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文学课的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好的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
会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
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法国文学课的心得体会篇一

昨晚有幸蒙德发老师青睐，得以在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
厅聆听德发老师《传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讲座，虽然昨晚
老师仍在感冒中，但丝毫没有影响这场让广大同学们和文学
爱好者怦然心动的唯美视听盛宴。

赵氏德发公，昆仑之良师诤友，有感昨之讲座，昆仑有感言
一二。

老师对于传统文化的界定、审美，以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文
学创造功力上可谓无人不服，吾辈或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老师在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上用了“补皮、补气、补
天”这三重境界来说明，这无疑是在教化心灵的戒尺上裹上
一层厚厚的绒布。老师心地良善，为人中庸，处处本末兼顾
与人为善，但昆仑就不这么良善了。愚以为今日之中国国学
式微，众人皆尚西方舶来文化，虽有众人不明之愚，更有明
者不言之责。

老师在讲座中也曾言道我们一直是强国，只是到了近代我们
才衰落。老师只说了上半句，这没说的下半句我来说好
了——衰落了什么？不是什么汽车、手机，也不是摇滚、丁
客，是我们的文化衰落，或者说被文化入侵，而且是被低等
的文化入侵，执笔于此昆仑心如刀搅。



想想我们的先贤们，前有先秦百家争鸣，中有汉唐星光灿烂，
为什么传承到近代汉文化就“阳痿”了呢？看看充斥在街头
巷尾的那些迷失的人群，他们在西方的舶来文化面前如痴如
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早已成为弱势文
化的牺牲品。

强势文化造就强势民族，弱势文化造就弱势民族，如果你要
问我什么是弱势文化，那就看看哪些纸醉金迷，而且庸俗简
单，方便流行的，那就是弱势文化。

我们不是没有强势文化，大家看看经史子集，琢磨琢磨前秦
的繁荣，汉唐的辉煌就会发现一个强悍的民族究竟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中国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强势文化里有这么一件瑰宝——知行
合一。知行合一告诉我们知识与实践是一个统一体，既不是
先有知而后有行，也不是先有行而后有知，这就如同一本书
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

当我们决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大可放手去
做，只要你开始去做，就必须需要知道指导这种行为的知识，
所以掌握这种知识的决定权从你开始去做这件事开始，就不
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会在整个实践中指引你如何去学
习、掌握、运用，除非你意志不够坚定，那就另当别论。

有没有那种只知而不行的人呢？肯定有，而且大有人在，那
种疯狂的梦想家可以在脑子中天马行空，成为瞩目的巨人，
但在行动上却是可怜的侏儒，最终一无所成。

有没有只行而不知的人呢？肯定有，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一个坑内摔倒无数次，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失败者。

我经历过有知无行，也经历过有行无知，那是在我还不知道
我是我的时候，当我知道我是我的时候，我开始实践知行合



一，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做回我自己，开始写作，开始获得快
乐。

我的朋友们啊，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强势文化，是中华民族
面对魍魉鬼魅巍然不惧的中流砥柱。

弘扬国学，重振中华魂魄，从你我做起，赢得今天，从孩子
们抓起，赢得未来。

有志者事竟成，眼到、心到手到、处处皆道。

法国文学课的心得体会篇二

20xx年5月我参加了黑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知识更新
培训，通过此次网上继续教育学习，园林专业学习了园林设
计原理、园林各要素整体布局、园林植物种植设计、综合性
公园设计和专类公园等。公需课程学习了triz理论的资源分析、
技术矛盾与物理矛盾解题过程与方法、物质场分析、triz与计
算机辅助创新软件。本次学习使我了解了园林工程专业的设
计发展动态，掌握了本专业的最新设计理论，通过自己认真
的学习使我获得很大收获，为今后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前进的
方向，现就本次学习体会阐述如下。

通过学习园林知识，以及比对各国园林的异同，丰富了自己
的景观知识，在设计的时候有了清晰的思路，想要设计什么，
想要遵从何种风致，都在之前的理论学习中有了明确的概念。
在接触了实际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后，发现我国的景观设计近
年来在强调功能的同时也更加注重了设计感和时代感。这也
就同时要求设计师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的迎合人们对景观
欣赏的需要。

