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 余华活着学生读后
感完整(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记录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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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活着》主要是通过福贵的讲述让读者了解他的一生，在讲
述的过程中，作者刻意选择能够体现人物身份的语言，语言
幽默，口语化色彩浓厚。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余华《活
着》学生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余华称(活着)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经过一位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讲
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丰富与宽广，讲
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
的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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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余华对他这部
书的评价。

的确，我这个12岁的少年也深有体会。尤其是有庆，凤霞，
二喜和苦根接二连三的死，让我感到了命运对福贵的不公，
然而，命运又让他从原先的阔少爷转变为一个本本分分的农
民，没有成为地主，免遭_时期的一死。也许活着就首先要为
本身，在去研究所谓的“身外之物”。



此刻，我在想想那多少无知的青年，他们误入歧途也许是以
为一个物质的享受，他们的人生没有历史，真是该好好读读
这本书。生活会让你觉得离不开它，除非你真的从根儿上就
不想好好活着。

朋友们，醒来吧!寻求你生活的灵魂的天空。

活着?活着为了什么?

当然，有很多人毫不犹豫的会说活着为了享受眼前美好的生
活。

故事中的主人公福贵，是个典型的旧社会败家子。出生于富
贵之家，从小到大不愁吃不愁穿，有个三从四德的妻子，也
使他彻底成为了嗜赌成性、没有理想、没有责任、没有烦恼
的败家子。这时的他活着也只是为了享受眼前美好的生活。

当福贵嗜赌成性后，慢慢的他把所有时间、所有的钱、所有
的家当都输光了。一家老小从华丽的大宅搬进了茅屋里，也
因此父亲去世了。母亲生病倒下，家珍拿出两块银元让福贵
去城里找郎中治母亲的病，可是福贵却被他党拉去当壮丁，
每天在坑道里听着枪炮声，饿着肚子哆嗦过着日子。这时的
福贵只想着家人，为了能对家人好而活着，愧疚的活着。

当福贵回到了家，母亲已经去世，凤霞因大病而变得聋哑，
儿子不认得自己。但他没有再幻想荣华富贵，他只是踏实的
劳作，肩负起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他活着只为了责任。

可是上天总与福贵开着玩笑，儿子，女儿，妻子，女婿相继
的离他而去。这是福贵的报应吗?这时的福贵活着又为了什
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余华书中写道：“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
着以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福贵只剩孤零零的一个人，但他坚持活着。我慢慢地读懂了，
他在经过了人生百态后，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忍受，为了活
着而活着。

上天给予我们生命，同时给予我们苦难与幸福。但，不管怎
样，生命仅仅只是存在的形式，苦难与幸福只是其中的小插
曲，为了自己而活着，忍受生命赋予人们的责任。

在福贵身上我们看到了旧社会农民的缩影，但将他放大，我
们却是看见了许多农民的辛酸。以《活着》为书名，我想作
者是想让人们记住的不是死亡，而是被它衬托后的生存，是
学会了承受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的“活着”。

合上这本书，悲伤已经充斥了我的心灵，让我在泪水中回忆
整本书的内容。

主人公福贵年轻时顽劣不羁，嗜赌成性，他并不顾家人的劝
阻，最终输掉了全部家产，随之而来的是父亲去世，母亲病
重。生活的残酷与窘迫让他彻底从虚无缥缈的梦境中惊醒过
来，却又被国民党抓了当壮丁，他有幸在战场上苟全了性命，
得以回家和妻儿团聚，然而不堪的境遇却让苦难继续上演，
亲人们的相继离世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伤疤。最终在暮年之时，
只能与一头老牛相守，在一抹夕阳中歌咏人生牧歌。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这正是对福贵
一生的最佳诠释，听起来是多么的凄凉与不堪。世间的温暖
多情，冷漠与困苦让他留恋忘怀，同时也告诉我们该如何去
承受巨大的痛苦，其中也折射出眼泪的内涵和亲情的可贵。
我的泪水里，有感动，有愤恨，有同情，但更多的是触动我
心灵的人生真谛。“活着”，一个如此简单的字眼，无需过
多的解释，只要好好的活着，便是最幸福的事。

我觉得福贵是苦难中的幸存者，他心怀勇气与希望两盏明灯，
指引着他坚定不屈地走下去。无论是有庆输血时苍白的面孔，



还是凤霞被迫送走时簌簌的泪水，一切的不幸都已被放下，
从而埋藏在心灵的最深处。福贵用行动告诉我们：“人生的
道路，即便坎坷难行，也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最终无悔而去，
才算得上是无愧生命。”这就是整本书最本真的道理。

岁月不可以重来，生活也不可以再作安排，所以我们能做的，
就是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生而为人，生而为众生!

