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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心得的撰写可以让我们在实习结束后再次思考和回忆起
实习时的点点滴滴。如果你正准备撰写实习心得，不妨先看
看这些范文，或许能帮助你更好地开始写作。

雷雨读书心得篇一

《雷雨》确是才华横溢之作，在戏剧艺术上臻于完美之境。
《雷雨》成功塑造了剧中人物。如果一出戏没有令人难忘的
人物，那么无论它的剧情冲突多么紧张激烈都不过是一时的
热闹。《雷雨》中的人物是丰满而复杂的。即如周朴园，曹
禺将他归于伪善却仍然还要为他分辨出刹那间幻出的一点真
诚颜色。而对周冲，曹禺也细心区分着单纯与痴憨，让现实
的铁锤一次次敲醒他的梦。

我曾看过爱情温柔的凋零，才明白所谓真爱无敌的童话，只
不过是当一丝情愫如细草穿沙般掠过心田，人们彼此心照不
宣的谎言，这原本就是个暧昧不清的世界，孤独追寻着的灵
魂游离在城市巨大的阴影之下，在每个到了极点的黑夜，失
去自由的爱情便颓废的躲在墙角边喘息，冥冥之中，一切被
注定了的就是这样永远被注定了。

对于周朴园，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他一个人独撑到剧的最后，
何尝不是一种孤独和煎熬。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可以绝情到大
年三十把儿子他妈赶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这样薄情寡义
到至极，他又如何还懂得爱?在我看来一个不懂爱的人是最可
悲的人。而他对旧时的留恋反而显得有些可笑了，似乎太形
象化了——那些家具，那些摆设，那些习惯，还有那些照片
和旧时的回忆。有人说，干大事的人不拘小节。于是他就要
抛妻弃子吗?我以为，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才可以真正成就一
番事业;有人说男人为了事业要有所牺牲，但如果代价是牺牲



了爱人的力量，代价未免太大，如果说侍萍是周朴园的真爱
的话，在这部剧里始终没有走进周朴园的心里，是他不愿让
人走进是我走不进，也不愿走进。不知道他是否有感情，不
知道他是否爱过侍萍，分明看到了他的想念，却又被他无情
的言语刺伤，不知道他是否有对子女的爱，有斥责，却没有
关爱;不知道他是否有对繁漪的歉疚，一直给她请医生却不懂
她真正的病因……有些鄙视他的冷血，特别是对于那个陪伴
他一生的女人繁漪如此残忍!其实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为了前途少了一点良心，有些懦弱却又不得不故作坚强。

是男生学习的楷模。他是一个能温暖心灵的人物，让人对生
活充满了希望，对未来充满向往，相信美好并不惧现在。

对于周萍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替他庆幸能遇到像四凤那样的
女孩子。对于鲁贵亦是除了鄙视再无其他的语言，活到他那
个样子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幸而有四凤这样个能干的女儿。

很欣赏侍萍，因为她的坚韧，独立还有气度。很难想象一个
未婚女人在那么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封建压迫下与一个和自己
身份地位悬殊的人恋爱并未婚生子所需要的勇气。她让我看
到了前所未有的女性的勇敢。她就像一团火焰为了爱情炙热
的燃烧，他对爱情的追求就仿佛飞蛾对火的执着，让人钦佩
和感叹。那种对爱情的信念让人充满敬意，所以后来她被抛
弃，被爱情而不是一个男人抛弃时表现出来的绝望以至于她
要跳河自尽是完全让人理解的。然而天不遂人愿，要让她留
在尘世继续忍受煎熬，我坚信活者比死更需要勇气和力量。
她忍受世人的藐视，忍受鲁贵的责难，坚挺的活下来。然而
人生总是在不经意处转弯，三十年后重遇周朴园，想象不出
她的内心是怎样的震撼。直到最后发现亲生女儿和儿子相恋
的悲剧，她所做的决定都毫无保留的表现了一个母亲无私的
爱和大度以及包容，她把所有的痛苦自己一个人扛，接受命
运的惩罚。我丝毫也不同情她的命运的悲苦，正是命运的磨
难，让我看到一个如此伟大的女性。



