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优秀10篇)
军训心得是对军训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的一种
文字记录。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觉
得我们应该多进行教学反思。那么如何进行一次有效的教学
反思呢？以下是一些教学反思的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
些参考和启示。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一

我记得有一段特别有趣，讲了“我”在后园里摘了一束玫瑰，
给祖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不知道，还说：“今年春水大，
花香二里都能闻见。”从这能看出祖父非常幽默，非常疼爱
我。

萧红的童年是灰暗的，她身边的人一个个像被抽去灵魂的木
偶，早已对生活麻木了。他们固执而又愚昧，唯一不同的只
有萧红的祖父。祖父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从来没有绝望过，
成天开开心心的，而且他还保留了一颗童心，萧红每次调皮
地做“恶作剧”，祖父发现了不但不生气，反而和萧红一起
哈哈大笑。如果换作别人，恐怕早已把萧红教训一顿了。所
以，萧红算是幸运的，她有一个令她骄傲的爷爷，关于祖父
的记忆是她极少有的幸福回忆。

比起萧红，我们不知要幸福多少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
喝玩乐无一不全，时常还能得到零花钱，城市里有好多公园，
里面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五花八门、妙趣横生，和那灰头土
脸、死气沉沉的呼兰河没法比。现在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
知福呀。

作者出生时祖父都已经六十多少了，作者三、四岁时，祖父
快七十了，七十岁的祖父非常爱作者，他们爷俩在后园笑个
不停。祖父的'后园就是小作者的天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都是自由的。

书里讲到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在那个大
坑里淹死过人、猪、狗、猫、马，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知道，
有的人说拆墙，有的人说种树，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坑填平。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是快乐的，也是寂寞的。她从小
在后园里长大的，作者和祖父在后园里一起玩，一起干活，
作者和祖父时时刻刻在一起，童年充满了快乐。

文章中写到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才十二，本
该是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她却早早的卖给了一户人家
做童养媳，是多么的可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新社会，
人们用知识变得智慧，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
没有男女的不平等，没有可怕的战争。

啊!我真想永久地停留在童年，可是时光总是要走的。那就用
一颗善良、热情的心好好珍惜，感受这美好的时光吧!

《呼兰河传》我读完了，可我的思想还停在那灰色的境界里。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二

童年，人生难得一现，可昙花的开放也仅仅只有那么一霎那，
美丽不在。不同的人亦有不同的童年。

在《城南旧事》中，林海英以孩子的目光去构织故事和环境，
为我们展现了上个世纪初北京人的生活情况。在《呼兰河传》
中，晓红则以大众的目光视野详细介绍了呼兰河城，以及这
座小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繁琐的日常生活故事。可以说，林
海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从她的文笔能看出来；萧红，是一
个悲观主义者，这亦能从她的文笔中能得出现这现在的结论。

林海音写的是自传体小说，不过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写的，



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自己的感受，让人更加感到了作者林海
音当时的独特感受，然后然后越来越不可收拾地让读者产生
对作者童年的怀念，更产生了共鸣，给人以一种孩子，天真
无邪、稚拙的孩子形象，让人紧扣心弦，不禁与作者始“同
甘共苦”来了，似乎自己也成为了林海音。《城南旧事》里
并没有直接了当地指出善者与恶人，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
真实的情感，我又玩含蓄地揭露了各界人士的人之间恶人的
丑恶嘴脸。柔中有，言外有言，一语双关。

愿天下人惜今朝、昨日、易逝、现易有的童年！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三

呼兰河城里的人大抵是这些：在“黑夜”中担心地活着又自
尊心极强的有二伯;尖刻无聊心眼儿小的老厨子;还有勤恳忠
厚爱妻小的冯歪嘴子，唯一出场的女主人公是率真开朗却被
活活烫死的团圆媳妇。呼兰河的女人们害怕男人，不平等的
地位昭示了不平等的命运。小城仿佛一个封闭广阔的世界，
生活并不单调，可怕的是重复。那几个粉墨登场的主角定是
萧红精心挑选的。他们身上重叠着无数呼兰河人的影象。他
们并没有太坏的心思，纵使是讥笑嘲讽，也只为打发这简单
而冗长的'时光。春夏秋冬寒暑往，生老病死平常事。他们的
生活就象在山中自然开落的花儿，生命并不是象烟丝一样节
节燃烧着那样漫长，而难测的命运则象无情地吹落了烟蒂上
的烟灰。活着是小城里的人的唯一的生活目标，而没有其他
的想望，就连想看看城那边是什么的想法有没有。因而人们
活在了自我的目光里，但很满足。没有人的瞳孔里有哪怕一
丝的好奇的火焰，没有人的脑海中有怀疑询问的念头，为此
我感到深深的悲凉。

