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我与地坛心得体会(通用15篇)
学习心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所学知识，同时也
能够发现自身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调整学习方法和策
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优秀的教学反思范文，希
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一

初识史铁生是在中学课本中，同是《我与地坛》，只不过仅
仅是一个选段，那时的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个文章写得好的
残疾人罢了，殊不知他那崇高的人格和对生命的感悟。而今
我有幸再次拜读这位伟人的文章，内心不觉被一股洪流般的
力量惊醒，放眼人生，感悟生命。

十二岁，正是浪漫的青春时代，正是做梦的季节，用他的话
说，正是最狂妄的年龄，而他却忽地残疾了双腿。他无奈，
他徘徊。放眼人生未走过的路，他沉沦，而这时地坛却成了
他唯一放飞思绪的地方，也是他涅槃重生的熔炉。

双腿残疾，无助的他只能将自己仅存的一点生活的勇气献给
了这座园子，他见证太阳升起，目送夕阳西下，春夏秋冬从
不间断，以弥补内心对现实的胆怯。但是他并不是庸庸碌碌，
他思考人生，思虑生活，不仅为他自己的下半生，更因为他
并未放下希望。

在这座园子里他见证了太多，思考了太多，既有夜幕间散步
的夫妇，陪伴他爱唱歌的小伙子，当然也有曾经让他一见倾
心气质不凡的中年女工程师，还有一对天真无邪的兄妹。但
是岁月流逝，当陪他唱歌的小伙子离去，中年女工程师逃出
他的视线，他看到了世事的变化;当他看到多年前曾经捡“小
灯笼”的小姑娘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来园游玩，遭到几个人
的戏耍，只因她是一个弱智少女时，他看到了漂亮和弱智并



存对一个人的伤害，看到了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冷酷。
他反观自己庆幸自己并不是精神上的残疾，因为对于他来说
广阔辽远的精神世界才是自己真正的乐土。他看到了社会中
的弱者(也包括自己)并没有被时光抛弃，他曾经抱怨上帝，
为什么将苦难带到人间，为什么不将残疾彻底消除。但是他
看透了——一个没有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
肥力的沙漠。他终于认为上帝是对的，差别永远是要有的，
人类的全部曲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

最终，他接受了苦难，选择了写作，用笔书写自己的内心，
用心诠释生命的真谛。

残疾使他涅槃，地坛正是他的跳板，恰是如此，他审视世界，
审视自我，思索死亡与生命，他用自己的经历来感悟生命，
不只是他的生命还有在地坛古园中来来去去的更多的生命。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6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二

或许是对这位正值壮年，本应大展宏图，却突遭双腿瘫痪打
击，但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痛苦、迷茫甚至绝望的作家的好
奇与同情，我一直乐于读他———史铁生的文章。

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是写他的母亲。自然而然的阅读。有意无
意的在他的文章中寻找契合点。一个身体走入绝境的人，在
冥想和回忆中，写尽了生之曲折。

最先接触到的是他的《我与地坛》。名字虽看似与地坛有关。
但更多得是写他的母亲。在他失去双腿的那段时间，他郁闷、
逃避、心灰意冷，终日独自一人推着轮椅到地坛去。在老树
下或荒草边或颓墙边默坐、呆想。然而这却给母亲出了一个



难题。她知道他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他出去走走，但
她又担心他。有时，史铁生在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会
来找他。对于他的出行，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惊恐担忧，正如
作者所说“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母亲这是在自我安
慰，自我祷告。是给我的暗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
然长逝以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的那些漫长时间，
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安，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
低限度的祈求。”对于史铁生的母亲来说，她有一个长到二
十几岁忽然瘫痪的儿子。她情愿把痛苦加注在她自己身上。
她小心翼翼的顾忌着史铁生悲痛的心，即使那时的她正身患
肝病，却更加担忧孩子的未来和他的心结。

然而就在史铁生快要撞出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
匆匆离去时只有四十九岁。直至母亲猝然长逝，史铁生才开
始清醒。对于母亲，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倔只留下了悔恨，没
有丝毫骄傲。那时的史铁生还太年轻，他被命运冲昏了头脑，
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人，殊不知儿子的不幸在
母亲那里时要加倍的。而母亲在临终前，仍念叨着她那有病
的儿子和还未成年的女儿。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着，只留给
作者无尽的伤痛和怀念。