四凤自然有她吸人的原因，开始有些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喜欢
周萍，我以为周冲的性格更有吸引力。认真思索一下，周冲
年轻又具有活力，可能和他在一起更像朋友或者只是弟弟的
感觉。而三十岁的周萍，他虽然懦弱和疲乏，为生活和命运
所困，有些颓废和无助，却有不乏男人的成熟，正是他这种
忧郁的气质激起了四凤的母性情怀，这种成熟的韵味让四凤
更有安全感。四凤的朝气让周萍找到生活的动力，仿佛回到
年轻的岁月，有了前行的动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所以周
萍会选择独立勇敢的四凤，而不是依赖和同样懦弱的繁漪，
性格上会更互补一些。

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也许爱与恨正是
曹禺的《雷雨》所要表达的主题，周朴园，鲁侍萍乃至周萍，
哪个不是一切的恩怨情仇，只有繁漪将爱与恨的交织注释的
如此淋漓尽致，繁漪就像一朵在黑暗里悄无声息的绽放了的
花，冷漠，诡异，妖艳，穿过被灼伤了的眼睛，直逼进你的
灵魂，寻找苦海深处的共鸣，我不得不赞叹繁漪，她就是那
个疯狂让人心痛的女人，在周家深深的庭院里，暴怒的雷雨
的中心，她是罪人，亦是受害者，她有一颗被爱情遗忘的心，
十八年来陪伴着一个暴躁怪戾的丈夫，早已心如死水，周朴
园不爱繁漪，他的躯壳里早已埋葬一座荒冢，墓碑上刻着鲁
侍萍的名字，《雷雨》中没有提及繁漪因何嫁入周家，这样
不重要，悲剧早已开始，周朴园和鲁侍萍的恩怨纠缠当然不
会只有两个牺牲，繁漪本身只是偶然的一个环节，由命运捉
弄，被推进雨中，在雷鸣电闪下心碎，发疯，繁漪和周萍之
间并非爱情，就算有乱伦的嫌疑，繁漪也远远将周萍甩在后
头，她像战神一样充满勇气，以夸父追日般的热情索求虚无
飘渺的真爱，她忘记了自己是周朴园的妻子，周萍的后母，
就那么不顾一切的抓住了爱情，周萍是他干枯的心湖里突如
其来的一场春雨，十八年来曾动人的眼神就被雨水滋润的绚
丽，她就这样作上了爱情的末班车，偏执的等待未知的点，
她对周朴园充满了恐惧和恨意，所以会在深夜里独自哭泣，
而周萍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丝的安慰就会点燃炙热的烈火，
让自己义无返顾的燃烧，繁漪实在是个最可怜的傻瓜，她作



到了自己所能做的极限，却不知自己仓皇中抓住的救命稻草
只是一根空心稻草，软弱，无力，我怀疑周萍与繁漪之间的
感情是否是等价的，自始至终似乎都是繁漪付出太多，那是
一份最渴望得到回报的爱，却也是最无可奈何的恨，爱与恨
的边缘流淌着啜泣的泪，有许多的人，毕生在问中追溯。我
不喜欢周萍，我想他竟是一日也不曾爱过周萍，因为他的懦
弱，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单凭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配上繁
漪，他只是无尽的追悔，永远只在悔恨自己过去由直觉铸成
的错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
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
他都没有，他觉得他在那一方面欺骗他的父亲是不对的，并
不是因为他怎么爱他的父亲(固然他不能说不爱)，他觉得这
样是卑鄙像老鼠在狮子睡着偷咬了一口的行动，在他直觉过
去，理智冷静回来的时候，他更刻毒的恨自己，更深的觉得
这是反人性的，一切犯了罪的痛苦都拥到自己身上，他要把
自己拯救起来，他需要新的力，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他，
把他由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他愿意找，他见着四凤，当时
就觉得她新鲜，她的“活”，他发现他最需要那一点东西，
是充满的流动在四凤的身里，她有“青春“，有“美”，有
充溢着的血，固然他也看到她是粗，但是他直觉到这才是他
要的，渐渐的他厌恶一切忧郁过分的女人，忧郁已经蚀尽了
他的心，他也恨经过一切教育陶冶的女人，同一切细致的情
绪，他觉得“腻”!然而这种感情的波纹是在他心里隐约的流
淌着，潜伏着，他自己只是顺着自己之情感的流在走，他不
能用理智在冷酷的解剖自己，他怕，他有时是怕自己内心的
残疾，他现在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的爱她，他想这
样忘了自己，周萍是整出戏中性格最复杂的人，一方面在父
亲的阴影下小心翼翼的火着，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这种压抑的
现状，他抑郁而不得志，对父亲的反叛，一种心理上的复仇
的快意使他与后母繁漪牵扯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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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读书心得篇二

