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书心得初中生 读书心得体会初
三(精选7篇)

工作心得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职业习惯和工作态度，提升个人
在职场的竞争力。范文中的教师在进行教学反思时充分关注
学生的个体差异，灵活地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一

今年是每年一度的中考，对于参见中考的学生们来讲，这是
他们总结初中生活三年来的成绩，也是他们人生当中一次重
要的考试。在中国这样一个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导的体制下，
中考备受社会的广泛关注，受到了师生，学校，家长，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

我作为初三的一名任课教师，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考到一个
好成绩，都能上理想的高中。因为我很爱他们!很爱我的学生
们!我在这个学校已送走了两届学生，只有了两年时间，因为
我每年都带初三毕业班，和学生虽然只有一年的感情，但这
一年是深刻而有意义的!我的学生有九百多人，他们每个人都
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作为老师，我又是失败的，因为老师这个职业决定了看到一
届届学生从身边走过，看到他们在成长，在进步!命运在慢慢
的发生改变，而老师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原地踏步，一年一
年的消耗自己的青春，奉献着自己的爱!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
悲哀，只看到别人一直在变，自己却追求不变!老师的悲哀和
老师的幸福有时是合二为一的。看到他的学生都有所成就，
他会自豪的告诉所有人：“谁，谁是他的学生!”这也是老师
最幸福的时刻，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功成名就。

一个一直追求成就感的人在老师的身上无从得到体现!老师--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些



都是出于对老师的恭维和赞美!老师是有血有肉的人，老师也
在追求成就和自我的改变!我可爱的学生，我亲爱的弟弟妹妹，
面对中考，不要退缩，不要放弃!老师祝福你们，等待着你们
的好消息!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二

《这是你的船》这本书一直都没有认真的好好的去仔细阅读，
直到今天也就是断断续续的翻看了主要部分，有所体会，对
这本书的理解主要有如下两点比较深刻：

一、责任

责任，是一种态度。

回想一年以来到公司的经历，虽然说以前对公司业务有所了
解，但过了那么多年，公司的业务和经营结构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这就需要自己必须对公司经营情况、业务流程重新
熟悉，并带领部门人员把本部门工作做好，如何做好，怎样
才能做好，为公司经营活动出谋划策……这既是我的近期目
标，也就是我的责任。

责任是一种精神，责任即荣誉。

每一个人都要站好自己的岗，付出最激情的行动，你的行为
关系到船的生存，所以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着这样的
船员，才会有着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的战斗力，我想我们都
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这样一条船上。

二、信任与尊重，忠诚与激情

尊重并且信任自己的员工，阿伯拉肖夫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到，
导致士兵们离开部队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
重。企业要留住员工，储备人才，作为领导者，必须发自内



心的尊重并且信任自己的员工，应该让员工感受到你和他们
在同一艘船上，有着共同的目标。你们相互依存，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甚至要让他们觉得你比他们更需要对方。其实在
一个企业中，每一个员工都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都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增加收入，提升职务，获得认可。没有人
愿意一事无成。

这就要领导者能充分信任自己的员工，常言说“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要肯定他的优点。这一点在我工作的一年来有
很深的感受，在刚到公司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变化，工作强
度增加，找不准思路，为了短时间内马上适应这种工作环境，
虽然也放弃了很多业余时间，加班加点的忙活着，但还是未
能如愿，找不准方向。

这时领导的鼓励和同事的帮助使自己坚持了下来，并很快的
调整好心态，对领导交给的任务充满激情，有了这种激情，
我的内心深处会时刻提醒，“这是由我完成的一项工作，我
要追求尽善尽美”。同时，要对公司忠诚，要用自己的激情，
感染部门人员，带动部门人员的积极性，这样，你的成功就
能被事实证明。

《这是你的船》没有完全读完，因为它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是什么造就了优秀的企业和员工？是什么决定着企业的发展？
每个企业都在阐释、创造和实践着自己的企业文化、职业精
神和价值观念。但愿，所有读过或者准备去读《这是你的船》
的人，都能用责任、忠诚、激情去管理、创造好属于自己的
船。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三

《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任用诙谐幽默而又笔触尖锐的文字描
述元末明初的一段考场官场趣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民间士
林人士。通过对许多民间正直儒士的倾赞和对腐朽政客的鞭



