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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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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阅读心得体会篇一

那天去书店，我挑了中了一本很薄的书，名叫《麦田里的守
望者》，在我拿起这本书时，我没想到这么薄的书会对我产
生这么大的影响，使我感受很深。

美国的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
去，冷战硝烟又起。一方面科技发展迅速，而另一方面，人
们缺乏理想，意志消沉，在自我无力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下，
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新一代”出现了，霍
尔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抽烟喝酒，不求上进，但是，他还
不至于沦落到吸毒，群殴的地步，以为在他心底，一直还存
在着有美丽而遥远的理想----做一个“麦田的守望者”。

我们生活的国度，这个时代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一切都
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50年代的美国确
实有些相像。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很多人开始迷茫、消沉，他们逐渐遗忘自己的理想，没有了
最初的热情，开始向往平庸。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
恼，但是我们应该集中精神看准我们的前方、我们的路，我
们应该是一群有理想与抱负的人。假如霍尔顿没有纯洁的理
想，那他就会坠落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了下来。理想是
人的指路灯，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生才



刚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这一代人有些迷惘，但一切不过
是暂时的，不久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
理想。

是的，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会更加美好!

麦田里的守望者阅读心得体会篇二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叫霍尔
顿。霍尔顿身体羸弱，成天胡思乱想，除了语文之外其他的
科目都一塌糊涂，反抗学校的教育，认为所有的人都
是“他__的假的不能再假的伪君子”，除了他死去弟弟艾里
和家里面可爱妹妹菲比。

小说以霍尔顿的口吻记述了他又一次因为众多科目不及格学
校开除后，不愿意回家，四处浪荡的四五天时间里发生的一
些事情。在这四五天里，霍尔顿遭遇了很多人和事，苍老的
历史老师询问他为什么历史挂科、因暗自吃醋而与室友口角
而被一顿暴打、住进一家低劣的旅店发现了城市人的变态、
见识了纽约出租车司机的暴躁、频繁的出入酒吧喝得烂醉如
泥、在性欲的躁动下找来一个妓__又被人勒索、见到两个修
女又大发善心给了她们许多前、约女友看戏滑冰又因其不理
解自己的想法而与女友吵翻了脸……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霍
尔顿在无所事事中与社会中的众多人物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接
触。

这个接触的过程中，霍尔顿表现了他的很多看法和不满意。
他总觉得这个城市中的人都是一群无脑无心，虚伪做作，缺
乏激情只有欲望的人，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故而，他通过
抽烟喝酒、满嘴脏话等方式表达着自己得愤慨、怀疑和拷问。
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小孩子，这几天他常常感觉到非常的无
力，他除了能够怀疑拷问和愤慨之外，很难进行任何建立和
塑造。



他常常产生一种“我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
界”的感受，故而，总是进行各种各样的幻想——或者像电
影情节一样打死那些欺负自己的人，然后自己也深受重伤;或
者隐居到一个什么“林中小屋”，砍柴放羊过上遁世的小生
活;或者搭车逃往西部，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儿，在那里盖
一个小木屋，娶妻生子，度过一生。

最终，他决定要实施自己的遁世计划，临走前准备和自己最
喜欢的那个小妹妹菲比道别。可是菲比居然要和他一起去西
部流浪，刹那间他有点晕眩。他果决的反对菲比的做法，但
是执拗的菲比坚持要和他一起走，并且开始哭泣，霍尔顿无
奈只好承诺“我哪儿也不去了”以安慰菲比。后来兄妹二人，
走到了动物园，菲比开始玩旋转木马，霍尔顿坐在外面的长
椅上看。就这样，霍尔顿真的就决定不离家出走，他“突然
间我变得他__的那么快乐，眼看着老菲比那么一圈圈转个不
停。我险些儿他__的大叫大嚷起来，我心里实在快乐极
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就这样，霍尔顿又回到了家
中。

我那非主流的四年大学，没有什么波澜的情节，但是，却真
切的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大学。霍尔顿的情绪我也长久存在，
不像他那样的行为，但是与其的思想一致，主要有两点：

一是对现实社会的怀疑和质问，我也和霍尔顿一样讨厌学校、
讨厌学校的教育、讨厌很多在我看来也是是趋炎附势虚情假
意的人们。所以，表现在行为上，我就非常的放任自己——
逃学翘课，学一些人们认为没有用的课程，成天的跑到山上
庙里打发时间，成天的读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书。

另一个就是，总有各种幻想，离开这该死大学，买上几百本
自己想看的书，跑到一个深山老林里，自己读书去算了，或
者想着干脆来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把这个社会重新建构一
番，变成一个理想中的世界。总之，就是对以大学为代表的
社会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感、批判、质疑和逃避，无论是幻



想远离世事还是企图改造社会无非都是对现实社会的无法接
受而产生的一种疏离和逃避吧。

麦田里的守望者阅读心得体会篇三

先前从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1月27日，一位作家在美国新罕
布什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1岁。他的名字叫杰罗姆·大
卫·塞林格。你可知道，美国两个惊天大案的凶手都与他的
一本书有关——《麦田里的守望者》。

