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乡土中国第五章读后感 军训第五天
心得体会(模板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
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乡土中国第五章读后感篇一

今天是我们军训的第五天，既忙碌又快乐。

我们的教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待我们很好。训练的时
候一丝不苟，休息的时候教我们唱歌。他很细心，走在路上，
会提醒我们小心台阶；接热水，会提醒我们别烫着。每天从
早到晚，他陪着我们训练，不停喊着一个个口令，耐心纠正
我们一个个动作，嗓子哑了也没有一点不耐烦，或许这就是
军人的气概和修养。

我们班的同学也很友好。训练时，大家步调一致，虽然有时
候配合不够默契，但每个人都尽力磨合，努力做到最好。当
有同学身体不适时，其余的同学都会来问候或者提供帮助。
虽然我们五天前还素不相识，但现在已经形如故友。

我们班主任也和蔼可亲。我们在炎炎烈日下训练，他就在训
练场边默默陪伴。我们齐步走、零距离跑，不管走多远似乎
都走不出他关切的视线。休息时还询问我们吃住的情况，为
我们加油鼓劲。有他，我相信我们11班一定会越来越好。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只有经历过艰
苦的训练才能蜕变成更棒的自己，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
主、少爷变成独立自主的大人。



我要牢记这次军训，让这几天的辛苦积淀成未来成长的动力，
三年后，以优异的高考成绩回报父母、老师，这也是送给自
己最好的成人礼！

乡土中国第五章读后感篇二

从初中开始，我们在开始新的校园生活之前，会先迎接另一
个挑战——军训。军训和奇异果一样，表面毛糙，扎手，并
没有其他水果握在手里的舒适感；但它的内在是美味的，营
养丰富的，能给人带来在平淡生活中所品尝不到的味道。

这是在大学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军训。有点在预料
之中，也有点出乎意料。时间总是匆匆流过的，我们只能尽
力抓住它的一截尾巴。在这几天的时光里，我度着一样的时
间，但有着不一样的感受。坚持、毅力、开朗、自信、伙伴
和回忆，这些都是军训带给我最大的收获。

我很开心被选为标兵，成为大家的榜样，付出也是一种快乐
的来源，但也有些遗憾，因为脚受伤，所以做不到更好。

军训也像是一根柔软又坚固的丝线，将我们每个人都串起来，
让我们心连心。虽然只是几面之交，但却互相尊重，互相信
任，好比老友。军训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了集体
的力量，集体的感染力，集体的温暖。

教官很认真也很温柔，老师很敬业也很严谨，不管是日晒还
是雨打，都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让刚刚离家的我并没有浸
没在孤独和无助当中。现在的我也更加坚信，当初坚持要来
工技大读书的决定是不会让我后悔的。我也一定不会让学校
失望。

接下来，怀着对即将结束军训的怀念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带
着梦想上路吧！



乡土中国第五章读后感篇三

我是来自乡村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份
感情或许就是《乡土中国》中描述的，由那份乡土本色灌溉
浇筑而成的吧。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老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
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得精当，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
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土气”。

此等的精辟见地，如果没有一种流淌在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
意识以及乡土中国情结，恐怕是很难抒发出来。

《乡土中国》所透露的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或者
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社会学层面的解析。

《乡土中国》谈论了民族历史、文化对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差序格局更为深远的影响仍然是对中国人行为方式、道德观
念的传统导向，“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在现代
化的今天也不能说是完全消解。

而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无疑是起着消极
的作用。

根据自身的理解，本书的第一篇介绍的是背景，描述了中国
的乡土本色，也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本篇写得非常透彻。

比如，作者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没读
过本书的人或许以为这土气是贬义词，但是，其实正是因为
靠土地谋生的理想使乡土社会是那么的稳定，即使战乱迁移
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

费先生也顺便比较乡土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
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
持孤立的社会圈子。

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悉，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
会。

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的是信
用而不是法律。

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
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第二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文字在乡土中的不适应性，在《乡土
中国》一书里面他所讨论的问题里面很大程度上认为乡村社
会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地教，在一个
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
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

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第四到七主要介绍差序格局对于私人道德、家族甚至男女关
系的影响。

什么是差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
圈水纹，最中心的那一点是自己，其余的就是按远近程度来



划分。

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
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与西方人不
一样，就在于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

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是团体。

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

在中国就不一样。

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
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

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
人和你的网络是一样的。

平等，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

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一切皆以修身为
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
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的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

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

这样说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工作更
透明、更廉洁有效、公民参与程度更高，更重视自己的权利，
更强调公平了。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
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
铭刻在心。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



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
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
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我们探究中国传统社
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乡土中国第五章读后感篇四

读完《乡土中国》后，有的章节涉及的话语、情形有一种似
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自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还是多多
少少受到了乡土社会的影响。以下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章
节谈一下体会、感受。

第一节乡土本色中费老说过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
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社会
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
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害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
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
见外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对于费老的观点我觉得
应该分两个方面来分析。我觉得在费老那个年代乡土社会可
以真正做到不需要法律，大家都彼此熟悉、信任，凡事只需
要打个招呼就行。但是我认为画押、签字，特别是法律的产
生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它能起到一种约束的作用，避
免不必要矛盾的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价
值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好有坏。大家都产生了一种防
备心理，即使是在农村。大家在谈及钱时也格外小心，借钱
得写欠条。所以我觉得费老那句打个招呼就是应该视情况而
定，小的事情可以不必见外，但谈及钱、物质方面的时候还
是得按规矩办事，该怎样就怎样。这并不是一种见外的表现，
而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习惯，它已经渗透到了乡土社会，所以
那种见外之类的想法也得改变一下了!