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改变如此灰暗世界的
期望。小说开篇描写了浙江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
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
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
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
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
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本书中更生动地批判了科举制度造就了一批社会蛀虫，他们
毒害着整个社会。如温州府的乐清县有一农家子弟叫匡超人，
他本来朴实敦厚。为了赡养父母，他外出做小买卖，流落杭
州。后来遇上了选印八股文的马二先生。马二先生赠给他十
两银子，劝他读书上进。匡超人回家后，一面做小买卖，一
面用功读八股文，很快他就得到了李知县的赏识，被提拔考
上了秀才。为追求更高的功名利禄，他更加刻苦学写八股文。
不料知县出了事，为避免被牵累，他逃到到杭州。在这里，
他结识了冒充名士的头巾店老板景兰江和衙门里当吏员的潘
三爷，学会了代人应考、包揽讼词的本领。又因马二先生的
关系，他成了八股文的选家，并吹嘘印出了95本八股文选本，
人人争着购买，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
子之神位.不久，那个曾提拔过他的李知县被平了反，升为京
官，匡超人也就跟着去了京城，为了巴结权贵，他抛妻弃子
去做了恩师的外甥女婿，他的妻子在贫困潦倒中死在家乡。

一卷《儒林外史》，道尽了百年士林的风云雨雪，辛酸苦叹!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四

余尝读吴文木之《儒林外史》，其书儒者之种种，光怪陆离，
众生百态，不一而足，或吝啬，或迂腐，或势利，或恬淡，
或浑雅，比比皆是也。

吝啬者如严监生之属，迂腐者如马纯上之类，势利者则五河
县人之流也，恬淡者如庄征君，浑雅者如虞博士，文木老人



皆述之以笔，其历历者如在目矣。

另有如五十五回述盖宽及其邻翁于雨花台绝顶望江上舟船之
往来，红日之西坠者，愚窃以为殆有谓也：其述江船之逡巡
者，非谓时人之去而后人之来，寓述往追来之意者乎?而落日
之谓非喻礼乐文章之颓废也欤?噫吁兮，聊聊数笔而一至如是
之思者，此所谓文木之高妙也。

夫难平者事也，无尽者欲也，而皆出于人，是知世间善恶，
皆自人出。夫人者无有穷而欲者无有尽，功名富贵，朝夕挂
念，焉之此虚妄之物终为无益也?徒费尽心情，误尽流光，莫
如啸傲林泉，梅妻鹤子，快然自足，极娱游于终日也。

且夫古之君子，温文尔雅，雍容敦厚，以正其身而推及人，
行不言之教，助礼乐之闻，岂如文中之类，礼乐不行，教化
不兴，惟知皓首穷经以为仕途，及仕则未知何谓仁义也，无
论唐诗宋词文章辞赋也，而尽日所见惟黄白之物，所闻皆为
官之道也。是以有泰伯祠群贤毕至，以复旧时礼乐之教化者，
实文木之喟叹也。由是知之，八股之为害甚矣!

我读了《儒林外史》这本书，我颇为喜爱。《儒林外史》是
一本好书，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书，我不得不惊叹作者的
巧夺天工，作者的写作手法，那些生动的人物，发人深省的
故事，喜爱这本书的原因有很多!我来跟大家一一说一下我喜
爱这本书的理由吧!

《儒林外史》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我之因此喜爱这本
书还是缘于它给了人一种真实的感觉，在《儒林外史》的众
多人物大都有真人真事的影子。但作者却又巧妙地把故事推
向了前朝，避开了统治者残酷的文字狱，这是很有勇气的。
并且对于这本书的主题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又讲得十
分清楚：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
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闹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
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乃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



一层为中流砥柱。全书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抨
击当时的官僚制度，人伦关联以及整个社会风尚的，这是它
独特的亮点。

还有这本书中作者的创作意图，人物形象都是清晰的，作者
赞扬什么反对什么都用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一一道了出来，一
点也不做作。正因作者不喜爱做官因此在第一回楔子里就写
了王冕母亲临死时劝说儿子的话：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我
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麽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
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遗言，将来要娶妻生子，守着
我的坟墓，不好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而匡超人的父亲
临死时也有类似的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
的。这些都体现出作者的坦荡。

