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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是一种培养思维能力和提高写作水平的有效方式，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能思考更深入。在写读书心得时，我们要
注重思考和分析，不仅要简单地概括书中的内容，还需要对
其中的观点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价。下面是一些著名
作家和学者的读书心得，对于大家的写作能力提升有很大帮
助。

背影读书心得篇一

俗话说“母爱如江，父爱如山”，自从读了朱自清写的《背
影》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最令我感动的是朱自清爸爸
对朱自清无微不至的关爱。

这篇文章词藻并不华丽，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两手攀着上面，
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每当我读到这句总会感受到父亲朴质的爱，儿子虽然已经20
岁了，但父亲总是为他做这做那，在父亲眼里，儿子始终是
最重要的。

联系生活中，我们的父母也不是如此吗?从咿呀学语，蹒跚迈
步，到走进校门……我成长的点点滴滴和每一点进步中，不
都蕴涵着父母的哺育之恩吗?每天，当我还在睡梦当中，妈妈
早已起床给我做好了早餐，为了让我多睡一会，总是在最后
一刻才叫醒我。

记得有一次，我和爸爸经过一条毫无遮挡的大马路，走着走
着，便天有不测风云，下起冰雹来了，爸爸看我那表情，便
二话没说就把我搂在怀里，免得我被落下的冰雹所伤，自己
却加快脚步向前走，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上翻滚，我忍
住没让它流下来，到达目的地之后，发现爸爸受伤了，自己



却忘了问爸爸疼不疼。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自从我读了背影时候，对这句
话又有了新的认识。

背影读书心得篇二

大多数人都在描写和赞颂母爱,而极少写父爱。我们是否忘记
了父亲那深沉而严峻的爱?《背影》一文用了极为朴素的言语
却勾勒出一个平凡却伟大的父亲。

我的心总是在这一段文字有了很深的感触:近几年来,父亲和
我都在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
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只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
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
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
于忘却了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来北
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有膀子痛
得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
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
影。唉,我不知何时能再与他相见!游子在外,父亲牵挂,文中
的父亲一直就在惦记着他的儿子。正所谓:“有父爱尽不在语,
惟有信中显真情。”

生病时父亲背我去医院;考试考砸时父亲的痛斥;遇到难题时
父亲悉心的教导;气馁时父亲亲切的鼓励;送我上学时父亲那
亲恳的目光;走上岔路时父亲及时的巴掌。父爱是需要细心观
察和用真心感受才体会得到的,我们都被父亲深深地爱着。

父爱如山,往往深沉严格。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成为国
家栋梁之才,报答父母对我们如春雨般绵绵湿润的爱,这哺育
着我们的爱。珍惜明日,努力学习,学会一身本领。我们是父
母手中的雏鹰,为了明天更好的展翔而努力吧!



《背影》读书心得4

背影读书心得篇三

我之所以喜欢《背影》是因为感动于他们父子间那浓浓的感
情——父亲对儿子那质朴无私的爱。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
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的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
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 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
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
下来了...我再向外看时，他已经抱着朱红的橘子往回走
了。”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会被父亲那深深的爱所感动，情
不自禁籁籁地流下了眼泪。儿子虽然已经20岁了，但父亲总
是为他做这做那，在父亲眼里，儿子始终是最重要的。

读过《背影》后，我对父亲、母亲的爱有了更深的体
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两句诗，真真切切正
的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爱啊! 不我长得多大，离家都不能忘
记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背影读书心得篇四

朱自清写背影那一年，是混乱而又群英毕出的时代，或许在
历史上，军阀们光彩夺目，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终是难以维
持生计的流离失所。那一年冬天一定冷入骨髓，而此时，祖
母又死去了!父亲失业了!

我感觉受到他的悲哀与无奈，短短四个字之下，他哭过多少
遍呢?



