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边城的心得体会(优质5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
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边城的心得体会篇一

边城是一部著名的小说，它描述了一个位于中国边境的小镇，
传达了许多深刻的思考和感伤。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
我思考了人性、家庭、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得出了一些关于
边城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人性的复杂性

在边城这个小镇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以
及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无论是曹桂芬的自私和算计，还是
管银环的忠诚和牺牲，他们都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这使我
深思，人性不应该简单地划分为好与坏，每个人都有着自己
的动机和欲望，我们不能轻易地对他人做出评判。

第三段：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在边城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家庭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小说中
的每一个角色都与自己的家族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这种
紧密的联系却不是完全幸福的。家族纷争、亲情的破碎，让
我意识到家庭关系的脆弱和重要性。我们应该珍惜家庭，为
家人付出更多的爱和关怀。

第四段：社会的压力与束缚

在边城中，人们的生活被社会的压力和束缚所左右。比如，
管银环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为了家族的利益做出了牺牲。



这让我反思了社会价值观对个人选择的影响。我们应该更加
关注个体的需求和情感，不要盲目地追求所谓的社会成功。

第五段：对自由的思考

小说中，边城代表了一种边界，一种束缚。在这里，人们感
觉到自由的限制。这激发了我对自由的思考，自由是多么重
要！我们应该追求内心的自由，摆脱一切的束缚。同时，我
们也应该尊重他人的自由，不要过度干涉和限制他人的发展。

结尾：

边城这部小说给我带来了许多思考和启发。人性的复杂性、
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社会的压力与束缚以及对自由的思考，
都让我不禁深思人生的意义。希望借助这部小说，我能更加
理解和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读边城的心得体会篇二

边城是一座充满着历史与文化的城市，它的魅力吸引着无数
人前往游览。然而，除了风景名胜之外，边城也因其独特的
英语学习环境而吸引了许多学习者。作为一个长期在边城学
习英语的学生，我深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对我的影响和启发。
下面我将分享我在边城学习英语的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沉浸式学习的重要性

边城拥有大量的国际学校和外籍人士，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
沉浸式学习的环境。在这里，我们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们交流，接触到正宗的英语发音和文化，这对于提升我们的
英语水平非常有益。沉浸式学习让我们不再把英语当做一门
课程，而是将其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我们能够更
加自然地运用英语进行交流。



第三段：丰富的学习资源

除了沉浸式学习环境外，边城还拥有丰富的学习资源。在这
里，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英语培训机构和语言交流活动。
无论是参加英语角，还是报名参加专业的英语培训课程，都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英语技能。此外，边城还有许多国际图书
馆和多语种书店，让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各种英语学习资料。
这些丰富的学习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学习英语的便利和机会。

第四段：语言跨界合作的机会

边城不仅仅是一个英语学习的场所，也是一个促进跨界合作
的平台。在这里，我们能够遇到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和
职场人士，他们对英语的需求与我们有着共同之处。通过与
其他领域的人们交流和合作，我们能够拓宽自己的思维，培
养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这对于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
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掌握英语已经成为一项必备的能力。

第五段：从边城学习英语的经验和启示

在边城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语言知识，
还收获了许多珍贵的经验和启示。首先，我明白了学习语言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只有通过反复的练习和不断的实践，
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其次，我学会了如何有效地利
用学习资源。边城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但我们需要有计
划地去利用它们，善于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材料和方法。
最后，我深深体会到了语言与人文之间的紧密联系。学习英
语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考试和工作，更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欣
赏其他文化。

总结：边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英语学习环境，通过沉浸式学
习、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跨界合作等机会，我们能够更好地学
习和运用英语。通过边城学习英语的经历，我深深感受到了
语言学习的重要性和乐趣，相信这对于我未来的发展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英语能力都
是我们展示自己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不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边城的心得体会篇三

《边城》给我的感觉是：茶垌这个地方风景优美，生活也很
安定，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下去，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又总是有一些说不出的哀愁和惆怅，他们像是没来由地就
这样产生了，又像是由多方因素引发的。但是这样的哀愁和
惆怅似乎不坏。在那样美、那样安静和温柔的自然环境里，
连哀愁也是那样美，那样安静与温柔。而且它总是淡淡的，
不太多，但总萦绕不散。

究竟是什么使人愁呢?翠翠的生活虽然也安定，但她的外公故
去了，这是令人难过的;她喜欢傩送，然而傩送却不知什么时
候回来，甚至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这也让人难过。傩送为
什么不回来了呢?因为他喜欢的是翠翠，在渡船与磨坊之间他
更愿意选择渡船，但他无法忘记也正是翠翠间接导致了大哥
天保的死。他心里有个疙瘩。这是很令人难受的，并且像是
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案他没有办法忽视大哥的死而迎娶翠翠。
我们也没有办法。于是他选择了离开。我想傩送对于大哥的
死也是愧疚的，他也许会觉得，若自己没有也喜欢上翠翠，
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大哥也不会死了。可是人死了，再怎
么觉得愧疚也无法补偿，只是愧疚会在你的心上挖出一道口
子来，一旦想起，伤口就会涌出血来，止也止不住。

