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 麦田的守望者读
后感(优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
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一

有一天，我去书店，从一大堆名著中挑了一本很薄很薄的书，
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是美国的杰罗姆.大卫.塞
林格，我把它买下了，但我没有想到这么薄的一本书居然会
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感触也特别多。

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阴云刚刚散去，“冷战”的硝烟又再次飞起。一
方面是科技发展，而另一方面就是人们缺乏理想，意志消沉，
在自己无力改变社会的大背景下，许多人过着浑浑噩噩的生
活，因此，“被垮掉的一代”出现了，霍尔顿就是其中的一
员。他经常一抽一烟酗酒，不求上进，不过他还不至于沦落
到吸毒的地步，因为在他的心灵深处，一直存藏着一个美丽
的，一直在发光但似乎很遥远的愿望，那就是做一位麦田的
守望者。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里，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一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确实很相似，社会地不断进步，令人们的
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也开始迷茫、消沉，逐渐
地忘记了自己的理想，没有了最初 的热情，跌落人生的低谷。

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新新人类，同样存在种种烦恼和困惑，
但我们不应该被眼前的困惑所缠绕，更应该集中精神看准前



方，，积极地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人。如果霍尔顿心中没有闪
光的、美好的理想，他也不可能在人生低谷中寻找到光明，
更不要说何去何从了。我作为一个小学生，人生才刚刚开始，
在前进的人生道路上出现绊脚石也在所难免，不过我会想这
只不过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做人要抱着乐观的态度
看问题，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只要心中存有理想，我相
信就能从失败中站起来，从迷茫中走出来，跑起来。

的确，你心中只要有理想，而且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一切皆
有可能，我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守望者”像霍尔顿一样，
这也是我从这本书当中得到的最大启示。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二

稻草人，风中默默无语守卫土地的稻草人，一直晃动在我的
梦中，每一次我就会发生莫名的感动来。

它守卫着金光闪闪，黄灿灿散发着幽香的小麦，拥挤在斜坡
上，舞蹈在岭头上，静默在山坳里。这些栩栩如生的稻草人，
在阳光雨露中日夜守护者这片麦田。它们有的披着棉衣，有
的穿着破草鞋，有的手握拐棍，有的用茅草扎成人样，有的
用简易的木偶来包装，有的像农夫举手撒种，有的瞪着凶神
恶煞的眼睛……不是野兽飞鸟看了会胆寒，我看了也会生出
几分恐怖感来。

虽稻草人外表凶恶，但是它的内心朴实无华，夜以继日的守
卫麦田。它用全部身心将你的希望耕耘，只是那时候，它还
不懂痛苦和伤心。它只是痴痴脉脉地庆幸自己是麦田里唯一
的守望者，它必然会成为你希望的守护神。

它神气地站得笔直而僵硬，以此来强悍它的造型，恫吓所有
侵犯领地的人。它甚至尽力调整自己的身体，伸长它的手臂，
驱赶那些聒噪的鸟雀和蚊蝇。风吹、日晒、雨淋、电闪、雷
击，虫蚁的啃咬，泥水的侵蚀，都无法动摇它守望的决心。



岁月在它身上凿出千疮百孔，心碎了谁懂，任雪花把它的心
丝丝浸透随雪花一起飞走。

它在你锻造的田园里守护，哪怕一如此刻的冰冷与疼痛，它
独自守候，任岁月蹉跎，为你守候，无悔，无怨，就这样终
其一生。

麦田里的守望者——稻草人，它那无私奉献，默默无语的付
出，它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我幼小的心。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三

这个暑假，我读了美国作家j.d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麦田的守望者》
里我有所领悟。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名叫霍尔顿的少年，他离开学校后发生了
一系列有趣的、令人着迷的也引人深思的事情。

霍尔顿厌恶一切弄虚作假，假模假式。他的愿望是在麦田中
央当一个“守望者”。麦田边有个悬崖，他不希望他的伙伴
们或其他什么人在玩耍时掉落悬崖。至少，他希望可以真诚
地做好这一件事。

他渴望真诚！

人们小时候总是无忧无虑，因为天真和单纯，我们幼年时期
只认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互相之间诚实相待，日子充
满了快乐和喜悦。但是，生活是块磨刀石，它把本来不会伤
人的铁石磨成了一把锋利的刀！随着人慢慢长大，欲望也越
来越大，为了抢夺利益，人变得贪婪、虚伪。只有少数人能
幸免于难。