他和父亲一同回家奔丧，而后回北京去读书，在浦口车站，
父亲为他买橘子去了。那一年，20岁的朱自清望着父亲那肥
胖的背影，忽而流泪满面。

不同于祖母，一个生命的溘然逝世固然残酷，却不曾带来望
见父亲那颓唐肥胖不复往日意气风发的背影时，窜上心头那
一抹悠长缠绵无法摆脱的无助与哀愁。

而那个时候，父子俩之间的恩愁远没有之后那么激烈而锋利。
“聪明过分”的朱自清，那时看得见却不明白;好久之后，13
年冷战，期中，他或许明白了父亲迂回的爱，却看不见了。
父亲肥胖的背影，爬上了月台。他带回了朱红色的橘子，是
那样鲜艳。不管是否应该，他终要自己的孩子完全安稳妥帖。
在他离去之后，少年的朱自清也会不舍害怕，与君一别终成
永别，。

龙应台曾写过一段话，摘来一小部分与君同赏：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就是你站在小路这一边，看她的身影
消失在拐角之处，而他却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写这一
段话的龙应台，也写了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父亲开卡车
送她，向她道歉说，这样的车不适合送大学教授。之后，卡
车开走了，龙应台在烟灰尘土里，怔然望了许久，那时她的
心情是否与朱自清感受一致呢?后来，又过了好久。朱自清接
到了父亲的来信，顽固、固执的父亲，终于放下了自己
那“绝对”的家长权威了。

朱自清又哭泣了，父亲啊，那一心关爱自己的父亲啊!两年不
见，十年的冷战。他肥胖的身影却一直占据自己内心。不然，
八年之后，怎么会记得一个外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冬?说
了“大去之期不远矣的父亲”啊!朱自清无助又悲哀，他悔恨，
为什么?何时能再见?天南水北各一方，何时再相逢?三年之后，
父亲读到了这一篇文章，他与他之间终于结束了冷战。



是啊，我们该要怎么好好对待父母。古人曾云：“子欲养而
亲不待，”珍惜吧，这一点一滴，这一日一月;不要做朱自清，
八年之后再将爱镌写;不要做龙应台，在烟灰尘土里怔然而望，
落笔成文——爱是世间最美的风景，是人间最好的礼物。

《背影》读书心得体会800字

背影读书心得篇五

1

在我们的生活中，父亲总是默默的为子女付出，父亲的爱是
伟大的，他们虽不善于表达，但所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哪里没有凝聚着他们深深的爱……父亲的爱是严厉的，父亲
就如大海那般，宽广的胸怀，深刻的内涵和深沉的爱则是他
完美的体现。

也许人们忘了，也许人忽视了，也许人们从未注意过，在漫
天纷飞的贺卡中唯独少了寄给父亲的，在一声声情意绵绵的
祝福中唯独少了给父亲的。

当人们高唱母亲的赞歌时，我想起了父亲，难道我们能忘记
父亲吗?

背影读书心得篇六

《背影》是朱自清写的一篇通俗简洁的家庭文章。作者生动
地描述了事物，使人感觉好像周围发生了事情。当我看到作
者的父亲试图爬上讲台给作者买橘子时，我不禁哭了。

《背影》主要讲述的是，作者的家庭因为祖母的去世而痛苦
不堪。回家拜完奶奶，就和爸爸一起上班了。离开的时候，
父亲担心作者照顾不好自己。他先是让服务员好好照顾他，



但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自己送作者去车站。上了车，又
嘱咐服务员，作者不在，觉得父亲太迂腐。当他离开时，他
的父亲会买一些橘子给作者吃。平台围栏外有一些卖家。当
他们去那里时，他们必须穿过铁路，跳跃和攀登。父亲是个
胖子，自然会有些麻烦。我父亲跌跌撞撞地走下铁路，试图
倾斜他肥胖的身体爬上去。作者看着父亲辛辛苦苦买橘子，
眼泪很快就下来了。

回来后，父亲把橘子放在外套上，拍了拍身上的泥土，然后
混进人群，消失了。很多年后，作者的家庭更加糟糕。提交
人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这使他想起了当时的自己。我们需
要知道父母为我们做了什么，去报答他们，去感恩。就像
《鲁宾逊漂流记》，虽然罗宾逊的父母一次又一次的组织罗
宾逊实现自己的梦想，反复的责骂，苦心的劝，甚至强迫他
断绝关系，不也是为了罗宾逊好，为了罗宾逊的安全吗?比如
现实中，虽然父母经常组织我们玩一些好玩的游戏，比如跳
河、跳石头、蹦极、玩电脑、看电视，但都是为了我们的健
康和安全。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觉得这些游戏不会出什么
意外，经常在家长不看的时候偷偷玩。父母知道这些肯定会
打骂，但这也是他们对我们的担心。我希望我们能记住不要
做这些事情。有人说可以，但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趁
父母不注意玩。所以如果出了什么事，父母会很难过。

所以，让我们不要让父母辜负他们的苦心，不要让他们为我
们担心，不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为我们着想，不要说好但不
同意他们，不要觉得他们啰嗦烦人，他们都在为我们着想!