《儒林外史》不仅仅有丰富的深刻的思想，还有卓越独特的
艺术风格，通篇贯穿了讽刺艺术的技巧，它的讽刺艺术几乎
达到了超及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因此我更加喜爱这本书，
它的语言艺术、文学艺术都是堪称一流的。坚信这本文学经
典会一向传承下去!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五

最近我们学校又发了一本新书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读红楼梦有感小学作文。故事的情节非常曲折，讲了林黛玉
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小说讲述了林黛玉爱上了贾宝玉，但是贾宝玉的长辈们不许
他跟林黛玉结婚，林黛玉虽然长得好看，但是她体弱多病，
而且非常娇气，一直要哭，到最后贾宝玉没和她结婚，结果
黛玉忧郁而死。这篇故事也讲了当时的人们是多么辛苦，暗
示了作者晚年寓居北京西郊，生活贫困的生活现实。整个作
品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为主线展开，向我们展示了封建
社会四大家族的由胜而衰的没落过程。作品令人深思，也让
我们生活在今天文明富足年代的中国人庆幸生在好年代，由



此也更加珍惜，并且提醒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生活，
回报生活。

看完书，掩卷思考。我觉得林黛玉这个人不好，我不太喜欢
这个人物。她动不动就哭，一直含着泪水。而且身体也不好，
总是生玻她和宝钗是一个特别大的对比，宝钗遇事稳重，识
大体，顾大局，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对待生活有热情，有上
进心。从某个角度上讲，她和宝玉是一对金玉良缘。但是，
偏偏又碰上贾宝玉厌恶仕途，由此给这段姻缘增加了一层阴
云。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身边也会有许多人，他们有抱负，
积极进取，在权力名誉和地位的方向上坚毅地前行着，也有
一些人，他们看到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权利和地位，到头来
不过是一片浮云，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
快乐，读后感《读红楼梦有感小学作文》。所以，这些人并
不去追逐名利，只是在享受当下。对待生活，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我的价值观是：无论我们的脚步到达了哪里，都不
能忘记我们出发时瞄准的方向是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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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作为灵魂人物，她与常
人不同，她就是她，一丛清高孤傲的、孤芳自赏的空谷幽兰。
林黛玉的自卑情结是命运所赐，也以此写成了她的命运。

袭人转过了头，对着宝玉微微一笑，黛玉瞅了宝玉一眼，宝
玉也只一笑，那边的宝钗一句话没说，只有些深意的看着，
贾母笑的却合不上嘴了。

林妹妹是娇弱的，温和一笑，便足以让宝玉充当护花使者，
她多愁善感的轻撇秀眉，含着眼泪将逝去的桃花埋葬。而她
从小与女子厮混在一起的宝哥哥，亦是陪着她一起看孤落飘
零。

《红楼梦》有两大阵营，一是宝钗，二是黛玉。



应该说，宝钗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禁锢的女孩，文中也
没有提及她究竟是不是喜欢宝玉，只是明示了贾府最高权威
元春站在了宝钗的一边。没人会在意宝钗的意见，她和宝玉
一样。只是封建贵族制的牺牲品。

宝玉犯错挨了打，宝钗义正言辞，劝道“你是要改过了
罢。”于是她被学者定位封建统治的卫道士。

林妹妹哭哭啼啼的红肿了眼，哭道“你是要改了么？”她被
定为贾宝玉的红颜知己。

贾宝玉最后怎么说？他说：不改！打死也不改！

我们对《红楼梦》进行细读品味，就会发现“愿天下有情的
都成了眷属。”只是一个空泛而美好的愿望。

说到底，惟其艰难，主人公的受难，更能凸显宝黛二人爱情
的价值感。我们并不能偏激的说谁对谁错。但是，我们不得
不承认，它比名利，比金钱，比青春都要重要一点点，不多，
就一点点。

袭人可以说是里面最可怜的一个角色，袭人是宝玉的通房丫
头，日后宝玉成婚了，她也是有一席之地的。林黛玉有时还
会笑称袭人是嫂子，可见黛玉对这事也是有看法的。

当我看到袭人开始在人前搬弄是非，想让黛玉搬出去的时候，
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凡人容易犯的毛病，自私，软弱，首鼠两
端。可她应该得到谅解，因为不是不同情他人，就是不怜悯
自己。

