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汇总8篇)
工作心得不仅仅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回顾，更是对团队、组
织乃至整个行业发展的一种贡献和推动。以下是一些教师反
思的实例，建议大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经验和观点。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一

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被战争带
来苦难的农民，其中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才得
以活下来。这部小说通过福贵的视角，揭示了在人世间追求
繁华和生命的意义。作为一部深刻的文学作品，活着给人们
带来了深深的思考，让我们重新认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第一段：福贵的生命意义

福贵是活着的主人公，这个角色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之一。他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才懂得了生命的真
谛：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和快乐。他的经历展现了人生
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也向人们诠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
福贵的视角让我们明白，活着并不是为了忍受痛苦，而是为
了追求幸福和温暖。

第二段：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

在小说中，战争是福贵一家的噩梦之源。他们的家园被摧毁，
父亲和哥哥先后死去。他们被迫流亡和在苦难中生活，并不
断抵抗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福贵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现了
战争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创伤和伤害。在战争中，生命变得毫
无价值，而平和和幸福则成为最珍贵的东西。

第三段：温暖和爱的力量

在小说中，福贵的妻子是他身边最温暖的来源。她用自己的



爱和关心支持着福贵，为他提供希望和力量，帮助他保持乐
观的态度。这也让福贵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这种爱的力
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让人们发觉到任何时候，我们都需
要那种温暖和爱的支持。这种友谊和珍视的力量，让人们铭
记在心。

第四段：人生的毒瘤

小说中出现了一位富裕的官员，他的存在向人们指出了人世
间的毒瘤。他有权、有钱，可以从其他人身上获取利益。这
种冷漠和无情让我们看清了社会病症。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
经常有这种过去，无论是战争、文化冲突或者社会不公，都
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屈辱和痛苦。这种毒瘤影响着人们的生
活状态，促进了人们对和平和公正的崇尚。

第五段：活着，就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福贵的经历让他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知道懂得珍惜。在
经历了数不清的痛苦之后，他成为了一个感恩的人。他感激
生命的小恩小惠，相信自己可以重新拥有幸福。这是一种强
有力的信念，并且辐射到每个人的生活中。活着，就是要有
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生命中的每个过程，让生命变得更加美
好。同时，我们也应该感激所有为我们做出贡献的人，并对
他们表达感谢之情。

总之，活着小说引发了广泛的思考，让我们探索我们的人生，
重新认识我们的生存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什么时候，
珍惜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存在的原因。毕竟，
一个感恩的人才能让生命变得更加美好。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二

一年前看过《福贵》这部片子，主人公福贵的事迹深深地触
动了我。观看完这部片子时，觉得福贵的一生就像上演了一



部悲剧，他已经够悲惨。谁知，当读完余华的《活着》这本
书时，更是不一样的感受，余华用笔墨刻画出的福贵的一生
更是悲惨。当读完这本书时，发现已经流下了泪。

余华谱写的悲剧不仅是这些，中间的情节比这还要悲惨。有
庆因为献血过多，死了。福贵的老婆家珍因得了重病死了。
凤霞长大了嫁了人有了孩子苦根，她却因难产死了，苦根的
爹因一次意外也死了。原本就可以这样结束，福贵可以和孙
子度过下半生，谁知，因为家里穷，没钱买饭，福贵只好给
孙子吃豆子，悲惨的是，苦根因为吃豆子而噎死了。本来的
一大家子_后竟是这样的下场，只剩下老福贵和一头老牛在夕
阳下回想年轻时犯下的错误和拥有过的幸福。

相信每个读完《活着》的读者，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吧，被这
场悲剧感动了。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说得就是时间带来的喜
悦和辛酸。

我看到了福贵凄惨的经历，同时也看到富贵内心真诚的悔过。
我们不需要拥有富贵的生活，不需要拥有奢侈生活，或者只
是需要一个拥有家人，拥有家人的爱的人生。哪怕是福贵那
样，年迈了只是和一头老黄牛生活，度过剩下的时光，这也
是活着。

小说活着的心得体会2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三

这本书是今年我在地坛的书市上和《许三观卖血记》一块儿
买回来的。书皮是纯红的，就像书中所述的那个年代天空的
颜色。封底上有作者的一段话：“《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
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



