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 麦田里的守
望者读后感参考(精选8篇)

竞聘是一种能够展示自己在特定领域具备的竞争力的方式。
竞聘材料需要用事实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述，同时注意不
要夸张和虚假宣传。下面是一些成功应聘者用过的竞聘信范
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一

从读高晓松的《如丧》到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应该是能够了解的，高晓松备受这本书的危害，也是太合麦
田的姓名来历，因而在晓松的极力推荐下，因为我拜读了，
被这一霍尔顿·考尔芒特这一主人翁瞎折腾的五迷三道。

整部书全是在写霍尔顿被西潘院校辞退后离去院校而不想回
家近几天内产生的各种各样无趣、喝闷酒、无意义的日常生
活，但是总的来说，谁沒有那一段迷茫期呢？关键的是，霍
尔顿去见了两个对他有长远实际意义危害的人，更改了他的
念头，把他从摧毁的谷底中拽了回家。

其一是他的初中语文教师，他给了他对认识自己性情的启迪。
印象深刻的是他告知霍尔顿的这句话，“一个不成熟的人的
标示是他想要以便某一原因而奋不顾身地去世，而一个成熟
的人的标示是他想要以便某一原因而谦恭地生存下去”。这
话用在霍尔顿的身上十分切合。霍尔顿厌烦他的院校，厌烦
他的教师，厌烦他的同学们，厌烦一切，感觉她们是那麼的
装腔作势，感觉她们全是虚情假意的，虚情假意的闲聊，虚
情假意的问好，因而他对学习培训提不起来兴趣爱好，对别
人提不起来兴趣爱好，他就需要那么逃出这世界，去做他唯
一想干的事儿。“我能立在一道破悬崖峭壁旁边，我要做的
便是把握住每一个跑向悬崖峭壁的小孩——我是说如果她们
跑起来不要看方位，我也得从哪里回来把握住她们。我一天



到晚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地里的守望者得了”。

另一个是他喜爱的可爱的妹妹菲比。我觉得假如你读过这本
书，你一定也会喜爱这一精灵古怪的小妞。她十分讨人喜欢，
能够和霍尔顿沟通交流。这一小妞听了霍尔顿对人生道路的
厌烦之后，问了一个一针见血的难题“你全都讨厌，有一件
你喜爱的事儿吗？”。当霍尔顿决策出走，决策在离开以前
讨论一下她的情况下，她拥有胆大之举，这一行为也救了霍
尔顿，我感慨这一小女孩的不一般。

霍尔顿性情不烂，因而他获得了一丝教师的钟爱。他唾骂这
世界，由于他看到了这世界的虚情假意，可是也有这光辉的
一面，就如他看到的那2个纯真的女巫。我们在青春发育期的
情况下，都是碰到这类难题，感觉他人乃至自身的家人都虚
情假意的可伶，可是总有什么东西帮着大家发展，要我了解
更加深入，发展的更强更完善。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二

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在一块大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
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的——我是说只有
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一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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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
当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

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全是些和煦阳
光下大片麦浪随风共舞的田园美景。但很快，这种印象就像
被海浪掳去的小颗沙粒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本书的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十足的社会残渣：四次被开除，



抽烟酗酒，打架逃学，简直是无恶不作。作为一个败类，他
的言行倒也挺符合他的身份。张口“***的”闭口“混账”，
他看不起学校，学校里也没人看得起他。

接着，作者笔下的内容更令人作呕，宿舍里的污言秽语，火
车上的虚伪的谎言，巴士司机的圆滑世故。一件件小事不仅
更让我对主人公心生厌恶，却也又巧妙地勾勒出当时社会的
真实图景。

艾里与菲比这两个家伙，是小说中极为特殊的存在，他俩都
是主人公的弟弟或妹妹（虽然艾里已经死了）。可是正因为
他们的存在，霍尔顿心中似乎才有一丝人性与善良，而每当
对他们描述时，也有一丝暖意向我袭来，可这种感觉到底是
什么，我不知道。直到那一段话的出现。

“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抓住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
我反复咀嚼着这句看似玩笑却又另有深意的话，而作者此前
的大篇幅描写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霍尔顿多次被学校开除，可开除他的学校又都是些什么样的
玩意儿呢？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混蛋，校长阴险虚伪，老师
弄虚作假，每个学生的嘴里只会蹦出“烈酒、女人、性”之
类的东西！先前，我只把这当作一个差生经过添油加醋之后
的血口喷人，而如今，“悬崖”二字清楚地告诉我，这是当
时美国学校的最真实的写照。或许，把“学校”换成“社
会”更加贴切，也更加直白。