等我们看到了红楼的结局：黛玉的惨剧，宝玉的悲剧，宝钗
的闹剧。

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一种人生归宿可以选择，那么，死于伤



心，比活在心如枯槁不发芽的灰暗生活里，更合我意。

林黛玉那种“碧云天，黄花地”的哀愁，并不是空泛无由的，
好的感情总是最接近人类美的本质。女子对此的追求要更偏
执些，注定也要受更多的苦。

宝黛二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感情是一种如此稀缺的资源，
除了珍惜，我们别无它法。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六

人的价值=尊严+爱——《简爱》读后感2个月的暑假，学校布
置了一些作业，让我们读几本好书。对于我来说，我并不怎
么喜欢读那些过于乏味的教育性重的书。所以我就选了《简
爱》，其实我很早就想读这本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
把它读完，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去网上读了这本小说。

小说女主人公简爱，对于她，我有的是欣赏和赞美，她追求
独立，追求男女之间精神的平等。虽经历不幸却热爱生活，
并把爱带给每个需要她的人。为了自己的爱的信念，平等的
真实纯粹的爱，甚至毅然放弃渴望以久的唾手可得的爱情，
并最终也自己的爱人实现了精神上的平等，简爱的一生，虽
谈不上轰轰烈烈，但却是平凡而不平庸。

而简爱的好友—海伦，充满智慧和爱心的小女孩。海伦的忍
耐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包括简爱。海伦因小事受鞭罚，简认
为这是无法忍受的。她说：“要是他用那个鞭揍我，我会从
她手中夺过来，我会当着他的面把它折断。然而海伦却以圣
经中的以德报怨，告之以忍耐既然无可避免就非忍受不可，
命中该你忍受的事如果你说受不了，那是软弱和愚蠢的。简
惊异而无法理解这种信条，也无法理解和赞同她的宽容，然
而她感觉到了海伦是“凭借一种我所看不到的光来考察事物
的”



比起简爱的反抗、海伦的忍耐更耐人寻味。而小说中，简爱
与罗切斯特一波三折的爱情，让我形成了最初的爱情观。在
罗切斯特先生的面前，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地位低贱的家
庭教师而感到自卑，反而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认为她
是仆人，而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也正因为她的正直，高尚，
纯洁，和那颗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心灵，使得罗切斯特
为之震撼，并把她看作了一个可以和自己在精神上平等交流
的人，并且慢慢地深深爱上了她。他的真心，让她感动，她
接受了他，而当他们结婚的那一天，简。爱知道了罗切斯特
已有妻子时，她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她这样讲，“我要遵
从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我要坚守住我在清醒时而不是
像现在这样疯狂时所接受的原则”，“我要牢牢守住这个立
场”。这是简爱告诉罗切斯特她必须离开的理由，但是从内
心讲，更深一层的东西是简爱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她的
自尊心受到了戏弄，因为她深爱着罗切斯特。哪个女人能够
承受得住，被自己最信任，最亲密的人所欺骗呢？简爱承受
住了，而且还做出了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在这样一种非常
强大的爱情力量包围之下，在美好，富裕的生活—之下，她
依然要坚持自己作为个人的尊严，这是简爱有精神魅力的地
方。

小说的结局很完美，作者美好的生活理想——尊严+爱。如今
的社会，为了金钱与地位，大家在穷与富，选择富；爱与不
爱，选择不爱，很少有人像简爱那样为了爱情不顾一切。我
真的很喜欢简爱的性格，也喜欢这本小说，所以在闲暇之时，
希望大家都能抽出时间去阅读。

读书心得初中生篇七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点曹雪芹绝对不同意。

红楼女子个个美丽，这不是他们的特别动人之处，个个有才
华，这才是曹雪芹要讲的重点。



大观园里起诗社，颇有兰亭雅集之韵，这里面最耀眼的是林
黛玉和薛宝钗，论文采，二人不分伯仲，不同在于林黛玉的
生命里，诗是万万不可缺少的，于薛宝钗却不尽然。黛玉的
文字全部是个人生命的表达，宝钗的诗作无一例外是经世致
用的指导。黛玉夺菊花诗魁，宝钗就来一首咏螃蟹绝唱。黛
玉的《葬花吟》一字一滴血，宝钗的《海棠诗》几乎可以作
为人生坐标。林黛玉重建桃花社，薛宝钗的柳絮词就是她个
人价值观的直白表达。二人合体共用一词一曲，双双登顶女
主宝座。论外貌神韵、综合素质实力，其它的人物都要逊色
一筹了。这里面的核心支撑就是二人在文化上和众人的距离。

