开
来。阿长啰嗦的管教，阿长可怕的大字型睡姿，阿长麻烦的
礼节，阿长关于长毛的恐怖故事，阿长制造的隐鼠事件及阿
长送的《山海经》。作者这一片一段的记忆将阿长的形象生
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让读者在其叙述中感受到这个粗
枝大叶的女人对小鲁迅细腻的爱。

如果不曾在中学课本中学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但看
其杂文犀利的笔锋，对世间丑恶深刻地揭露，很难想象这位
文坛中的勇士，拥有如此温暖的内心世界。

鲁迅是人不是神，此时才惊觉这一事实。别人看他的作品都
会累，更何况作者本人。他能看透这世间的一切丑恶，相对
对生活中的美好有着更为强烈渴望。小鲁迅与阿长的恩怨在
鲁迅的记忆中应是这浊世中的一缕清香，能除去内心深处的
无奈及疲惫。阿长对鲁迅看似粗浅实则深厚的爱在鲁迅的'记
忆中逐渐沉淀最后酿成了《阿长与山海经》。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六

读完一本书或一片文章，我都会有很多感受，但《阿长与山
海经》给我的感受最深。这篇文章出自鲁迅的《朝花夕拾》。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鲁迅小时候，家中的保姆——“阿
长”懂得很多规矩，并把这些规矩都教给了小鲁迅，而且经
常陪伴他，因此他很喜欢她。但自从她不小心把鲁迅养的心
爱的小老鼠踩死后，鲁迅便很憎恨她，觉得她是故意的。可
当鲁迅很想看带图画版的《山海经》时，阿长却在过节时，
跑了半个城市给他买了回来，让鲁迅很感动。

当鲁迅憎恨她时，她却毫不在意，照样对鲁迅好，甚至在得
知鲁迅想要《山海经》时，不惜牺牲过节时间，跑了半个城
市给鲁迅买了这部书。这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却是一个善
良、可爱的人，她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她的善良、朴实、可



爱却让人印象深刻，让人不能忘记。

“阿长”的美好品德让我想到很多人，如：老师把知识毫无
保留的教给学生，军人把自己的生命用在了保卫祖国，工人
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建设努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他们
的工作并不起眼，没有明星的耀眼光芒，但他们的贡献却是
极大的，是不可取代了。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七

长妈妈是一位经历苍桑的人，那里不仅仅写她迷信，有麻烦
的礼节，而且突出了她的伟大的.神力，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
的，她却成功了。很好地概述了一个人物形象。而我对长妈
妈的感情也是文章的关键，文章的主体把握及最后对她的缅
怀、祝福，都能说明感情很深。语言上或叙或议，前后呼应，
如3次写“大字形”睡式及谋害隐鼠的怨恨，朴实中带有点韵
味，让读者细细体会其中。

读完此篇文章，不难发现，长妈妈这样一个艺术典型形象，
独特而不平凡，而也揭示了封建社会比较黑暗、腐朽的事实。
我想作者就应是比较愤恨这一点，但我更多观注的是，作者
此篇文章包含的爱心与同情，让我们联想到此刻的生活中逐
渐失去了这种成份，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纯朴的年代，去关怀
身边一个人。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八

《阿长与山海经》本文写了“我”和阿长之间的五件事，第
一件是阿长爱讲闲话，第二件是阿长睡觉摆“大”字，第三
件是阿长要“我”遵守很多规矩，第四件是阿长给我讲长毛
的故事，第五件是阿长给我买《山海经》。

阿长诚恳仁慈，纯朴善良，宽厚不受束缚，说到做到，热心
肠，爱闲话，迷信唠叨是底层劳动妇女形象。



作者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写出我对阿长的感情，由大佩服到
产生敬意，却逐渐淡薄又到产生新的敬意以致怀念，赞美的
过程，而阿长的.丑陋背后是她的憨厚，愚昧背后是她的善良。
全文语言平淡质朴，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读起来让人
感到异常的亲切。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九

（一）语言平实形象

课文的语言非常平实，文中充满了儿时的回忆，纯真持久：
长妈妈教给我的道理很多很多。我有很烦很烦的感受，然而
也有我一时对她发生过空前敬意的时刻，特别是当她给我讲
关于"长毛"的故事，我是听得入神入迷，小孩子啊，就喜欢
听土匪强盗，兵戈缭乱的事情，认为刺激好玩，长妈妈讲得
也异常投入：啊呀，骇死我了……形象化的引用一两句话，
刻画了相当年长妈妈给我讲故事时异常投入的精神状态。

