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彷徨学生读书心得体会 学生彷徨读
书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彷徨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我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这本书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
这本书收录了鲁迅从19到1925年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真实
的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深刻的揭示了
种种社会矛盾，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之下的农民及
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变现出对民族生存
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呐喊•彷徨》中最令我震动的便是《兔和猫》了。它告诉我
生命是不应该被漠视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生存
发展，是达不破的规律，似乎我们也不应该对那些处于艰难
竞争中的生命发出厚此薄彼的议论。但是看管了弱者的小事，
强者的胜利，却会让人变得麻木，冷漠。尤其是当你漠视生
命被侵蚀时，可曾想过，当整个世界都无视生命时，那该是
如何可怕的境地。狐狸见乌鸦一动不动，没有要开口的意思，
就继续说道：“乌鸦大姐，你太记仇了，我已经道过谦了，
可你不但记仇，还不承认，唉，真没有想到动物口中那么美
丽善良又大度的乌鸦大姐会是这等呀!”狐狸故意把这等说得
重一些，乌鸦听后，气极了!心想：臭狐狸你这小人，别以为
我会上当，要不是我叼着肉，早就把你骂死了，还论得到你
这么嚣张，乌鸦愤怒的瞪了狐狸一眼。

人皆有恻隐之心，即使自己未曾蒙难，目睹着惨状，同样也
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平静。孔子说，君子跑庖厨，享受美味的
同时，躲避开残忍的场景，其实只不过是既成人时间的游戏



规则，有逃避内心刺痛的最滑头的手段。

然而，鲁迅却不，他既不想跑，也不愿妥协，而且还要从这
不能中找出一条路来。有谁知道，在他那看似冷漠的外表下
却又时间最柔软的心肠。在鲁迅身上有着“自反而缩，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勇敢和果决，但她内心深处却是一刻舍身饲
虎的此信。这是一个仁者所具备的。

彷徨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彷徨》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
写小说多用辛辣笔调讽刺当时的反动派。这部小说集有十个
小故事，每个故事都蕴含深刻的意义，都让我叹为观止。因
为本人水平有限，不宜篇篇俱到，所以挑选自己印象最为深
刻的一个故事来谈点自己的感受。

故事名叫《祝福》，主人公为四十多岁的女长工祥林嫂。故
事起初阶段，祥林嫂在鲁镇还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后遭
不幸——丈夫得瘟疫死了，儿子也被狼叼走了，一个幸福美
满的家毁了。于是她被鲁镇的人视为丧门神，没有人愿意接
近她，更没有人同情她。她无依无靠，对人世间没有了半点
念想，最后自杀了。

为什么祥林嫂在遭遇不幸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反而会不
受欢迎呢?为什么祥林嫂要自杀呢?这便是我要探究的问题了。

但是，故事中的鲁四老爷可不这样想——祥林嫂丧了家室是
不吉祥的，有些事是不能让她做的，祭祀是一项神圣的作业，
再看祥林嫂笨手笨脚，万一打破用具可不得了。既然这个祥
林嫂碍手碍脚干不了什么事，还得白吃我的粮食，不如重新
找个干活的好手。

祥林嫂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鲁四老爷这正人君子厌恶了。封
建礼教使她相信自己是肮脏的。于是糊里糊涂去捐门槛，想



要赎回一个清白的名份。孰不知被寺庙里一群贪财好利的小
人，榨干了所有的积蓄，名声还是臭的。

当祥林嫂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寺庙走向她的“家”——鲁四老
爷的宅院时，这个家的大门已经被鲁四老爷严严实实地关上
了。

终究，祥林嫂被鲁镇上她以性命相托付的、唯一的“亲
人”——鲁四老爷抛弃了!