母亲的去世，也许是史铁生最大的遗憾。在她去世后，她艰
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让人动容。作者所刻
画的“母亲”形象深入人心，就像世上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
我也会从中读懂史铁生的忏悔与悔恨，在生活中不留遗憾。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三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是他是五年来摇着轮
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果，文章中饱含了史铁生对人生的感悟，
对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着史铁生心灵深处的情感，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回北京住院，从此他再也没有站



起来，在人生最狂妄的年龄忽地失去了双腿，这对一个年轻
的生命来说如雷轰顶。在经过一次次心灵与死神的斗争之后，
他最终拒绝了死亡。是母亲的爱唤起了他的意志，他坚定把
自己的心变成一片沃土，而母亲已在这片沃土上洒了第一把
种子。

史铁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顽强地艰难地一步步走了过来，
因此，文坛上多了一名新秀。当他的第一篇文章被发表的时
候，他想与母亲分享快乐，但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了。
母亲没有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是恪守的教诲，她只想
让儿子活下去，简单快乐地活下去，此时此刻，史铁生也感
受到了母亲坚忍的一直和毫不张扬的爱。

《我与地坛》给予了我们警示—要勇敢面对挫折，珍惜亲情，
正确对待人生，不要轻言放弃，要懂得理解，坚强等等，有
很好的引导作用。

史铁生的文章让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坚强。也让我们进行
了一次心灵的搜索和对生命的诘问，对生命的意义又加深了
理解。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四

初次读了《我与地坛》这部书，我被史铁生那朴实无华的文
笔和如此崎岖坎坷的命运惊呆了，他年轻时的倔强，冲动完
完全全与现在生活中的我十分地相似。我似乎也正活到了一
个很狂妄的时期，时不时还会顶撞父母。仔细想起来，我是
多么的无知与幸运。

他在二十岁时就失去双腿，面对迷茫的生活与自己现在如此
的不幸，看着在地坛公园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看他们健全的'
双腿，再看看自己那将陪伴自己终身的轮椅，心中的愤怒与
宣泄世界对自己的不公是可以理解。但是在回来看看我，我
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家庭环境，负责的父母……我有什



么理由宣泄自己的不满呢对于史铁生来讲，我连发脾气的资
格都没有。史铁生的命运仔细想想也是一种幸运：他有着一个
“活生生”的地坛朋友，时时都与他谈心，还像书中所
说“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还有一
个辛勤的母亲，往往在他绝望之际把他从生死线上拉回来。
总是默默的承受着史铁生的暴怒无常与倔强，她强人自己的
病痛，为了自己儿女的美好未来生活含辛茹苦。

最后，关于“母亲期望作者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就
我个人认为，这条路是一条通往幸福与快乐的路。不论做什
么，只要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地活着，这就是每一位母
亲对她的孩子最大的渴盼啊!正可谓“游子身上衣，慈母手中
线”，只要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实现自己的理想，母
亲都一定会默默地支持着，无私地奉献着，这也正是“母
亲”所最伟大之处!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五

当徐斌老师发下《我与地坛》这本书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史
铁生的散文集。喜欢上他，仅仅因为书签上史铁生淡定的样
子，两眼微眯，在洁白的书签上，静静地望着什么东西。那
种目光，仿佛穿越一切，就那样直直的望着你，躲不开，逃
不掉。

史铁生是北京人，是我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曾任中国作
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
作家协会评议委员会委员。20xx年12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我与地坛》讲述的是史铁生在双腿残废后，在地坛中见到
那些充满活力的人后，发出的内心感慨。作者把地坛当做了
自己不愉快时发泄的地点，地坛也是史铁生思考自己前途命
运最好的地方。

拜读《我与地坛》，起初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因为老师



说要我写读后感。可是，读着读着，不禁被作者母亲伟大的
母爱感动了。

在《秋天的怀念》这一篇文章中。作者双腿残疾后脾气变得
十分暴躁，喜怒无常，悲观厌世。作者的母亲虽然身患重病，
但她依然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让孩子开心，让一个双腿瘫痪
的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不再颓废下去。当儿子答应她第二天
去北海看菊花时，她欣喜若狂。但是几分钟过后，她却无法
支撑自己患有重病的身体，旧病复发，倒在了血泊之中。她
临终前那句没有说完的话，仍是担心他那双腿瘫痪的儿子和
未成年的女儿。读到这儿，我不忍再读下去，我深深地感受
到母爱的`伟大。