（二）感情真真切切

如：作为小孩子，我当时就有了很狡猾的观点，阿长在自己
的心目中："生得不好看，脖子上有许多疚疮"，以貌取
人——这么滑稽的天真味道刻画出来。

我时而对她充满敬意：因为她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历经了
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阅尽人间沧桑的啊！但时而有怨有
恨——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威信"一点点消失，"
但完全消失，大概是知道了她谋害我的隐鼠之后"——一切以
我的感受作为出发点来对待长妈妈，有敬有爱，时怨时恨，
这种感情的反复恰反映了儿童心灵世界的真实。

《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基本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
他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怀念。《阿长与山海经》可以说是鲁
迅先生所有文章中，笔调最温暖的一篇。



（三）闪烁人性光辉

渴慕《山海经》——"书是我的全部，我是我书的全部"——
鲁迅幼年喜欢图画，对绘图的《山海经》渴望已久，苦思而
不可得，以至于一坐下来就念叨，阿长问了究竟，鲁迅只是
随口告诉了她。哪知，就在阿长告假回家四五天，又回到周
家的时候，不识字的阿长用自己的钱，给鲁迅买回了被视为
宝书的绘图《山海经》。

琐琐碎碎一大些，真真切切一桩事：一件事，一辈子，一生
情

一句非常精彩的感慨：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
够做成功——这一句最能让人感怀，年幼的鲁迅被善良朴实
的长妈妈默默的爱震惊了，这是真爱的标志，尽管长妈妈有
着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长得也实在不好看，但掩盖不了她
的真诚和朴实，她的故去，足以令人怀念，这使鲁迅长舒胸
臆而发出一声：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
魂灵。荡人心魄，感人之深，这也是全篇感情的最高升华，
尽管仍然是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出来。辞了人世30
年，连姓名都不知道，"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作者满怀
圣洁的感情，发出的一声感叹逝者长已，来者深追。

（四）阿长的为人

1。阿长是一个很不幸而又热望一生平安的劳动妇女。

阿长连姓名都不为人所知，可见出身之低下。她享受不到教
育的权利，不识字，没文化。尤其不幸的是，"青年守寡"，
在别人家做女工，一年功夫只能告假几天回家。

阿长相信命运。遭遇了守寡的不幸，在含辛茹苦的女工生涯
中，她对生活并无更高的要求，但求"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她相信儿童金口，郑重其事地要孩子大年初一睁开眼就向她



祝福。好像新的一年的运气，全在孩子有没有"恭喜"她，要
是不说，可就惶急了，说了，开心得什么似的。

普通人都有美好的愿望。阿长这个不幸的寡妇只求平平安安，
鲁迅回忆起来，对她充满同情。

2。阿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却是民间文化的载体。

阿长没有文化，不免粗俗，性格又很外向，来到周家做女工，
也不知收敛，一味适性任情，"常喜欢切切察察"人胖，睡相
也不好。在温文尔雅的主人家就显得格外粗俗，连小主人都
对她讨厌之极。

阿长知道许多事情、许多道理，可以说，她是民间文化的载
体。其中不免有迷信的成分，诸如什么"死了人，生了孩子的
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也有落后的成分，诸如认为孩子拔
草、翻石头就是顽皮，这是落后的儿童教育观。但是，课文
所写，迷信、落后的东西并不多，多数是不错的。正月初一，
要孩子恭喜，吃福橘，乃是吉利文化。饭粒落在地上，必须
拣起来，这是珍惜劳动果实。不要从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钻
过去，这是讲究形象。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这
是避讳修辞。至于阿长讲长毛，可见民间对长毛的传说，是
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我们认识太平军不无裨益。

3。阿长对孩子倾注一片心血。

前半部分虽然用的是抑笔，但说的是儿时的心理，其实阿长
对孩子的关爱是前后一致的，并非平时不好，惟独买《山海
经》算是做了一件好事。阿长对孩子的关爱，就她的本意来
说，是要孩子干净、安全，有教养，她总是为孩子操心。"烦
琐"正说明她悉心教养。当然她不懂儿童心理，许多做法违拗
儿童心理，使孩子感觉讨厌、麻烦。买《山海经》则是叫孩
子称心如意的一回。阿长自己没有读过书，见孩子念念不忘
《山海经》，却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她把



