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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心得的写作过程可以让我更加系统地整理和梳理实习期
间所接触到的工作内容和经验，从而更好地运用于实际工作
中。为了更好地总结学习经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学习
心得的样例。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一

这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和一个赎罪男生的故事。“复活”即是
指男女主人公精神上的解脱与释放。

马斯洛娃是备受凌辱与损害的俄国下层妇女的典型。从年轻
时的天真浪漫到如何一步步地被社会逼上绝路，但她同时又
在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的唤醒下，得到了精神上的复活，从
而成为了新女性的代表，这也证明了俄国民众的觉醒。

涅赫柳多夫是一个走在时代前缘的人物。虽然年轻时对马斯
洛娃犯下了不可磨灭的错误，但在法庭上再次见到马斯洛娃
时，他的心没有片刻安宁，他开始走上了为自我赎罪的道路。
他的许多举措，在旁人看来都是那么地疯狂，他要同马斯洛
娃结婚，他要把她从牢房中救出来。他到底是为了弥补过错，
还是内心真实的情感?我想两者都有，因此他才如此矛盾。他
认为马斯洛娃此刻所遭受的痛苦都就应由他来承担，是的，
那是一个改变马斯洛娃生命的夜晚。但每每回忆起青年时他
们，涅赫柳多夫又会激起异样的情感。

这一杯具的造成，不仅仅是涅赫柳多夫一个人的过错，也是
这个动荡社会的产物，而马斯洛娃正是这动荡社会下的牺牲
者。

马斯洛娃入狱后，涅赫柳多夫经常去看她，并同她讲：我要



娶你，不管结果如何，哪怕你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也会跟
随着你。马斯洛娃对此态度很冷淡，她不太坚信涅赫柳多夫
会一向遵守他的诺言，正因涅赫柳多夫是伯爵，而她只是一
个入狱的苦命女子，但她又不拒绝他对她的好，也许是在她
生活的那个圈子呆久了。

涅赫柳多夫不仅仅为马斯洛娃的案子奔走，依马斯洛娃的要
求，也帮忙了许多狱中其他的犯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
时刻，马斯洛娃对涅赫柳多夫的态度也逐渐有了好转，但马
斯洛娃的案子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最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涅赫柳多夫把自我的土地交给了农民，这在当时是一个先进
的思想，他认为土地不该由个人所有，之后他就准备前往西
伯利亚。

马斯洛娃在去往西伯利亚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男子西蒙松，
他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西蒙松爱上了马斯洛娃，
虽然他知道她与涅赫柳多夫的关联，但他还是提出了要与马
斯洛娃结婚，涅赫柳多夫知道后也很震惊，但他还是想要征
求马斯洛娃的意见。与此同时，由于之前涅赫柳多夫的发奋，
马斯洛娃最终被释放了，但她还是同意和西蒙松结婚，虽然
她真正爱的并不是他，但是她不能跟涅赫柳多夫结婚，正因
她不想让他永远活在赎罪的阴影里，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们
两个得到解脱。

马斯洛娃结束了原来的妓女生涯和牢狱生活，在新的环境里
重新唤起了她对生活的期望。

马斯洛娃的“复活”就是对涅赫柳多夫的宽恕，也是他
的“复活”。迎接他们的都将是新的生活。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二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一本有意义的课外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是要因人而异，因社会而异。



如果总是无法实现理想，那么就有可能变成“祥子”，堕落、
衰败，厌恶生活。——《爱的教育》。它是你荡涤心灵的一
泓清泉。

这是一本以日记形式写的书。它不但可以给你带来温暖，而
且可以驱散你的种种不快。只需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
不需要令人厌烦的说教，就能让你学会爱——爱家长、爱老
师、爱同学、爱祖国。这本书最为神奇的是作者以一个四年
级小学生的视角，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小伙伴们——品学兼
优的德罗西、正直的卡罗纳、热情的科列帝、刻苦的波列科
西等人。而书的另一部分则是爸爸、妈妈和姐姐写给这位四
年级学生的信。信的内容十分丰富，每封信都透出家人那份
真挚的爱，让你感到家的温馨。除此之外，老师布置的“每
月故事”又是荡涤心灵的优秀作品。从一个个故事中，让我
们和主人公一起，学会勇敢、学会坚强、学会热爱自己的祖
国。这里有个故事很让我感动：是讲一个“小抄写员”，因
为他的家境很贫困，尽管父亲多年来一直辛苦工作，也没改
变。他的'父亲除了白天在铁路上工作以外，晚上还从别处接
一些抄写文件的活，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有一天，作者让
父亲歇歇，并说自己可以代他抄文件。父亲不让，怕影响孩
子的学业。于是，每次等父亲睡熟时，他就悄悄地起床，帮
父亲抄写文件。时间一长，父亲就知道了，他没说什么，只
是摸了摸孩子的头。是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一成不变的阅读，会让生活变得枯燥无味，而有选择地阅读
一些有意义的书籍，会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更会给人带来
全新的面貌，终身受益。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三