萧红用一种平静的笔调来呈现一个平静的世界，用自然的口
吻讲述着小城自然的生活，难道错了吗我们总认为作品(尤其
是长篇小说)理应有着它思想的深度，平铺直叙的故事必须是
欺骗了我们。但我没有觉得这种笔调和口吻不好。试想，当



一个中年人推开往事的栅栏，用一个不太更事却又初涉人间
冷暖的孩童的眼光，再一次经历那令人心颤的寂寞的童年时，
平静自然的下头，是一股多么深沉汹涌的潮流。静水流深。
萧红的内心有几人能真正理会。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四

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在和呼兰河城一样安静的家
中细细读完的。“吁”了一口气，远望的目光中多了一份遐
思，也多了一份怅惘。

那个后花园，萧红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的荒凉的后花
园，不知是否是陪伴她童年的真实的天地；那些蜂儿蝶儿蛐
蛐儿，是否仍在不知疲倦地舞着唱着。这七分的真实三分的
飘渺，在萧红的心中，该是用什么样的彩丝带编织成的裂帛。
那些蘸着她的脏手印的大个馒头，那只被罩着眼睛拉磨的毛
驴，无不象陈年的米酒，发酵着她久远而凄凉的回忆。

她的回忆是寂寞而凄凉的。我能想象她在大门前写作时，必
须时时停下笔来，望着眼前的一棵大榆树发呆，思绪早已飞
过树间的叶子，飞往辛酸的.童年。童年里，有跳大绳时人们
的热闹的欢呼，有观河灯时壮观的场面，有人们对掉进泥坑
子的猪的嬉笑怒骂，还有人们对“李永店”的你称我道。惟
独没有一个贴心的伙伴，没有。眼泪不觉就掉下来了，稿纸
上顿时湿了一大片。

伙伴，稍稍称职一点儿的是祖父，这后花园里唯一开放芬芳
花朵的玫瑰，唯一结出甜美果实的樱桃树，给了童年的她以
全世界的温情与爱，也给了她幼稚的心灵以美丽善良的憧憬，
虽然她长大以后经常不懂得别人的欢乐。那个在我脑海中回
旋多次的老祖父，我一向未能幻想出他的模样，因为我也从
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但想来他应有着长长的胡须，能够让
我任意编织花样的胡须。



温情，这带着远古回忆色彩的词眼儿，仅在祖父出场的时刻
到来。其他的一切，仿佛都发生在这个世界，却都在我的世
界之外。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五

《呼兰河传》前四章，作者以画家的笔墨描绘出呼兰河的风
俗人情画面，可谓多姿多彩，生动自然，又创造出一种散文
诗的意境，纯朴清新，一种别样的美。

“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
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
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
甩着大鞭子，……这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
”多么典型的东北小镇，多么有意境!

口唱大戏。接姑娘、唤女婿，小外孙也要去。”……听吧，
有趣的童年歌谣亦声声入耳。作者信笔写去，自然而洒脱，
毫不娇柔造作。

小说的后几章写了漏粉的生活，虽贫苦却能苦中作乐，让人
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写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周围邻居评
头品足，使人既为他们的愚昧狠毒而痛恨，也为他们被毒害
不觉悟而痛心。最后写王大姑娘同磨官冯歪嘴子的爱情，让
人不禁为他们的勇敢，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

特别欣赏作者的语言风格。读文章，感受作者娓娓道来，感
受语言中透出的机智的幽默。你绝不会因为一个个情景的有
趣而欢笑，即使有笑也是沉重的，凄凉的，含着眼泪的。让
我们既同情呼兰河镇老百姓的的不幸，又原谅他们的麻木。

最喜欢“祖父的后园子”，有诗一般的意境，童话般的情调，
有祖父的庇护、娇惯、溺爱中那种悠然恣意的任性的成长快
乐。真好!



合上书，觉着茅盾先生的评价真是太到位了，《呼兰河
传》——如诗、如画、如歌!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六

曾经有人说过，想起张爱玲，那是一个华美微光的苍凉手势，
而萧红的文字，则感觉一种回荡在荒野上的寂寞，萧红的呼
兰河，便是她童年的家园。“严冬亦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
大地满地的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
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的，
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这样一个小城，风土人
情，来往交际，平常起居，萧红都淡淡的描写，精心的刻画。

没有一个外来的人来打破就死寂的生活，这样的小城一点点
把你拉进镜子的时间，空间里，日复一日，矛盾说过:“读萧
红的作品，开始有轻松之感，然而越读下去，心头只会一点
一点沉重起来。”

呼兰河的.历史，人物的悲欢，都在冷静的笔调下娓娓道来。
既画卷般的乡土风情，也有压抑的蒙昧人性。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七