接着，霍尔顿的形象在我心中彻底翻身，刚才还是那个粗鄙
阴险的小混混儿，现在，却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不折
不扣的守护神。

我合上了书，合上了一本没有任何优美句子的书，合上了一
本脏话连篇的书，也合上了一本能痛击人心灵的书。



而如今，我相信，天堂上的塞林格和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也一定、一定成为了真正的守望者，去抓住那每一个跑向悬
崖的孩子。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三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塞林格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
小说。小说主人公霍尔顿因5门功课中的4门不及格而被学校
开除，但他又因种种因素而无法回家，于是在外漂泊流浪了
两个多星期，他原本打算到西部去，但因妹妹菲芘的跟随而
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
保护在麦田里玩耍的孩子不掉下悬崖去，但最终，他在大病
了一场之后不得不再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大病也就意味着霍
尔顿的大彻大悟，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最终要与现实接轨，
意味着我们的叛逆是错误的。

主人公身上充满了叛逆色彩，他打架、逃课、吸烟、酗酒、
等等，都是青春期孩子身上典型的叛逆特征，他厌恶学校，
以及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等一切的人和事，他总是希望逃离
现实生活而到自己理想的世界中去，却又一次一次被现实打
击的失望彷徨，一次次的提醒着他，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具有
差距的。

的确是这样，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反差，你的理想，往往
就是你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却又渴望得到的东西，现实越糟糕，
理想就更美好。而理想只有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得到实现。
小说中主人公的理想很美好也很朴素，但对于他来说，依然
是很难实现的。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自己独立
生活的能力，因此他不能也不可能离开家离开父母独自一人
到西部去生活。小说的最后，也许正因为作者认识到理想的
不切实际，才乖乖的回到了家，回到了学校。

现实中的我们也是如此，和主人公霍尔顿有着一样的叛逆，
总想着脱离社会规则而按照自己一个人的意愿去生活，然而



理想和现实之间存有差距，人本来就是群体动物，成年人也
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完全独立的一个人存在，更何况是还没有
自立能力的我们呢？但也不要否认理想的存在，正因为有正
确的理想鼓励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不断发展、不断
进步。

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承认现实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基
础，而美好的理想又是鞭策我们不断进步的动力，只有正确
的把握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现实为基础，以理想为目标，
脚踏实地，我们才能不断前进，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四

谁的青春不叛逆？我想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正如《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一样，他，也是青春
的迷芒者之一。

霍尔顿厌恶一切成人世界里的虚伪，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麦田
里的守望者，守望孩子心中那最纯洁的童真。这不仅不是一
个荒诞的幻想，事实上，它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虽然霍尔
顿离它很远，可就算是星空与天际的距离，也终会到达。

书中，经过了三天的无目标游荡之后，我相信，不仅是霍尔
顿，就连读者都会有深深的感触。我作为一名反复读过无数
次本书的读者，自然有很多的感悟。

霍尔顿没有真正的快乐，他消极，他颇废。虽然心中的信念
不灭，但黑暗还是在一点点的蚕食着他。

他甚至想过，离开这个喧嚣的都市，远离他的家人。搭车到
西部过另外一种生活，就此一生。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作者的巧妙编排。在离别前夕，霍



尔顿想再见妹妹非芘一面，于是他给非芘梢了一个纸条。

兄妹俩见面了，妹妹非芘却执意与霍尔顿一起走。霍尔顿无
奈，为了安抚妹妹，霍尔顿只好带着她去到了动物园。

在动物园旋转木马处，雨渐渐大了起来，看着非芘坐在旋转
木马上快乐的眼神，霍尔顿笑了起来。她是那么的快乐，他
也是那么的快乐。这时，霍尔顿不再寂寞。因为，他领悟到
了真正的快乐，这份快乐是这么的纯粹。

以上所述，我认为这是此书写得最好的地方，作者神乎其神
的笔力，让气氛达到了顶端。

虽然《麦天里的守望者》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但是它充分表
现了我们这群处在叛逆期的青年内心的需求，描写了人物的
真实情感。就是这样，此书成为了一代经典之作，同时，它，
也是我最喜爱的一本名著。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五

看一看霍尔顿所处的环境，便不难明了。学校里的老师和他
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让他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
买辆混帐卡迪拉克，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势利的伪君子，
连他起初所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后来发现也可能是个搞同性
恋的，而这位老师对他说: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
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原为某种事
业卑贱的活着。老师的谆谆教导却是一条渗透着浓厚利己主
义和功利主色彩的资本主义信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霍尔
顿又怎能找到可贵的精神寄托。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六

