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优秀10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接下来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在空闲时，我还是喜欢看书。看的书很杂，除了课本书籍之
外，名著小说都看，不刻意拘束于单一的形式。而一般只是
略读。而当看到《活着》这本书时，最多想到的还是葛优演
的电影，关于徐福贵跌宕的人生。

司马迁说有的人活着比泰山重，有的人活着比鹅毛轻;雷锋说，
活着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好;保尔柯察金说为了人民的解放
而活。但对于徐福贵而言活着的理念在于：“人只要活着，
穷也不怕。”他觉得人活着的意义并非只是富贵，更应该懂
得生活，学会劳作，为一家人而活着。那样即使日子过的又
苦又累，心里却踏实了。妄想可以尝试把家从小鸡变成鹅，
鹅变成羊，羊变成牛，使自己穷苦的家变得重新发达起来。
而在他被抓入伍，受恩回家的那一刻，足见他活着的意义只
是为了家人，对家庭的牵挂便成了他活着的理由。我们可以
想象，如果他选择留下，或死于战场，或者高官厚禄。但像
他这种无文化无社会主义理想的旧社会底层人民群众而言是
终究不会选择留下的。当解放了以后，他看到占他家地的龙
二被枪毙，家珍的话使他明白：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
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

书看完了，觉得异常压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也许无所谓
活着，尘世的苦难，活着的人总得承受，在命运面前，只有
忍耐，忍耐孤独，忍耐不幸，甚至是死亡。《活着》并不是



要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活着，只是在陈述活着这样一个事实，
套用徐福贵夫妇对春生的话来说：活着，好好活着，我们只
能等待被时间和命运遗弃，而没有权利抛弃生命。在命运面
前，也许不能不感叹人类的无力!改变不了活着的事实，就改
变活着的态度吧!只要活着，总有希望，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是
可以改变活着的状态，或者好，或者差，只是在生命的镜头
至少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活过，也曾努力过。而不会被20__
这样的“世界末日”感到惶惶不安，尊重生命，热爱生活，
拥抱未来!才是当代学生的基本生活态度!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读书，不仅能让人静心思考，还能让我们在阅读中受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读过这样一本读书，它
能让我们学到许多知识、也让我们了解到许多做人的道理，
这一切都会成为我终身受益的一笔。

读书，让我的思想得到了进步，也让我在学习中获得了动力、
收获了快乐，我相信在我自己不断努力下，我一定会成功，
让我的大学生活变得精彩、快乐、幸福!

“书中自由的、愉悦的、乐享受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
须明白的道理，书是我们心灵与灵魂的窗户，是我们生活与
精神的源泉。

“书中自由的、愉悦的、乐享受的”，是我们每一位学生必
须明白的道理，书对于人类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每个人都
不可避免地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成长起来，读书也是如此，
书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春满校园”。读书是一种乐
趣，读书更可能会给一个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读书，是一种文化，书是我们的生存与生活的根本。“书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是人们一生的幸福，读书是一种乐
趣，读书是一种享受，读书是一种境界。“读，是人们重要



的学习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们不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读书可以让人们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让我们知
道如何生活，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与自己的行为交流;读书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与快乐。在书的滋养下，我
们的心田得到净化。

读书，能让生命的灵动起来，使人有所收获，也能让人感到
幸福。让书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追求，使人生的精神受益终
生。

“读书，可以使人明智”，读书是人类最美好的朋友。读书
让我们走出象牙塔，沐浴露阳光，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净化，
让心灵得到净化。让读书成为一种享受，让读书成为一种习
惯。让我们的学生成为一支不断学习的队伍，成为一名“书
虫”，一名成功的作家，成为一名精通业务、懂得科学、善
于思考的教师，成为一名博学博爱的教师。

读书是一种乐趣，读书是一种享受，读书是一种情感，读书
是一种气质，读书是一种境界，读书可以陶冶人格，培育心
灵。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成才，让“书香
校园”进一步深入人心，让“书香校园”进一步发挥“书香
师生”的作用，让书香浸润学生的内心，从而让我们的孩子
们成为一支“书虫”。