红楼女子第一梯队的林黛玉和薛宝钗，之所以是第一梯队，
恐怕二人文化上的优势是重中之重的。

再看第二梯队，这里面的人物包括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
和妙玉。

元春同样才华横溢，血缘上，她是宝玉的大姐，文化上，她
是宝玉的启蒙老师。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的文采把靠
文化吃饭的那些个酸腐相公们秒成了渣。小说老是在讲宝玉
不喜欢读书，不求上进，一副草囊饭袋的样子，这一回算是
贾宝玉的正传，给他平反了，是曹雪芹的春秋笔法罢了。读
者正叫好，元春省亲夸完宝玉果然是进步了之后，就将他的
题联一一作了修改。这里至少有一个用意就是为了表现元春
的文采是高于宝玉的，如此也就呼应了小说开篇说：

“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
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

小说虽然没有突出探春的文学才华，但她在书法上的造诣在
众姐妹里是最好的，尤其是她的理家之才还有家国情怀，那
个年代对于女子的称谓加个“小”是很正常的，但探春显然
不属于这一类，她是实实在在的“大女子”。探春赢得人的
敬重，就得益于她的“才具”。



史湘云在文学水平上是可以比肩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她得曹
雪芹偏爱，实在没有给她什么像样的缺点，十二钗里，她的
读者缘极好，几乎没有谁讨厌甚至不喜欢这个姑娘。海棠诗，
探春做得稍有吃力，宝玉干脆弄了个磕磕巴巴，湘云一来轻
松两首，把宝玉都惊呆了。每次诗会，史湘云都是最积极的
那个，她和黛玉中秋联诗，黛玉每有奇句，她必定要压一头
才罢，读者却不会认为她要强，只会觉得她太爱作诗还有这
样的活动，而且更突显她性格的可爱。湘云最出彩的几处无
疑都是她大展才华之时。

妙玉是十二钗里的异数，妙玉是黛玉的一个分身，高洁孤僻
比黛玉更甚，文采上，她只有一次展示，就是76回的中秋夜
联诗，她对黛玉湘云的联诗给予了认可，却认为太过悲戚，
于是妙玉续诗将此诗气氛来了一个大反转，由悲戚转为岁月
静好了。妙玉面对黛湘完全是长姐对待小妹的态度，很有长
者训导幼者之感，而且黛玉湘云对妙玉十分的佩服，说我们
守着这样的诗仙却不自知。妙玉列十二钗第六位，是因为她
完全不是四大家族之人，感情上，她与宝玉的关系比前几位
也远得多。

十二钗里的第三梯队是迎春、惜春，迎春善弈，惜春的笔墨
丹青是最好的。虽说二人在诗词上比不上姐妹们，也没有什
么大才干，但是每次诗社，迎春惜春定韵做裁判，没有一定
的鉴赏能力是不行的，加上黛钗湘探等人太过光芒万丈，显
不出罢了。

巧姐从头至尾都是一个小孩子不细说，凤姐不识字，曹雪芹
写她所费笔墨超过黛玉宝钗，而且她的出类拔萃的治家能力
哪一个不佩服，就因为不识字，她就落到了第十位。李纨是
能作诗的，只不过文采略逊，李纨孀居能入列十二钗，她出
身书香绝对是她的加分项。论美丽和头脑清醒，秦可卿在十
二钗里都是佼佼者，但对于她文化学识，根据她的出身，大
概率和凤姐差不多，而且秦家也谈不上书香。秦可卿在私德
上有失，对于她的学识曹雪芹一字不提，甚至不给于她文化



上的认可。

金陵十二钗的排位遵守一个原则，就是和宝玉感情纠葛以及
血缘的远近为标准。可是曹雪芹可能是潜意识，更可能是故
意，让贾宝玉用心的程度，就是这个女子的文化水平的高低
为依据。金陵十二钗的排位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水平的排座
次。这在《红楼梦》所处的那个物化女子的时代是极其不容
易的。

读者读红楼，对于读书爱书和不读书不爱书的女子，曹雪芹
所给的待遇截然不同，延展到小说里，体现在贾宝玉所敬所
爱的程度与之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