活人对这个问题实在很难理解，鲁迅在祥林嫂强大的眼神力
量逼视下，慌张地搪塞道：“应该可以吧。”就急匆匆地离
开了。

对祥林嫂而言，活着已经没有任何念想了，死就是一种解脱。
死后是怎样的生活无从考证。读到此处时，我由衷祝福祥林
嫂在九泉之下能与家人团聚。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祥林嫂是封建等级制
度、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好像不可
思议，但事实就是那样。

读了《祝福》这篇故事，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很幸运也
很幸福。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姿态，来珍惜当下这自由、平
等、公正、法制的幸福生活。

彷徨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前几天，母亲带我去书店带我买回了一本名为《呐喊·彷徨》
的书，令我感触颇深。

此书是著名革命家鲁迅先生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真实的描
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深刻地揭示了种种



的社会矛盾。它收集了鲁迅1918年至1922年，与1924至1925
年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家喻户晓的《阿q正传》亦是抨击批判的
《狂人日记》，都表现了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
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弟兄》里
张沛军是真的兄弟情深，毫无私心，还是顾及别人的批评两
面三刀的虚伪?若是前者，为何在考虑弟弟后事时，先想到的
就是如何省钱?又为何他想到弟弟去世后子女们的就学问题时，
想到的是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不让弟弟的孩子上学?这明显不
符合常理。因此，他笔下张沛军的梦，实际上是张沛军内心
真实想法的隐晦揭露______很显然，张沛军这个人非常可怕!
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祝福》，《狂人日记》等《祝福》里
最让人难忘的，恐怕就是那个充满着悲剧色彩的人物——祥
林嫂了罢。她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毁灭的悲剧形象。
在她第二次到鲁镇时，丈夫和幼子的死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
可是在鲁镇，不仅没有人倾听，同情她的遭遇，反而冷言冷
语，看不起她，导致了最终悲剧的上演。

总而言之，《呐喊·彷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希望大家去
阅读，了解。

彷徨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鲁迅的小说集子有三本《彷徨》、《呐喊》、《故事新编》。
《呐喊》和《故事新编》我还没有仔细品读过，今天先来谈
谈自己阅读《彷徨》之后的一点感想。

以前中学时代学鲁迅的课文总觉得读不太懂又好似读懂了什
么，很朦胧的感觉。然后就很久没接触到鲁迅的文章了。前
些天得益于小华的推荐看了鲁迅的几本书，感觉大抵还是那
时候的感觉，却又有些不一样。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感到先生
那种深沉、愤慨，犹如匕首投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复
杂心情。

《彷徨》收录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



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
《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更多的
注意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
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同《呐喊》相比，《彷徨》较多的流
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
同样是清醒和深刻的。《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
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
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
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辛亥
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彷
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最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是《祝福》
和《伤逝》这两篇。《祝福》是《彷徨》中的名篇，这篇我
们高中就学过，里面有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人物——祥林嫂。
她作为一个受侮辱，受迫害，被剥削，被奴役的中国劳动妇
女是富有典型性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她的生活遭遇，
思想轨迹及被扭曲的性格充分暴露了旧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深
重压迫，尤其是精神捶残。《祝福》把目光关注于农民身上，
深刻地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现状，
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凶残本质。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
明在这个社会中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言，也表明这社会的
冷酷、麻木。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先生对这种气势，对这一
社会的强烈不满，厌恶以至愤怒。《伤逝》是先生唯一一篇
爱情小说。真的是大家手笔，有很多真理的光芒闪烁。“人
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生活是第一要素。人首先要能
好好活着，才能言爱。有爱，并不等于有牛奶和面包。子君
和涓生爱的破裂重要因素就是现实生活的压力。好在今天的
女孩子比子君更幸福的是经济上独立了。所以，女孩，当你
在爱和事业中面临选择时，千万记得，没有事业的爱犹如无
根之萍，多半会飘荡出你的视线。有立足之本才有爱，这是
最基本的道理。



彷徨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精选《彷徨》读书心得体会(一)

