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优质的心得体会该
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
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一

一年前看过《福贵》这部片子，主人公福贵的事迹深深地触
动了我。观看完这部片子时，觉得福贵的一生就像上演了一
部悲剧，他已经够悲惨。谁知，当读完余华的《活着》这本
书时，更是不一样的感受，余华用笔墨刻画出的福贵的一生
更是悲惨。当读完这本书时，发现已经流下了泪。

余华谱写的悲剧不仅是这些，中间的情节比这还要悲惨。有
庆因为献血过多，死了。福贵的老婆家珍因得了重病死了。
凤霞长大了嫁了人有了孩子苦根，她却因难产死了，苦根的
爹因一次意外也死了。原本就可以这样结束，福贵可以和孙
子度过下半生，谁知，因为家里穷，没钱买饭，福贵只好给
孙子吃豆子，悲惨的是，苦根因为吃豆子而噎死了。本来的
一大家子_后竟是这样的下场，只剩下老福贵和一头老牛在夕
阳下回想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和拥有过的幸福。

相信每个读完《活着》的读者，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吧，被这
场悲剧感动了。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得就是时间带来的喜
悦和辛酸。

我看到了福贵凄惨的经历，同时也看到富贵内心真诚的悔过。
我们不需要拥有富贵的生活，不需要拥有奢侈生活，或者只
是需要一个拥有家人，拥有家人的爱的人生。哪怕是福贵那
样，年迈了只是和一头老黄牛生活，度过剩下的时光，这也



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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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二

活着这本小说是余华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将毛泽东时代的政
治运动和人民生活之苦与个体的命运遭遇相结合，创作出了
一个充满悲痛与生命力的故事。本文将就活着这本小说，结
合自己的读后感和心得，进行一些探讨和总结。

第一段：主要阐述小说的背景与情节。

本书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
内涵都极度狂热，人民的生活异常困苦。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富贵饶命则是一位幸运的人，他在生活中享受到了政治权利
和经济待遇，然而这个人生美好的享受却在他眼前瞬间被剥
夺。自此之后，富贵饶命开始过着日益艰苦的生活，他经历
了种种困惑和痛苦，却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的执着。而这个故
事最后所给予我们的，却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第二段：对小说中人物的解读。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富贵饶命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尽管不
停地遭受压迫和折磨，他依然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无论遇
到什么风浪，他总能够承受。其次，富贵饶命是一个很有价
值观的人。他在遭遇灾难之后依然坚持着对尊严和人性的尊
重，虽然身处高压之下，但他始终对生命心存敬畏。而最后，
富贵饶命是一个非常具有向上精神的人。他虽然身处重重困
境，但依然积极寻找着出路，不断接受挑战和重生，保持着
生命的活力和色彩。



第三段：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富贵饶命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启示。在尊
重个体生命的同时，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生命的价值，并将这
种价值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和道德信仰之中。这种价值与生命
文明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社会和人类性格的标志。在富贵饶
命及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宽容、品德、信仰和勇
气等优良人性特征。这些特征是我们在未来也应该积极承袭
的现代品质。

第四段：小说引发的思考。

在进行了小说的理解和审视之后，我们还需要对自身的思考
进行一番总结和探讨。首先，应该从底层贫困中领悟生命的
价值所在，并了解到这种价值与道德、美德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其次，我们需要认真理解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与
疾苦，以及红色恐怖对人类精神和品质的冲击与扭曲。最后，
我们也需要在人生的正义之上寻求出路，为人民、为社会，
甚至为人类的和谐共存，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段：自己的体会与感悟。

通过阅读活着这本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大与美好，
认识到了人性的真善美之醇厚、其难损其魅力。同时，也意
识到了现代文化的深刻涵义、其存在的价值、革命的悲壮冲
击和千年文明的壮阔追求。故事让我充满了内心的震撼力，
但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与感动，让我从中领悟到了世界
文化、历史使命、人民命运和个体价值之间的关系，更清晰
地认识到了人性的真谛和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活着这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
抉择和礼义之心，也鲜明体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命运抉择、
理想信仰和民族使命。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这些思想和价值，
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学术中，为人民和国家的繁荣发



展创造出良好的文明繁荣和精神风尚。毋庸置疑的是，这样
的努力将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生命价值和辉煌贡献！

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三

他是一个出身良好的富家子弟，但却因为赌博、上j院，而输
光了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地，把祖祖辈辈住的大房子也抵了
出去。他的父亲因为儿子的不争气，气得病重，最后因为从
村口的粪缸上掉下来而摔死。自此，他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少
爷变成了一个要从别人手中租田的佃户;他开始有悔改之意，
便想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人。

他的母亲也老了，最后病重。他的妻子拿了几块银圆让他去
城里请郎中。可郎中没请成，却被一个国民党的小小的连长
逼去拉了大炮，成了一个没天都不知自己能否见到明天太阳
的炮兵。

炮兵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的粮食都要争抢着吃。好在认识
了两个朋友，生活也就不会太过乏味。