得设计中能够更好的帮助人们沟通和添加这个城市的趣味性
和参与性。我想这些也是设计人性化的体现。在设计中，更
注重这个设计的参与性，人们是否能都参与这个设计中，体



会生活，而不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品，更多的强调设计的参与
性与适应性。

中、西园林从形式上看其差异非常明显。西方园林所体现的
是人工美，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就连花草都修整的
方方正正，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从现象上看西方造
园主要是立足于用人工方法改变其自然状态。中国园林则完
全不同，既不求轴线对称，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相反却是
山环水抱，曲折蜿蜒，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即使人
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力求与自然融合，“虽
由人作，宛自天开”。

人化自然与自然拟人化

既然是造园，便离不开自然，但中西方对自然的态度却很不
相同。西方美学著作中虽也提到自然美，但这只是美的一种
素材或源泉，自然美本身是有缺陷的，非经过人工的改造，
便达不到完美的境地，也就是说自然美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
审美意义。而园林是人工创造的，理应加以改造，才能达到
完美的境地。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
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
的某些方面。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
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而是在深切领悟自然美的基
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蔼
然的天性，恰恰相反，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的表现自然。
中国人看来审美不是按人的理念去改变自然，而是强调主客
体之间的情感契合点。因此西方造园的美学思想人化自然而
中国则是自然拟人化。

形式美与意境美

马时期的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中也提到了比例、均



衡等问题，提出“比例是美的外貌，是组合细部时适度的关系
“。

中国造园则注重“景”和“情”，景自然也属于物质形态的
范畴。但其衡量的标准则要看能否借它来触发人的情思，从
而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环境氛围即“意境”。这显然不同于西
方造园追求的形式美，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造园的文化
背景。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
于文人、画家的介入使中国造园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
响。而诗和画都十分注重于意境的追求，致使中国造园从一
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清人王国维说：“境非独景物
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
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意境是要靠“悟”才能获
取，而“悟”是一种心智活动，“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
生”。因此造园的经营要旨就是追求意境。

一个好的园林，无论是中国或西方的，都必然会令人赏心悦
目，但由于侧重不同，西方园林给我们的感觉是悦目，而中
国园林则意在赏心。

明晰与含混

西方园林主从分明，重点突出，各部分关系明确、肯定，边
界和空间范围一目了然，空间序列段落分明，给人以秩序井
然和清晰明确的印象。主要原因是西方园林追求的形式美，
遵循形式美的法则显示出一种规律性和必然性，而但凡规律
性的东西都会给人以清晰的秩序感。另外西方人擅长逻辑思
维，对事物习惯于用分析的方法以揭示其本质，这种社会意
识形态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观念。

中国造园讲究的是含蓄、虚幻、含而不露、言外之意、弦外
之音，使人们置身其内有扑溯迷离和不可穷尽的幻觉，这自
然是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观念使然。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
认识事物多借助于直接的体认，认为直觉并非是感官的直接



反应，而是一种心智活动，一种内在经验的升华，不可能用
推理的方法求得。中国园林的`造景借鉴诗词、绘画，力求含
蓄、深沉、虚幻，并借以求得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
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从而把许多全然对立
的因素交织融会，浑然一体，而无明晰可言。相反，处处使
人感到朦胧、含混。

唯理与重情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典园林是滋生在中国文化的肥田沃土之
中，并深受绘画、诗词和文学的影响。由于诗人、画家的直
接参与和经营，中国园林从一开始便带有诗情画意的浓厚感
情色彩。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直接、
深刻。可以说中国园林一直是循者绘画的脉络发展起来的。
中国古代没有什么造园理论专著，但绘画理论著作则十分浩
瀚。这些绘画理论对于造园起了很多指导作用。画论所遵循
的原则莫过于“外师造化，内发心源“。外师造化是指以自
然山水为创作的楷模，而内发心源则是强调并非科班的抄袭
自然山水，而要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以粹取其精华。

除绘画外，诗词也对中国造园艺术影响至深。自古就有诗画
同源之说，诗是无形的画，画是有形的诗。诗对于造园的影
响也是体现在“缘情“的一面。中国古代园林多由文人画家
所营造，不免要反映这些人的气质和情操。这些人作为士大
夫阶层无疑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哲学和伦理道德观念。中国古
代哲学“儒、道、佛”的重情义，尊崇自然、逃避现实和追
求清净无为的思想汇合一起形成一种文人特有的恬静淡雅的
趣味，浪漫飘逸的风度和朴实无华的气质和情操，这也就决
定了中国造园的“重情“的美学思想。