伟大的母爱让史铁生身残志坚，成就了著名作家，也演绎了
精彩人生!也让我再一次懂得了母爱所激发的创造活力。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六

初读这作文文章时，我就被作者那朴实无华的文字，深沉幽
邃的情感，意蕴绵长的哲思所深深地打动。于是，当我静下
心来再读这作文文章时，我发现，这作文文章中所浸透的对
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揣摩已不再是表面浮
起的清波，而是作者内心最深处，灵魂最地层，在经历了数
十年的坚苦励炼之后，所积淀下来的洪流荡漾。特别是第二
部分也就是作者对自己母亲描写最为集中的一部分，它给我
留下的印象格外深刻，下面我就来谈谈对这一部分的理解。

有些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太突然，不等你想明白，搞清楚，
它就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暴风骤临一般让你喘不过气来，
而你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承受。作者无疑是令人同情的，在
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却忽然残废了双腿，在他人生作文章
即将奏响之时却猛然印上了休止符，这样的打击的确是巨大
的，不论换作谁，也会吃不消的。



但是，作者无疑也是幸运的，他有一位理解他关爱他的母亲。
在他深处荒园独自面对着残垣断壁、破瓦。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七

21岁的史铁生在腿瘫痪后开始失去生活目标。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发现了一个看似荒芜却能抚慰他伤痕累累的地坛。在
地坛和他母亲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他继续生活的理由。

散文《我和地坛》对我影响很大。每当我在生活中遇到很大
的困难，我总会想到史铁生。与史铁生在生活中遇到的灾难
相比，我立刻觉得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不难。而且，我
真的很佩服史铁生的勇气。经历了腿瘫的挫折，他仍然能找
到继续生活的理由。我知道这个过程一定很困难，大多数人
很难理解他从瘫痪到恢复生活的目标有多困难。如果是我，
我真的很难想象我的腿瘫痪后应该如何适应未来的生活。

我真的很感动他母亲对他的爱，一个母亲正在经历孩子的腿
瘫痪：多么悲伤的事情。她当然希望腿瘫痪的`不是她的儿子，
而是她自己。因为当她看着儿子经历痛苦时，她的心会比儿
子更痛苦。我也为史铁生感到难过，当他的母亲在他身边时，
他并没有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失去母亲后，他意识到母亲
对他的爱是多么无私，但当他明白这一切时，母亲已经离开
了他，去了一个史铁生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八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散文名篇，初读时我虽然不能深入
体会文章的深奥之处，但是心灵仍然受到突然的，难以名状
的震撼，这震撼随着阅读次数的增多愈加强烈，每读一遍，
思想便受一次洗涤，情感便受一次熏陶，可以说《我与地坛》
颠覆了我的人生观。

文中令我感触最深的一句是：“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



残照之际，正是他在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这一句是作者由生命联想到日出日落时所写的，正如作者
所说：“当牵牛花初开的季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生
命必有终结，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人生道路
上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向安息地，然而太阳却是循环往复的，
日落后必有日出，日出后即有日落，生生不息，亘古不变，
永远散发出光与热，永远都是那一轮火红色的旭日，换个角
度看，生命又何尝不是循环往复，旧的去了，新的于是降临，
当垂暮之人，淡然地合上双眼微笑着离去，必有一声啼哭划
破寂寥，我总感觉生命似乎总是蒙着一层神秘色彩。时常考
虑现实世界是否真正有转世轮回，我不知道，可能永远也没
有答案，但是读了史先生的文章后，我清晰地认识到生命是
否真有轮回不重要，重要的在于生命长河中你所度过的时光
的剪影是否精彩，漫长的岁月的无数个瞬间是否都回味无穷。
当你站在高处，俯瞰生命的循环往复中发现自己的有限生命
只是一刹那时，你便会觉得这世界上的艰难坎坷简直不值一
提，死亡临近也无恐惧可言，生命的分分秒秒都是一笔财富。

浅层次的阅读却依然让我收获丰厚，谢谢史先生让我重新认
识生命、审视生命、纵使先生已故，精神也必将流传千古，
影响百世。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九