他们这一连的炮兵从不打仗，却也每天有成批成批的人死去。
好不容易他和他的另一个朋友春生捱到了全国解放，他领了
共产党团长给的盘缠，踏上了归家的旅途。

他回家了。在这两年玩命似的时间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这
个小茅房。他看见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还有他日思夜想
的妻子。当天晚上他夜不成眠，搂着妻子在门口看着星星想
了一整夜：我回来了。

悲惨的生活从此开始。

他的母亲在他离开的两个多月以后就死了，现在他要和妻子
一起养活两个孩子。可是他的儿子徐有庆毕竟要读书，家里
的口粮就成了问题。他的女儿徐凤霞因为小时发高烧，留了



后遗症，从此变成了聋哑，不然到了出嫁的年龄不会没人来
提亲。因此，他和妻子商量把女儿送人。

他的妻子虽然不舍，却也被生活逼迫，把女儿送给一个老夫
妇那里干活。他的女儿偷偷跑回来了，可他送女儿回城里，
就快到时，他却忽然心疼他的女儿了：他的女儿很懂事，他
不舍得送人。于是，便背着女儿回家。当晚，他告诉他妻子：
"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他们一家靠者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生活着。虽然贫穷，但他
始终不抛弃人x中最使人温暖的那一面。

可是，噩耗却紧接着传来。他的妻子得了当时无法医治的软
骨病，渐渐地干不动活，又变得走不动路，最后连一根针都
拿不牢了。他的妻子本以为她会先行离开家人。但没有想到
的是，他们的儿子才10岁，小小年纪便魂归西天。

他们村的县长的妻子因为生孩子时大出血，急需输血。但却
没人的血型对得上。碰巧，他的儿子的血型正好相同，于是，
医生便开始抽血。本来现在未成年人是不允许献血的，且献
血的血量有一定的限制。可是当时的医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可以说是根本没有道德。这血一抽上就停不下来了。他可怜
的儿子徐有庆就这么被活活地抽干血，死了。

埋了他儿子，他始终不敢告诉他妻子。但最后他的妻子还是
知道了，哭得伤心欲绝。时间是治愈心病的良药，渐渐的，
想起他们的儿子也只是悲伤一下了。他们便开始烦恼怎么才
能找个好婆家，把他们的女儿嫁出去。终于，在同村村民的
帮助下，他的女儿凤霞嫁了个好丈夫。女儿虽然是个聋哑，
但他的女婿仍是十分疼爱他的女儿。不久，他的女儿就怀孕
了。

这本事一件喜事，可似乎到了他们家就成了丧事。他的女儿
分娩时，却也因为大出血，而永远离去。



女儿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妻子看着她的外孙这么可怜，刚出
生就没了妈，便给这个男婴起名为"苦根".

真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他的妻子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却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女双双在自己前面死去。不久以后，她
也撒手人间。

他的女婿自从他女儿死后，就把苦根当命看。他的女婿是个
搬运工，天天上工都背着苦根。好了，等到苦根会说话、会
自己走路、自己玩的时候，苦根的父亲也丢下他命归西天了：
他的女婿是被两跨水泥板活活压死的，整个人被压得扁平，
成了一摊肉酱!

他就承担起了养育小外孙的责任。

苦根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会帮他外公做一些田里的活
了。这自然让他十分高兴。可天不尽人意，苦根有一次发高
烧了，他却浑然不知，等到烧得厉害了，才知道，他的外孙
生病了。当时家里多穷，跟本没钱买药。听说姜汤可以治感
冒、发高烧，他便去弄了碗姜汤来。可有觉得这样太苦太辣，
就又向村里人借了一点糖。本来要还，别人知道他家的处境，
可怜他，也就叫他算了。

外孙喝了姜汤自然好了许多。他就为自己原来外孙生病了都
不知道而感到内疚。于是煮了一大晚豆子放在桌上，还放了
点盐。他可怜的小外孙，就因为这么一碗豆子，而活活被撑
死!

自此，这么一个贫困的家庭就破裂成如此，全家就只有他一
个人还活着。

于是他买了一只原本要宰杀了的老牛做伴。"两个老不死"就
这么过着平凡的生活……



如果有人遇到了如此的人生待遇，想必他一定是不愿在回首。
可这位老人却依旧如此详细得同作者娓娓道来，仿佛在活了
这么一段人生。

且不说这个，许多人，遇到一点生活的挫折就喊"活不下去
了",更何况是老人遇到的这种艰难：亲手埋葬了自己所有的
亲人。可老人依旧活下去了，而且活得充实、快乐。所以我
们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不可能要做一只胆
怯的蜗牛。

想必，这就是作者余华所要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如同书
名——《活着》。

要知道，活着，就是在创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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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被战争带
来苦难的农民，其中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才得
以活下来。这部小说通过福贵的视角，揭示了在人世间追求
繁华和生命的意义。作为一部深刻的文学作品，活着给人们
带来了深深的思考，让我们重新认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第一段：福贵的生命意义