只要是人，都有脾气，都会在挫折面前垂头丧气、甚至暴跳



如雷。谁能问心无愧地说自己一生从没有撒过谎！

生活是一本书，看你落笔写什么，多希望看到的是你们用你
们真诚的心各自描绘的精彩啊。

细想一想，人类在很多方面做的还没有动物好。你见过两个
狼群决斗吗？你见过两只狮子战斗一定要把一方打死的吗？
没有吧！我们的专业分工没有蚂蚁有效率，我们的工作难度
也比不上蜜蜂，我们远没有骆驼有耐力……可我们比他们谁
都更容易骄傲。因为人觉得自己会思考，所以远比其他动物
高级。

其实，智慧生物，比如人，你在怎样思考？

有思想，会思考，这是一把双刃剑。动物们靠本能行动，而
人有心机、有私心，人在行动前多少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
得失、利益大小，计较来计较去，行动力受损。而不像蚂蚁，
它们生存的目标很简单：让种族繁衍。它们齐心协力只做一
件事，且只做好这一件事，没有别的追求。

我们能不能也把目标设定得单纯一点，努力做好一件事情呢？

《麦田的守望者》中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感触良多。

一是，有一次他们在博物馆里，霍尔顿认为博物馆中的一切
都是不会变的，不同的人参观博物馆有不同的感悟，变的只
是人。就像书，文字是不会变的，不同的读者读后会有不同
的体会一样，变的也只是人。

再是，最后一页，霍尔顿回想起他不喜欢的学校，甚至不喜
欢的同学后，很感慨。我深有体会，人只有在失去后才领
悟“要珍惜”。当我们拥有一样东西----比如书的时候，我
们会在前八天手不释卷，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完就束之高阁，
终于，有一天发现书丢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就开始捶胸顿



足地哭号：“那真是一本好书啊！”可之前呢，它在家里的
某个角落已经落灰了好久好久。

《麦田的守望者》一书是在体谅年轻人。让他们的质问、怀
疑和逃避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泄。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四

翻开j·d·赛格林的《麦田的守望者》，封面的天空 是纯净的
湛蓝色，一片金黄的麦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远方，
一个孤独少年的守望身影在灼眼的阳光下倾斜着投在那大片
的金黄上。

赛格林的书在他人看来活是一本“教育小说”。的确，主人
公是一个大家眼里的“问题学生”，再被学校 开除后游荡于
纽约街头。在这几天中，他看到并且看透了成人世界的种种
丑恶，与他童年中那个理想的世界相去甚远。于是，他便幻
想守望自己的最后一片麦田，做“纯真”的守护神。但现实
的残酷最终逼得他精神崩溃，最后只得在疗养院度过余生。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本令教育家们争执已久的书，我却有
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合上书，封面上少年的背影又一次让我有些莫名的感动，眼
角湿湿的。想起以前曾在哪本杂志中看到过一个名为“麦田
的守望者“的乐队，那群年轻人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喜欢
《麦田的守望者》这本书才这样走到了一起。打开mp4，听着
《在路上》，吉他朴质自然地音色顿时流淌出来，是那种令
人怀念的调子。“我们没有理想/流浪没有方向/总是梦中麦
田/守着一片金黄”主唱有些沙哑似经风霜的声音陡然使我联
系到了那位的少年，在纷乱的闹市中坚毅地守望着心灵的最
后一片麦田。

也许，他们不是这样……我的思考又渐渐退回遥远的历史长



河中，我惊喜 地发现了许多“麦田的守望者”们的身影在浪
花中闪烁。庄子与濮水之畔守望，心如澄澈秋水，心如不系
之舟。面对官场功名，他持杆不顾，保留了心中金黄的麦田；
于是历史记录了他那至今还在茫茫天域回荡的声音：“往矣！
吾将曳尾于涂中。”与之相隔百年后，凡·高在世界的另一
端守望，他深爱着欧维尔那片灿烂的麦田。他的作品中便充
斥着与这个世界不和谐的热烈，难以为世人所接受。他是在
欧维尔的麦田中选择离去的。当夕阳欲颓，金黄热烈的麦田
中一个最后的守望者绽放出自己最后的美丽，那片灿烂的麦
田会陪伴他走向天堂。

他们是麦田的守望者，在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坚守
着心中的最后一块圣地。回望从前，许多“守望者”们站在
风扬起的麦田边，目光坚定淡然，望向远方。尼采，北岛，
海明威……大片大片的金色麦浪在我的记忆中摇曳。

我想，我也要做个麦田的守望者。纵然会孤独，会寂寞，但
我也想像赛格林笔下的少年一样，守望自己最后的麦田。

让我们成为麦田的守望者吧。守望最初的纯真、善良，守望
一片金黄。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五

我也觉得，《麦田的守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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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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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六

昨天去书店，买了一本名著《麦田的守望者》，今天一再起
来就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了。