我个人认为周是有“可爱”的地方，只是局限在他年轻的时
候，他年轻的时候英俊潇洒、才华出众，敢于爱上侍女侍萍
并生下2个儿子，这个时候的他难道不可爱吗？用教案上的话说
“凭着他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人品才学，用当时的伦理道德
世俗观念来看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婚恋之事，他忘记了自己的
身份，把自己和侍萍摆在了脱离阶级地位差异的同等位置上，
从心底爱上了侍萍”。

难道说这个时候的周朴园不“可爱”吗？可是在故事简介里
加了“引诱”2字。我觉得当时周朴园爱鲁侍萍应该是真心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侍萍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后来为了娶“有钱
有门第的阔小姐而赶出侍萍，周才变得”可恨“，30年后他
才”可悲“。恩格斯说了”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
定的“。

所以周和侍萍的爱情是真的，婚姻是不可能的。只是说明侍
萍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所以说爱情也需要理智。

雷雨读书心得篇三

拿起这本《雷雨》，我就不禁想到了别里科夫——一个把自
己套在套子里而最终有死在套子里的可怜虫，我觉得周朴园
比别里科夫更可怜。

他是个卫道士，为了维护他所谓的合理而有秩序的封建社会
等级门第婚姻，他狠心地离弃了为他生了个儿子的侍萍。他
要维持他“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逼繁漪喝药，他告
诫繁漪，“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
榜样”，他永远是冷峻又毫不退让地捍卫着自以为正确的处
世原则和家教门规。

如果别里科夫是自愿钻套子，那么周朴园则是无奈地跳进坟



墓。我不是为周朴园辩护什么，读完剧本，我只为他因为封
建礼教的卫道士身份而成为牺牲品感到悲哀！

雷雨读书心得篇四

真挚的爱情敌不过现实的残酷，文采佳人被刺死在无情的现
实中。

繁漪，一个美丽而富有才华的女性，一个追求个性解放渴望
爱情的小女人。她的一生是悲惨的，周朴园夺去了她的天真
烂漫，将她困在周公馆这个大牢笼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
丝雀，但她是个具有真性情的人，她渴望自由，渴望爱情。

周萍的出现使她看到希望，让她那颗死寂的心又活了过来，
从此如燎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也许是她的年轻貌美，也许
是她的诗情画意让周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吧。但她们的爱
情是不被现实礼教所接受的，所以在这重压之下周萍放弃了，
做了逃兵，不顾繁漪的苦苦哀求，“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四
凤——他同母异父的妹妹，这是个秘密，也是这个秘密最终
打碎了周公馆这个大牢笼。

雷雨读书心得篇五

以前在只在电视上看过一点苏州评弹，唱的基本上是一些传
统曲目。这次居然看到了苏州评弹版的《雷雨》，这样的创
意这是令人耳目一新。

评弹版的《雷雨》抽取了周萍、繁漪的情感纠葛。一共分了
三场戏《山雨欲来》、《夜雨情深》和《骤雨惊雷》三回。

第一回一开始以旁白的口吻介绍了周朴园一家，还意味深长
地加了一句“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家庭。”起到了
反讽的效果——因为家庭表里不一30年间两代人制造了3段孽缘
(周朴园与梅侍萍、周萍与繁漪、周萍与四凤)在这一回里，