我们的孩子就像一个小社会，这里的人有文化、有思想、有
智慧，但我们的孩子还有很多缺点，我们应当在教育中充分
挖掘、培养、发展、使学生的个性、智慧、能力、创造才能，
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
身心健康成长的人。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无论发生什么事，活着，因为总有爱你的人，总有你牵挂的
事。



主人公福贵以往嫖赌输光了家产，可是亲人并没有抛弃他，
这令他悔悟。这时候他明白只要活着贫穷未必不好，只要有
爱，有关怀。然而妻子得病，儿子被害，女儿难产致死，女
婿事故死亡，孙子被自我的疏忽害死，一切一切的杯具接连
发生，最终只留下自我活着，然而经历了种.种的他却有了超
然的心境，应对自我的过去能够冷静的回忆与论述。

在我们这个年纪，此刻担忧的无非是此刻生活中的琐事罢了，
可是是恋人朋友矛盾争吵离开分手，学习成绩工作不梦想，
别夸张了一点挫折，我们有吃有穿有钱花，没病没痛没灾祸，
我们正是青春奋斗的年头，我们凭什么不欢乐，我们凭什么
整天怨天尤人，我们凭什么说别人幸运我们没他们好彩。其
实活着很简单，异常是我们此刻这个时候，有爸爸妈妈兄弟
姐妹永远无条件支持我们，有那么几个闺蜜好友来分享欢乐
分担忧愁，我们正能够全心全意奋斗的时候，所以，别总是
放大那些琐碎的小事，让他们占据了你生活中心，更应当把
自我的心思更多的放在值得的事情上。

主人公的生命如此悲惨，但他从未放弃，一向坚持活下去，
无论或者是多么辛苦。所以我认为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
这样一个道理：活着虽然充满了苦难，但路还得走下去。余
华在书中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
于进攻，而失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职责。”职责，
是活着的意义，也许生命有些事你无法预料，无法改变，可
是更多的是需要你去负责，去担当。所以不论活着多么痛苦，
你都要活下去，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这件事本身
也是你的职责。

虽然不用总把自我的不幸自我的苦难跟别人比较，也没这个
必要，可当你意志消沉，觉得活着真辛苦此刻的日子不梦想
的时候，请别放弃，一旦放弃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意
义了什么都不可能。勇敢活下去，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挺
过来，已经是一种很勇敢的活着了。加油，正在挣扎正在纠
结的人们，加油！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王尔德曾经说过：“生活是世界上最罕见的事情。很多人只
是存在，仅此而已。”当我读完《活着》这一书后，很庆幸
主人公福贵不是那很多人之一，他真实的活着，而非简单的
存在过。

余华所作的《活着》从福贵自叙年轻时游手好闲嗜赌成性为
始，以暮年时与同样垂垂老矣的老牛作伴消失在暮色中作结，
期间伴随着父母、妻儿、女婿、外孙先后离去的失亲之痛，
又经历了战争、土改、人民公社、饥荒、……这是他的一生，
又或许可以说这是那一代人的缩影。只不过相较于他人，福
贵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苦难。在阅读时我几次克服住了不再翻
阅的冲动，因为当作者用最最客观的语调将残酷的现实一层
层剖开呈现在眼前时，那种悲苦更甚、那种震撼愈发让人难
以平静。

然而当我们由旁观者的视角转化为主人公的身份时，当一切
的不幸变成了现实，摆在面前时，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福贵的
快乐其实多于苦痛，甜蜜可以大过心酸。一夜输光家产从地
主沦为平民，却因此在土改中逃过一劫，福贵是幸运的。大
户人家的小姐甘愿一生守护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恰恰印证
了她的名字“家珍”，是家里最珍贵的财富。又聋又哑的凤
霞勤快能干，最终也觅得一桩好姻缘。有庆长跑能手运动会
第一，受老师表扬，作为父亲同样骄傲。二喜女婿懂得责任
与担当，孝顺长辈，给凤霞以最好的生活。我们不可否认福
贵生活遇见的变故之多，但我们同样应该知道这些最亲近的
家人，美好而又温馨的回忆会是支撑着他一直活下去的力量。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
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有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
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
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
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他与命运相处的模式并非对抗，