这本书讲了美国的50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代，二战的阴
云刚刚散去，冷战硝烟又起。一方面科技迅速发展，另一方
面人们却缺乏理想，意志消沉，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下过
着浑浑噩噩的生活，霍尔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抽烟酗酒，
不求上进。但他心里仍有一个美丽而遥远的理想——做一
个“麦田的守望者”。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每一天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
在不断进步，许多人开始迷茫，消沉，逐渐遗忘了自己的理
想，没了最初的热情，开始坠入平庸。

我们也是这个新时代的孩子，虽然有很多困惑和烦恼。但我
们仍该集中精神看清，看准未来，我们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
抱负的人。当时假如霍尔顿没有纯洁的理想，那他就会坠落



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下来。理想是人的指路明灯，它带
着人走向光明的未来。

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有些迷茫和彷徨，
但这只是短暂的，不就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坚
定的理想。

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将更将美好！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七

起初接触《麦田里的守望者》，并不是冲着这本书名气和影
响力，纯粹只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数学课。开始我以为这本小
说讲的是叛逆邪恶少年的故事。看后，才觉得和叛逆、邪恶
完全扯不上边，或许有些颓废。但，小说中的这个男孩
子――霍尔顿・考尔菲德，是我看过的最善良的小说人物。

表面上霍尔顿是个玩世不恭的坏孩子，但实际上他却有颗纯
净善良的心。他爱自己的妹妹，就在见她的那晚，霍尔顿说
出了这段话：“我只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说，
他想像着在一大片麦田里，几千几万个小孩子在游戏，周围
除了他没有一个大人。他就站在麦田边上的悬崖旁守望着，
看哪个孩子朝悬崖奔过来就捉住他，不让他掉下悬崖。这是
他的一个美好理想，也是他美好心灵的见证，他希望那些快
乐的孩子不要跌入悬崖，而是永远快乐的奔跑，而那麦田似
乎象征着物质世界，他希望生活在充满物质主义精神世界的
孩子不要迷失自我，走向悬崖。

如果你了解他谎言后的绝望、粗口中的愤懑，如果你能了解
他神经质举动下纯洁的心，如果你了解他面对世界的孤独与
苦闷，即使你不能理解他，只要能了解到一些，你也不会认
为他叛逆。他的心非常柔软，却过于冷静，他说的话令你笑，
但同时鼻子有点酸，他爱着你时，非常温柔和安静，他鄙视
你时，是在鄙视你身上的他自己，而他对一些人真正的讽刺，



足可令人警醒。

只要你曾经思考过，你就会有和霍尔顿同样的感受，看了之
后，已经觉得我的余生都无法忘记这部小说。心中永远有个
霍尔顿，从此以后，在悄悄地和我说话。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八

带回家细细阅读，只觉得爱不释手。

整篇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全书，以细腻的笔触描写
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
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四门
功课不及格而被学校开除的16岁少年。他因被开除而又不敢
回家而开始了流浪生活。倒扣鸭舌帽，穿大号风衣，抽烟、
醺酒。他厌恶这个世界，讨厌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但他自
己却挥霍无度。

表面上霍尔顿是个玩世不恭的坏孩子，但实际上他却有颗纯
净善良的心。他爱自己的妹妹，就在见她的那晚，霍尔顿说
出了这段话：“我只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说，
他想像着在一大片麦田里，几千几万个小孩子在游戏，周围
除了他没有一个大人。他就站在麦田边上的悬崖旁守望着，
看哪个孩子朝悬崖奔过来就捉住他，不让他掉下悬崖。这是
他的一个美好幻想，也是他美好心灵的见证，他希望那些快
乐的孩子不要跌入悬崖，而是永远快乐的奔跑，而那麦田似
乎象征着物质世界，他希望生活在充满物质主义精神世界的
孩子不要迷失自我，走向悬崖。但是最后，霍尔顿还是不免
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这可以说是作者塞林
格和他笔下人物霍尔顿的悲剧所在。

由此，我想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虽然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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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抱负的人.假如霍尔顿没有他纯



洁的理想,那他就会堕落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下来.理想是
人的指路明灯,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生才刚
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切不过
是暂时的,不就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理想.
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九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我拿起这本书时，我没有想到这一
本薄薄的'书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使我感触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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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下，
过着混混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主角
霍尔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抽烟酗酒，不求上进，但是，他
还不至于沦落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因为在他心底，一直还
存有美丽而遥远的理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一
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50年代的美
国确实有些相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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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抱负的人。假如霍尔顿没有他纯洁的
理想，那他就会堕落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下来。理想是
人的指路明灯，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
切不过是暂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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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