表现的是周朴园回家，繁漪和周萍怕他们之间的事情败露。
在原著中大段的对于周朴园的外貌的描写被删去了，只留下
了寥寥数笔——但是有意点名“周朴园有一种从骨子里冒出
来的威严”这从他逼迫繁漪喝药与周萍劝药的细节中可以看
出了。我个人认为这是周朴园长期出门在外回来后重整家风
确立威信的。因为是以萍、漪二人的情感为主线，所以删去
了周冲的很多台词，添加了萍、周二人的心理描写——两人
一直在揣测是不是奸情被周朴园有所察觉，在刻画心理的片
段上，评弹配上了音乐使得纠结矛盾恐慌的心态配上缠绵婉
转的江南丝竹显得更加有感染力了。周朴园让周萍向繁漪下
跪说：“母亲，请喝药。”周萍一方面迫于父亲的威严不敢
不跪、不得不跪。另外心想如果不跪会不会使得奸情暴露?繁
漪更不希望周萍跪下，否则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伦不类也
等于否认了两人间的爱情。所以编者在此处花了许许多多的
笔墨细致地刻画了两人的心思。在原著中繁漪不等周萍跪下
就将药一饮而尽，而在这版《雷雨》中，周萍下跪，喊繁漪
母亲。一言既出，繁漪非常崩溃，看出了周萍的软弱与妥协。
满含泪水地将药喝完，直冲回自己的房间，趴在椅子上大哭
一场——这里是一个矛盾冲突点，演员的情绪已经被推向了
极致——编者笔锋一转，使其感情趋于平缓——繁漪忽然想
到周萍主动请缨去矿地，明白他是在故意摆脱自己，便欲下
楼挽留。于是重整妆容，下楼去。编者恰到好处地处理了演
员的情绪，推动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在繁漪下楼的时候，无意间听到了周萍与四凤约在晚上见面，
她的直觉告诉她另有隐情。但是繁漪却在周萍面前不露声色。
在这段繁漪劝说周萍留下的戏中，评弹版《雷雨》增加了一个
“团扇”的意象作为萍、漪二人的定情之物。团扇本是周萍
第一次见繁漪时候送她的见面礼。后父亲长期不在家，周萍
送了繁漪一件生日礼物——借戏班的名义请周老爷和周太太
去听《游园惊梦》父亲不在，周萍作为长子，名正言顺地陪
繁漪去看戏。繁漪嫁入周家以来第一次有人为她庆生日，自
然是感动得不得了。回来后就在扇面上绘了杜丽娘的形象，
并请周萍题词。按常理论，他题词的内容应是《牡丹亭》中



著名的那个唱段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可是编者在
这里让周萍提的却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
戚”繁漪一下子在此中找到了自己——我不就正像杜丽娘一
样在寻觅知音吗?转念也感受到了周萍看到了、理解了自己长
期孤独无依无靠的生活状态。这段还有个细节我很喜欢——
繁漪盛装去看戏，上车的时候顺手拉上了车帘，周萍劝她将
帘子放下。于是一路上繁漪看到了赏心悦目的美景，收获了
路人赞许的目光。领略到了周萍和她说的“周园之外别有一
番天地。”

在周朴园那里没有得到的尊重、体贴与关爱在周萍这里全部
得到了补偿。繁漪自喻为一只枯荷，觉得是周萍使得自己重
新获得了活力，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对这段感情不后悔的原
因。

