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幽径悲剧感悟(精选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大
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幽径悲剧感悟篇一

悲剧，总会催人泪下，确切的来说，它不止催人泪下，还有
使人惋惜的，常常被称作喜剧的反义词。悲剧并不局限于戏
剧中，现实中也有。不过，有的悲剧是伟大的。这里，我要
讲的关于我们学的课文——《伟大的悲剧》。

稍微了解南极的人知道，南极洲南纬90度的科学实验站取名
为阿蒙森—斯科特。这为了纪念人类历史上最早到达南极洲
的极点的两名科学探险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斯科特。
阿蒙森的队伍最先到达极点，然后凯旋而归。可斯科特的队
伍慢了他们近5个星期，虽然也到达了极点但回归的途中，南
极寒冷的天气提前来到，无情地袭击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
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着，进行了2个月的搏斗。最后他们体
力不支，长眠于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之中。

《伟大的悲剧》真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悲剧。这些英雄，之所
以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拥有高尚的品德，视死如归的精神。
首先是禁卫军奥茨，为了不拖累同伙，在关键时刻保护同伙，
而向死神飞奔。而最后，他们抱着绝望，骄傲地等待死亡。
他们无怨无悔地爬进睡袋。尤其是斯科特，到生命最后关头
给他所爱的一切人写了书信，表达他无私的爱和真诚的情义。
所以，当他们与世长辞后，连最高权威的国王也跪下来悼念
他们，可知他们在人们眼中的地位——至高无上。



有句话说得好，“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生命的升
华。”这就像《伟大的悲剧》中的那句话：一个人虽然在同
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
得无比高尚。这已经表现他们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无比高
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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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径悲剧感悟篇二

今天，我怀着敬佩的心情阅读了《伟大的悲剧》这一课。

文中，斯科特代表英国率探险队向南极点发起最后的挑战，
但是挪威人阿蒙森早已来到了这里。斯科特一行十分沮丧，
十分失望。在返回的途中，天气越来越恶劣，人类的勇气被
大自然的威力无情的销蚀了，斯科特一行抵挡不住大自然的
威力，全部长眠在茫茫的雪地上。

在这个故事里，有无数感人的故事。例如奥茨不幸生病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在是大家的帮手，而是大家负担，为了团
队可以继续走下去，他希望尽快结束自己，以减轻同伴的负
担。尽管这样可以走的快一些，但他的同伴们坚决反对这样



做，他们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伙伴。在一个暴风雪的日子里，
所有的人敬畏地看着奥茨正像一个英雄似的向死神走去。

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习探险队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对同伴的互
相关爱之情吗?

一个看似平静的一天。一家影院突发大火，熊熊的烈火吞噬
着数千人的生命。所有的人不顾一切，争先恐后地向出口跑
去，很窄的门迅速被堵死了，里面的人们无法出去，营救的
人员无法进来。怎么办?上帝似乎正在开生命的玩笑，让后面
的人群如潮水般的向前涌来。无情的烈火喷出它杀人的浓烟，
向魔鬼一样伸出自己的“夺命之爪”。人类的生命是如此的
脆弱，肉体哪能抵挡得住这熊熊的火焰。不到半小时，这里
就成了死亡的墓地。

生活就是这样的残酷，他让有的人失去了集体主义的伟大精
神，失去了对同伴的互相关爱。但是，依然有人没有抛弃这
伟大的精神，在为之努力奋斗。

烈日炙烤着大地，水井干枯了。但小女孩依旧照料着生病的
母亲，母亲渴急了，小女孩被迫带上家里的水壶，出门找水
给母亲喝。在山里，小女孩发现了山泉，她本想自己先喝一
口，但是想起重病在身的母亲，她认为水应该给母亲喝，于
是小女孩打了山泉朝家里走去。路上，她碰见了一只奄奄一
息的小狗，她将水给小狗喝，小狗立刻活蹦乱跳起来，她会
心地笑了。她回到家，把水递给母亲，但母亲让她先喝，把
水又交给了她。瞬间，地上冒出了大量的泉水，托着七颗星
星，升上天空。水不用发愁了，小女孩用自己的强烈集体主
义精神拯救了所有的人。虽然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也表
达了古时人们对一个有集体主义精神和一个互相关心爱护的
和谐社会的向往。

集体主义精神和对同伴的互相关爱是一缕阳光，照亮了心中
的黑暗;是一条小溪，滋润着心灵的荒漠。



幽径悲剧感悟篇三

《伟大的悲剧》一文就像是一幕唯美的画面，死神召来大自
然的毁灭力量，将挑战南极的斯科特一行几人永远地留在了
那个白雪皑皑的地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只是很渺
小的牺牲，但是其中的一个队员奥茨的举动，却让我无法不
掩卷沉思。

后来，我终于明白，那应该就是大家口中的“信念”吧。记
得听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不怕失去，就什么都能办到。这
句话的意思我研究了很久，现在把它放在奥茨身上，倒是有
些不谋而合的感觉。我觉得，奥茨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
望，那就是想让伙伴们活下去，虽然他知道这种可能微乎其
微，但是他还是执着地想要做些什么。当他意识到自己拖累
了大家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停止下心中的自责：愧对了国家
和人们的期望，使伙伴们生存的几率变得更小……所以，当
他一步步地离开的时候，感到的应该是解脱吧!