《彷徨》收录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
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
《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代中期的思想苦闷，更多的注意
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寻
找出路的可贵精神。同《呐喊》相比，《彷徨》较多的流露
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同
样是清醒和深刻的。

《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
《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
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
为题材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
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
势力重压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
怀。最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是《祝福》。《祝福》是《彷徨》
中的名篇，里面有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人物——祥林嫂。她
作为一个受侮辱，受迫害，被剥削，被奴役的中国劳动妇女
是富有典型性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她的生活遭遇，
思想轨迹及被扭曲的性格充分暴露了旧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深
重压迫，尤其是精神捶残。《祝福》把目光关注于农民身上，
深刻地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农民的现状，
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凶残本质。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
明在这个社会中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言，也表明这社会的
冷酷、麻木。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先生对这种气势，对这一
社会的强烈不满，厌恶以至愤怒。

《彷徨》是先生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
化”，一方面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
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青
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



徨》。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
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
己的灵魂，但同时肩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
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读着《彷徨》，我感到一阵阵的痛苦，为那时凄惨的现状而
痛苦，为那时麻木的人群而痛苦，然而在这痛苦之中，我又
为有先生这样清醒的人们而感丝丝安慰。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
“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
才有希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推。

参考《彷徨》读书心得体会(二)

记得在我孩童时，曾读过一些鲁迅的小说，可能那时年幼，
看不懂它们，近几天，我重读了《彷徨》，让我深深地感到
先生那种深沉、愤慨，犹如匕首投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的复杂心情。

《彷徨》收录1924年的《祝福》、《在酒楼上》、《肥皂》
和1925年的《孤独者》、《伤逝》、《离婚》等，共11篇。
《彷徨》虽然反映了鲁迅在20年代中期的思想苦闷，更多的
注意了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但也表现了他不断探索真理、
寻找出路的可贵精神。同《呐喊》相比，《彷徨》较多的流
露了作者当时忧郁、彷徨的情绪，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
同样是清醒和深刻的。《彷徨》中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都
是表现农村妇女命运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性命运，
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又一次有力控诉。《离婚》是鲁迅
先生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深刻地展示了辛亥
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彷
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知识分子“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最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是《祝福》
和《伤逝》这两篇。

《祝福》是《彷徨》中的名篇，里面有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



人物——祥林嫂。她作为一个受侮辱，受迫害，被剥削，被
奴役的中国劳动妇女是富有典型性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
剧，她的生活遭遇，思想轨迹及被扭曲的性格充分暴露了旧
社会对劳动妇女的深重压迫，尤其是精神捶残。《祝福》把
目光关注于农民身上，深刻地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社
会现实和农民的现状，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凶残本质。
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表明在这个社会中穷人无福可祝，无福可
言，也表明这社会的冷酷、麻木。而这一切，正反映了先生
对这种气势，对这一社会的强烈不满，厌恶以至愤怒。

《伤逝》是先生唯一一篇爱情小说。真的是大家手笔，有很
多真理的光芒闪烁。“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生活
是第一要素。人首先要能好好活着，才能言爱。有爱，并不
等于有牛奶和面包。子君和涓生爱的破裂重要因素就是现实
生活的压力。好在今天的女孩子比子君更幸福的是经济上独
立了。所以，女孩，当你在爱和事业中面临选择时，千万记
得，没有事业的爱犹如无根之萍，多半会飘荡出你的视线。
有立足之本才有爱，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彷徨》是先生目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的“分
化”，一方面披露了妥协性，又一方面正在“转变”，社会
的力量需要有人领导!然而曾被“新文化运动的”所唤醒的青
年知识分子则又如何呢?——在这样的追问下，产生了《彷
徨》。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了那些从黑暗中觉醒，满肚子不
平，憎愤，然而脑子里空空洞洞，成日以不平与牢骚喂哺自
己的灵魂，但同时肩负着旧时代的重担，偏见，愚昧，固执，
虚无思想，冒险主义，短视，卑怯，——这样的人们。