一颗伟大的灵魂，百年前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发出光焰，最精
纯的光彩照耀我们的心灵。在十九世纪末阴霾重重的黄昏，
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心音并抚慰我们青
少年的心灵。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他不止是一个受人爱戴



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的
真正的友人——列夫·托尔斯泰。

在有暇之余，我翻开了《列夫·托尔斯泰传》，从而来体会
一下托尔斯泰的人生成长的艰辛历程。

托尔斯泰粗犷的脸又长又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
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因为无法改变
丑相，童年时倍感痛苦。他在一个叫卡赞的地方读书，成绩
平庸，他是孤独的。

在他家庭的回忆中，好几个人为托尔斯泰采作他的《战争与
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亲王沃尔
康斯基，叶卡捷娜二世时代_的贵族代表;他的母亲，玛利亚
公主，这温宛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她的仁慈的光辉，
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虽然对于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他的母亲逝世时，他还
未满一岁)，但是他至少还能保持若干关于父亲的回忆。这是
一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显得忧郁，在他的城邑中过着独
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他父亲死时托尔斯泰才九岁。这一
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中充满了绝望。

然而不知不觉中，他为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和夸大的自
尊心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
性质，变成了实用的性质与物质的了。他慢慢地也学会了放
荡自己。最后，有一样东西救了他：那就是绝对的真诚、坦
白和善良。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四

当你占有了一本书，这本书也占有了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我们这本书的女主角——茶花



女，也同样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身为巴黎交际花的
玛格丽特，原来只是个贫苦的乡下姑娘，不知是什么不得已
的苦衷，走上风尘女子这条路，后来成为巴黎上流社会著名的
“交际明星”。玛格丽特有着一种不同于那一类人的气质，
而其卓越的风姿更是衬托出了这种气质的与众不同。因为几
乎每天身边都会佩戴茶花，因此大家都戏称她为茶花女。也
许茶花是她对自己的渴望。

当一个风尘女子萌发爱情的时候，这种爱情起初像是一种宽
恕，最后却几乎变成了对她的一种惩罚。茶花女的爱情在青
年阿尔芒·杜瓦尔真挚的爱情下产生了。阿尔芒自从在歌剧
院见到玛格丽特以后，就疯狂地爱上了她。在茶花女得肺病
期间，阿尔芒每天跑来打听病情，却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
在玛格丽特的圈子里，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在她的四
周，没有人对她付出真情，没有人是因为为了她而爱她。这
位漂泊无依的风尘女子，因为阿尔芒为自己的吐血生病伤心
难过和理解她的工作时，被他的痴情深深地打动了。

从此，阿尔芒成了唯一的这样一个人：在他面前她可以自由
地思想和说话。阿尔芒的真挚爱情让玛格丽特产生了对真正
生活的渴望，她决心摆脱百无聊赖的巴黎生活，和他到乡下
生活。她背着阿尔芒卖掉了披肩、钻石、马……唯一的要求
就是得到始终不渝的爱情。像玛格丽特这些飘忽不定的人一
样，她也有着离奇的欲望和不可思议的爱情。在这段期间他
们享受着浪漫，几乎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好景不长，阿尔芒父亲的出现打破了拥有的幸福生活。父亲
的强烈反对，使得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和他的家庭，只好做
出牺牲。她像最高尚的女人一样冰清玉洁，别人有多么贪婪，
她就有多么无私。像玛格丽特这样的高级风尘女子，作为情
妇，就算会倾家荡产，男士都会感到无比的骄傲;可是说到作
为妻子，则成伤风败俗。玛格丽特也懂，她心如刀绞地回到
原来的生活。这无疑是自己给自己判了缓期执行的死刑，在
她最后给他的一封信写到“她曾经一度享受过您的爱情，这