我与地坛是我在学校见习实习生活中所听的最后一篇课文，
这节课后，感触真的很深，从刚开始来实习听到的第一课沁
园春·长沙再到今天所听的最后一课我与地坛，感觉胡老师
的上课真的很精彩，基本功很好，课堂气氛分常也非常的好，
上课不拖泥带水，一语中的线索清晰，脉络分明。让人感觉
语文学习如此轻松愉快而又收获颇丰。对教材的处理细腻而
又完整。在上这节课之前她首先让同学们来谈谈对生命的理
解？这样让同学们很快的进入对人生命思考的状态。同学们
都在踊跃的回答自己对人生命的思考，胡老师也对生命也做
了一个总结说：“史铁生曾经说过：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
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
一个简简单单的命题就进入了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这样的设
计不但能让同学们感悟生命，更能引发同学们对课文的深入
了解。

作为一个残疾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以说是一篇生
命的歌！是对人生深切感悟的歌。一位学生说得很好，一个
人，当他的人生在顺境中生存的时候，他是不会珍惜生命，
珍惜时间，也不会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只有当人生
在十字路口徘徊，在逆境中生存，在身心遭受重大挫折的时
候，才去思考人生，拷问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默默
奉献付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胡老师说：“你们的回答
也引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真的没错，人就是这样的，要在
某一样东西的压制下，才能有生存的动力，才会去仔细思考
人生，思考生命的价值。然而史铁生的这篇文章，就是这样
一篇拷问灵魂的震撼人心的作品。正是这种遭遇，给作者提
供了一次透彻的领悟人生，感受生命的机会。

在他和地坛的亲密接触中，在他对地坛的真切感悟中，体会
着生与死的价值，体会着生命的意义。在地坛，这样一个苍
幽的、偏僻的、历经沧桑的、荒芜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具有
浓郁的历史特点，又沉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而今又荒废的园
子，作者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种对生命的认识，而是贯穿着
一种时间意识，生命意识。这种意识，把作者引领到了一种
宁静、安详的.氛围中，正好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有关生与死
的问题。在这儿，地坛是作者精神的寄托地，是在他人生出
现大的挫折，心灵遭受极度痛苦，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之时，
他来到了地坛，似乎这地坛就是为了等他。在这儿，他获得
了很多启示。他从地坛的苍老斑驳中读出的是一种沧桑、一
种悠远的历史情怀。可以说，此时的地坛，已经不仅仅是一
个历史遗迹，而是作者心灵的栖息地，是他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找到的一个精神寄托所，也是他逃避生活，逃避人生的最
好的场所。



在这儿，他把自己与外界的一切隔绝起来，听不到市声的喧
闹，听不到人声的嘈杂，可以静下心来，整天陷入对人生的
思索中。在分析完古园的景象后，胡老师又让同学们思考一
个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同学们又是怎么样理解一个人生了，
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
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
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
降临的节日。怎么理解这句话？就这样弹出一个问题，让同
学踊跃的回答，同时也激发了同学的思维，更加的促进他们
从现在就应该对人生有所思考。这使第一课时的讲解在学生
与老师的交流互动中结束了。

胡老师在安排第二课时的时候，回顾了上节课所说的内容，
还问同学们第二部分主要写了些什么？作者写了一个怎么样
的母亲？在这些问题一一解决完，胡老师又抛出了下一个题
目，就是让学生思考母爱具体体现在同学们身上的爱，母亲
是怎么样爱自己的子女的？同学们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应
该是老师与学生交流的一种题目，这样既能让同学们说出对
母亲的感受，也能了解学生对家长的一种的看法，从而得一
定的交流，也能了解学生对家长看法的心里活动状态，我知
道现在有很多的学生不是很了解自己的父母，总觉得自己的
父母经常在唠叨自己，这样的唠叨会让他们产生一种逆反，
觉得父母不是很理解自己的做法和想法，似乎现在的一切都
是以学习为主，其他的都不在我们思考的范围内。胡老师的
问题设计真正的使学生把内心的一种对家长的不理解吐露出
来，从而让他们的这种的情绪在课堂中得以释放出来。这样
的教学方法真的让我佩服。

真的，能跟着这样有功底的老师的学习，不仅仅是我的荣幸，
也是我不断学习的动力，胡老师还说，课堂是学生的天地，
应该是学生以学为主，老师只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课堂气
氛也关键是和学生的互动，这样的方式才能推进学生的自主
学习的能力。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十