《活着》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福贵的故事。文章叙述了福贵
从富家少爷因为赌博而输光家产变成穷人，有外出谋生遇到
春生等人，后回家的故事。

故事结尾只剩下富贵和他的老牛，他们仍会继续活下去。因
为他经历了这么多事，对许多事情已经看淡了。文章给我留
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春生开车撞死了富贵的儿子，家珍不
愿见他，后春生被组织调查，家珍知道春生过的也不好，在
春生离开富贵家时，家珍对他说：“一定要活着，活着。”

人生固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困难，我们活
得才更加精彩。如果人生总是一帆风顺，那这样的人生必然
是无味的，人也会因此而懈怠。只有在困难中，才会使人不
断磨砺，不断进步。

文中的龙二因为赢了富贵的家产而富裕，但是好日子没过多
久，就因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枪毙。富贵知道龙二被杀
后，心中害怕极了，幸好把家产输给了龙二，不然被枪毙的
可就是自己了。

有时，失去一些东西未尝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富贵正是因为
失去了家产，才捡回一条命。失去，是为了更好地获得。我
们不必因为失去了什么东西而悲痛不已，也不必为了得到了
什么东西而洋洋得意，得与失都应以平常心来对待，这样我
们才会更好地生活，更好地活着。



活着，就应该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活着，就应该不为
了得失而大喜大悲;活着，就要以平常心对待生活中的人或
事;活着，就要充满对生活的信心，脚踏实地地走好生活中的
每一步。

《活着》写了七个人的生与死。凤霞难产而死;有庆在校长生
孩子时，为她献血而死;二喜在工地上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家
珍因自己的一双儿女死了，伤心过度而死;苦根吃豆子撑死了。
只有福贵还活着。

其中有庆的死最悲催。一个年幼的孩子，为了给校长献血，
在抽血时，脸色由梅红变苍白，由苍白变青紫，直到死也不
说一句话。就这样，被活活地抽干了血。

有庆难道连死都不知道吗?还是他心中，校长的生比自己的死
更重要?这个人让我百死不得其解。现在有庆这样的人物在我
们身边已经非常少了。但像他这样能为别人着想的人还是挺
多的。就说我们班的谭老师吧，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数学老
师，在我们眼中应该是很厉害的人，她就是“标准答案”。

可有一次，谭老师在算3x+1=13时把x算成了5，我一看这道
题，掐指一算结果x是4。我正要举手的时时候，我们班同学
都异口同声地说：“x不是5而是4。”谭老师仔细算了一遍后，
说：“哎呀，果然错了。幸亏你们提出来，以后有错都要及
时提出来!”我们听了，不但没有嘲笑谭老师，反而更加敬重
她了!我们也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我们不但要像有庆一样
为别人而活，我们更要为自己活。

我明白了余华想借有庆告诉我们，活着有多难，死却如此简
单，唯有为自己活，才能活出风采!

;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二

余华的所有作品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活着》，即使看
完之后心里还是有深深的震撼。对换角度而看，若是我活在
那荒乱的时代里，或许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并没有主人翁那么
坚韧。身边的亲人独个在眼前离去，如今还是有丝深感同受
的触动。

他的作品文字并不华丽，只是简单的描述便将人的心理描述
出来。令我没齿难忘，从一开始奢华的地主生活，败家的行
为，将整个家产都败完。然而地主时期的改革来临，新中国
的崛起，掀起一阵热潮。或许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新时期，但
是对于地主而言，这是残酷的杀戮。

他的坚韧他的随时代改变的心智，无论是哪个时期哪个改革
带来的悲剧，他依旧还是他，这个读后感给我带来强烈的打
击，当我面对打击时，常常想起如果是他，会不会如我一般
的放弃，错了他会一如既往的往前走，就如同十字军时期，
他被充当兵役，南方走向北方，他依旧想着家，在这大乱的
时代，他依旧往前走。