背影读书心得篇七

周五准备上《背影》一课。早在周三就一直在看课文。一遍
遍的读(这是波波教的，反复研读教材)，但是却不知如何插
笔写教案。上网搜罗一下教学资源，长长的一大串，又不知
如何取舍才好。还是关掉电脑，自己琢磨。直到周四的晚上，



还没在备课本上留下点墨，只有语文书上的处处批注，有些
着急了。

就如波波所说，很多课文，老师看了很感动，就如这篇《背
影》，但是如何让学生也感动成了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认
为本文的亮点就是作者于平淡中见神奇。情节上：分别时父
为子买橘子事件是平淡的，全文语言是朴实的，对于父亲的
刻画上，外貌和语言都近乎白描。而这些平淡是处处洋溢着
父子深情的。但在学生看来，只是一次平凡的分别，而且儿
子去读大学，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学生没有出远门的生
活体验，更不能体会当时的社会背景。波波说要设计问题链，
慢慢深入的引导。如何设计?于是，搜索网络上的教案，又是
大同小异，似乎对我帮助不大。

经过反复思考，有了大概的设想。本文写作于1920__年，作
者简介、父亲身份和写作背景介绍是一定要的，否则学生很
难产生共鸣。文章中很多小的细节展现父亲的关爱以及文中
父亲的几句平淡的语言是要细细品味的。“我”的四次“流
泪”和“太聪明了”“聪明过分”是要慢慢体会的，因为他
体现了儿子内心的成长和对父亲的理解。于是，主要设
计“父亲为我的远行做了哪些事情?”“那件事情作者是详写
的?(为何要详写这件事)”，这段也是对背影的重点描写，其
中有对父亲的外貌和动作描写。继而再问，文章中除了这些
描写，对父亲的描写，作者还用了哪些描写方法?很顺利的找
到了语言描写。再自己品味语言，以及在怎样的情境下父亲
说了这样的话。如果同样的情境，你的父母会说怎样的话。
反复比较，体会父爱的深沉含蓄和博大。

本文备课过程是痛苦的，因为想要讲的点太多。经过痛苦的
反复思考，上课的时候却觉得异常的顺畅。通过轻声朗读，
对语言的反复体会，学生能够理解文章所蕴含的情感。

这节课的备课过程，也给了我很大的感触。其实，上一节课
容易，但是真正的准备一节课，而且是准备自己比较满意的



一节课，其实很难。需要考虑太多的因素。但是，上完后觉
得自己心里很是舒畅啊。

背影读书心得篇八

生活中的我们常常这样或那样的背影，但我们却常常忽略它，
背影究竟包含着些什么呢，我们或许也不曾想过。但我们的
心必定曾为某些熟悉的背影泛起过涟漪，波澜不惊的，却又
是难以忘怀的。

慈母严父似乎是一个经年不变的定理模式：更多的时候我们
是活在母亲的呵护下的，对于父亲的爱却没有多少印象。但
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平凡父亲的背影，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
多的思考……朱自清先生以敏感的心灵捕捉到了让人心酸的
父亲的背影，从小的出口喷发出来的情感往往让人心神激荡。
内心深处的情感往往是由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虚假不了也
掩饰不住。这篇散文读下来就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发
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生活的小片段背后总是有深沉
的情谊。就像文中的父亲，对儿子满腔的爱却不知如何表达，
只是执意要为儿子买些橘子。父亲想买的并不是橘子，而是
儿子的健康舒适，是为自己的满满的爱找到一个出口，却又
不想让儿子看穿。这样深沉的爱又有多少人能懂呢!只有懂得
爱人的人才能感觉到爱。

从“黑色小帽”到“蹒跚地走到铁道旁边买橘子”整个过程
中没有一点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的矫情，有的只是深深
的父爱，浓浓的情意。不需要过多的言语，不需要过多的表
达，只是一句“但他最后不放心”便将这份最深沉的爱熔铸
在两人的心中。作者在文章中并没有直接说明父亲有多关心
自己或者自己有多疼惜父亲，只是将这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情感浸透在朴素的文字中。作者选取了静态的背影，却表达
了复杂波动的感情。这种感觉还真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总
无言”。人不必须要经过多大的情感波折才会得到历练，只



要能用心感受，平凡生活中也有大爱。这或许就是普通人的
幸福吧!