近日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领悟了不同寻常的人生，史
铁生虽然肢体残疾，但在我看来他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充实
的人生，始终有伴随着他的地坛。

地坛在史铁生的生命里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引发了我
对地坛的遐想。书中描述：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
璃，淡退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
玉砌雕阑，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藏幽，到处的荒草野藤
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是史铁生第一次看到的地坛。园中
凋零萧瑟的景象展现出史铁生的内心的无助与悲惨的遭遇，
但野草荒藤都茂盛的自在坦荡，从中体现了残疾生命里不服
输的精神。不在遭遇中倒下，而是坚强的崛起，自在坦荡，
从不同的环境中寻回自己。

他两腿残废后，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就摇着轮椅总到
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跟
别人上下班一样在那里消磨时间，躺在轮椅上或者是坐着看
书或者是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打小昆虫，蜂儿如
一朵小雾稳稳的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
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的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
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子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
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
摔开万道金光。满院子都是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
片刻不息。园中荒芜但并不衰败。

史铁生看院子荒芜但并不衰败，看到了他心情的转变，看到
了生命的希望。史铁生也使我看到了世界自然地美妙，生命
的意义。只要细心观察，留心注意，不管何处都有他美好的
一面。

不仅是地坛陪伴他，还有一个时刻关心、牵挂着他的母亲。
史铁生到过的每一处，他的母亲都不知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



母亲总是悄悄地来找他，又不让他发觉，每一次找到后又悄
悄的离开。等他母亲去世后他才懂得那坚韧的意志和毫不张
扬的、无私的爱，他的伟大的值得他骄傲的母亲在他心中渗
透的深彻。啊，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使我想到了我的母亲，母
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感天动地。平淡中流露着真情，爱如
淡茶，越品味越浓香。母爱是一处港湾，让我们远离风浪，
享受安宁。母爱是雪中炭，给了我们慰藉;是失败时的鼓励，
给了我们信心。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
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春天
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
以声音来对应四季?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
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盐树叶子哗啦啦的对蝉歌的取笑，
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
.声……………….以梦哪?春天是树枝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
中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土地上的一直孤零的
烟斗。这句子不但生动明确，细细品味确实真实的描述。自
然真是无奇不有，生命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我有一
个健康的身体，这与史铁生比起来，我更加感到欣慰。一定
要享受自己完美的人生，无尽的奥妙在等待着我。

在这个地坛中有一些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15年前
的一对中年夫妇，现在已经成了一对老人，依旧来园中散步;
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还有一个老头，算得上十一哥真正的
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里面装满了就酒;有一个捕鸟
的汉子，园中人少鸟却多;有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每天工作都
要穿过院子;;还有一个是史铁生的朋友——一个长袍家，这
位长跑家来园中，史铁生为他计时，经过他长期不懈的努力
终于的到了第一名，并破了记录;最后还有一个孩子——一个
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她是个弱智儿。

谁有能把这个世界想个明白那?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
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



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和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
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地迷茫了。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4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十一

《我与地坛》是一位身残者在一座废弃的古园中对自己所见
到的人生百态所发出的感悟、思索。

作者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体验到了
更多的人生的痛苦，但他依然在命运中挣扎时，找到了一片
古园，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深
刻地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点，体会每种人生的价值。他思考
了死与生。死是必然的归宿，当我们感到累了，上帝会自然
安排我们休息。而活着，是我们一生都需想的问题，即使活
着是饱经苍桑的，世界仍然在运转，古园依旧是古园，我们
不能逃避，只能欣然接受，改变现在的自己。

史铁生不仅思考着自己的逆境，他还在思考自己的亲人所受
的痛。“时间能证明一切”，作者始初并没考虑到母亲所感
到的痛苦，只沉浸在自己的'忧伤中，经时间的酝酿，他感知
到母亲的忐忑与无奈。与此同时，也鸣响了我心中的警钟，
母亲对孩子的爱意志坚韧、毫不张扬，而我妈妈正顽强地与
病魔抵抗，同时还要承受不成器的我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
我庆幸我母亲还在，我有机会能让妈妈摆脱苦恼，并且除去
我那一丝倔强与羞涩，不至于到时后悔莫及。因此，我感谢
史铁生的经历警醒了我。在课本未节选的部分中，还有作者
从各个方面诠释所感受到的春夏秋冬；在园中曾经出现的人
们及对他们人生的思索；对逆境人生的理解，差距是必然的；
作者对自己的生涯理解；许多美好的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人生是如此复杂但却纯真、质朴，以至于我们要用一生的时
间去思考。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十二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它等待我活到最傲慢的年龄，突然使我
的腿残废。”读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我体会到了他不
寻常的生活和他顽强的意志。