综合以上的叙述，已可以大略理出东西方古典园林风格的异
同。东方园林基本上是写意的、直观的，重自然、重情感、
重想象、重联想，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
彼”的韵味；而西方园林基本上则是写实的、理性的、客观



的，重图形、重人工、重秩序、重规律，以一种天生的对理
性思考的崇尚而把园林也纳入到严谨、认真、仔细的科学范
畴。然而比较并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在当今景观园林领域，
单独、孤立的谈论任何一个流派或一种风格已没有多大意义，
多元化、综合化的发展是景观创新设计的关键之一，所以我
们应该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而着眼与实践和创造，从而使古
老的园林艺术呈现出新的生机。

总之通过这次继续教育的学习，收获是非常丰富，它引发了
我更多的思考，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知识，使我又有了更深
一层的提高，我将在我今年的工作中把我学的知识运用到实
践中去。

法国文学课的心得体会篇三

文学课是我上大学期间最期待的课程之一。刚开始上文学课
的时候，我对文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初中高中阶段，只是简单
地记忆一些文学作品的名字和作者。然而，随着教师引领我
们深入文学世界的大门，我逐渐发现文学的奥妙和魅力。在
这门课上，我不仅学到了更多作品的背景和作者的故事，更
是领略了其中的深刻内涵和人生智慧。这次上文学课的经历
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第二段：作品的艺术魅力

文学课让我接触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比如《红楼梦》、
《平凡的世界》等。通过欣赏这些作品，我深深感受到了作
品的艺术魅力。它们的细腻描写、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都给
人以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读完这些作品后，我往往会沉浸在
其中，久久不能自拔。文学作品的魔力就在于它们能够引发
人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体验。

第三段：文学启迪思维



文学课不仅给我带来了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它启迪了
我的思维。通过深入分析作品的结构、人物形象和情节发展，
我学会了思考问题的多个角度和层面。在文学课上，教师引
导我们思考作品背后的含义和表达，培养了我们对事物的审
美和理解能力。我逐渐明白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享受，更
是一种思维的财富。

第四段：文学的社会价值

文学课并不是孤立存在于课堂之中的学科，它还具有深远的
社会价值。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人类的历史、思想和情感，
更是对社会现象进行了准确的观察和批判。通过阅读文学作
品，我们可以了解和体验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从而拓宽自己
的世界观和视野。文学作品中的人性揭示、社会问题探讨也
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的方向。因此，文学课的学习不仅
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更培养了我们对世界的关注和思考能力。

第五段：文学与生活的关联

文学课的学习不仅仅是追求知识的积累，更要将其应用于生
活中。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种
种人情世故，从而更好地与人相处和处理人际关系。文学作
品中的人物性格和遭遇也可以给我们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提
供思路和启迪。可以说，文学课是我们塑造自我、提升人文
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学习文学，我们不仅能丰富自己
的内涵，更能在生活中表现出更高的情感智慧。

总结：

文学课是我大学时期难以忘怀的一门课程。通过这门课的学
习，我不仅对文学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更发现了文学作
品的艺术魅力和社会价值。文学课的学习不仅给我带来了感
官的愉悦和思维的启迪，更推动了我的思想观念的不断升华。
通过将文学与生活相结合，我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于成长的