父爱是伟大的，但它又是深沉的，用心感受才是最真的!

背影读书心得篇九

已记不清是多少次再读《背影》。中学时的我并不能体味其
中深意。如今，我已日渐成长，书中父亲提着橘蹒跚的背影，
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像一根敏感的琴弦，一经拨动，便会
引发我无限的感慨。

在中国几千年的浩瀚文海中，歌颂父母的文章不计其数，而
《背影》却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篇。也许就在于作者用普通人
的眼睛去发现普通的父亲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动作。而这恰恰
触碰到了我心里某个最敏感的部分，让我想起我的父母，细
腻的情感绵绵不绝，汇集成一条温柔的小溪，在我心中缓缓
流过。

我敬佩和羡慕那些作家或擅于写作的人，可以把对父母的情
感通过笔尖，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纸上，读来总能带动读者的
心灵随之跃动，让心灵深处的情感也随之点燃，继而蔓延，
情到深处，禁不住泪眼模糊，就像《背影》带给我们的感动。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父母。想着虽然生活艰辛，但他
们却乐观幸福的笑容;想起我放假回家，母亲见我时孩童般的
喜悦;想到他们冬日里依然在凛冽的寒风中，守着收入微薄的
小摊，任冷风吹痛了脸颊的身影;想起他们日渐加深的皱纹、
愈加清晰的白发……真的，想到此处，我便忍不住泪眼濛濛。

平凡的父母给了我不平凡的。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早日
让父母卸下沉重的担，安享晚年的幸福。我只有尽我的努力
让他们过得更好，因为我知道，父母都是无私而伟大的。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

秋雨连绵，而我，便喜欢独自坐在书桌前，听着窗外似有若
无的雨声，手捧一本《朱自清散文集》，细细品味。已记不
清是多少次再读《背影》。年少无知时的我并不能体味其中
深意。如今，我已日渐成长，书中父亲提着橘子，那蹒跚的
背影，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像一根敏感的琴弦，一经拨动，
便会引发我无限的感慨。

在中国几千年的浩瀚文海中，歌颂父母的文章不计其数，而
《背影》却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篇。也许就在于作者用普通人
的眼睛去发现普通的父亲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动作。而这恰恰
触碰到了我心里某个最敏感的部分，让我想起我的父母，细
腻的情感绵绵不绝，汇集成一条温柔的小溪，在我心中缓缓
流过。

我敬佩和羡慕那些作家或擅于写作的人，可以把对父母的情
感通过笔尖，自然而然地流泻于纸上，读来总能带动读者的
心灵随之跃动，让心灵深处的情感也随之点燃，继而蔓延，
情到深处，禁不住泪眼模糊，就像《背影》带给我们的感动。

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父母。想着虽然生活一般，但他
们却乐观幸福的笑容;想到他们冬日里依然在凛冽的寒风中，
日夜奔波，做工作，任冷风吹痛了脸颊;想起他们日渐加深的
皱纹、愈加清晰的白发……真的，想到此处，我便忍不住泪
眼蒙蒙。

平凡的父母给了我不平凡的生命。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
早日让父母卸下沉重的担子，安享晚年的幸福。我只有尽我
的努力让他们为我取得好成绩而高兴，因为我知道，父母，
都是无私而伟大的。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一

最近，我读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文中描写的父爱令我
深深感动，读《背影》有感。

这篇散文记述朱自清的祖母过世了，父亲也失去了工作。当
丧事完毕后父亲要谋事了，朱自清也要回去念书了，他们便
同行。当朱自清要去车站时，本来父亲准备让茶房陪他去，
但父亲临时又改变主意，亲自送朱自清上火车。他父亲又准
备买桔子给儿子路上吃，而买桔子要穿过铁轨，父亲人又胖，
爬上爬下月台非常艰难，朱自清看着父亲的背影，被父亲的
慈爱所感动，眼泪也禁不住流下来了。