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
怨对方;《活着》讲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千钧一
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他没有断;《活着》讲
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
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

这本书我来来回回看了两三遍，在一些情节的时候会微微笑
出来，而在别的某些情节时，则哭得满脸是泪。

怎么说呢，这本书很真实吧。真实得好像这就是你所经历了
的事情。充斥着一股子田间的泥土气味以及那个年代火一般
的味道。

火红火红的，烧满了天，火热的笑脸，淌下殷红的滚烫的血。

死这件事情，仿佛已经成了平常，但仍那么的揪心。爹从粪
缸上掉下来死了，娘病死了，老全中流弹死了，龙二被枪毙
死了，有庆抽血被抽死了，春生上吊死了，凤霞产后大出血
死了，家珍软骨病死了，二喜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了，苦根吃
豆子撑死了。只剩下福贵一人还活着，和那头与他同名的老
黄牛，在田间共同光着黝黑的脊背种地。

这是一种怎样的坚韧。那么多个生死关头的痛都挺了过来，
那么多个生离死别的苦又都自己咽下肚去。因为，他想要活
着。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文中还有两个很是常见的。一个是笑，一个是哭。咧着嘴笑
了，呜呜的哭了。

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傻的意味，但显得又是多么的真实。笑
时咧着嘴，定是发自内心的笑，苦尽甘来的笑，甜到心底的



笑。也许没有声音，但能想象得出那质朴的样子，眼睛眯成
一条缝，嘴角向耳根咧去，也许还露出几颗不齐的发黄的牙。
哭时那呜呜的声音，像一个孩子那样，也许是无助，也许又
是喜极而泣，再也许是感慨往昔。

人活着，就要有一个活着的样子。我们活下去是为了活着，
而不是为了此外一些功利化的梦幻化的东西。人也许是个很
脆弱的生命体，面对残酷有时根本无力抗争。但是，人又是
一个强大的意念的载体，面对苦难，如果想要活下去，总是
能活下去的，纵然是那么那么的苦。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才有活下去的勇气。春生是绝望了，
自杀了。而福贵心里念着要活着，要和家人好好地在一起，
便真的能挺过来。命运的齿轮一次又一次的碾过，他也曾在
生死的边缘徘徊，也曾料定自己活不长了。但最终，他承受
住了这巨大的苦难，没有被碾得支离破碎。而这种经历，虽
然悲戚而痛苦，却被他当作了一种宝贝。

人在绝望之时总是说要死了。真的么。死也许是一种逃避，
逃避这不敢去承受的苦难。而活，才是真正的勇敢。人活着
就是在斗争，生活中的苦难总是有的，只是有的轻到不易察
觉，有的重到令人窒息。就看你能不能把这苦难用自己的肩
头扛起来。如果扛住了，即使全身乃至灵魂都颤颤微微的，
那么也就活了。

活着心得体会4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四

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终于把《活着》这本书看完了。
刚开始，我以为是余华自己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进入主题，讲
述活着的义意。心里怀疑这本书的可看性。带着复杂的心情，



我随着余华走入这本书。

余华在此书中讲述了，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
家业，变成了一贫如洗的人。父亲一气之下去世了。妻离子
散，整个家都衰败了。为了生活，福贵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为生活而努力。

两年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回来了。我为文中的福贵高兴，
我以为，他的命运会好转了。没想到，命运如此艰难，岁月
不饶人，母亲也由于年老，一病不起。为了生病的母亲，福
贵前去城里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等
他好不容易终于回到了家，女儿已经因为生病而成了一个永
远也无法开口再讲话的人，母亲也因病在两年前去世了。

然面这些灾难还只是开头，我为文中的主角们抓了一把汗。
心情也随着书的情节动荡起伏。福贵，命运真是不福也不贵
啊。一次又一次战乱和动荡，这个家庭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新中国成立，在大跃进运动中，福贵的妻子家珍得了软骨病，
生活举步为艰。当饥饿来临时，邻居们为争抢剩余的发了霉
的红薯大打出手，福贵的儿子有庆，为救县长的老婆产后大
出血，踊跃献血，忙乱中被抽多了血，献出了年幼纯真的生
命。然而，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每看几页，都
有我眼泪湿润的感觉，坏运气总是降临到福贵的头上，在小
说的最后，悲剧和失败越来越多，眼泪和痛哭几乎成了家常
便饭。