幽径悲剧感悟篇四

首先，大国悲剧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启示。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就是一部悲剧的写照。无论是希腊的雅典，罗马共和国，
还是近代的苏联，每个大国都会经历一定的周期，看似强盛
无比的国家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生死存亡的境地。这就是大
国悲剧的体现，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国兴衰的规律和趋势。
因此，我们必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律和趋势，不断学
习、实践和总结，以此来改变我们民族走向悲剧的命运。

其次，大国悲剧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随着全球
化的深入，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博弈也越来越激烈。这不
仅是因为大国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们必须争夺资源、市场和
话语权，更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在这个
背景下，大国悲剧的风险也会更大，而避免大国悲剧的关键
是尊重和维护多样性、平等和合作。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才能寻求共识，合作共赢，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第三，大国悲剧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在所有大国悲剧
的案例中，文化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大国之间
的文化差异不仅有助于产生互相误解和不信任，也难以避免
某些文化冲突。例如最近几年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一定程
度上就是由于双方文化差异是否大所引起的。因此，为了避
免大国悲剧的再次发生，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交流与交融的
重要性，并采取积极措施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第四，大国悲剧也是一个治理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如果存在实质性的治理缺陷，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内必然会
存在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加剧大国悲
剧的发生。因此，要避免和应对大国悲剧，必须正视和解决
治理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
使政府权力得到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社会组
织和公民力量的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

最后，大国悲剧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习
到很多有益的教训。例如，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或
国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量力而行，保持良好的文
化传承和价值观念，不断挖掘自身优势，避免盲目追求扩张
和强盛。历史也告诉我们，不管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和环境中，都需要保持足够的谦虚和开放，与其他国家和民
族保持与合作平等的态度。

总之，大国悲剧是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结论。从过
去到现在，从东方到西方，悲剧的结论不变，但是我们可以
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防患于未然，避免自己跌入悲剧的
深渊。我们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把过去变为我们自己的
财富，而这个财富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和自我完善的方向。



幽径悲剧感悟篇五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大国在当今时代中扮演着极
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大国崛起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困
难，其中最为引人深思的是大国悲剧。在大国悲剧中，国家
在权力的诱惑、自我膨胀和高傲自大的驱动下，不断追求自
身的利益和发展，但最终却意外地陷入无尽的矛盾和问题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深入探讨大国悲剧的本质、原因以及对
当代国际关系的启示。

第一段：什么是大国悲剧？

大国悲剧是指，在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权力和内部稳定而
实施的决策和行为，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反而导致国家政治、
经济、民生或者环境等方面的巨大损失和难以回复的危机。
比如，古往今来，多数大国曾经历过财政危机、社会动乱、
军事衰退以及战争等多种疾病，以此彰显了其复杂而严峻的
治理挑战。

第二段：大国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大国悲剧的成因极其复杂多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
大国本身政治体制存在偏差，让一些错误决策难以得到更正，
而形成的权力漠视、封闭自大、排外主义以及国家危机意识
薄弱的危机。此外，大国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构造、外
交政策等也都为大国悲剧制造了其独特的原因。比如美国衰
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外交政策失败和未果的内政改革。

第三段：大国悲剧的代价是什么？

大国悲剧的代价是极高的。在国际政治中，大国悲剧往往会
造成国家关系的緊張和衝突，形成无法破解的攀比和竞争关
系，甚至演变为全球贸易大战和军事冲突。在国内政治中，
大国的衰落通常意味着大规模的财政危机、社会动荡和卡壳



现象。

第四段：如何避免大国悲剧？

要避免大国悲剧，需要从加强国际合作、深化民主制度、清
理国家权力、构建环境友好型经济模式等多个方面入手。此
外，大国应该对其外交战略、内部制度、经济体系等进行系
统性的整合和改良，以减少以权力为中心的做法。最重要的
是，要让大国生态更加良好，着力打造国际公认的大国品牌，
充分发挥大国的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和领导作用。

第五段：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启示是什么？

大国悲剧存活的现实，使得我们更加需要模拟建构“大国和
谐走向”的构想，这一构想应该建立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相互信任和尊重等原则之上，致力于建立一个和平而繁荣的
世界。而大国的强盛，不应该让人类社会回到那些曾经造成
战争、屈辱和苦难的历史，而是应当推进变革和改革，维护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这也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启示，
也是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应该倡导坚定的国际政治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