刺杀约翰·列侬的查普曼和刺杀里根总统的欣克利，他们随
身都带着这本书，并百读不厌。查普曼甚至在监狱中发表声
明称：“我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读一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今后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这本非同寻常的
书里有许都答案。”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麦田里的守望者》
对美国年轻人的影响之深。

通读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主人公16岁的霍尔顿体现
的是一种反英雄形象。他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的性
格较为复杂，内心充满了矛盾。在学校中，他不肯用功读书，
以至于连续四次被开除学校。从作者的描绘的学校状况我们
可以发现，他之是所以不肯用功读书，其实是他对当时资产
阶级现行教育制度的一种反抗，他不愿与学校中的那些伪君
子同流合污，他有反抗现实，追求自己理想的纯洁一面。

在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后，霍尔顿不敢贸然回家，只是只身一
人在美国最繁华的都市——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在这期间，
他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这次
经历，让他接触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同时，也让他
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尤其是那些“假模假式”
的伪君子。但是他又不得不对现实所妥协：他这一辈子最讨
厌的就是电影，但在百无聊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着
时间;他讨厌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却又糊里糊涂地叫来了妓
女;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萨丽，却又迷恋她的美色，情不自



禁地与她搂搂抱抱。最终，霍尔顿又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中，
回到现实中。

在这本书中，有两处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处是霍尔顿所唯一敬佩的老师所教他的信条：“一个不成
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
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当第一眼看
到这句话时，不是觉得十分惊讶，怎么他说的与平时父母、
老师、社会上所宣传的所相去甚远，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往
往是父母的期望、老师的谆谆教导，希望我们好好读书，出
人头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终身。但细细一想，这句话正
是社会中频那个的一些人的真实写照。不可否认的是，我们
周围固然存在一些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终身的人，每年的“感动中国”评选的人物中，我们都能发
现这样的人，如某某教师放弃了在城市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
而到农村相对落后的中小学教学，为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孩
子上学，也许是我太过悲观，我总感觉自己听到的负面消息
更多。报纸上经常会报道一些这样的消息，如某某公司职员
受到了上司的欺辱，但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工作，只能当做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生活中我们周围的人，大部
分都是利己主义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每当我遇到个人利
益和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我总会下意识的先考虑到自己
的利益。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的发展，我们更加需要那
些“不成熟”的人来实现国家的繁荣。

第二处就是霍尔顿那个美好的理想：“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
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
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
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
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
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
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曾经
看到有人这样评价这段话：“悬崖”上是孩子纯真的童



年，“悬崖”下则意味着世故的深渊。在我看来，这样的评
价还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的，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
美国文学总是将孩子的童年理想化，孩提时代永远是快乐而
天真的，而正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出现，真实地揭露了
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空虚，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而让人们重
新回到现实中来。

有人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本必读图书，成人通过本
书可以增加对青少年的理解;青年人在阅读本书后则能增加对
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现实提高警惕，并促使自己去
选择一条自爱的道路。但另一方面，有人则严厉批评这本书，
把它看作室洪水猛兽，说主人公满口粗话，张口“他妈的”，
闭口“混账”，读书不用功，还抽烟、酗酒、搞女人，从而
认为本书的内容“猥亵”、“渎神”，有些图书馆曾一度将
本书列为禁书。有一句话说的好，“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大多数中学和高等学校已把本书列为
学生的必读课外读物，许多公共学校还以它为教材。这部小
说出版后，至今影响不减，总销量已超过千万册。它在当代
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日益巩固，被称为“现代经典”。越来
越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

在我看来，其实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老师还是家长，都
能从中获得启示。

首先说说老师，在这本书中，学校里的老师只是不断地强迫
学生用功读书，以便将来能有一个好出路，但在他们最需要
寻求精神寄托的时候，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学生又能从他
们身上得到什么帮助?结果是可悲的：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都
是一些势利的伪君子。就拿学校的校长哈斯先生来说，看见
有些学生的家长开了汽车来接自己的孩子，他就跑过去跟他
们握手，巴结他们;看到些平常的家长，只是假惺惺地朝他们
微微一笑，就去跟别的家长说话了。在这样一个假仁假义的
校长带领下，学校会成为什么样子，不用说都能明白。老师
的职责在于育人，不仅仅是传授他们知识，在我看来，更重



要的是塑造一个精神寄托，有崇高理想的人。物质世界不论
发展的多高，精神世界的匮乏，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再从我们学生的角度来说，俗话说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你身边的一些人往往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发展。在书中，
霍尔顿身边的都是些不求上进的人，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贪图虚荣的人。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慢慢地，我们也会染上
那些恶习，一旦染上，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交友必须要谨慎，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麦田里的守望者阅读心得体会篇四

