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配音心得体会 学习心得体会小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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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
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说配音心得体会篇一

钱钟书是《围城》这部书的作者，是一名学者、小说家。江
苏无锡人，字默存，号槐聚。《围城》是他所著的一本长篇
小说，如果说它是爱情小说或者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小说，那
么就不值一提了。

《围城》是在上海沦陷时，耗时两年时间完成的，其中还有
他的妻子杨绛先生帮助对原文进行注释。《围城》这部书的
内容尽管读起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但实际上只是一
部虚构小说。

就像90版《围城》电视剧的封面上所写到的“困在城里的人
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
人生的欲望却大都如此”。

这部书以主人公方鸿渐的视角去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故事
发生在1920到1940年间，方鸿渐是个乡绅家庭的青年，他的
未婚妻周氏提前病逝。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时收到来信，后来
没过多久就回国了，他在回国的船上遇到了鲍小姐，并爱上
了她，结果却被鲍小姐的感情所欺骗了，后来方鸿渐遇到了
大学同学苏文纨，故事便由此开始。

纵观整本书，有人认为作者笔下的方鸿渐其实就是钱钟书本
人。因为方鸿渐的经历与作者的经历相似度很高，例如他们



都是无锡人，他们都有着欧洲的留学经历等等。但帮助钱钟
书先生撰写注释的杨绛却认为方鸿渐的原型不是作者本人，
他是一个合成的虚拟人物。

《围城》这本书中的角色不是按照特色人物作为原型来写的，
而是为读者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说文中的人物分别
指代了一类人。作者可以根据亲身经历，以及其他人的经历
去构造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形象。这些赋予主人公的经历都是
为了使这个角色达到作者心目中的“完美”。

小说配音心得体会篇二

，

得了一本日本推理小说《告白》

，

从拿到全部读完大概花了一下午

，

连我这种看书极慢的人

，

都舍不得放下想要一口气看完

，

的确是很抓人的一本书

。



很好看

，

看完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

，

后来又说不出来

，

但是答应了人家要写读后感

，

就不能言而无信

。

故事讲得是:一个四岁小女孩意外死在学校游泳池

，

虽然警察认定为意外事件

，

但聪明的单亲妈妈(学校的女教师)非但查出了女儿死亡的真
相

，

也找到了杀人犯a同学和b同学



，

并且对他们实施了报复的故事

。

主角是个单亲妈妈

，

四岁的小女儿被自己的学生杀死在游泳池里

，

起因只是毫不起眼的一件事

。

女教师的复仇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效果上甚至从道德观上
来说

，

我都觉得几近完美

。

能够做到这样理智、清醒而果断

，

着实不易

。



很多看完书的妈妈都说

，

赞同这个女教师的做法

，

我也一直以为单凭法律来制裁罪犯并不是最有利的方式

。

然而个人制裁这种行为从法律上来说

，

本身也是违法的

。

女教师的做法

，

不仅是对罪犯肉体上的惩罚

，

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报复

，

她的“告白”只是之后一系列结果的一个引子



，

这样的女子是让人敬佩也让人觉得恐怖的

。

说说杀人犯学生a和b

，

只是两个不起眼的少年

。

都不满十四岁

，

正如女教师所言

，

杀了人也不会被判死刑

，

顶多只是去劳教一下

，

对受害人家属来说

，



又算是什么呢?并且即使参加劳教

，

他们就真的能反省吗?真的能感受到受害人家属的心情吗?