《活着》顾名思义便是活着，在恶劣百变的时期，随着时代
主治时期的主事人变化。他活在凌乱时代，险些被炸弹击中，
身处战乱之处，眼见亲近之人的离去。他所坚守的便是活着，
即使再艰难的困难，他依旧勇往直前，最后他的身侧只遗留
一头与他般黝黑的老牛。最初，我以为他只是无意识的活着。
后面当看到他在夕阳下的背影，喊着他亲人名字的小牛。其
实，他是将所有人的那份一起活着，看着这世界的x，看着这
世界的色彩。这便是《活着》给我深刻的读后感，在未来改
变我的人生指导。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三

周日晚上，我花了3个多小时，一口气读了一本爸爸的小



说——《活着》。

合上书以后，我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想哭却哭不出，说他
们可怜但好像又不可怜。

余华是在一位名叫福贵的老人身上，用第一人称叙述其看似
悲惨的一生。地主家儿子福贵好嫖、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
钱，在还债路上又被抓去当兵，误当成了国民党。几年战争
后，死里逃生，逃出来回到家，发现父亲已经死了。接下来
女儿因发烧耽误医治也变成哑巴了，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变得
支离破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儿风霞、老婆家珍、女婿二
喜、还有外孙苦根也相继遭遇不幸，这一大家子最后就剩福
贵一个人了，最终跟老牛相依偎。

以多数人的想法看来，他最后的命运一定不是疯就是自杀。
可福贵依然乐观地活着，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也是
全书的亮点所在——活着就有希望。

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本应是余华在讲述福贵的故事，应该
使用第三人称，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让人觉得更加真切，
更加理解书中的我，在历经世间沧桑和磨难之后的坦然。

家人一个接一个相继去世，富贵被一次次的打击，这里面，
不仅有活着的真正道理，还有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他没有抱怨、仇恨，而是认认真真地过好每一天。抱着乐观
的态度活着，这才是“活着”的真理。

活着本身就很艰难，延读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正因为异常
艰难，活着才具有深刻的含义。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了，
也没有比活着更艰难的事了。

活着，就够了。转载请注明



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四

如果说活着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那除了生命还有什么是
我们存在过的意义呢?我们活着享受自己的生命，我们把生命
过得像那么一回事，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生命！

如果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先离开我们，在出乎意料的时候。那
么，在他们离开后我们用什么去永远的记住，是否一个人死
去后就真的没有了，那些离开的我们爱着的人我们是不是该
代替他们更好的活着。活着如果过得孤独，那么是否还要选
择活下去。也许现在的我们轻视的生命，是那些挣扎在生死
线的人所奢望的未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只有死亡才能唤起人
性，才能唤起敬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用生命去抗
议，挽回自己的权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生命成为附属
品，只为证明愚蠢无知的爱情！

在看完小说《活着》之后，我才稍微明白生命的厚度。主人
公福贵在曾经是个不管世事的公子哥，年轻的他败掉了家中
的田产和房子，气死自己的父亲。那是的他和现在的许多人
一样对生命没有任何定义，直至生活落没，母亲因得病没钱
医治而死，儿子为县长老婆献血而死，老婆因生活贫苦病死，
就叫女儿也因生孩子而死，女儿为他留下的唯一外孙也因为
饥饿而吃豆子给撑死啦！人一生最痛苦的，我想莫过于陪伴
你的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消失，而你只能目送着他们一个一
个离开。仿佛在福贵的心中，他的家人并没有真正的离开，
他们把生的意义交托在福贵手上。每次看到福贵一人在田间
伴着老牛耕作，嘴里还念着“家珍、凤霞、有庆”的时候，
眼眶总会涌出泪水，中国式的活着不是咆哮，不是挣扎，而
是默默忍受。

这个曾经的阔少因为年轻的无所顾忌和为所欲为毁掉了自己
和家人的幸福，又在而后的岁月，用自己的双手亲手埋葬了
六位亲人。这到底是老天对他的眷顾还是惩罚。而他自己总
在床头放上十元钱，村里的人都知道那是给替他收尸的人的，



他们也知道福贵在要和他的亲人葬在一起的。活着的背面其
实就是死亡，就算最后留下的只有福贵一人，对于死亡他没
有恐惧，也没有期待。他只是准备着。

生命正如吃饭睡觉一般平常，如果没有出生的喜悦，没有死
亡的痛苦，也许生命真如凡事一样平常。正因为人们敬畏生
命，才害怕生命终结。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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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华活着心得体会篇五

他是一个出身良好的富家子弟，但却因为赌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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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不抛弃人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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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治愈心病的最好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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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老家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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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