在《夜雨情深》一回中，四凤是个纯洁善良、善解人意的形
象，当然人物内心也有挣扎——自己喜欢周萍，母亲却绝不
允许她与周家来往。刚刚发过毒誓周萍便来找她，两人只好
隔窗对话。这给周萍的忏悔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其实四凤对
周萍与太太间的事情略知一二，但是她并不计较，而且当周
萍说愿意娶她的时候，她说这次是她听得最踏实的时候。于
是抛开毒誓，启窗让周萍进来。四凤的不计较不仅仅是主仆
关系她没有资格指责对方，而是她很宽容很理解周萍此时此
刻的处境。这回中繁漪一直站在不远处听着这一切——听到
周萍的悔不该当初、听到四凤的好言相劝、听到他们两人的
互相表白。大雨中的繁漪妒火中烧。鲁大海的出现再次激起
了矛盾：周萍想逃，窗户却被繁漪死死地顶着——开窗与定
窗正好是四凤与繁漪两人对于爱情的不同诠释：前者大度后
者自私。最终周萍与四凤的会面让鲁大海逮个正着。梅侍萍
被儿子鲁大海叫醒，看到3个儿女一时无言以对，要周萍立刻
就走。

在第3回中，当所有人都聚集到周家的客厅，当繁漪知道周萍
要带着四凤一起走。绝望的她叫起了周朴园将她与周萍间的



一切公之于众。一则细数嫁入周家以来所受到的冷落、二则
点名自己与周萍的感情缘何而起、三则指责周萍没有责任没
有担当朝三暮四。自己对这段感情完全绝望。周朴园如五雷
轰顶，但表面上故作淡定说繁漪的药要接着吃——一方面稍
稍解了围，此外还有开头强行劝药相互照应。如此以来，周
萍的身世之迷也就纸包不住火了。一个大家庭瞬间土崩瓦解。

评弹版的《雷雨》中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孤独寂寞、最后
被始乱终弃的繁漪。她很痛苦，两位男士一个冷若冰霜一个
软弱善变。周萍面对父亲的威严，背离了与繁漪间的海誓山
盟，恐惧、后悔之后想到的只有逃避。都说繁漪自私，周萍
何尝不是呢?说对不起说有人，唯独漏了繁漪。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评弹“噱”的表演传统，在该版《雷雨》
中，加入了大量的“雷人”的语言以逗乐“。”两位夫人，
三个儿子，侍萍的儿子，这俨然是周朴园的一场追悼
会“、”于是我做了一件中国人不会原谅，外国人不会原谅
的事“、”今天你叫我娘，不是亲娘的娘，而是丈母娘的
娘“这些跳出角色之外的评论性的”雷人“语言让观众暂时
从悲剧的情境中解放出来，很好地调节了气氛。

无疑的，我看到了一个罪恶的社会，一个危机四伏的黑暗的
社会。但是这也更多的是对世界的一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
某个历史某个时期，这也正是我在这个时代去读的时候，还
心存理解而不是同情的原因。他表现的那个家庭，那个社会
给我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周萍、四凤、周冲，还有蘩漪似
乎一直都处于一种想要逃离这一切的状态里，他们想要离开，
想要摆脱，想要征服。但是他们的痛苦却始终没有出路，反
反复复地挣扎，甚至死成为了唯一的解脱。是的，那个社会，
那样的生活没有给他们自由，所有的希望像渺茫的迷雾般不
能真实地抵达。探索真理的路上他们已经不能忍受，我想这
也正是一种无奈的美。曹禺在1977年为自己作品集写后记的
时候说：”今天看来，必然有很多缺点和谬误“，然后他谈
到没有写一个无产阶级人物，没有指出革命的方向都是缺憾。



我却不敢苟同，必定有些痛苦会跨越时代，跨越阶级。

从周鲁两家的冲突上，表现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冲
突。侍萍和四风是旧中国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但是同样她
们有很强的局限性，以至于很多时候是她们的软弱造成了自
己悲惨的命运。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妇女的不幸，世界没有
告诉她们：她们是可以反抗的。侍萍忍辱负重，遭遇那么多
不幸，却只认为那是自己造的孽，甘心在心里承受所有痛苦。
这或许是社会和家庭给予一群人的悲哀，却正是这样才被展
现地淋漓尽致。他们的确可以在黑夜里去寻找一个真正的光
明，但是那对于他们已经太难了。