《彷徨》中有不少热情向光明的人物，但这些人物也不少缺
陷，梦想着深山大泽丛林伏莽的“消生”。现代人不能没有
缺陷，因为现代人是前代人的后代，而且是长期被压迫下的
人们的后代，又是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被种.种偏见
与愚昧包围。但是，先生并不以为这种缺陷是“命”定的，
是天老地荒终日如斯的，正因为他并不信永远会如此，所以



他要无情地剥露这些缺陷的所以然与根源，也正因为他不信，
所以他借着“无有”写他的渴望，而《离骚》的句
子——“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他的渴
望的暗示。

读着《彷徨》，我感到一阵阵的痛苦，为那时凄惨的现状而
痛苦，为那时麻木的人群而痛苦，然而在这痛苦之中，我又
为有先生这样清醒的人们而感丝丝安慰。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
“铁肩担道义”的勇者，独立潮头，振臂呼喊，这样，时代
才有希望，历史的车轮才能向前推进!

经典的《彷徨》读书心得体会(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有那么一点多多少少的沉重感。其
实，彷徨主要源自于责任、期盼和压力。因而，承受便是生
命的一种需要的方式了。我们不可能也决不能无任何负载地
来往与世，做为人，必须有所承受，承受我们需要承受的东
西。

在这现实与理想的王国里，我们承受着亲人与故人对自己寄
予的热望和要求;在生活路途上，我们承受着来自世俗的各种
恶意和善待;在情感的海洋里，我们承受人生变故中的各种打
击和煎熬。当我们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起时，就会感到周身
的血液如禁锢在坛子里的葡萄酒，有一种想把这坛子打破的
冲动。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问题很简单，人们从懂事
的那一天起，总在努力学习适应环境，努力做到与别人和谐
相处。但恰恰忽略了一点：忘记了学会与自己快乐相处。而
正是在这一点，才导致了我们种.种的烦恼与痛苦。其实，战
胜生命彷徨的力量恰恰在于自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追求和失落、欢乐和痛苦。面对自然与社会，人不可能总是
胜者，就像季节不会总是春天。我们应该让自己学会与自己
的快乐相处，让自己的心灵时时充满快乐，就是自己要拥有
一间常敞开着的‘健身房’，常常走进去，为自己忙碌疲惫
的心灵做做按摩，使心灵的各个零部件经常得到维护和保养。



按摩的方法有很多种，最中要的是做到自我悦纳，正确地认
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对自己的长处能欣悦自慰，不妄自菲
薄;对自己的短处能坦然自若，不讳疾忌医。对自己不提过分
苛刻的要求，对自己犯的错误也能够平心静气地谅解。许多
人的烦恼和痛苦，多半是对自己要求过高，对自己的缺点和
错误又耿耿于怀。一个人能够放弃自己已经成为心理负担的
所谓远大理想，中止自己毫无结果而言的努力，重新设计自
己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智者。而承受，是一种力度和气度;是
一种坦然的接纳和始终清醒的生命理想;是为实现自我的一种
磨练;是为寻求迸发所作的自我积蓄。心理学家有一句这样的
惊世名言：人类似乎是唯一能使自己变得神经不正常的动物，
因为他们首先否认自己是动物的事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人
类为什么常常自我烦恼?因为我们常常为一个“做人”的大问
题捆扰着、折磨着。

学会给心灵松绑，减轻这些负担，无疑是让心灵快乐的又一
条捷径。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命，没有必要把自己高悬在
半空之中。当感觉力不从心，无所适从的时候，就退一步看
看。这时候，你会发现，生命的花园里花团锦簇。这个时代
比以往更看重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奋斗的精神，每个人面
前都隐伏着万千机遇，而最大的机遇却是洋溢于你生命中的
乐观和欢喜。“纵然是漂流四方，也要边走边唱。”自觉地
享受着实在的生活，又被高远的希翼所牵引，那该是如鸟在
林的快乐啊——所有的树木清风都适合你。我们的心灵是脆
弱的，需要经常地鼓励与抚慰，长长自我激励，自我表扬，
会使自己的心灵快乐无比。