个姑娘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候就是您给她的，她现在希望她的
生命早点结束。”到后来愤恨的阿尔芒不断地羞辱她，但她
依然爱他，最终承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而死。

是她，茶花女，证明了伟大的爱情是经得起任何事情的考验。
玛格丽特是一朵在黑暗中盛放的雪莲，雪白无瑕，透着白光。
但是这光却那么微弱，飘渺，最终还是被黑暗这股强大的力
量吞食掉。她也是一张弓，外表被剥食得一无所剩，而内心
坚固、圣洁，为了能将箭射得更远、更准，她在不断绷紧自
己，直到毁灭。

就像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一样，我也有自己心中的
茶花女，并且潜在地影响着我的人生。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五

陈英雄将《挪威的森林》搬上银幕的困难，不仅仅在于村上
这部“私人性质”的代表作之难以处理(且是在两个小时的电
一影而不是电视剧中)，还在于陈英雄的一贯风格：这种貌似
一一团一和气的清新暖调，首先要大刀阔斧的，便是村上，
或者说一切处理“青春”这一主题的作品首先要直面的芒刺。

不过，陈英雄恐怕不太同意“青春”的主题归属，用他自己
的话说，这部作品“首先是个爱情故事”，这本来没有什么
问题——有哪一部所谓的“青春片”不涉及“爱”、又有哪
一部“爱情片”没有折射一出青春的流光溢彩呢?更深层的原
因还在于，爱作为灵魂的出口，正如青春之于少年一样，是
探出自身的壳，与外面的世界接触与碰撞的过程，这是患得
患失的，也是踌躇不安的，既不乏对未知风景的朦胧憧憬，
同样怀有对命定结局的隐秘彷徨。

然而，陈英雄却没有把重点放在这种自我与自我以外的张力
上，而是定位在了三角恋的问题上。这种偏见并不是他的专
利，《挪威的森林》中译本的封面题词便是“孤独的都市少



年，徘徊于两位少女之间”。因此，这里恐怕不能排除出版
社或制片方的利益导向可能起到的作用。那么，不妨从一些
关键情节与角色出发，来看看导演自己是如何表现原著的。

村上将背景设置在60年代是有其良苦用心的(有学者提醒我们，
绿子感兴趣的比萨饼、色|情电一影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
在日本出现的新鲜事物，而非原作设置的乡愁年份)。贝托鲁
奇的《戏梦巴黎》、娄烨的《summerpalace》中都不算失败地
使用过此种生理的青春期与时代的青春期合拍共振的比拟。
对于村上，这种处理方式的困难在于，渡边是通过疏离这个
时代的方式来保持现实感亦即对这个时代负责的，到了陈英
雄那里，这一反向运动被简化为个人生活之于时代脉动的彻
底绝缘，诸如绿子与渡边讨论marx(及紧接其后渡边向绿子父
亲讲述欧里庇得斯)的段落被完全删除，渡边的沉重(“196
一9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完全失去了
根基。

即使是在陈英雄讲述的这个纯粹的三角恋故事中，直子的部
分着墨太重，以至于绿子的戏份删减许多，这不仅破坏了平
衡感，更偏离了原著的题旨。水原希子死气沉沉的言行举止，
完全没有传达出(以村上夫人陽子为原型的)绿子
的“动”——作为直子之“静”的衬托与对照。原著中两处
极其动人的描写：一是绿子如“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般的
高超厨艺，另一处是绿子拉渡边看某类型电一影时“饿虎扑
食”般的专注神情——用渡边的话说是“较之看电一影，看
绿子要有趣得多”。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绿子关注的
“食”与“色”，正是与生命直接相关的两大主题;其次，绿
子感兴趣的是烹饪(歪打正着的关西风味的菜肴)与看片(用她
自己的话说是casestudy)，而非饕餮与纵一欲行为本身。诸如
此类的精微细节几乎无一不在陈英雄的一一团一浆糊中被捣
烂，观众也就无从体味渡边眼中绿子那种“难以抗拒的力
量”。