20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如果说生命是一个开花的过程，
那么花朵在二十岁的时候就会盛开。史铁生此时双腿瘫痪。
他丢了工作，找不到出路，生活一片模糊。他很生气，他很
迷茫，他似乎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他每天都去地坛打发时间，
有时候整天都呆在那里。

史铁生看到荒芜的院子里，但没有下降，逐渐看到光明的一
面世界，终于走出阴影，开始了写作生涯，勇敢，坚强地活
下去......

看完后，我很感慨。没有人能够幸免尴尬，困惑的时候，越
是困难，越要勇敢面对。

三年级时，我面对这样一个具有巨大的转变：转学。从老家
转学到了中国北京。入学教育考试是少不了的.。老家学英语
是比较晚的，这里的同学我们已经发展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用
英语进行自由地选择表达设计出来，而我认为只是企业仅仅
通过认识存在几个方面单词罢了。入学学生考试的成绩作为
自然高不了，这让我一度悲伤与焦虑。上英语课如同听天书，
完成家庭作业也十分复杂艰难，我简直失落影响到了极点。
我默默地问自己：“李子萌，这还是以前的你吗？难道你的
英语教学成绩要一直差下去吗？”“不，绝对不是不行！”
我一面不断学习着课本的内容，一面借来以前的课本，听着，
读着，强记着。爸爸也在每天下班后给我一些耐心辅导，给
予我巨大的帮助。渐渐地，我成了我国英语专业课上老师发



言最积极的那一个，在第一次使用英语水平考试的时候他们
居然拿到了满分。这对于需要一个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的
孩子一般来说都是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其
中一种付出的努力和得到的快乐谁又能够更加懂得。

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有起起落落，难免会有失落和迷茫。
跌倒不怕，站起来继续勇敢地走，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颠
簸才能被打败！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十三

最近，我看了史铁生的著作——《我与地坛》，深受感触。

史铁生在二十一岁时因腿疾住进了北京医院，从此就再也没
有站起来了。他在青春最狂妄的时候残废了双腿，还惹上了
各种疾病。他绝望了，一天到晚都在思考“死”这个话题，
仅有地坛这个荒芜的小公园才能让他拥有暂时的安宁。最终，
他看透人生，拒绝死亡。

应对困难、苦难与挫折，一些人亲手扼杀了自我的生命：法
国作家莫泊桑用裁纸刀割开了自我的喉咙;中国当代诗人海子
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后，卧轨自杀。这令人触目惊
心的事件归根到底，就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不重视，留给后
人的，只是无限的惋惜。

生命仅有一次，难免有一些坎坷、挫折，但这岂能成为逃避
生活的理由呢?人的一生总不能是一帆风顺的，与其受不了生
活的摧残，草率地结束自我的生命，不如把它当成是一次磨
炼的机会;与其悲伤痛苦，不如笑看人生。人应当懂得热爱生
命，珍惜生命，这是一个生命最起码的职责，也是一个人对
他母亲的敬重。

作者在书中有一句话：“儿子的一切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
加倍的。”这不禁让我想到朱自清《背影》中父亲买橘子的



场景，也让我想到外婆的背影。那是凌晨，大家都还在熟睡，
仅有外婆悄悄地起了床，轻轻打开一盏昏暗的灯。她一边向
水槽里加水，一边抱起我的脏衣服，放进冰冷刺骨的水里，
一遍又一遍地搓洗着，直到水渐渐发黑。灯光下，外婆影子
被拉得很长，很长……我们应当要懂得亲情，史铁生在第一
篇文章被发表时，多么想与母亲分享欢乐!但母亲已离去，只
能永远在天堂守护着他，史铁生只能在记忆里寻找母亲毫不
张扬的爱。