只好试图忘记。忘记这一切。试图。

因为我们不能沉浸于过去的伤痛而忘记以后的生活。

我想，如果我做错了事，对不起某个或某些人，心中非常愧
疚却又无法弥补过失，我该怎么办。我所能想到的便是：应
当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后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争取



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争取不再伤害到别人。写到这里我想起
了另一个问题：怎样才可以尽力不亏欠他人呢?也许要受人之
托，忠人之事，要尽忠职守，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违法不逾
矩，好好生活吧。也许尽全力去做到该做的事，就可无愧于
他人也无愧于己吧。但这都是很理论上的。身处傩送这样自
己与大哥喜欢同一女子间接导致大哥意外身亡的境况下，不
感到愧疚是不可能的吧。可是，这是傩送的错吗?不是。这是
翠翠的错吗?也不是。傩送喜欢翠翠有错吗?我不认为爱情是
能说有错的，因为爱情几乎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要来
就这样来了。天保的死是个意外，是不幸的。而不幸前面那
些间接因素，我把它们理解成不好的巧合。人无法左右天灾，
也无法控制不幸的发生，无法解释那些情感的产生与消亡，
最后只好无奈地说：这就是命啊。

再回头来看翠翠的`爱情悲剧。翠翠和傩送本是两情相悦，最
后却没能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那样走到一起，反而是一个
远走他乡可能一去不返，一个留守旧地只能默默等候，不可
不谓之悲。我觉得傩送甚至不怎么知道翠翠也喜欢自己(也可
能他知道，只是我没看出来)。用现代人的思维想，要是翠翠
能够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她喜欢傩送而对天保没有意思，也许
不至于发展成爱情悲剧。但翠翠没有直接说出来，这也许是
因她害羞的性格，也许与时代背景有关。那个年代肯定不如
现在这么开放，因此很多话都得转弯抹角地说，既然要转弯，
就可能有意思说不明白的情况，还可能产生误会。我记得傩
送有一句话说翠翠的外公转弯抹角的，后来整本书看完再想
起那句话，就觉得很惋惜。说话拐弯子，有时候有点做作，
似乎也不是什么大错，但好像跟这个悲剧也脱不了干系。确
实，有些事情真该直白说出来的，坦诚一点真实一点会好很
多。生活中沟通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像翠翠那样的害羞性子，
要直白说出来好像有点难算了，还是归结到命运上来。都是
命啊。

我个人是很害怕看悲剧的。因为会难受。看到天保死了那个
部分确实挺难受的。但《边城》这本书总体给我的印象还是



宁静温和的。川湘交界边上的小城，风景优美，生活安定，
人们都乐于助人、淳朴善良。虽然一切都很美好，但生活还
是会有一些让人难过的地方，比如相依为命的亲人的离世，
还有那个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的人。

但生活确实是很美好的呀，有如画的山水，有善良的人们，
还有山上等着你去摘的虎耳草。

读边城的心得体会篇四

作为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边城》是一部充
满传统文化底蕴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小说。它以边境小城铁厂
寨为背景，通过铁丝网与“敌人”相隔的故事情节，反映了
民族主义情绪与人性的矛盾。全书分为十章，每一章都从不
同角度透析铁厂寨的种种人情冷暖，让人读来恍如置身于一
个充满乡土气息又充满诗意的世界。以下是我对每一章的心
得体会。

第二章“寻乌记”，情感渐入佳境。叶开在铁线厂工作，认
识了工人普大爷的女儿设若，两人的情感长跑催生出了一段
感人至深的恋情。沈从文极富词藻的文字描绘了设若病逝前
的深情告白，感人肺腑，让人看完心中久久难以平静。

第四章“黑夜”，审美转换。第四章用更加浓郁的诗意描绘
了铁厂寨的夜晚。在黑夜中，那些物资紧缺的居民们依然默
默地支撑着自己的生活，铺设着自己的梦想。在这样的情况
下，尘世间的烦琐都仿佛远去了，剩下的只是主人公们内心
的坚守。

第五章“女马夫”，是这本小说中最感人的章节之一。叶开
的妹妹天荷为了生存下去，不得已逆来顺受地投靠了车队的
老板。沈从文描写天荷的心态转变，既是对现实现实的厌倦，
也是对内心幼稚想象的终破。天荷无奈地成为了“女马夫”，
这在那个年代的女性是何等的不容易，沈从文巧妙地勾勒出



了她内心的种种情感。

第六章“祝福”，新的篇章开始，作品情感上升到了极致。
主人公叶开与设若在这一章终于修成正果，两人的爱情经历
种种坎坷，现在终于找到归宿。沈从文的用词简洁明了，但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读者们会感受到，每个人的生命都
有自己的故事，也许苦难并不完美，但是在幸福之际，才能
更加感受到人性的温情。

