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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心得是参加培训课程后对所学内容的反思和总结，对于
进一步提升个人能力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范文四：工
作心得——时间管理在工作中的作用和价值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一

还记得我刚开始看《城南旧事》是在三年级，但我那时并没
有好好地看，只是马马虎虎地翻一遍，许多都没有看懂，当
时我并不觉得这本书有多么好看，便把它丢在一边。后来，
一次整理房间时，好像是四年级了，我无意间翻起那本书，
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发现原来这本被我一直丢弃在一边的
书竟然是那么好看。后来妈妈还和我一起看，她也觉得好看。

《城南旧事》主要讲得是主人公小英子小时候在北京发生的
各种事情。作者林海音陆续创作了回忆童年的短篇小说《惠
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五篇小说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间、
人物及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了城南旧事。1960年这本书出
版了，20年后，它被拍成了电影，并荣获多项大奖，从此誉
满天下。20xx年，它被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被译成英
文、日文、德文、法文及意大利文等并出版。

我十分喜欢读《城南旧事》这本书，里面的故事、情节十分
有趣、真实，令人感动。这本书跨越了时代，跨越了政治，
以小孩子的'口气笔触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

我推荐大家去看《城南旧事》哦！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二

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
离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妞死了，疯子慧贞带着妞去找她的亲爸，追火车被火车撞了。

当毕业典礼结束回家之后，却听说爸爸在医院里。她把小学
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赶紧去了医院，她走过院子看
那垂落的夹竹桃，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
孩子。作者在那里凭吊了她那过早离开人世的父亲，也记述
了她的成长。

从“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爸爸也不
拿我当孩子了。”“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我好像怕赶不
上什么事情似的。”“‘老高，我明白是什么事了，我就去
医院。’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等句子能
够看出：“我”已真正感觉到自我长大了，懂事了。英子在
毕业时成为优秀学生，代表同学们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她
确实已经长大了。

宋妈这样的离去，是喜是悲，似非英子所能理解，但书中应
为有了宋妈和她的'故事，而添加了多层的深度。

其实，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奋斗中，绝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三

中国旧社会的产物宋妈。奶妈这种职业在中国才有。当我没
有孩子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母亲总是有牛奶。现在
我意识到他们是在生完孩子后哺乳别人的`孩子而不喂自己的
孩子。这个角色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看到宋妈妈让我想起了
奶奶。她也是小脚。爷爷去世后，奶奶为了留在北京为别人
当保姆，努力支撑家庭。她很坚强，很有尊严。



这本书唤起了我太多的童年记忆。虽然故事发生在北京南城
的30年代，我家在东城，我出生在70年代末，但并没有影响
我们的共鸣，因为胡同在，胡同文化在。建筑绝对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梁思成多次要求上级保留北京的原貌，感慨
道:迟早，你会后悔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和人口问题。80年
代访问北京时，我也忧郁地说：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没
有个性、特色和美感，破坏了古城温暖传统的氛围，使北京
消失了。”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四

上一次看《城南旧事》是在小学，如今只记得林英子那双清
澈透亮的双眼。

小孩子眼中的世界是模糊单纯的，也许只有保持童心才能看
到不同的事物。

林英子首先遇见了总是对她笑的秀贞。

秀贞的爱人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抓走了，孩子也被扔到齐
化门下。于是她以思念小桂子度日。英子不怕她，常常找她
玩。

通过英子的双眼看到的秀贞其实美极了。

之后英子在和妞儿的相处中得知妞儿就是小桂子。结果母女
相认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房子，甚至连看都没看英子一
眼。

这是英子经历的第一次离别。

第二次是在传说中闹鬼的院子里，英子遇到了小偷。

小偷虽然偷东西，但他表面干净有礼。原来他是为了供弟弟



上学才不得已走上这条路。

英子并没有将他当作坏人。而是讲了一句“我不懂。人太多
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和天吗？”此后，英子时常来找这
个哥哥玩。

直到小偷被捉住。

这是英子经历的第二次离别。

第三次就是父亲的去世。

“爸爸的花谢了，我也长大了。”