福贵是活着的主人公，这个角色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之一。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才懂得了生命的真
谛：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和快乐。他的经历展现了人生
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也向人们诠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
福贵的视角让我们明白，活着并不是为了忍受痛苦，而是为



了追求幸福和温暖。

第二段：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在小说中，战争是福贵一家的噩梦之源。他们的家园被摧毁，
父亲和哥哥先后死去。他们被迫流亡和在苦难中生活，并不
断抵抗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福贵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现了
战争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创伤和伤害。在战争中，生命变得毫
无价值，而平和和幸福则成为最珍贵的东西。

第三段：温暖和爱的力量

在小说中，福贵的妻子是他身边最温暖的来源。她用自己的
爱和关心支持着福贵，为他提供希望和力量，帮助他保持乐
观的态度。这也让福贵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这种爱的力
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让人们发觉到任何时候，我们都需
要那种温暖和爱的支持。这种友谊和珍视的力量，让人们铭
记在心。

第四段：人生的毒瘤

小说中出现了一位富裕的官员，他的存在向人们指出了人世
间的毒瘤。他有权、有钱，可以从其他人身上获取利益。这
种冷漠和无情让我们看清了社会病症。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
经常有这种过去，无论是战争、文化冲突或者社会不公，都
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屈辱和痛苦。这种毒瘤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状态，促进了人们对和平和公正的崇尚。

第五段：活着，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福贵的经历让他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知道懂得珍惜。在
经历了数不清的痛苦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感恩的人。他感激
生命的小恩小惠，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拥有幸福。这是一种强
有力的信念，并且辐射到每个人的生活中。活着，就是要有



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生命中的每个过程，让生命变得更加美
好。同时，我们也应该感激所有为我们做出贡献的人，并对
他们表达感谢之情。

总之，活着小说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让我们探索我们的人生，
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存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什么时候，
珍惜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毕竟，
一个感恩的人才能让生命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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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一句话总结：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

这本小说里有个想传达的意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不会去考虑活着的意义是
什么这样的哲学命题的。他们扎根在这片土地之上，也顺应
着上天一开始赋予他们的天性——那就是活着。活着，是一
种生物最基本的本能。

小说以一个叫徐福贵的农民为第一视角，讲述了他的一生。
从他身为一个富家子弟，到沦落为社会底层人民，成为农村
里辛勤劳作的一员。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经历了中国最急剧
变化的那些年，身边的亲人也一个一个随之而去，只留下他
一个老人和一头老牛。

但是他还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过去，记得命运加在他身上的
种种磨难，而不像其他的农村老人那样，不知不觉就把过去
忘了。既忘记了过去的不幸，但也同样记不起曾经有过的幸
福。

现在生活好了之后，大家才开始注重追求精神上的安定，开
始探讨活着究竟是为什么这样的命题。但是对于以前的底层
人民来说，活着就是活着，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还



有家人。

不知道以前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容易被
安抚的，只要让他们能有口饭吃，就不会起来闹事。是的，
中国这些劳动人民太能忍了。就是因为太能忍，反而有时候
表现出来反而会被现在的城市社会解读为不近人情。

上次回家的时候，我和我妈晚饭后去街上散步。路上遇到一
个阿姨推着婴儿车，带着一个小女孩也在路上走着，我虽然
不认识她，但是她是我妈的熟人。于是两个人站在那里攀谈
了一会儿。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结果等她们聊完了，我妈和我离开的时
候，小声告诉我，那个阿姨的儿子今年过年的时候在河边的
淘沙工地上出事故死了，死得特别惨，脑袋都没了。那是她
的独生子，死了就没了。她带着的那两个孩子是她的孙女。

虽说有孙女吧，但自己唯一的儿子死了，对他们夫妇来说真
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听我妈说，一开始那个阿姨就一直想着
干脆跟着自己儿子去了算了，但是为了两个小孙女还是慢慢
想开了。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特别惊讶，因为那个阿姨看起来特别平静，
和我妈说话时的语气也不是那种伤心欲绝的感觉，我不知道
怎么描述她那种状态，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死了儿子也是
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这种感觉不仅仅在这个阿姨身上体现，包括我爹妈在内，
我老家那个城乡结合部里的大部分长辈都给我这样的感觉。
初时觉得他们活得不明不白，活得毫无人情味，但是到了这
种重大关头，才知道他们是见识和经历太多的苦难，所以才
不去想，不去沉浸其中，这样才可以忍受，可以继续活下去。

这就像福贵一样。农村里有千千万万个福贵，只是很多人忘



却了过去而已。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太苦了，太苦的日子如果记得太清楚，可能也会活不下去。

活着不是呻吟，也不是呐喊，活着更多的是忍受，去忍受命
运加在身上众多的苦难。

却是听着那些故事长大的一代人，所以看《活着》就感到很
熟悉，不陌生，甚至就像回到小时奶奶讲的事情一样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