而是顺其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软弱与妥协。他看见了
苦难也看见了幸福，尽管美好总是短暂，仅余的些许温存总
是在不经意间最惨烈的方式从他生命中抽离，但他依旧选择
了不断向前，不断生活。有人曾评价说“人太渺小，稀释成
了平凡”，而我认为他并非麻木，他只是在用一种最温和的
方式来告诉我们――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这本书里作者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福贵的一生。
我并未从中读到福贵很多的心理描写，是悲哀自己惨淡的一
生，亦或乐观的积极生活下去，这些都没有。仿佛在讲述时，
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但我却感受到了传达出
来的一份平静，平静的接受，平静的生活。

就像在结尾，老人扛着锄头与同样名为福贵的老年远去时，
在乡村渺远的歌声里，在夕阳沉沉的暮色里，大地正敞露胸
怀无声的召唤着，苍老而又庞大，充满着无尽的隐秘感。我
知道，这是活着最美好的姿态。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应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仅肩上多了一份职责，而且身边少了一个
一同承担的人。

福贵当年是个二世祖，每日挥霍家里的积蓄，不知哪修来的
福气讨了个贤惠的好老婆，是米行的千金，可福贵依旧吃喝
嫖赌，不仅仅输光了家产，还气死了爹，老婆连同肚子里的
孩子也被娘家接走了，只剩下他和年老的娘、年幼的女儿凤
霞相依，这时的福贵才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万幸的
是，家珍在产下福贵的第二子之后带着儿子有庆回到了他身
边。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福贵在为病重的母亲抓药的途中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



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
不幸聋哑，儿子虽机灵活泼，之后也正因县长夫人输血而意
外死去。

之后福贵经历、大跃进、自然灾害，凤霞和其丈夫先后死去，
凤霞产下的一子苦根也没有逃过命运的魔爪，最后只剩下福
贵一个人，和一头与他同名的牛作伴，其中寓意深远，颇有
些孑然一身的萧瑟。夕阳的余晖里，已然垂暮的老人驾着牛
渐远，沙哑的歌声在土地的尽头缓缓升起——“少年去游荡，
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人生至理名言合上这本沉重的
蓝皮书，泪已湿眼眶，让我感慨万千的不止是主人公经历的
种.种悲惨，更正因他经历了这么多，却依然卑微地活下来，
他所承担的已远远超出普通人能够想象的范围。

应对死亡，最痛苦的不是离去的人，而是被迫承受这一切的
生者——他们不仅仅肩上多了一份职责，而且身边少了一个
一同承担的人。但是，正正因如此，生者才要更坚定地生活，
那是正因他们背负的，不仅仅仅是自己的明天。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这两天翻阅了曾经看过的书《活着》。这次的读后感较几年
前有了很大的区别。几年前更多的是为“福贵”接踵而至的
苦难心生怜悯，现如今更多的是为时代的巨变而心生感慨。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势巨变，此一时彼一时。但没有
过不了的坎，也没有永恒的不变。任何人，过去现在将来，
只有顺应时事的发展，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就可以成就属
于自己的不随波逐流的一生。

佩服作者余华，他作品的舒服之处在于语言的顺畅和段落之
间巧妙的衔接；他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水到渠成的
自然而然。但朴实简洁并不代表不铿锵有力，相反，阅读中
很多时候痛快淋漓、直抵人心。难怪他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