我读完后发现朱自清的父亲是多么关爱他啊，当他们到了南
京后，父亲原打算找人代为送行，自己去找工作，认为找到
工作是最重要的，但朱自清的父亲最后自己亲自送行，担心
出远门的孩子。另外，从朱自清的父亲去买桔子的背影这段，
也可以看出父亲对儿子真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文中尽管没有详细描写父亲的言语和神态，只是多次提到了
父亲的“背影”，体现了一个父亲对出远门的孩子放心不下，
关切、爱护的心情，以及儿子对父亲的感激思念之情。

我也有一位慈父，父亲也曾多次费尽周折为我安排生活和学
习，有时我考试考砸了，他不但不责怪我，反而安慰我，帮
助我查找原因。我每次见到父亲头上渐多的白发，便会想到
父亲为我的操劳。我长大了，我才愈加感受到这深深的父爱。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二

朱自清是一位散文大家，写过不少经典名著，比如：《背影》
;《荷塘月色》;《正义》......



这个寒假，我读完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让我感触甚多，
同时也了解了，那个时间朱自清先生的家庭背景。

当时，正是朱自清先生家庭败落的时候，然后祖母也死了，
当丧事办完了，父亲送朱自清北去时，“‘我’看见他戴着
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
边……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
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朱自清十分感激父亲对他的爱，他们之间深厚跃然纸上。文
章中，并没有发现“关心”这类的字眼儿，朱自清用自己的
语言打动了读者。

生活中，我很难看见父亲的笑脸，只有在他心情好的时候，
或是在我成绩好的时候，笑脸才会奇迹般地出现。父亲不是
因为不会笑，而是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紧张着我们的学习。
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也只有用严格要求来表达他对我
们的爱。

在我们生病时，父亲与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那疲
惫而庞大的身影中，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背影，终于了解到
父亲的背影究竟是什么?是无微不至的爱啊，是温暖的爱啊!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三

我默默地想起了我的父亲，所以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小时候，父亲的爱是晚饭后散步。小手牵着大手，大手牵着
小手，慢慢走着。太阳下山了，影子也走了，空气中飘着一
串笑声。

长大了，父亲的爱就是跑道晨练。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
暖流吹着我的脸。黎明降临，在跑道上，两个人影站在一起，



阳光和汗水落下，他们依然坚持。

现在，父亲的爱是一杯香浓的奶茶。我坐在桌边，桌上的奶
茶很香。香气四溢，变成一缕细小的金色光芒，环绕着我的
全身。

父爱就是这样。

父爱伟大无私。这篇文章里的父亲是这样，我的父亲也是这
样，尤其是全世界的父亲们!父亲保护我，教育我，鼓励我，
让我终生难忘。这份爱将融入我的生活。

纵观古今，文人墨客写下了无数名著，深深打动了我，每时
每刻都给我无尽的启迪、智慧、温暖和坚定的信念!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四

《背影》是朱自清爷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写的作品。虽然时
代离我们很久远，但仍能感觉到他们父子间那浓浓的感情。

最使我感动的是父亲对儿子那质朴无私的爱：“父亲是一个
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
让他去……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
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再向外看
时，他已经抱着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被那深深的父爱所打动，情不自禁潸
潸地流下了眼泪。作者虽然已经20岁了，但父亲总是为他做
这做那，在父亲眼里，儿子始终是最重要的。

由这我联想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的父母对我何尝不是这
样，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到走进校门……我成长的点点
滴滴和每一点进步中，不都蕴涵着父母的哺育之恩吗每天，



当我还在睡梦当中，妈妈早已起床给我做好了早餐，为了让
我多睡一会儿，总是在最后一刻才叫醒我。下午，父亲和母
亲带着一天的工作的疲惫准备好晚餐，吃完饭后，陪着我做
作业，了解我的学习情况，无时无刻地关爱着我。

读了《背影》一文后，我对父亲、母亲、父爱、母爱有了更
深的体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两句诗，真
真切切地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爱。不管我长多大，离家多远，
都不能忘记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五

读完《背影》以后，我的心被融化了。

《背影》一文，文字质朴，却饱含着的满满的父子深情，感
人之深!作者提笔将父亲的背影描绘得淋漓尽致，我读着读着，
仿佛也看见了作者父亲那肥胖的身影……。

文章开头便写作者的祖母不幸去世，再加上父亲的失业，家
里已清贫如洗，也只好向别人借钱来办丧事。这样不幸的事
接连发生在作者一家人的身上，使作者家中的光景很是惨淡。