孩子的心愿一直挂在心上，想方设法买来了《山海经》，这
部书成了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鲁迅是一辈子
跟书打交道的大文学家，而第一部宝书是阿长给买的，阿长
之值得鲁迅纪念是理所当然的。

主要中心思想和内容

阿长是鲁迅小时候的保姆。记述儿时与阿长相处的情景，描
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
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
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
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作品的最后两段，表现了鲁迅对长妈妈的怀念、内疚、祝愿
之情。在鲁迅的人生历程中，长妈妈曾起过那样重要的作用，
但他竟不知道她的姓名和经历，这是多么叫人内疚的事情，
他所能做的，只有祈祷仁厚的地母，安息阿妈的灵魂。鲁迅
对阿长的深沉感情在这里表现得深切感人。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十

近些年，仙侠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盛行，观众和读者无不被
其中梦幻的场景、漂亮的服饰、考究的用度和俊俏的演员所
吸引。本人也没能免俗加入了这股观影大潮中追了一部《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而这部剧中源源不断出现的昆仑虚、青
丘、九尾狐、凤凰、巴蛇等等让我不禁想起了初中时期拜读
过的白话文版《山海经》。由此也萌生了再读一遍《山海经》
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山海经》+《新华字典》的标配组合。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记入神话最多的一部古书、一
部奇书。书中记载了大量诸如夸父与日逐走、刑天与帝至此
争神，帝断其首、神荼郁垒、鲧复生禹等的神话传说。此书
还广泛涉及了地理、动植物、矿物、巫术、宗教、医药、民
族等方面，因此称其为是呈现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百科全书



都不为过。当然此书也是有史以来对矿物记录最早的人类著
作。全书共18篇。记载了大约40个邦国(一目国、柔利国、豉
踵国、拘瘿国)，550座山(巫山、太山、役山、昆仑山)，300
条水道(济水、漳水、洛水、湘水)，100多位历史人物(相柳
氏、嫘祖、常羲、西王母)，400余种怪兽(蛟、毕方鸟、孰湖、
穷奇)，犹如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真实记录。《山海
经》并非荒诞不经，虽然书中的动物大多是现实中没有的，
但有些动植物矿物的记载是真实存在的。如《东山经》中
的“…其状如鹗羽赤喙,人舌能言,名口鹦鹉”,这不就是我们
的宠物鹦鹉嘛。还有“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
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爰有鹧久、文贝、离俞、鸾鸟、凤
鸟、大物、小物。有青鸟、琅鸟、玄鸟、黄鸟、虎、豹、熊、
罴、黄蛇、视肉、璿、瑰、瑶、碧,皆出卫丘山。”当然最为
吸引我的还是那些蕴含了古人智慧的神话传说。

精卫填海

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
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该。是炎帝之少女,
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
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故事中炎帝的小女儿被海水淹死后，并不是顾影自怜，不是
自怨自艾，而是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
探索自然、征服自然、治理水患的强烈愿望和不畏艰苦，奋
斗不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

夸父追日

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
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
林。

夸父敢想敢为，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放弃,锲而不舍地追根求



源，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劳动人民对光明的向往,、为后人造福
的崇高品格,同时也弘扬了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

阿长和山海经读书心得篇十一

这本书，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为奇书，你知道是什么书吗？没
错，就是这本《山海经》。和这本书结缘，是闲来无事的一
天，我从家里的书柜上面随手拿了本书，一看是《山海经》
就慢慢读了起来，不读不知道，一读惊一跳——这完全就是
一本奇书！读了之后，我才知道小时候听大人讲得奇珍异兽
原来都生活在这本书里面。

一个个故事充满了神话色彩，远古时期天、地、人、兽的奥
秘让我欲罢不能。一幅幅画卷承载着古人的绝妙的智慧和想
象力，我简直叹为观止。看看现在的玄幻剧、科幻剧、神话
剧，想象力创造出来的生灵，拥有无穷的魔力，拥有超凡的
能力，要么祸害人间，要么拯救世人，原来大多的灵感都来自
《山海经》这本古书呀。为此,我又要为《山海经》竖起大拇
指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