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

他深入浅出，通过一个地主家少爷的大富大贵到一贫如洗的
人生历程，将旧社会的意识蒙蔽和错误的政治导向抒发得栩
栩如生，充分影射了当时社会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他是将
自己真正置身与旧社会中的一员，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他在序中感言，当今许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作品与现实
分裂的虚伪和做作，好的作品肯定来源与生活体验与生活，
我深有体会。平时偶尔写点随笔，我心随我笔，那些个因感
而发的触景生情的，根本不需要费劲斟酌便可顺理成章；相
反，有时候刻意去创作的文字，精雕细琢后犹如画蛇添足，
花里胡哨的样子耐不得细看。

他说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只有不停的记录生活才
能使自己置身于发现之中，就像日出的光芒可以照亮黑暗，
灵感可以不请自来。

艺术是有高度的，余华的《活着》在国际上获得了众多的奖
项。许多书翻了不想再翻，许多书看了还想再看，并且每次
看都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活着》就是后一种。

据说他创作这篇著作前是听了美国的民歌《老黑奴》，下载
来听，原以为曲调会沉重悲伤，没想到竟然轻松悠扬，就像
余华笔下年迈乐观的福贵，就像每一个经历万千、耄耋之年
的老人，在正午的阳光下，在城市的公园，在田间的地头，
悠然自得地娓娓道来——“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复返，亲
爱朋友，都已离开家园，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我听见
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
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为何哭泣，如今我不应忧伤，为何
叹息，朋友不能重相见？为何悲痛，亲人去世已多年。我听
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幸福伴侣，如今东飘西散，怀中
爱儿，早已离我去远方，他们已到我所渴望的乐园。我听见



他们轻声把我呼唤，我来了，我来了，我已年老背又弯，我
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人越惧怕死亡，人就活的越怯懦。而坚强乐观是对死亡的超
越。人正因孤独而痛苦，又因痛苦而孤独，在冥冥中两者相
辅相成，互为补充，互为因果。看了余华的《活着》，才开
始觉得自己从未真正的活着。

《活着》讲述了福贵一生的悲欢，表达了福贵一生的起落盛
衰，读它，我们会顿悟活着的更深层次的好处。

人要靠记忆来慰藉，要靠倾诉来释然，要靠平静来概括，要
靠回首来彻悟。

悲怆的残阳微弱的呼吸着，无意感染了那一个午后的黄昏，
带着些许的惆怅，带着些许的悔悟，带着些许的淡然，福贵
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枯草衰杨，曾为歌舞场。“以前”像一部经典被缩成了记忆。
年少的福贵是富少，有着刘村人所不能及的生活，享受着他
人所不能享的尊宠。人往往在满足和拥有中堕落，福贵也变
得焦躁不安了，烟花柳巷像无形的磁场，福贵一步步陷进其
中，当他让青楼女子背着穿梭在大街上之时，他不顾一切，
包括他妻子的父亲。他也许从未想到此刻的逍遥只是昙花一
现，也许他从未感觉到烟花易冷时的凄凉。他不顾娇妻，他
忘怀于纸醉金迷的世界。人总是忘乎因此，放浪形骸，当一
切浮华都成为过去时，繁华也就悄无声息了，福贵不知道自
己正在给自己挖陷阱，这一陷，福贵再也没有出来过。

烟花柳巷太柔情，而金牌赌场才是富少挥手洒金的地方。福
贵比钟爱他的妻子还要钟爱于赌场，天下人熙熙攘攘皆为利，
而金钱就是利的实体。赌场上的输赢就像梦一般若真若幻，