伤害别人的人不觉的自己在伤害别人

。

a不觉的自己杀了女孩有什么问题

，

那只是他想要证明自己引起母亲注意的的一个手段

。

b也不觉的自己杀死女孩有什么问题

，

那只是他对于同学们长期欺负

，

被人瞧不起甚至被称作“失败作品”的一种强烈的反抗

。

不过

，



有句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

，

不能不说女教师也好

，

a和b也好

，

都是冥冥中被一股力量牵引着采取了对或者错的行动

。

日本小说很多都喜欢用第一人称

，

这本《告白》对人物心理的把握相当到位

，

作者在同一本书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

杀人犯a和b

，

冷静复仇的女教师



，

b同学的妈妈

，

同班级的女班长

，

其中尤其以少年犯a和b的心理描写为甚

。

b同学虽然懦弱但一直很善良

，

被b的母亲称赞为善良的孩子

。

b母亲是个要求很高很努力的人

，

但最终却导致b同学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

b的母亲会觉得很冤枉吧?对自己的儿子那么好

，



一直那么努力

，

为什么最后会被儿子杀死呢?很多母亲都不能理解吧

。

但看了这段描写之后会觉得

，

b同学最后的举动不过就是像穿好鞋要系鞋带一样

，

太过自然和顺理成章了

。

a同学是执念派

，

这种少年估计国内不大会有

。

日本的文化教育出来的典型少年犯

，

偏执聪明高傲并且有强烈的目标感和自制力



。

要惩罚这种人相当不易

，

因为偏执

，

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价值观认为即使自己是千分之一

，

也是唯一的真理

。

即使艾滋病毒也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危害

。

但是复仇女教师在最后扳回一局

，

狠狠将少年犯a击倒

。

其实人致命的弱点都不在自己身上

，



而在别处

。

就像小时候听童话说

，

妖怪把心放在别处

，

所以妖怪杀不死

，

要找到那颗心才能把妖怪杀死

。

我本来不想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

它有些阴暗晦涩

，

并且非常能够抓得住读者的心

。

但读后两三天



，

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这些人物和情节

，

觉得这实在是一本不错的小说

。

看后能发人深省

，

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小说

。

想当初看完东野圭吾的《白夜行》

，

恨不能向每个朋友推荐一番

，

但你若说他好在哪里

，

我真的说不上来

。



只是看完全文最后的那一刹那

，

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

作者已经将他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

实在是爱不释手

，

至今如此

。

《告白》

，

听名字像是爱情小说

，

但其实它是宗教意义上的告白

。

是每个人在临死前



，

对神父的忏悔

，

对人生的告白

。

小说配音心得体会篇三

大家看了《凡卡》这篇文章一定都是感触颇深的吧?这篇文章
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文章。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现
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
之一，它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是广义现实主义，
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
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二是狭义的现实主义，
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十九世纪起源于法国的现实
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
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
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
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
的手法来塑造形象。

语文书中《凡卡》这篇文章的原文名字叫《万卡》，内容情
节是差不多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我的理解上就是通过一个人
或几个人的相同经历来反映这个世界的黑暗，政府不管那些
富人随便蹂躏穷苦人民，把他们全部都当成了自己的奴隶去
使唤。就像文章第二自然段，佛像都是昏暗的，模糊的。在



我们的心里面，神像与上帝都是神圣的，而神像都昏暗了，
神都救不了他，那么还有谁呢？也是更加凸显了这个孩子的
可怜，政府的昏暗，世态的炎凉，使人陷入深思中。

浪漫主义作家属于那种脱离现实，永远都是向好的一面发展，
不会有一些太过于悲惨的过程，一般都是美好的幻想或者是
美好的结局。

也有一些文章是特例，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到了一
起，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文章写了在家人合家欢
聚的大年夜，可怜的小女孩孤苦伶仃流落街头卖火柴，最后
冻死街头的故事，本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文章，但在文中安徒
生对她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描写，尤其是写她对美食、温
暖和亲情的幻想，小女孩关于温暖的火炉、肥美的烤鹅、美
丽的圣诞树和慈爱的奶奶这四个幻想片段，恰恰是当时贫苦
民众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小女孩死的时候“两腮通红，嘴
上带着微笑”，她在幻景中看到了“温暖的大火炉、喷香的
烤鹅、美丽的圣诞树，慈爱的奶奶”，在幻想中和奶奶一起
飞向天国去寻找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
生活。正是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注意的穿插结合，可怜的小
女孩连最起码的温饱乃至生命都失去的一瞬间，仍然保持着
对美好情境的向往，才更加凸显了悲剧的力量。

我认为《凡卡》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属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
义的结合，现实主义的部分就是那些贵族人民狠狠地蹂躏他，
对凡卡没有一点怜悯，相反还每天打他欺辱他，老板娘是女
的但也同样狠毒。凡卡给爷爷写信哀求他接自己回去，他一
边描述着自己现在的悲惨生活一边回忆着曾经和爷爷在一起
时快乐的日子。明明知道这封信的地址太过于模糊，信根本
就不可能送到爷爷那里，但是他还是坚信着爷爷会收到那封
信，所以才会抱着甜蜜的希望睡熟，在梦中是一副温馨美好
的画面，这里就属于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终究是有区别的，现实主义体现社会的



昏暗，浪漫主义展现美好和甜蜜的梦想。对于我来说，我比
较喜欢现实主义的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反映的都是现在真
真实实的世界情况，浪漫主义虽然美好但终究只是想象，我
们每天还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小说配音心得体会篇四

写在前面的一句话总结：人活着怎么这么苦啊。

这本小说里有个想传达的意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

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不会去考虑活着的意义是
什么这样的哲学命题的。他们扎根在这片土地之上，也顺应
着上天一开始赋予他们的天性——那就是活着。活着，是一
种生物最基本的本能。