这是英子经历的第三次离别。

英子在离别中成长，而我们在英子的成长中也看尽其他成人
的酸楚。

若是换作已然成熟的人，怕是只能看出秀贞是个疯子，小偷
是个坏人，而父亲不过是迎来了人生的终点。

远观远比不上近距离接触，去感受它的纹路以及内里的温度。

对着伤心之人满含热泪，真的`是很难得的情感。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五

在寒假期间，我阅读了三本书，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
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
易读懂。书中讲的就是林海音小的时候居住在北京城南的一
段往事。

这本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亲切。像一缕缕阳光，柔和



又温暖，又像一丝丝水流，连绵不断。景物，人物，事物，
都透过英子的`童眼，变的那么天真而又可爱。悲欢离合，都
深深的嵌在了英子的记忆里，而这些，也深深的打动了我!

读《城南旧事》，我的心头总有一份暖暖的爱，因为这些发
生在老北京的故事虽然已经沉默了很久很久，但依旧像一坛
老酒，散发出淡淡清香。作者不去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只
是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文字来描绘一个老北京的模样，就
像给老北京画了一幅动态的。尽管黑白，但依旧深刻逼真。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六

说到童年，我不禁想起我快乐的童年和我读过的《城南旧事》
中描述的童年。

当我手里拿着《城南旧事》这本书的时候，我读着，渐渐走
进了书里。这本书真的很好。我渴望读完它。

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音，她以年轻的心态描述了自己在北京
城南的快乐童年。相比之下，虽然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
但她的童年过得很精彩。她的童年像戏剧一样变化，却如此
真实朴素。尤其是她的`父亲早逝，让她一天长大，不再是孩
子，她的母亲不想让她受苦，全心全意地照顾她，让我不由
自主地想母亲也像她的母亲一样爱和照顾我。

童年，就像一个百味瓶，里面有酸、甜、苦、辣，各种口味。
童年，就像一个万花筒，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童年，是一束
美丽的花，长大一岁，花瓣落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瓣逐
渐褪色，我们的童年也结束了。

童年，我们没有人能抹去这段记忆，所以我们应该把它藏在
心里，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藏。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七

林的书值得慢慢品味。《城南旧事》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大
家都赞不绝口。自传体小说很吸引人。小英子是个聪明的女
孩。她是一个大孩子，她的童心被她诠释得淋漓尽致。她的
才华，童心，她的细心，她的谨慎，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
美好。

找到了一个女儿女孩；我分担了母亲的“悲哀”，为新女性
蓝衣的幸福做出了贡献.

一个读书成绩很好的弟弟。看到这里，我不禁佩服英子。她
怎么能

以这么的聪明?小小脑袋里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事情，或是怎
么能想到那么多精灵古怪的念头。

，更不必说随机应变，运筹帷幄了。

草的空旷屋场以及卖糖人、卖汽水的商贩，如同黑白色的胶
片，一一映在我们的脑海中

城南旧事阅读心得篇八

这篇写了秀贞时笑时哭越来越想念小桂子，“我”为秀贞感
到伤心。秀贞让“我”认她和他几年没回家的丈夫为“思康
叔叔(三叔)”“思康婶婶(秀贞)”。“我”回家后爸妈告
诉“我”马上要读学堂了，叫“我”安分点。“我”吃完饭
接了妞儿去“我”家的西厢房玩弄刚买的小油鸡。晚上爸爸教
“我”写大字，为进学堂打算。一天“我”看见了妞儿，向
她打招呼，可她却赶开我。第二天，妞儿来找“我”，
给“我”看了她爸爸打的伤，哭了起来。她说她以前不住这，
住齐化门，还说她不是她爸妈亲生的。



秀贞对小桂子的思念之情更加强烈，英子与妞儿的关系更加
密切，并深深同情妞儿的悲苦命运，也为她的父母都不是亲
生的感到惊讶。在秀贞的哭声中不只是委屈与可怜，还有对
爱人的思念;妞儿的眼泪里是对自己命运凄惨的哀叹与伤心;
而英子的哭声中流露的是对秀贞与妞儿的同情与心疼，说明
了英子的同情心与爱心。在秀贞与妞儿之间有着许多的相似，
使我感受到秀贞与妞儿有着重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