第七章“香玉”，将文化元素揉合进小说中。毗邻铁厂寨的
香玉村，尽管与铁厂寨只是一步之遥，但却有着至大的歧视。
这一章将文化元素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表现出了香玉村的
直白民俗风情，让人深入地了解到了当时边陲生活的真实面
貌。

第八章“书剑恩仇录”，主人公叶开在这里小有斩获。他向
敌人方面暗杀行动的经历虽然令人驚异，但反观其后对于胜
利的感悟，依旧有着人性的柔情，这种人性更加自然、更加
真实。

第九章“世家”，把小说推向全书高潮。叶家文化底蕴的展
现，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作家巧妙地凸显出了叶家族长的
智慧才幹和底气，同时又不失情感的感染力。在这一章的结
尾，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序幕已经打响，读者们都非常期待
最后一章的结局。

第十章“三峡口”，小说终章，人物命运的结局一一浮出水
面。小说末尾叶开独自一人登上了三峡口，看望即将去世的
普大爷。在他与普大爷之间谈起与设若最后一面的细节，仿
佛所有的故事都走到了终点，但又似乎有很多未完待续。小
说并没有给予强制的解释，没有表面化，但是留下的影响却
令人无法忘怀。总的来说，边城章节游历后，读者们的心中
都会留下一片永不褪色、永不散去的南国印象。



读边城的心得体会篇五

《边城》小说读来乡土气息极重，我十分喜爱。可能是因为
乡土气息更有文化软实力吧。

三四年的边城，如鲁迅的药，冰心的小桔等其他现代小说般，
十分多的象征，且善用象征，十分的妥帖，不像如今排山倒
海，不入流的东西们般，牵强附会，全是噱头。

沈从文先生曾经也提过一二，他说，我若排除人们所公认的
象征，去努力发现新的象征，必然落入晦涩牵强的套路。

所以，我们可以从沈先生的创作手法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写作
实力。

边城，出这样一个名字，沈先生显然是想表现功利硬实力与
乡土人情软实力之间的冲突。文中所出现的爷爷以及在他圈
里的人是不功利的，比如说，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
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原则上是婚嫁自由的，只要
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
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
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
什么新闻。可是，边城，这样一个地方，也不可能完全不受
中心城市商业气息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顺顺对唱歌求爱的要
求感到为难的情绪中看出问题来：顺顺觉得男婚女嫁是两厢
情愿的，双方可以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个婚事能不能成，现在
虽说我们这里没有中心城市那样追求功利，但也要追求一
个“快”字。

最有说服力最有软实力的，就是文中所说的寄食者(妓女)文
化，也如此的与众不同。即便社会上最势利的东西的产物，
小镇里最势利的角落，也因人的淳朴，也是如此的敷衍着势
利，而尽力过着如此“软化”的生活。甚至，楼上的歌声，
也就是她的生计，可以因为河上的一个口哨，而嘎然而止。



文中处处点出边城的软实力，人人以反功利为荣。从中透露
出沈先生对此的喜爱。

下面我重点分析一下爷爷对软实力的重视。孙女俩生活拮据，
可爷爷却为人如此的“不为金钱所买”，似乎与钱有仇般，
处处与钱为难。实际上，爷爷是传统的边城人思想，以不爱
钱为荣。

文中几处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为爷爷的性格
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观，所以为人们所崇提起渡船，无人不
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摆渡，所以知道她，
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他
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
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
意”。

文中有个细节，翠翠不愿去看热闹，要与爷爷守船时，爷爷
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压她，以使她乖乖去玩。为什么要品德压
一个女孩子呢，因为对爷爷自己，这是最具软实力的东西，
所以下意识的拿来“恫吓”翠翠。

但是文中也表现了硬实力的外来文化，透露出沈先生的担忧。
边城中最具硬实力的，就是那间碾坊，而碾坊的主人出场，
就是金钱相伴，她描述了夫人十分自然地从身上摸出一铜子，
塞到翠翠手中，就走了，完全不解当地风情。当然，我并没
有说谁的错，我是说，碾坊陪嫁，之类的事情，可以看出，
王团总家，即便不是以金钱在思维，也是十分地看重金钱，
并且毫不掩饰，这与边城风情，就本质的不同。

边城式的乡土气息，在外来文化的侵蚀中，到底往何处去，
这是沈先生的深沉担忧，她既爱这里软实力，憎恶硬实力，
以乡下人自居，但又看到大势必然，纯粹爷爷式的文化传统
行将死去，取而代之的是与外来文化相适应的软实力。翠翠
的去向象征着这边城文化到底往何处去。其实，不论往何处



去，都不是沈先生想要的。以沈先生的性格，又不愿看到翠
翠非此即彼的二元结局，按照他的想法，他在等待更好的结
局，等待拯救翠翠的方法。他让翠翠的等待留在纸上，几十
几十年的等下去，希望等到翠翠好的出路。在他看来，翠翠
的唯一出路就是迎接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秩序的到来，因为只
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才能带来真正的新的气象，真正地给边城
注入新的力量----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