我想大多数人读到最后，总有种意犹未尽之感。霍尔顿回家
之后的生病，以及下学期何去何从，作者都没有详细叙述，



只能由读者去暗自想象了。

其实，作者也无需再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因为他所要展现的，
早就在霍尔顿被潘西中学开除之后的三天三夜中娓娓道来。
青少年在物质时代的迷茫、困惑甚至颓废，以及那追求理想
的希望和光芒，都在主人公霍尔顿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样的主题，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极高的现实
意义。

有时读着读着，就会禁不住赞许地点头，因为塞林格笔下这
个有些懦弱，但又爱憎分明的少年，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当
他对虚伪、丑恶嗤之以鼻的时候，生活中所遇见的做作、自
大也常常浮现在脑海，警醒着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当他对于未来惶惑、迷茫、消极时，那曾经侵袭过我的困扰
和烦恼又历历在目，无形中又使我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使
我更加成熟。当他入神地看着自己的妹妹菲比快乐地乘着旋
转木马，那一种亲情的温暖也蔓延到我的心窝，于是，童年
时家人对我的呵护，老师对我的教诲，以及如今学会的换位
思考，都让我对他们心怀感激和愧疚。我相信，当霍尔顿享
受着与妹妹相处的愉快时光时，他的心中一定不会再被日常
的烦忧所扰，那一股向善、乐观、积极的暖流包裹着他，也
包裹了每一颗被触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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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过去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
者得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一读到这里，我的心便猛然被打动。
虽然在霍尔顿的口中，这番话显得是那样随意，那样的漫不
经心，但分量却足以震撼一个时代。这像是一个回头浪子历
经风雨而得出的刻骨铭心的感受，又像是失落到了极点而不
得不做出的自我救赎。“悬崖”指的是什么呢？是青少年对
自己对社会的迷茫吗？是物质时代对年轻一代的种种诱惑吗？



塞林格对当时所处年代的理解确实鞭辟入里，经济的迅速发
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也带来了精神的贫瘠，而青少年
又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着伤害最深的一类人，对于所谓“垮掉
的一代”，只有心怀同情悲悯，欲拯救那一颗颗年轻心灵的
人，才能做一个忠诚、勇敢的麦田守望者。

霍尔顿这个人物是复杂矛盾的，他眼中的世界也充斥着诱惑
与丑恶。对比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塞林格所描绘的景
象如今亦可说是时有见到，而霍尔顿的内心纠葛，正好为现
在的中国青少年提供一个参考。物质时代的年轻一代该怎样
抉择，挖掘霍尔顿身上的闪光点足矣。善良、是非分明、拥
有理想、信念坚定、懂得亲情、不妥协、热爱真善美、充满
希望……做到这些，即便是才疏学浅，也会是一个完整
的“人”，也会拥有人性的光芒，更何况如今的大环境是那
样的重视教育。

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不会觉得有多么的荡气回肠，它亲
切得就像一位同窗好友喝着可乐、嚼着零食和你谈天说地。
然而，这其中深沉的意味，却值得好好地思考、揣摩。

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书中公园中央的湖泊终于解冻，霍尔
顿关心的鸭子经历了一个寒冬之后，再一次悠然地浮游在湖
面上。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七

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
里做游戏，我的职务就是在那里守望，我只想当一个麦田里
的守望——者霍尔顿。

读完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一个少年形象出现在我的
脑海中他是大人们眼中的坏孩子，因为他所作的、所想的一
切都不像话，他的成绩也是那样的糟糕，几乎没有人喜欢他
他就是全书的主人公霍尔顿。



他的讨厌周围肮脏的世界他讨厌伪君子，讨厌周围的虚假的
人，却又不得不跟他们交往；他讨厌电影，却不得不在无所
事事的时候去那里消磨时间霍尔顿没有真正好的朋友，只有
肮脏的阿克莱、表里不一的斯特拉德莱塔等室友，但他又不
得不跟他们交往，他厌恶他们，却又无奈，他无法改变现状。
他不想和他们同流合污，成绩自然会很差。他看不惯周围的
世道，所以他苦闷、踌躇、彷徨，自己的心事也只能被自己
扛着。

霍尔顿一直都希望自己可以变得很勇敢，但是实际却是他一
直都很胆小，被别人欺负后只能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幻想着可
以把他打败，他连一个瘦弱的女人都制服不了，更何况别人
呢？他被学校开除后，都不敢贸然回家，蹑手蹑脚地回去还
一定要躲避着父母。他一直都在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
自己，却没有胆量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叛逆。