我也觉得，这是一部更基本的作品，超越阶级、超越年龄、
超越国界，只要你曾经思考过，你就会有和霍尔顿同样的感
受，我看了之后，已经觉得我的余生都无法忘记这部小说，
这不是感动、不是会心、不是领悟，不是这些情绪，这是唯
一一部直击心灵的小说，是比athena更athena的那个真实
的athena在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话，禁不住流泪，不能不流泪，
我听着我自己的声音;禁不住微笑，不得不微笑，面对同样的
世界。那个世界，几十年后依然一样，我们和霍尔顿同时代、
同地域，这是反人类，这是爱人类，只要有人类，你都可以
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你都会觉得那是你自己在和你自己讲话，
就是这样，心中永远有个霍尔顿，从此以后，在悄悄地和你
说话。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无法忘却的岁月，太多的敏感、偏执、荒
唐、颓废、甜蜜与欢乐，使日子变得寂寞又温暖。站在一望
无际的碧绿色麦田中，我想起了一个曾经的坏孩子——霍尔
顿。

我有段时间总是那么烦躁，会因父母一句话而暴跳如雷，会
因朋友的一个动作而伤心欲绝。后来我渐渐明白，那段时光，
叫做青春。霍尔顿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闯进我的世界。他剪
一个干净的水兵发型，却满头褐色乱发，邪邪的样子，有些



迷人。

霍尔顿读书的地方叫潘西，一个私立的贵族学校。在这之前
他还上过艾尔敦·希尔斯学校。那儿有一个非常势力的校长
名叫哈斯先生。到了星期天，哈斯先生见到开了汽车来接孩
子的家长就跑来跑去和他们握手，要是学生的父母穿的粗俗
又朴素，那老哈斯就只和他们握一下手，然后假惺惺一笑，
接着就和别的父母去讲话。青春的日子里，快乐和痛苦很容
易被放大，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我们总是会因为这点或
那点而不满或愤怒。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于是选择了
逃离，戴着自己的猎人帽拎着行李想要去往西部。

在临走前，他想要再见见自己的妹妹菲苾。于是托人送去一
张便条，约在博物馆旁边。过了好一会儿，菲苾终于来了，
她拖着霍尔顿在胡敦读书时用的旧箱子装满了行李决心与哥
哥一同离开。霍尔顿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去西部。青春就是
这样，充满了叛逆霸道却一心想要离开，最后在种种的牵绊
下放弃了目的。

文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
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
意为诶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句话出
自一个老师之口，但的的确确是这样，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
大部分都是势力的伪君子，他们认为为了苟延残喘地活着不
惜一切的人是成熟的，为了某种精神或理想的人是可笑的。
就连孩子们读书，也是为了日后能买辆凯迪拉克之类的东西。
霍尔顿曾经同妹妹说，他想要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一
群小孩子。相信也有很多人拥有过类似的理想，只是那个理
想太过遥远，来不及努力就已经长大。长大意味着放弃，放
弃掉有过的美好理想，成为所谓的“成熟男人”，为了某种
事业卑贱地活着。这是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人会
为了生活背叛心灵。

最后霍尔顿生了场大病进了医院，至于后来的事，无人知晓。



于是留在书中的霍尔顿再也没有长大，我想他依然是那个天
真的，单纯的“坏”孩子。

成长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有时候，懵懂的我们选择把自己
的不满和内心的`小叛逆藏匿于心中;有时候，为了迎合社会，
我们学会了伪装，学会了恭维，学会了欺骗，学会了送给别
人一个个假笑;有时候，为了追逐名利，我们麻痹了自己的内
心，封锁住心中真实的想法，用一份份赤裸裸的假模假式包
裹自己，竭尽全力不让真实的内心显露于外。我们越是这样
做，越是会发现——其实别人都在这么做。

《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
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
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
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 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
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
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
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
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
自我最快捷的方式。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
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
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
“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
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
不足以成为个性_、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
尚，它简直有些可鄙。《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
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
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
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
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
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
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



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
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
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待的部分——小说音
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
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
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麦田里的守望者阅读心得体会篇五

这些年来前前后后读过几遍，有时断断续续，不如少年时代
的阅读那么专注。可每一次读起来，不得不佩服塞林格对意
识流的表达能力，每一个少年都能读懂里面的共鸣。

我想我自己是早熟叛逆得很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决定逃避
现行的愚蠢教育体系，无奈父亲手段更为高明，耐心将我引
导回归，最终没有闹腾还安安生生考了大学。那时就是见不
得这愚蠢的世界，尽管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识过世界，自以为
自己就是世界。

《麦》里面最最撞击世人内心的这段话：我会站在一道破悬
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
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我
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好了。

我们都是那些跑起来不看方向的小孩。八零后这一拨人，在
体制内学习着呆板的知识，内心忙乱却又荒凉，想要大声说
话没有人听也就罢，关键还不知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一些啥。
我们这一拨人最原始纯真的天分，是真真实实被这制度被这
愚蠢的'教育体系害惨了。

如此一来，这还真是一篇纯粹的读后感，小说本身确实不值
得费墨剧透，读过的人自然共鸣点头，还未读过的人也一看
就懂：嗯，这是一部叛逆的青春咆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