随着女儿凤霞的出嫁，孕育，我以为他们从此可以结束悲惨
的命运了。但接下来，我不禁有点责怪余华，为什么要把人
家写得这么悲惨。

女儿因生产而死，妻子也跟着病死了。女婿二喜做工时被板
车压死了，外孙子吃豆子吃多了也死了。死亡一个个的接着
来，最后，只留下了福贵。最后，福贵老了，故事也就结束
了。但年老的福贵依然乐观豁达地面对人生。到风烛残年之



时，依然牵着一头老牛做伴过日子。

书的最后似乎没有忘记又留下的讲述者自己在慢慢降临下来
的夜幕中说的一句令人回味的话，“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
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
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
黑夜来临。”

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
种静止的状态。我猜测着，余华想不是想告诉读者：生命中
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
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人只要活着就是一种胜利。没有比
活着更好的事，也没有比活着更难的事!生不可选，死不该选，
惟有硬着头皮活着!

这本书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社会的疏漏，同样也可以照
出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从这方面讲，它也很有教化的意义。

《活着》小说心得3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五

那天晚上，我闲的没事，然后就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
字是《活着》。起初，我很好奇，不知道那书里讲的是什么
内容。我被迫无奈的翻开第一页，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无聊。
所以，我就大概翻了一下，在我烦的时候，我无意中看见
了“就这样他的儿子也就死了”。虽然，是几个普通的再也
不能普通的文字，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一种非常想了解它的
感觉。



终于找到了那页，找到了那也得开始部分开始看，起初，我
只看了几句，我发现这个书上讲的和我所看的一个电视剧有
一点相像，我就接着往下看，最后终于弄明白了，这部电视
剧原来就是这本小说，这时，似乎有一种力量在驱使着我更
深一次的了解他它。

那本小说，讲的是叫徐富贵的人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他的
家庭的变化及其他周围人群之间发生的故事。

当我读到“他儿子为了献血，也被活活的抽死了，当他的父亲
(也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徐富贵)得知此消息后，非常伤心，伤
心过度像是精神不正常的，在自己儿子坟边，给自己儿子跳
最后一次秧歌”时，我心里有一种感觉，一种从心里激发出
的同情。我想，这种情景如果换作是谁，谁都不会好过，谁
都会心里难过甚至伤心过度而失常。真的，他虽然只是本小
说，但是他反映了解放前后去穷苦人民生活的状况却是现实
的。但是也有人会说，每个人都会有不愉快不顺心的事的时
候，只是他的多一些罢了。其实，这样也可以，但老天又为
何的那样不公平呢!为何把许许多多的厄运同时抛散在一个人
身上呢?那样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幸福，但事实上，
钱并不是万能的。

每个人开始来到这个世界上，有欢笑，也有泪水。凭什么在
那个时候贫苦任的泪水就要比富有人的泪水流的多些。

我们也需要公平，我们也需要幸福，因为我们也是人啊!

徐富贵的一生，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想象的，在他中年时期，
由于他自己，他的家庭因种种原因遭受变迁，接二连三的，
他父亲、母亲、儿子、妻子、女儿、女婿，相继去世，最后
只剩下他和她的外孙子孤独终老。从一个风风光光的青年到
孤苦伶仃的老头，时代的变迁，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每个



人的生活都是越来越好，但是主人公，却恰恰相反。

人生，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经历坎坷，怎能获得希望。

可爱的人间，他总有幸福，只要你又勇气去寻找。

活在世上，快乐也好，痛苦也罢，都会随之远去，而徐富贵
正是给了我们一个范本。我们也正也应该思考一下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要有自己的
风格，活出自己的风采，活得精彩!