他是青春期的少年代表，从他的经历里可以清楚的看到与家
长的代沟，家长总希望他像哥哥一样可以成为出人头地的人，
可是他的理想也只是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站在悬崖上，
捉住不断奔跑的孩子。大人总认为霍尔顿是一个败家子，是
一个不良少年。但他有自己的思想，在他那半成熟的心中还
存留着点点梦想，即使它在那污浊的世道变得那样的细微渺
小。

霍尔顿是明智的，是聪明的，他看透了社会的本质。他的朴
素和善良，是他所在的年代很少的，虽然他的有些思想还比
较幼稚，虽然他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他反抗现实、向往美
好世界的纯洁的一面是不可忽视的。

作者借助笔下的霍尔顿，活灵活现的展现了自己的想法，用
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关于那所谓叛逆的
想法，讲述了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的过渡，大人与青春期少年
之间的代沟。



霍尔顿的那个只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梦想，那个为了
不让小孩子掉下悬崖而站在悬崖边救孩子的形象，那个纯洁
无私的想法，天真幼稚却又些许成熟的心事，渐渐放大。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篇八

刚开始翻开这本书，就认为写得非常不好，对于我们这些年
轻人，注重于情节，吸引力，情节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没有
吸引力，甚至连文字都很平凡，全是脏话，主人公霍尔顿开
口闭口就是“混账东西”“白痴”之类令人敏感的字词。他
完全是一位痞子，对于一个正常的现代青年，还真有点不适
应，难道这本书是教我们向一位坏痞子看齐吗？不甘心的我
又重新看了一遍。

主人公霍尔顿是在大街上就随处可见的16岁男孩，他不学好，
每天都抽烟、喝酒、打架，他是那种邪恶、叛逆。可就是这
样的一个坏痞子，成了这本经典的主人公。

他因考试不及格四次遭学校开除，他在和同学打架，被下了
通告书：离开校园。他不敢回家，在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霍尔顿因为女朋友莉丽的假情假意分了手，他颓废
地去了酒吧，喝的大醉，一不小心，把冰弄到头上，他害怕
因生病死去，害怕再也见不到妹妹菲比，决定冒险回家一趟。

晚上，霍尔顿叫醒菲比，告诉她自己的苦闷、理想，还说了
几句让我们这些读者都想不到的一段话，“有那么一群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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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混账
的悬崖边。我的职位就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王璇
也边奔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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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我知道这
很疯，但这是唯一一件我想做的事了。我知道这很疯。”霍
尔顿这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想象着他说这句话是的神态，目



光是柔和，心里怀着一个单纯的梦，怀着对理想世界的遐想，
如果真有了这世界，人们都是善良的，没有任何伪善，邪恶，
多么平静，祥和啊。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在这景色的波浪
中，当中有几个孩子会跑偏，会误入歧途，霍尔顿则会捉住
他们，悉心教导。霍尔顿永远守护他们，生活在这金色的波
浪中。

守望本来就是一种挺难得的情怀和努力，有包含着期待。又
一次看到了结尾，霍尔顿完全打翻了我对他的理解，这就好
像一位少年，大家对他的种种做法都不满意，可这位少年对
于自己做的觉得没有别人说的这么糟。他渴望有人读懂自己。

在这本书的最后，霍尔顿不想回家，也不想回那垃圾学校，
他准备去西部谋生，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这样他可以无
视对方的话语，可以少说很多很多的话，别人要是想和他说
话，还要写下来呢，写下来的话，一定省去很多很多的废话。
但他在临走之前，还是希望见到妹妹菲比一面，就托人把纸
条给妹妹，妹妹如约而来，可还带着行李箱。原来妹妹也想
和哥哥一起寻找“麦田”，成为“守护者”。霍尔顿劝不了
妹妹，只好放弃去西部，和妹妹一起回家。

故事的最后，霍尔顿生了一场大病，进了医院。后来的事，
也无从知晓了，留在书中的他，再也没有长大，永远都是渴
望成为“守护者”的孩子。

后来上网搜了作者，作者在本书成名之后，在美国的一个乡
村买了一大片地，建了一栋房子，栽上树，旁边拉上铁丝网，
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有一位16岁的学生和他有过单独的
交谈，是为了学校的写作，所以《麦田里的守望者》有名，
但作者一般人并不熟知。给人更加的神秘感，也对作者肃然
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