渡边与直子的段落也许是全片不那么糟糕的部分，据说导演



专门铺设了120米的轨道，以拍摄直子向渡边讲述她与木月过
去的那一场，即使在原著中，这完全是一场室内戏。原著中，
直子始终是沉静、几乎凝滞的，唯一的例外不过是生日那场
剧烈但依旧无言的哭泣，而陈英雄似乎认为，歇斯底里的肢
一体动作与狂躁的尖声叫喊才能够传达这位神经症少女的分
裂内心，就像叙述只有在暴走中方能升华为某种行为艺术。
《挪威的森林》的确是一部不讳言身体的作品，但肉一身在
村上那里的意义恐怕不限于陈英雄的理解，不要忘记直子形
容木月与自己的关系“就像肉一体的某个部分紧紧相连似
的”，即使他们从未发生过关系。而水原希子——在她令人
遗憾的表演外——在外形上也没有传达出小说中有着诱人身
体的绿子所指向的生命力。直子的完美身体，作为尚未或拒
绝同现实世界交锋的少年灵魂之化身，在渡边的眼中，因
为“过于完美无缺”，甚至令人“感觉不到一丝兴奋”。

原著中仅有的两段彻底完成的肉一体关系明显地对应着两场
死亡，在第一场祭奠中，身体在此前与此后都“打不开”的
直子试图通过与渡边(她与木月唯一的'“与外界相连接的链
条”)的身体交流走出为了保护自我而封闭自我的囚笼。这一
尝试的失败直接通达至直子的死——渡边祭奠直子的方式同
样是通过与直子生前挚友、玲子的身体仪式完成的，这既是
对缺席的直子的哀悼，同样也是对先前未遂的身体之爱的某
种补偿，这即是原著中渡边所说的“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
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
因此在原著中，对玲子的提议，渡边回答自己“想的同样如
此”。而陈英雄却让渡边再三确认玲子的请求，还让玲子在
完一事后感叹总算找回了自己的青春——死去的直子在这场
没有音乐的祭奠中，终于形散神亦散了。

渡边的确面临着二选一的困境，却不只是两个女孩那么简
单(我开玩笑说渡边的问题并不能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中得以解
决)。这是每一场青春所面临的必然抉择：或是为保全自我的
纯洁与整全而弃绝“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或是在现实感
中任自我在同外界的碰撞中支离破脆。这与直子绿子互为表



里的对身体的态度是对应的，也是玲子口中“肯掏心”
与“不掏心”的人区别的实质。绿子作为小说结尾处渡边呼
唤的对象，代表了渡边最后的抉择。永远十七岁的木月与永
远二十岁的直子重归“无人岛”，泅渡岁月之河的渡边与绿
子也“必须为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小说在日本发行
之初，村上将上卷设计为红色，下卷设计为绿色，大概也
是“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的暗示。

既然在导演眼中，本片的主题是爱情或三角恋，敢死队、永
泽、初美、玲子的枝节便被大量削减。即使是在这些少得可
怜的配角场景中，陈英雄依然不遗余力地加深着观众对这部
作品的误解。以永泽为例：不同于将迟钝作为盔甲的敢死队，
永泽的存在感绝不稀薄，在村上的原著中，正是对经典文学
的爱好才让他与渡边走到了一起，而陈英雄却让渡边为寻求
性体验而找到了永泽，后者则将渡边手中的书扔进了垃圾箱。
有人把永泽比作盖茨比，渡边比作尼克，这里的确有狂者进
取，狷者有所不为的意思，不过，盖茨比是忠实守着他的(哪
怕是恶的)心(黛西)的，永泽则把自己的心挖了出来。一方面，
永泽喜爱的是巴尔扎克、但丁、康拉德与狄更斯这类没
有“当代感”的作家，另一方面，他的身上又集中体现出现
代性的恶，考外务省也好，寻花问柳也好，不过让他名正言
顺地以冷漠的外衣裹起弥漫性腐蚀性的恶。用渡边的话说，
永泽“把自己身上的不正常因素全部系统化、理论化”，正
是韦伯总结的：理性化的非理性存在，是文明社会的症结所
在。

初美正是永泽丢弃的灵魂，渡边在东大与外务省以外“唯一
羡慕”永泽的地方即是这位“摇撼的恰恰就是我身上长眠未
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的女性，因此，在初美结束生命
以后，永泽会感叹“某种东西消失了”，渡边则断绝了同他
的联系。永泽与初美的结合、或曰一个有灵魂的永泽的下场，
已为(同木月一样在十七岁)自一杀的直子的姐姐所暗示，这
也是永泽绝不可能同初美结婚的原因。可惜片中的初美，美
则美矣，神情姿态全然不对——倒是很像陈英雄把捉到的青