《活着》心得体会4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六

作为人类思想精华的名著书籍，一直都是大家在学习和参考
的典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必修课。读后感与其看做是种
作业还不如看做是一次对于原著作者的思想交流、碰撞。本
栏目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名著读后感资料，希望大家在这里
能找到相同的火花，多交流。

我又看到了那本《活着》，鲜红的封面深深地刺激着我。我
留下了这唯一的一本，开始重新去体味活着的含义。

因为我讨厌于华，讨厌他的残酷。

第二次看《活着》，是在今年的四月。那是个黑色的四月，
在我满怀憧憬着自己的幸福未来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噩梦彻
底打碎了我所有的梦。我没有办法接受那样残酷的一个事实。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不清楚，自己流掉了多少泪。我
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有了万念惧灰的地步，我深深感受到了
活着的艰辛，活着的痛苦。“我该为谁而活，我为什么要活



着。”那几天我想的只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于是我开始发泄，
开始焚烧我所有曾经喜欢的东西。因为我想烧掉过去，烧掉
病痛。

我总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哀的莫过于地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那
一刻，可当我再读《活着》，我才明白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是
你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一个个亲人慢慢死去，你却毫无办法，
直到只留下你孤单的一个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我不敢想象，如果主人翁换成是我，我会不会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他却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这种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和对
世界的乐观态度，我想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也更是我
所需要的。

活着，就要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千万别为自己
找什么借口，因为“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在艰难中活着，在活着中享受艰难!

《活着》小说心得4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七

今天终于翻开了这本书，当打开扉页的时候便有一种熟悉感，
默默的读下去便知道了这种感觉的源头。那是多年之前的事
情了，看过一部叫做《福贵》的电视剧，估计就是翻拍的这
部小说吧。不管世人对于这本书的褒贬如何，我能够清晰回
忆起的就是那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和一条老水牛在摇摇欲坠的
夕阳下独自犁田的背影。“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
的天地耕得哗哗翻动，揉入水面上掀起的波浪。”文中如是
写到。老人在耕田的时候吆喝着：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



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福贵的一生经历了所有亲人的
辞世，从最初老父亲离开时的惊慌、不安到最后外孙的夭折，
或许可以说他就是在与亲人的不断离别中老去，别人应该有
的天伦之乐在他这里却成为了死别。生离就像他被抓了壮丁
一样还会有机会与家人重逢，可是死别却是只能看着爱的人
一点一点透支尽生命的余光。

或许我们都以为在这样的巨大打击和悲痛中他不会有生的念
头，可是“活着”却让你不随愿的死去，他安排你的生命之
路充满荆棘，岔路不断，无数深爱的、至亲之人都是陪着福
贵走过一小段路，而非尽头。读这本书，余华安排了最朴实
平淡的文字，就像是在你我他同样惨淡无光的生命中截取的
一小节，但是又有另一番滋味。这种无言的反抗才是符合那
个时代的沉默之声。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
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就像美国民歌《老黑奴》一样，歌中的主人公经历了一生的
苦难，家人都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
有一句抱怨的话。可能将老黑奴和福贵两人置于同一个层面
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很多的相似，但是他们二人又是不
同真实的存在。忽然觉得，用简单的文字组合勾勒的是漫长
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他们都是经历漫长岁月折磨的`老
者，脸上的纹路就是最好的印证。然而命运就像最高明的魔
术师，它能够最大程度的为你设置障碍，也可以检测出谁是
人生终点的最终胜利者。

故事的结尾，老人还在慢慢的走着，仿佛要尽力把余生的路
走完。也许这时，活着的意志，是福贵身上唯一不能被带走
和剥夺的东西了吧!



读活着小说心得体会篇八

余华称(活着)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小说。通过一位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讲
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眼泪的丰富与宽广，讲
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
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
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这是余华对他这部
书的评价。

的确，我这个12岁的少年也深有体会。尤其是有庆，凤霞，
二喜和苦根接二连三的死，让我感到了命运对福贵的不公，
然而，命运又让他从原来的阔少爷转变为一个本本分分的农
民，没有成为地主，免遭时期的一死。也许活着就首先要为
本身，在去考虑所谓的“身外之物”。

现在，我在想想那多少无知的青年，他们误入歧途也许是以
为一个物质的享受，他们的人生没有历史，真是该好好读读
这本书。生活会让你觉得离不开它，除非你真的从根儿上就
不想好好活着。

朋友们，醒来吧!寻求你生活的灵魂的天空。

《活着》心得体会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