最后，评弹版的《雷雨》对于原著的改编也结合了评弹自身
的特色。主要是表演的形式：没有太多肢体语言更没有有夸
张的动作，有的话也是从座位上站起稍稍意思一下，主要是
借助丝竹来表情达意。在服装设计上也独具匠心：男演员一
身浅灰的长袍、几位女演员身着长旗袍，更细致的是每回根
据剧情的不同旗袍是不同的——第一回中词中说到繁漪换了
件湖绿色的旗袍，台上的盛小云女士正好穿的是同色的旗袍;
在风雨之夜，繁漪偷听四凤与周萍的谈话身着一袭黑色的旗
袍，盛女士亦是一身黑旗袍亮相。除了与的契合，服装与人
物性格也很相配。演四凤的陈琰女士是一袭粉色镶边白底暗
花的旗袍，凸显了四凤纯洁的性格特征。

评弹版的《雷雨》的悲剧性不是特别的强烈，大动我的恰恰
是那些伴着琵琶、三弦的优美的唱段，主人公的种种难言之
隐都尽在其中了。有道是”低眉信手续续谈，说尽心中无限
事。“评弹版的《雷雨》是一版凄婉优美的《雷雨》。

雷雨读后感与心得体会3



雷雨读书心得篇六

周朴园是名声和地位显赫的地主阶级，带着资产阶级的特点。
对他而言，头衔和金钱是最重要的。年少时的爱情也要屈服
于此，于是他努力创造一个“年轻。贤惠、规矩”的小姐侍
萍，他欺骗了所有人，包括自己的儿子。他把自己塑造成重
情重义、遵守封建礼仪的正派人物。

可见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情感是虚假的，周朴园带有一颗封建
的庞大的虚荣心。

再看30年后的相逢，在周朴园认出了眼前的鲁侍萍后，他感
受到了威胁，但这威胁是他自己加给自己的，他试图使用金
钱摆平一切。在这里不仅仅是虚荣心，还有对声名的贪恋和
紧握。

这样的人物未免太过单薄，也不符合现实。

在那段地位身份悬殊的感情中，周朴园也曾用心过，总是关
着窗的房间，遇到还不明身份的无锡人最先询问的是三十年
前的事，最后无法回避时还是让周萍与鲁侍萍相认了……把
这些部分简单地说成周朴园自欺欺人是不妥的。在时代背景
下，周朴园当年的抛弃妻儿是有其他封建人物支持的，他的
行为是受封建摆布而做出的顺应的选择，他不过是可怜的封
建思想的奴隶。

这样的周朴园才显得饱满起来。

经典中的人物、情感基于现实，对人的评定、人与人间的关
系都不是可以用好坏来简单概括的。所以回到现实中来，所
有的人、事也不能单纯看待。人是复杂且矛盾的。侵华的日
军固然可很可恶，所犯罪行固然罄竹难书，但我们不能抹杀
他们在亲人面前的情感是善良真实的，同样也是自私的。举
这样极端的、国人皆知的例子并不是想为当年的侵华日军的



罪行抹些明亮色彩，而是要指出在人性的分析上，不能单从
一种行为中片面判断。

而单纯的好坏标签的滥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随处可见的影
视作品中，反派角色大多坏的彻底，不见一点人性的闪光点。
家长在面对不利于孩子教育的人事时，也习惯于用“他是坏
人”或“这是坏事”来简单概括。这就养成了单纯的一代，
不会全面评点，也会给阅读带来障碍，无法理解经典中的人
物的饱满的人性，提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的疑
问。这是可悲的，看不清人和世界。

品读到了这些，在成长中，也就学会了客观和全面，拒绝单
纯武断的贴标签。品读经典，重要的是从中抽离出现实，作
为自己的人生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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