福贵不知道他正在输掉自己的人生。叹息之余，我感叹人生
换位的易，福贵不再是富少了，他的前半生充满了奇幻。当
他把家财输地一无所有之时，父亲并没有大打出手，相反他
的父亲很平静。其实，人表面的平静是虚伪的，人内心的惊
涛骇浪才是真实，福贵父亲的死恰恰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人一旦被上帝关注，那么他得到的不是垂青，就是遗弃。那
一抹悲伤的气氛还未退却，又增加了一份妻离之痛，家珍之
父罗鼓声张的接走了女儿，带着福贵未出生的孩子。福贵木
讷了，哑然了，没有说一句话。男生一旦犯错就难以让人原
谅，男生一旦倾家荡产就少了拥有时的霸气，福贵看着妻子
走了，默默耕种着租来的五亩地，他要养活一家人。人往往
在容易活的时候不安分地活，而在难以活下去的时候又要竭
力地活下去，福贵学会了耕地，看着年迈的老母蹒跚在旁福
贵心中也许很痛;看着伶俐的女儿凤霞，福贵也许在狠狠地咒
骂自己。我一向认为：亲情是人内心中无形的线，看着亲人
为自己所累时，人的自责会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福贵也如
此。福贵的人生轨迹从圆滑优美的弧线变的曲曲折折、颠簸
不平了，而他在一向竭力的想要好好的活。此时的福贵
叫“富贵”，带有点讽刺性的悲凉，但此时的福贵很真实，
很认真的在活着。

人一旦真实得活着，那不真实也变的真实了。

当福贵的妻子家珍带着儿子有庆回来时，他简直不敢坚信自
己的眼睛，昔日里被自己痛打痛骂的妻子竟好端端的站在门
前，带着那份执着的微笑，福贵最后明白了自己有多么的浅
薄。女生是水做的，有着太多的柔情和牵绊，而女生又是坚
强执着的，有着太多的深情。在人拥有时，人就会很容易忽
略她的存在，在他失去时，他才想起她的好，但此时的福贵
再也不会不顾妻子了，他开始变的疼爱自己的妻子了。他们
的感情不再是奢侈的形式，而是情深似海的患难夫妻，为了
一家人活着，他们真实的在劳作。



而人生总是悲喜杂剧，没有纯粹的喜，也没有纯粹的悲。

他们的母亲因劳累过度卧病在床，请医治疗是务必。福贵进
城了，没请到医生却被拉去当壮丁，这就是人生必然中的偶
然，福贵欲逃不能，看着离家越来越远，福贵越来越感伤，
这也许是上帝故意搞的一处闹剧，活生生的让一个人经历些
许的生离死别，尔后彻悟人生。

在战火纷飞时，福贵更想活。之后遇到解放军，他幸免回家，
看着那依旧的茅草屋，福贵也许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看着眼
前的一双儿女，福贵也许才真正体会到活着有多么的重要。
眼泪是思念的载体，是欢欣的背面，是情意绵绵的流淌，夫
妻两人劫后余生相逢是让人感动的人生场景。福贵在死亡中
的挣扎是有价值的，是对生的期盼，是超越了孤独和痛苦的
勇敢。

但命运似乎并不赞赏他的坚强和勇敢，无情的夺取了有庆年
轻的生命，福贵心中那升起的期望之火又被浇灭了，看着静
静躺在病床上的儿子，福贵的坚强被失子之痛冲磨的所剩无
几了，他也许自责自己给儿子起的“有庆”这样带着嘲弄的
名字吧，但福贵还在活着，正因还有家人。随后女儿、妻子、
女婿、小外孙相继离去，留下了他孤独一人，怀揣着思念，
忍受着寂寞，经历着孤独。但这些并未将他打倒，正因他还
有老牛，在凄清的岁月中，他和老牛有着十分的默契，他把
思念全都寄托在牛身上。人就是这样，在没有任何人可倾诉、
可明白的状况下，他往往将感情转移到他物，人是情感动物，
再怎样受打击，也磨灭不了他真实的性情。福贵经历了太多
的不幸、悲伤和痛苦，我想，他已经超脱了那样苦楚的生活，
他在真正的活，不带半点掩饰痛苦的虚假。

经历的越多，彻悟的就越深。人明白了死亡必然中的偶然，
懂得了死其实是另一种的生，那么人就活的真实、宁静、淡
然，就像福贵在静静的午后向别人讲述自己的一生。其实，
福贵一生的悲摧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个不成熟时代