春或爱情的浮光掠影。

尼采说：我们承受青春如承受一场重病。这一片群魔乱
舞——无论这魑魅魍魉是来自外部世界，还是内心投射一出
去的幻影——的森林，自己纵然是不乏狼狈地走出来了，可
是我的弟弟妹妹、还有将来我的孩子，终究还要鼻青脸肿头
破血流地走这一遭的。这篇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是为他们
而作的——虽然其中的悖谬在于：青春中的他们看不懂青春
的文本，而一旦参透了这一切，便已不复青春。倪湛舸有过
极其动人的描述：那位“总是抹鲜红口红的老太太”三句话
之内必说60年代，“碧色的眼睛里俨然有当年的壮阔波澜，
然后骂现在的学生，骂得我们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她
却又凝视着这群青年人，“几乎掉下泪来地说：你们多年轻，
多好”。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六

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鲁滨逊•克罗索所乘坐的船在途中不
幸遇到风暴触礁，船上水手、乘客全部遇难，唯有鲁滨逊幸
存。海浪把他卷上了沙滩。在克服了最初的悲观与绝望之后，
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与大自然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他只身漂流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孤岛上。为了生存，他用沉船
的桅杆做了木筏，一次又一次地把船上的食物、衣服、工具
等运到岸上，并在小山边搭起帐篷定居下来。他依靠自己的
双手和智慧，利用枪支和简单的工具，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地过起了荒凉的野岛生活。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不仅有了自
己的住所和家具，还有牧场、种植园，甚至还养了宠物。在
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这
完全是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创造的奇迹。

鲁滨逊曾经这样说道：“我的脾气是要决心做一件事情，不
成功决不放手”、“我会尽力而为，只要我还能划水，我就
不肯被淹死，只要我还能站立，我就不肯倒下……”他没有
助手，工具不全，缺乏经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花很大的



劳力，费好长的时间。连做一块木版都要四十二天。他作的
许多事情都是白费力气，没有成功，但他从来不灰心失望，
总是总结了失败的经验又重新开始。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令人
欣慰的回报，他最后变得有船用，有面包吃，有陶器用，有
种植园，有牧场，有两处较“豪华”的住所……这些没有一
件不是费了很多力气，付出了无数汗水、克服了许多困难才
换来的。这样的生活对于那时的鲁滨逊来说，可以算得上豪
华了。相比那些遇到问题便退缩的人来说，鲁滨逊是多么的
坚强啊!

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很多家长视子女为掌上明珠，不
要说冒险了，连小小的家务也不让小孩子做，天天总是
说：“我的小宝贝啊，你读好书就行了，其他的就等爸爸妈
妈做就是了。”读书固然重要，但生活的小事也不能忽略。
想一想，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如果你连家务都不会做，你
能生存到吗?读完这部著作后，我不禁反问自己：“如果我像
书中的鲁滨逊那样在大海遭到风暴，我能向他那样与风暴搏
斗，最后逃离荒岛获救吗?恐怕我早已被那大海所淹没，被鱼
虾所吞食;如果我漂流到孤岛，能活几天?一天?两天?我又能
干些什么?我会劈柴吗?会打猎做饭吗?我连洗自己衣服还笨手
笨脚呢!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无论何时何地
都坚强地活下去，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争取，决不能放弃!
我们要像鲁滨逊那样有志气、有毅力、爱劳动，凭自己的双
手创造财富，创造奇迹，取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的很多人都是那些遇到问题便退缩，不敢勇敢面对困难，
在学习和工作中，我们需要鲁滨逊精神，靠毅力和劳动去提
高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七

记得初二时读过《简爱》。当时也只是粗浅的一看，只是觉
得简是一个追求爱情自由的人，而如今真是常读常新。



简一个贫穷低微、长相平平、性格倔强、感情丰富，而且多
才多艺。会绘画、弹钢琴、印象最深的还是她与别人对话时，
你问一句，她答一句，从不多说。

简的童年是在黑暗中度过，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姨妈的嫌
弃、表姐的蔑视，而她在绝望中振作，沉沦中重生。这是一
个小女孩人格的力量。