宝贵经验，并且培养了对艺术品味和人文素养的追求。文学
课程让我热爱阅读、珍惜人生，也为我今后的学习和人生道
路指明了方向。

法国文学课的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一门涉及文字、文化和思想的学科，文学课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不仅了解了各个文学流
派的特点和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我深刻认识到文学对我
们的生活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下面，我将围绕着这一主题，
展开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文学课中，我学会了欣赏文学作品。在阅读不同的
文学作品时，有时我会被其中的感人情节所打动，有时我会
被其中的深远思考所启发，有时我还会被作者独特的文笔和
艺术形式所吸引。通过欣赏文学作品，我学会了耐心，学会
了品味，学会了思考。比如，在读《围城》这本小说时，我
发现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存在着人性
的复杂性，这让我对人性的理解更加深刻。而在读《红楼梦》
这部巨著时，我被作者对家庭、财富和权利的细腻描写所打
动，对封建社会的悲剧性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通过欣赏
文学作品，我不仅得到了美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社
会和人生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其次，文学课给予我了批判思考的能力。在文学课上，老师
常常带领我们讨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要求我们对作品进行
批判性的思考。这种思考习惯为我们分析和评价各种文学作
品提供了有力的思维工具。我记得，在讨论《红楼梦》时，
老师引导我们分析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人际关系，
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问题。
通过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我思考到了作品的深层含义，也更
加关注到了细节和细微之处。这种批判思考的能力不仅帮助
我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全面地考
虑问题。



再次，文学课培养了我对于创造的热情。在文学课上，我们
不仅读取伟大的文学作品，还有机会创作自己的作品。这对
于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和释放自己的方式。通过写作，
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也可以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和
个性。我记得在一次写作任务中，我写了一篇关于亲情的故
事，我通过一对姐弟之间的互助和懂得，表达了我对于家庭
与和谐的思考和希望。这样的创作激发了我对于文学和写作
的兴趣，也培养了我的表达能力和创造力。

最后，文学课给我带来了人文关怀的启示。作为一门研究人
性和人文价值的学科，文学课引导着我们对生活、人性和社
会问题的思考和关怀。通过文学作品，我看到了作者对人性
的关怀，对人们的苦难和痛苦的反思，以及对人类文明开拓
的追求。这些思考和关怀启示了我对于他人的关怀和理解，
让我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努力去改变和创造更好的社会。比
如，在读《平凡的世界》时，我深深感受到主人公对生活的
痛苦和不满，这让我思考到了社会不公和人生追求的问题。
有了这种人文的关怀，我相信我可以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
境，关注他人的需求，并付出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

总之，文学课给予了我很多关于文学、思考和人性的启示。
通过欣赏文学作品，批判思考，创作和关怀，我对于文学的
理解和认识不仅停留在表面，更深入到了思想和感情的层面。
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继续保持对文学的热爱，并将
其运用到实践中，为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做出
努力。

法国文学课的心得体会篇五

文学课是我大学生活中最具启发性的一门课程。它不仅使我
对文学的了解更加深入，也增长了我的阅读量，提升了我的
文学素养。在这门课上，我不仅学会了欣赏文学作品，还明
白了文学对于个人情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段：师生互动的意义

文学课中，老师对于文学作品的诠释和讲解非常有深度，也
引导我们学生自主思考。课堂上，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注
重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他们会用批判性的眼光去
审视文学作品，并引导我们从多个角度解读作品。同时，老
师鼓励我们积极参与讨论，提高了课堂的互动性，让我们能
从彼此的分享中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第三段：作品赏析的收获

在文学课上，我们不仅学习了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更重
要的是学会了深入挖掘其中的精神内涵。通过分析作品的语
言运用、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我发现，通过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作家
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也能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看到
社会和人性的多样性。作品赏析不仅是培养我们审美能力的
过程，更是让我们对于自己和周围世界有更深层次理解的过
程。

第四段：培养的阅读习惯和思辨能力

在文学课上，我们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有古代的经
典名著，也有现代的文学沙龙作品。这种丰富的阅读经验培
养了我们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我们
不仅能够拓宽视野，更能够感受到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思考方式和观念。阅读让我喜欢上思考，喜欢上和作者
进行对话，喜欢上从作品中汲取智慧。同时，通过对文学作
品的研究和分析，我们也得到了锻炼思辨能力的机会。在作
品中，我们是读者，同时也是评判者，我们需要辨别作品中
的美和真实，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五段：文学课的影响



文学课给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不再将文学课看
作一门功课，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通过文学，我学会了关
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从中找到美丽和真实；通过作品，
我体验到了文学作为一种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力量；通过课堂
的互动，我收获到了宝贵的友谊和知识。文学课不仅在学术
上让我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它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对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

通过文学课的学习，我不仅了解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还形
成了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思考方式。文学课丰富了我的大
学生活，也拓宽了我的人生视野。如今回顾这段独特的学习
经历，我深深地感谢文学课带给我的一切。它不仅是一门课
程，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寄托，让我在每一页的文
字中感受到了生活的奇妙和人性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