第二节文字下乡，费老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分析问题，为乡
下人辩解，特别是在城里人说乡下人愚这点上，费老坚持着



只是乡里人的知识不及人，并不是真的愚，并分析了原因环
境的影响。这节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乡里人的我呀和城里人的
贵姓大名的对比，来说明乡土社会中人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
人们都彼此相当熟悉，用声气辨人。而贵姓大名则反映一种
陌生，就像现在的一些城里人，做邻居都几年了，甚至都没
有打过招呼，更不用说交往。这一点，我觉得农村比较好，
可以相互串门、唠嗑，真正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

第三节文字再下乡中有两段话我特别喜欢，甚至做了摘抄。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
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
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这段话阐释了文化、
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不该忘了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现在
的我们仍有重大的启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必须了解中
国的历史，历史的耻辱还是不能忘，这是事实，任何时候都
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另一段是时间的悠久是从
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
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
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
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积累，只需老是保存。这段话很符合乡
土社会的特点，历世不移，人在熟人、熟悉的地方中长大，
面对所要解决的事情也大同小异，凭借前辈的经验就可以解
决，不需要个人绞尽脑汁去想，去创新。这就是乡土社会，
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循规蹈矩，个人觉得这种社会挺好的，
很平静、安逸。

第四节差序格局主要围绕私展开，并指出了私也是有根源的!
在费老看来，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的城里人都患有私的
毛病。一说是公家的，自私心就取代了公德心。费老这里说
的私的问题是群己、人我的界限是怎样划分的问题，我们传
统的划法和西洋是不同的。在西洋，团体的划分是有明显的
界限的，而在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是具有伸缩能力的，
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发生变化。所以人们会



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地扩大圈子，把自己推出去，由己到家，
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

第十二节血缘与地缘中费老提及了自己的一项调查，并提出
了自己的假设大概先得有了土地，才能在血缘网中生根。这
个应该是因地而异的。比如有些地区的女子不愿意离开自己
的家乡，让男方入赘，男方很容易就成为了村中人。并没有
书中说的.那么难!亲属尽管再亲密，究竟是体外之己，所以
钱上往来最好不要涉及亲戚。这就是所谓的亲兄弟还得明算
账，谈钱伤和气。人都是经济人，所作所为大都是为了自己
的利益，毕竟无私的人是少有的、罕见的。所以说商业是在
血缘之外发展的，亲属之间谈生意、做买卖老是怪怪的，担
心利益的分配不公，最后亲戚也做不成。

我个人觉得乡土社会比较适合甘于平淡、渴望安稳生活的人
去居住，生活中不会有多大的起伏，就那样平平庸庸过一生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费老的这本《乡土中国》主要以乡土
社会为主线展开，在阐述乡土社会的某些性质时会将城市与
乡村进行对比、在写差序格局时将西洋团体和乡土的社会结
构进行对比来更好的说明问题。同时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分
析问题，间接地批评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那种不屑的态度或
者是对乡下人的讽刺、不尊重。这个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
有启发作用的，我们应该学会反省。

作为一名学生，要写出深刻的体会、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问
题有一些难度，加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乡土社会也发生了一
些变化，所以在读《乡土中国》时难免会遇到一些自己不理
解甚至是完全不懂的文段，最难理解的就是差序格局。虽然
写的读后感只是一些皮毛，但这本书确实让自己受益匪浅，
它描述的乡土社会与我们村有类似的地方，更多地还是不同，
所以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p>



乡土中国第五章读后感篇五

军训终于在我的期盼中拉开序幕，带着几分兴奋，几分渴望，
外加几分担忧，终于进入这个特别的军营。

刚开始军训的时候，我们都充满了期待，军训前的每一天都
在想象，我们军训时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军训的教官严格
吗?我们会经历一些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终于迎来了
彼此的军训，也带着一些自信和倔强，我走进了这一场军训
当中。还记得前几天清晨教官带着我们拉练，我们几乎每一
个人都痛苦呻吟过。

因为拉练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从学校出发，沿着学校后面的
河一路小跑，大概每个早晨都是六七公里，感觉是我从学校
走到家里的十几二十倍。第一天拉练的时候不知道会是这么
难，所以兴奋度很高，跑完之后也不觉得累，但是到了第二
天之后，我发现这段路途越来越遥远，慢慢的，拉练这件事
情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了。我抵抗过，也妥协
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态也越来越和平了，能够理智
清楚的面对每一件事情，也不再那么冲动的去抗拒一切我不
能接受的事情。我想，这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成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