一个人只有时刻保持幸福快乐的感觉，才会使自己更加热爱
生命，热爱生活。只有快乐、愉悦的心情，才是创造力和人
生动力的源泉。只有不断给自己创造快乐，与自己快乐相处
的人，才能远离痛苦与烦恼，才能拥有快乐的人生。

《彷徨》读书心得体会模板(四)



鲁迅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的先驱和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他的作品虽为后世称颂，可真正继承其革命精神衣钵的人在
当代却太少。我在几近成年之时才拜读他的名作《彷徨》，
说来也是惭愧。

彷徨一词意为“来走去，犹疑不决，不知往哪个方向去”，
反映了鲁迅此时在革命征途上的迷茫，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阵营分化时期。字里行间充斥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以及各
类人违心的选择。我个人尤其对《在酒楼上》和《伤逝》感
触极深。

《在酒楼上》讲述了主人公与朋友的一次偶遇长谈的经过。
从朋友的言语中不难发现，他也曾是一个会为了国家前途命
运，与他人争执不下，乃至拍案而起的爱国青年。那是那个
时代，甚至当代许多青年人形象的缩影。不得不说，每每想
象这样的人物，仿佛看到了样板戏的宣传画，人人右手举至
胸前的画面，很理想化。然而，就像大部分人一样，他不可
免俗地沦为一个麻木为生计的人。结尾的环境描写——“屋
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中”，前途的不定，
心中的彷徨便融于环境描写之中了。

《伤逝》描绘了涓生和子君两个虚构人物的爱情故事。实则
涓生更像是现实中的鲁迅，而子君又何尝不是许广平的化身
呢?在故事中，原本与主人公同为战友的子君，最终由于长期
持家，抹去了本来锋利的棱角，以致最后完全退化为一个普
通的家庭主妇，对于涓生的话越来越不能理解。两人的感情
最终破裂，子君的生命也或多或少因此而走向了灭亡。这是
鲁迅惟一一篇写爱情的小说，或许鲁迅预见了自己与许广平
相似的命运，而破例为自己的爱情提前写了一篇“缅文”。

以这两篇小说为代表，再加上《孤独者》等，都在描述着理
想与现实的冲突。革命者因为艰难的生活，忙着寻求生计而
忘却了对于信仰的忠诚，变得驯化，理想与现实的天平向后
者倾斜。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就是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



看到社会有了一些进步便停滞了，全然没有马丁.路德金面对
不公时“绝不满足”的呐喊。国民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是鲁
迅一生的敌人和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今天呢?我们有任何实
质性的进步吗?只能慨叹一句伟人已逝!

优秀的《彷徨》读书心得体会(五)

《彷徨》是鲁迅众多作品中的一部小说代表作。鲁迅出生于
浙江绍兴的一个香门第，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是着名的文
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国是一位地位独特
的作家，大多数人都承认他是最重要的现代作家之一。他的
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

他前期的小说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以清末明初的底层百姓
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
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
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
风格从宽充裕，幽默洒脱，于前期大不相同。

《彷徨》是作者记述的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琐事和所闻所
感，以及对往事的一些追忆，通过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
看法，对当时社会的评论，无形中也对未来寄予了很大的希
望和美好的祝福，希望构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彷徨》一书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
分子“哀其不辛”，“怒其不争”关怀，艺术技巧圆熟-----
深亡的历史图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参透感情“画眼
睛”“勾灵魂”的白描手段，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意
义。

我们活得要有意义，要投入生活，深入社会;有理想，有目标，
有行动;要敢于奋斗，要敢面对和承受现实，更要敢于表达自
己的内心世界。其实，彷徨主要源于责，期盼和压力，因而
承受便是生命的一种需要的方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