除了亲人之爱，史铁生还写了老夫妻的恩爱，兄长对弱智妹
妹的关爱，对女工程师的敬爱。笔墨间无处不体现对生命意
义的思索，对生命目标的探寻。

无论是亲人之爱，还是其他的爱，这都是铸就了一个坚强的、
勇敢的与死神做斗争的史铁生。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2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十四

《我与地坛》是一位身残者在一座废弃的古园中对自己所见
到的人生百态所发出的感悟、思索。史铁生以地坛作为寄托
自己情感与发泄情感的地方，同时也是思考人生的佳境。

由于史铁生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他体
验到了更多的人生的痛苦，但他依然在命运中挣扎时，找到
了一片古园，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轮
回，深刻地感受每一个季节的特点，体会每种人生的价值。

他思考了死与生。死是必然的归宿，当我们感到累了，上帝
会自然安排我们休息。而活着，是我们一生都需想的问题，
即使活着是饱经苍桑的，世界仍然在运转，古园依旧是古园，



我们不能逃避，只能欣然接受，改变现在的自己。当我们能
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地了，应理去心中的一丝杂绪，认识
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完善。思考人生是每个人的必备之路，
不同的人，思索的结果、内容不一。

史铁生不仅思考着自己的逆境，他还在思考自己的亲人所受
的痛。“时间能证明一切”，史铁生始初并没考虑到母亲所
感到的痛苦，只沉浸在自己的忧伤中，经时间的酝酿，他感
知到母亲的忐忑与无奈。与此同时，也鸣响了我心中的警钟，
母亲对孩子的爱意志坚韧、毫不张扬，而我妈妈正顽强地与
病魔抵抗，同时还要承受不成器的我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
我应庆幸我母亲还在，我有机会能让妈妈摆脱苦恼，并且除
去我那一丝倔强与羞涩，不至于到时后悔莫及。因此，我感
谢史铁生的经历警醒了我。

在课本未节选的部分中，还有史铁生从各个方面诠释所感受
到的春夏秋冬;在园中曾经出现的人们及对他们人生的思索;
对逆境人生的理解，差距是必然的;史铁生对自己的生涯理
解;许多美好的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人生是如此复杂但却纯真、质朴，以至于我们要用一生的时
间去思考，史铁生在十五年的思考中，逐渐成熟，认识更清
晰，从失落、烦躁转变为稳重、深情。

如此大千世界，还需一片净地，细细地品味人生。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7

我与地坛心得体会篇十五

最近，我看了史铁生的作品《我与地坛》，深受感动。



21岁时，史铁生因腿部疾病住进北京医院，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在青春最傲慢的时候残疾了双腿，引发了各种疾病。他绝
望了。他整天都在思考“死亡”这个话题。只有地坛这个荒
芜的小公园，他才能有一个暂时的和平。最后，他看透了生
命，拒绝死亡。

面对困难、苦难和挫折，有些人亲自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法
国作家莫泊桑用剪纸刀割喉咙；中国当代诗人海子在“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后卧轨自杀。归根结底，这一令人震惊的
事件是对生活不负责任，不重视，留给后人的只是无限的.遗
憾。

人生只有一次，难免会有一些坎坷和挫折，但这怎么能成为
逃避人生的理由呢？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与其受不了
生命的摧残，不如把它当成一个磨炼的机会；与其悲伤和痛
苦，不如微笑着看生活。人应该懂得热爱生活，珍惜生活，
这是一个人生的最低责任，也是一个人对母亲的尊重。

作者在书中有一句话：“儿子的一切苦难，在母亲身上都是
翻倍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朱自清在《背影》中父亲买橘
子的场景，也让我想起了祖母的背影。那是清晨，大家还在
睡觉，只有奶奶悄悄起床，轻轻地打开一盏昏暗的灯。她一
边往水槽里加水，一边捡起我的脏衣服，放在冷刺骨的水里，
一遍又一遍地搓，直到水渐渐变黑。在灯光下，奶奶的影子
被拉得很长，很长……我们应该懂得亲情，史铁生在第一篇
文章发表时，多么想和妈妈分享快乐！但母亲已经离开，只
能永远在天堂守护着他，史铁生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母亲不张
扬的爱。

除了亲人的爱，史铁生还写了老夫妻的爱，兄弟姐妹的爱，
女工程师的爱。笔墨无处不在地反映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以及对生命目标的探索。

无论是亲人的爱还是其他的爱，这都是一个与死亡作斗争的



坚强而勇敢的史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