的，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躁动与不安，个人
的命运在时代的潮流中显得摇摇摆摆，难以把握。那是一个
不成熟、不理性、不民主的时代，而人总是被动的理解那个
时代，人权也许遭到了上天都难以容忍的程度，福贵就是那
个时代的不幸儿。个人虽然超越了生死。但却难以超越时代，
而福贵却在那个悲摧的时代里好好地活着，带着份别人看不
懂的释然。

《活着》用最朴实无华、最平铺直述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人
生的真谛。书中，生命在不断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中变得异常
诡异，死亡之中冥冥不可臆测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大，越能体
会生命的可贵和活着的不易。那层出不穷、一波之后一波的
苦难象风一样袭向人的生命旅程之时，才让人更加深刻的体
会到坚韧不屈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生命虽是脆弱而无常的，
但在书中，却让生命的坚强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命运，能
够感激，也能够仇恨，但是它不可违抗。带着与生俱来的印
记。生活的好处与幸福的标准，永远没有答案。《活着》向
我们昭示了平静从容生活的可能，绝望的不存在。

“人为什么而活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更是一个众说纷
纭而没有结论的话题，余华这样说：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
也是活着的人的最基本的目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而活着。”活着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我想起了身残志坚的作家史铁生，年轻时因一次意外，双腿
残疾，之后又频发重病，生活坎坷，然而他在《我与地坛》
中曾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能够辩论的问题，
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
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因此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
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它还说：活着是自己
的一种选取，既然选取了活着，为什么还要痛苦的活着!

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正是这些许许多多伟大
的、平凡的人物，使我们透过泪水观察到了微笑，透过苦难



体会到了生存。

福贵一生的杯具是自身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交织，活着，为了
什么，为了这让人撕心裂肺的痛楚吗?不!正是这种痛楚才使
活着的感觉更加强烈。期望破碎后的痛楚使下一个期望更加
真挚，使得来的幸福更加珍重。人生来就注定要伴随悲伤，
但正是悲伤使我们更清醒地活着。正如余华自己说的：“以
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只要活着就有期望，
是他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坚持活着，再苦再难也要活着，
正因只要活着就有期望。

《活着》像一支古老的歌谣，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生命中脆
弱与顽强、欢喜与哀伤的真相，让我们懂得卑微生命中蕴藏
着些微的却如金子般闪亮的光芒，让我们懂得人性的温情能
够一步步把无边的苦难变成继续前进的力量。

其实，自己的生活别人难以懂，别人的生活自己也不会刻意
去懂，在这个时代中，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无需惧怕死亡
和时代的局限，只需真实的活在当下。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看完《活着》，整个人沉浸于福贵的坎坷生活。活着!我想说，
怎么样算活着?!

书中主要内容，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
贫如洗，穷困之中的福贵因为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
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
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
但女儿不幸变成了聋哑人，儿子机灵活泼……然而，真正的
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读一页，都让我止不住泪湿双
眼，因为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
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人们纷纷在这个叫做活着的故事里一一死去。

作为一个冷酷的作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让我们跟随他的冰冷
笔调，目睹少爷福贵的荒诞、破产和艰难。继而又假惺惺地
给我们一点点美好的希望，让有庆得到长跑第一名，让凤霞
嫁了人怀了孩子，让某些时刻有了温情脉脉，有了简陋的欢
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噩梦不再萦绕他们的时候，余华丝毫
没有犹疑，他铁青着脸让自己的角色们迅速以各种方式死去，
毫无征兆，近乎残忍。