离开了姨妈，在慈善学校中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海伦，一个放
弃现实高傲的天使，他的生命又像落日一样短暂、壮美。默
默的离开了简。简的失友之痛，加上罗可赫斯特的诋毁，简
倔强不屈，用她一张平凡的脸面对一切。六年的学生，二年
的老师。见长大了。

于是作为一个家庭教师，他来到了桑菲尔德，在某个下午，
她穿着那件青黑色的风衣，在路边遇到了罗切斯特，相见时，
不知真的像罗切斯特说的那样，是简爱的魔力，把他的马摔
倒了，还是别的原因。罗切斯特在简爱的身边摔倒。于是简
爱的严肃、自重、认真、自强，深深的吸引了他。在某个夜
晚他道出了他的心声：“我有时候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特别是象现在这样，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左边肋骨下的哪一
个地方，似乎有一根弦和你那小身体同样地方的一根类似的
弦打成了结，打得紧紧的，解都解不开。要是那波涛汹涌的
海峡和两百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的隔开，那时候，我
内心就会流血。”而正要结婚时，得知罗切斯特有了妻子，
自尊自强使她绝然离开了他，最后得知罗切斯特为救跳楼的
妻子，双目失明，她再次全身心的来到他身边。

简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
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
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可
能这就是简人格的写照，也是我喜欢简爱的原因，罗切斯特
也曾说过：“jane you strang almost unearthly thing”这可能
就是简的特殊之处!



这也怪不得简爱吧中，有一人写道：看完了《简爱》，让我
对简爱这么个人也充满了敬佩之情。我想，我将来也得当一
个像简爱这样的人。

外国名著阅读心得篇八

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一本有意义的课外人是有思想的动物，
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是要因人而异，因社会而异。
如果总是无法实现理想，那么就有可能变成“祥子”，堕落、
衰败，厌恶生活。——《爱的教育》。它是你荡涤心灵的一
泓清泉。

这是一本以日记形式写的书。它不但可以给你带来温暖，而
且可以驱散你的种种不快。只需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
不需要令人厌烦的说教，就能让你学会爱——爱家长、爱老
师、爱同学、爱祖国。这本书最为神奇的是作者以一个四年
级小学生的视角，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小伙伴们——品学兼
优的德罗西、正直的卡罗纳、热情的科列帝、刻苦的波列科
西等人。而书的另一部分则是爸爸、妈妈和姐姐写给这位四
年级学生的信。信的内容十分丰富，每封信都透出家人那份
真挚的爱，让你感到家的温馨。除此之外，老师布置的“每
月故事”又是荡涤心灵的优秀作品。从一个个故事中，让我
们和主人公一起，学会勇敢、学会坚强、学会热爱自己的祖
国。这里有个故事很让我感动：是讲一个“小抄写员”，因
为他的家境很贫困，尽管父亲多年来一直辛苦工作，也没改
变。他的父亲除了白天在铁路上工作以外，晚上还从别处接
一些抄写文件的活，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有一天，作者让
父亲歇歇，并说自己可以代他抄文件。父亲不让，怕影响孩
子的学业。于是，每次等父亲睡熟时，他就悄悄地起床，帮
父亲抄写文件。时间一长，父亲就知道了，他没说什么，只
是摸了摸孩子的头。是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啊!

一成不变的阅读，会让生活变得枯燥无味，而有选择地阅读
一些有意义的书籍，会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更会给人带来



全新的面貌，终身受益。

《红楼梦》读书心得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看见红楼梦自己总是觉得最后林黛玉应该
和贾宝玉在一起的，我真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到底是
糊写的还是在这世上真的有那么一件事，为什么零待遇和贾
宝玉就不能作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就算死了，但是最后他
们两也能一起化成蝴蝶一起飞走。

说实话，读前面一点我对这本书还感兴趣，快要读完这本书
的一半我就不感兴趣了，要不是我想看一看后面的结果是怎
么样的，我才不会去看这本书，但是看完这本书就好像是我
们的人生一样，有酸甜苦辣，就是黛玉酸就是林黛玉吃那些
姑娘们的酸一样很不舒服，甜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俩人在一
起作诗，苦就是贾宝玉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把林黛玉一个人
扔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个欢快高兴的笑脸。

我希望我的人生不要和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痛苦，两个人没
有在一起，我想起然后两个人有缘人又不能在一起，所以要
是我，我不会吧太多感情放在爱情上面。

所以最后读后感是这本书不能说不好看，也不能说好看。所
以随大家看不看都不关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