办完丧事之后，父亲要去南京谋事，作者也要回北京念书，
父子俩便同行去车站坐车。而在这期间的每一个片刻，都能
表现出作者与父亲之间浓浓的爱。“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
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
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
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两三次，是没有
什要紧的了。”作者已经是成人了，完全不再需要父亲接送，
但是父亲却还是不放心，原本自己事忙，已说定不送“我”，
但是后来父亲依然还是决定亲自送“我”。父亲觉得自己送
儿子才能使自己放心，交给那些茶房根本不会妥贴。这里能
看出父亲是多么关心作者，父亲不想让作者受苦，哪怕自己
有很多事要忙，也比不过儿子的事重要。只有保证了儿子的



安全，才能让父亲真正放的下去心。父亲与作者的对话里满
满的都是父亲对儿子的关怀。

“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
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
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
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
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
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
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

通过描写父亲的外貌，以及“探”、“爬”、“缩”、“微
倾”等一系列动词深深刻画出父亲的艰难，表达了沉重的父
爱。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想让孩子受累。父亲的爱是伟大的，
无私的，深沉的。细细读来不仅使人想到了自己和自己的父
亲，那种愧疚的心情油然而生。

背影，静静地来，悄悄他去。无论是大是小，是崇高是卑微，
都凝聚了水乳交融般的真挚情感，那是自然腻予人类最美的
情感——爱。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六

朱自清仅用了朴实的笔触便写下这篇令世人赞不绝口的文章，
是因为他的文章中带有炙热的心以及对父亲的挚爱之情。

在描述父亲爬上月台买橘子的那一镜头，是最让读者们看了
心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朱自清将这一镜头细致的写了下来，
让读者们纷纷勾起了往日的回忆。那浓厚的父爱。这一镜头，
无疑是《背影》中的一大亮点。

人们由于长期以来，接触了有关颂扬母亲的文集，便往往对



父爱有所忽略。

其实，父爱并不亚于母爱。母爱是细腻的，温和的，宛如春
天的姿态以及气息。是温暖的，踏实的。然而父爱，则是略
带严肃的。人，也往往会因此而沉浸在母爱中。

文中，父亲的背影，让朱自清消除了与父亲之间的沉重的隔
阂。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的写作手法是先抑后扬的。

之后的岁月里，我想他定不会忘却那一令人恸哭的一幕吧。

这一处，在我看来也是一大亮点。朱自清身为男儿，但是在
父亲的面前，他始终是他的儿子。当看到父亲为自己买橘子
时那艰辛的背影，他又岂能不哭呢?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都如
同雨点般，一点一滴地渗入他的内心深处，也正是因为如此，
父亲那矮小肥胖的身躯在哪一科也定性成为高大挺拔了。这
一切的一切，都源于父爱。

不错。父爱是伟大的。它与母爱一样，是能感化一切的。读
完了《背影》，看完了《背影》，更让我在心中感知，父爱
是伟大的，亦是令人恸哭的!

《背影》读书心得5

背影读书心得篇十七

通过对父亲在车站给儿子送行情景的描述，表现了父亲对儿
子无微不至的热爱和儿子对父亲的百般怀念。

文章写的是1917年作者在北大读书时经历的事，是在25年写
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
明争暗斗，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



之中。作者当时虽未站到革命立场，投入反帝反封的斗争中，
但做为一名正直、善良、敦厚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感到社会
的压抑，产生一种落寞凄凉的情绪。不是吗，作者的家庭，
因着社会的黑暗而日趋窘迫，“光景很是惨淡”“一日不如
一日”

作者的父亲，先是“赋闲”，后为了找差事而“东奔西走”，
乃至老境“颓唐”

在这一背景上，作者写出的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父子之
爱，不仅是符合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一种传统的纯真而高尚
的感情，而且父子互相体贴，特别是父亲在融汇了辛酸与悲
凉情绪的父子之爱中，含有在厄运面前的挣扎和对人情淡薄
的旧世道的抗争。虽然这只是怨而不怒式的反抗，但也会引
起人们的同情、叹惋乃至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