只留下我们错愕当场。

有庆是第一个突然死去的。

“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他的母亲说。大多数人应
该在这个时候心痛不已。贫苦艰难的生活，福贵简单而粗暴
的教育方式，都不曾让有庆对生活丧失希望。他热爱他的两
只小羊，为了割草和上学每天来回奔命。所以当他在父亲眼
前拿了长跑第一名的时候，我们都天真地以为悲剧该结束了，
事情在慢慢好起来，于是有了一点淡淡的喜乐。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会猝然死去。就像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
社会底层的人们一样，有庆的死冤枉而荒谬。由于血型不幸
与临盆的县长夫人相同，他竟是因为抽血过多而夭亡的。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
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诅咒。女儿，妻子，女婿，外孙，最后
福贵只剩下自己。和一头也叫做福贵的老牛。

因为远离那些动荡的年月，因为并未真正有过艰难和困顿，
这个故事让年青的我们不禁有些战栗。薄薄的十二万字，笼
罩着“欲哭无泪的压抑”。



只是阖上书本之时，内心似乎多了一些超越世俗欲望和纷争
的平静。现实生活的无情与残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
而活着，纵使要担当诸多难以承纳的苦痛，但是依然要坚忍，
顽强。这应当便是生命的力量罢。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九

高中时期就看过《活着》这本书，但那时从未体会到生命逝
去的我，很难理解"活着"的真正用意。只是对富贵的悲苦感
到同情，对命运的作弄感到不平。现在，三年后，有了不同
经历，再去回顾这本书时，所能理解的活着已经大为不
同——人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

这样的活着我不理解，虽然不能否认，但是却无法容忍在命
运枷锁下为农奴的活着。没有精神追求的活着，就像是从来
未曾璀璨的星空，只是周而复始的在浩瀚的宇宙中孤零零得
打转。

可是，其实，是我自己对"活着"的理解抬狭隘了。所有在为
活着努力的人，都是可敬的人，都是勇敢坚强的。"活着"本
身就是生命的阐释，是生命完整的鲜活体现，不是单单的物
质的活着，这才是富贵的活着。

富贵的命运多舛让每个人揪心，读他的故事，会心痛，会悲
伤，会温暖，会坚强，会愤怒，也会安宁。

身为富家子弟，有着"富贵"的响亮名字，却因嗜赌成性，倾
其家荡其产，老父亲因此成了第一个离开富贵的亲人。沦落
为农民的富贵也顿悟了，决心踏实做人，改头换面。于是离
家的妻子带着新生的小儿子回家和他团了圆。日子苦、穷，
可富贵的母亲说，只要大家在一起就好。残破的家开始有了
生气，踏踏实实过着日子。但兵荒马乱的年代哪里容得下安
定的生活——富贵被抓去充了军。一去就是两年，家人对他



音讯全无。而战场上死人堆里存活下来的富贵，带着能活着
就是万幸的乐观终于回到了家。团聚的喜悦难以言喻，母亲
的离开却又让富贵无比心痛。"但活着比什么都好，能活着就
行。"朴实无华的一家四口人开始了新时代的生活。日子依然
贫苦，但因大家的相互扶持而简单满足。然而厄运再一次降
临在这一家人身上——儿子有庆因不负责的护士抽血过多而
忘。这次，幼小的生命离开了富贵。一家人心痛着，悲伤着，
可时代依旧在头也不回得前进，日子也一如既往的继续走，
幸好还有凤霞在。可凤霞呢，在家珍富贵为凤霞怀孕生子而
沉浸在新生的喜悦中时，命运却又给了富贵一个晴天霹雳，
带走了他的女儿。凤霞走了，女婿二喜也在几年后工伤致死。
自始至终陪伴富贵的家珍也带着病离开了世界。只剩下凤霞
的儿子苦根。日子还是艰苦，但爷孙俩的相依为命，让富贵
还有个依托。最残忍的是苦根居然最后也离开了富贵。

所有的亲人接连离开了富贵，可富贵还活着，一头老水牛陪
着他，一起活着。很难想象富贵是如何一次次的苦难中走出
来并坚强的。《活着》也许只写了一个命运悲苦的故事，一
个人苦难的一生。但却格外有力量。因为活着远不止这些。