我读了呼兰河传，在这本书中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和写作方法，
也会让人知道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让现在的.我们懂得
去努力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也可以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们知道我们祖国的花朵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第一章让我了解了这个地方，比如学校或是一些小店，读完
第一章以后突然让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家乡的感觉。作者像把
这里的人物写活了一样比如一个卖馒头老人倒在地上起不来
了，过路的人趁老人不注意拿几个馒头就走了。这种事在现
实生活中也时常出现。后面几张都是写在这里发生的一些有
趣的事。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每天开开心心也很好他们在这里



很幸福不用天天那么伤心。

以后我们要努力学习，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的家人
更幸福。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八

读作家萧红的传记《呼兰河》，就像走进一部孤寂惆怅的史
诗。

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的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站
在寂寞的香港土地上，用凄婉的笔调将满腔思乡之情寄寓在
对呼兰河这座小城的真实记叙中。

凄苦可谓是小说的主情调。萧红在小说中写到的小团圆媳妇、
王大姐是民国时期千千万万劳苦妇女的代表，她们的悲惨结
局深深勾起我对特定时代的女性命运的思考。争取婚姻自由
在村民的眼中甚至具有“犯罪”的性质，换言之，女性就如
一枚弃棋，如一个玩偶任人摆布。如老胡家的童养媳小团圆
媳妇，初到老胡家时成天乐呵呵的，甩着一条长辫子，可是
当她的婆婆给她下马威时，左邻右舍都表示赞赏，连有二伯
都说：“介年头是啥年头，团圆媳妇都不像个团圆媳妇”。
于是这可怜的姑娘受尽折磨，被用鞭子抽昏、用烙铁烙脚心，
打了一个多月，又被“跳大神”“用开水洗澡”“猪肉黄
连”等治病手段冠冕堂皇地害死。小团圆媳妇令人悲悯的命
运将呼兰河小城中人心的麻木、迂腐、迷信、丑陋暴露的淋
漓尽致，人们的良知深受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毒害，既可怜
又可悲。

在凄苦的黑暗社会中，到底还是有一丝光明和希望的。正如
萧红慈爱宽容的祖父给她人生带来的温暖和关爱一样。“花
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
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尽管残酷的现实给作家的童
年生活留下不可抹去的烙印，可我坚信，每当她回忆起儿时



与祖父相依相伴的美好时光，就会从中获得温暖和力量。

作家萧红一生都切身体会着身为封建时代女性的凄苦和悲惨，
她经历过四段婚姻，在十个城市中徘徊流亡，尽管她英年早
逝，但她的孤独矜持、坚强刚毅，在现代文学史上写下光辉
灿烂的篇章。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九

这本书是萧红所写的一本侧面感谢祖父的书，她以轻松自然
的.笔调写了自己童年的事情。萧红小的时候家里有重男轻女
的习惯，所有的亲人当中，只有祖父一个人疼她，她童年的
玩伴也只有祖父一个人。

所以，萧红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写了她和祖父之间发生的
事，而对其它事情几乎只是一笔带过，在萧红心中，也许永
远记住这些事，就是对祖父表达感恩的最好行动吧。通过这
篇文章，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感恩父母，感恩亲情。有时，一
件很小的事情也能表达感激之情，也能让父母欣慰，因为他
们需要的回报很小，就是要让我们从小学会感恩。

呼兰河传读书心得感悟篇十

《呼兰河传》前四章，作者以画家的笔墨描绘出呼兰河的风
俗人情画面，可谓多姿多彩，生动自然，又创造出一种散文
诗的意境，纯朴清新，一种别样的美。

“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
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
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
甩着大鞭子，……这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
”多么典型的东北小镇，多么有意境!

口唱大戏。接姑娘、唤女婿，小外孙也要去。”……听吧，



有趣的童年歌谣亦声声入耳。作者信笔写去，自然而洒脱，
毫不娇柔造作。

小说的后几章写了漏粉的生活，虽贫苦却能苦中作乐，让人
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写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周围邻居评
头品足，使人既为他们的愚昧狠毒而痛恨，也为他们被毒害
不觉悟而痛心。最后写王大姑娘同磨官冯歪嘴子的爱情，让
人不禁为他们的勇敢，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

特别欣赏作者的语言风格。读文章，感受作者娓娓道来，感
受语言中透出的机智的幽默。你绝不会因为一个个情景的有
趣而欢笑，即使有笑也是沉重的，凄凉的，含着眼泪的。让
我们既同情呼兰河镇老百姓的的不幸，又原谅他们的麻木。

最喜欢“祖父的后园子”，有诗一般的意境，童话般的情调，
有祖父的庇护、娇惯、溺爱中那种悠然恣意的任性的成长快
乐。真好!

合上书，觉着茅盾先生的评价真是太到位了，《呼兰河
传》——如诗、如画、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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