富贵是坚强的。一个单纯的好好活着的心，是他这一生的陪
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又代表了什么。关于生命的
所有词语中，活着这个词，或许就是本身的解释。富贵的活
着是生命最有力的证明，即使最后他孑身一人，孤苦伶仃，
他也依旧在努力"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希望是富贵像"活着"一样从未放弃的东西。
无论是在最接近死亡的战场上面对死亡的威胁，还是眼睁睁
看着心爱的儿女活生生的笑容化为永久僵硬的活着的留恋，
富贵都未曾放弃活着。是怎样一种巨大的力量才足够支撑着
他继续生活。

父母离开了，还有家珍和孩子，他们需要富贵;有庆和凤霞走
了，还有家珍和苦根，他们需要富贵;家珍和苦根也走了，富



贵还有什么，还有谁需要他?只剩下和他不离不弃的命运了，
让他又爱又恨，鼓励他却也夺走了他的幸福的命运。就像作
者说的，这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
友情。"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
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亲人在的时候，富贵活着，为了给需要他的家人带来希望，
所有人离开后，活着，为了给死去的人带去慰藉。这也是
《活着》最感人的地方。死亡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份
亲情，将会比死亡更加永恒。

有的人，会在失去后沉浸在悲痛中不可自拔，停滞不前;有的
人，会把失去化作生命的另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勇往直前。
富贵就是勇敢的人。那些曾经陪伴着富贵一同分享喜悦和悲
伤的亲人，那些在最绝望时的相互扶持和鼓励，那些承受着
苦难却依旧选择坚强的心，都化为一股坚韧的信仰，让富贵
能在命运中坦然直面人生，好好活着。活着的美好就是，只
要富贵在，所有人就都活在他心中，从来不曾远去。

活着，为了希望，为了坚强，为了命运的抗争，为了对生命
的执着，为了对至亲不离弃的爱，为了活着。这是我们活着
的力量，承受生命的重量，所有的苦难与辉煌，对生命的乐
观。活着就是幸福。

活着教师读书心得体会篇十

从1993年到2007年，余华在不断的自序中完整着自己。1993
年写下的《活着》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跨越了时间的
障碍，顽强地活着。

我们能做的已经不是旁观与审视，而是站在福贵一家人的茅
屋里，和他们一起笑，一起哭。这是很奇妙的视角，你清醒
地知道自己是谁，但在阅读的每个瞬间却又身不由己地被卷
入其中浑然忘我。正如余华在2007年的自序中所言，当他以



旁观者的视角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困难重重，可是当有一
天突然以第一人称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突然顺畅无碍。冥
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仿佛也是一个奇特的隐喻，这个故事必
须让我们进入、替代。

福贵的一生绝不是他自己的一生，《活着》是每个人活着的
象征。尽管我们可能没有福贵的苦痛、没有福贵的欢乐，但
是，每个人只要活着，就必然要经历他(她)自己的悲欢。

徐福贵的前半生可以说是自己造的，本来是地主家的少爷，
赌嫖俱全，倾家荡产。可是从败家之后的每一步，似乎就走
进了命运的魔掌。福贵的后半生可以说真是无奈。去给母亲
请郎中时被抓了壮丁，后来又经历三反五反，大跃进的穷困
难捱。儿子死于人祸，妻子死于疾病，女儿难产殒命，女婿
事故身亡，的孙子也意外送命。

在死亡面前，人的渺小无助就像福贵面对医院那个小房子时
的恐惧和无奈，这就是命运，或者说叫宿命。在这样庞大的
力量面前，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福贵仍然要乐乐呵呵地
活下去。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
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福贵和老牛相依为命，一样黝黑，一样衰老，但是，老人依
然用“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唱着歌谣，自鸣得意。故事
的开篇，老人吆喝着“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
得好，苦根也行啊。”老人这时候“黝黑的脸在阳光里笑得
十分生动，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这时我们尚不知情。
到了故事结尾的时候，当老人再数出这一个个名字的时候，
悲喜在那一刻汹涌而来，不可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