小说以一个叫徐福贵的农民为第一视角，讲述了他的一生。
从他身为一个富家子弟，到沦落为社会底层人民，成为农村
里辛勤劳作的一员。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经历了中国最急剧
变化的那些年，身边的亲人也一个一个随之而去，只留下他
一个老人和一头老牛。

但是他还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过去，记得命运加在他身上的
种种磨难，而不像其他的农村老人那样，不知不觉就把过去
忘了。既忘记了过去的不幸，但也同样记不起曾经有过的幸
福。

现在生活好了之后，大家才开始注重追求精神上的安定，开
始探讨活着究竟是为什么这样的命题。但是对于以前的底层
人民来说，活着就是活着，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还
有家人。

不知道以前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容易被



安抚的，只要让他们能有口饭吃，就不会起来闹事。是的，
中国这些劳动人民太能忍了。就是因为太能忍，反而有时候
表现出来反而会被现在的城市社会解读为不近人情。

上次回家的时候，我和我妈晚饭后去街上散步。路上遇到一
个阿姨推着婴儿车，带着一个小女孩也在路上走着，我虽然
不认识她，但是她是我妈的熟人。于是两个人站在那里攀谈
了一会儿。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结果等她们聊完了，我妈和我离开的时
候，小声告诉我，那个阿姨的儿子今年过年的时候在河边的
淘沙工地上出事故死了，死得特别惨，脑袋都没了。那是她
的独生子，死了就没了。她带着的那两个孩子是她的孙女。

虽说有孙女吧，但自己唯一的儿子死了，对他们夫妇来说真
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听我妈说，一开始那个阿姨就一直想着
干脆跟着自己儿子去了算了，但是为了两个小孙女还是慢慢
想开了。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特别惊讶，因为那个阿姨看起来特别平静，
和我妈说话时的语气也不是那种伤心欲绝的感觉，我不知道
怎么描述她那种状态，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死了儿子也是
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这种感觉不仅仅在这个阿姨身上体现，包括我爹妈在内，
我老家那个城乡结合部里的大部分长辈都给我这样的感觉。
初时觉得他们活得不明不白，活得毫无人情味，但是到了这
种重大关头，才知道他们是见识和经历太多的苦难，所以才
不去想，不去沉浸其中，这样才可以忍受，可以继续活下去。

这就像福贵一样。农村里有千千万万个福贵，只是很多人忘
却了过去而已。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太苦了，太苦的日子如果记得太清楚，可能也会活不下去。



活着不是呻吟，也不是呐喊，活着更多的是忍受，去忍受命
运加在身上众多的苦难。

却是听着那些故事长大的一代人，所以看《活着》就感到很
熟悉，不陌生，甚至就像回到小时奶奶讲的事情一样亲切。

小说配音心得体会篇五

我看了一本好书《草房子》，它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长
篇小说。这本书一共分为九章。

秃鹤“陆鹤”是一个秃顶的孩子。随着日子的流逝，六年级的
“陆鹤”感觉到了自己的秃顶使学生“戏弄”的对象。自尊
心受到了伤害，陆鹤为此做出了反常之举。但最终秃鹤还是
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少年时代的体验是刻骨铭
心的。因为身体缺陷而遭人嬉笑唾弃的事时有发生。秃鹤是
不幸的，但他面对不幸时是积极的，他用自己的努力最终捍
卫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尊敬。尽管这个过程
充满了屈辱与痛苦，但是，美丽的成长之花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痛楚和泪水才能绽放得更美丽。

纸月有一双白净的细嫩如笋的手，她不太像乡下的小女孩，
在这样的夏天，她居然还是那么白。她的脸以及被短袖衫和
短裤留在外面的胳膊与腿，在玉米丛里一晃一晃地闪着白光。
纸月俏丽，会唱歌，会跳舞。纸月正如她的名字，是一个易
碎品，纸月的一手好字，纸月的掉眼泪，纸月的笑声，纸月
的温柔，纸月的沉默，纸月的倔强……虽然纸月是个私生子，
但是在孩子们的眼中，并不影响纸月的善与美。

蒋一轮是一位年轻、受校长青睐的老师，他在与白雀姑娘演
出时出现了迷离的感情，白雀的父亲反对，虽然他们暗地里
写信并让桑桑传达，但两人最终带着遗憾分开了。他们最终
没能在一起。蒋一轮还因为得罪了戚家而离开了油麻地小学。



蒋一轮后来和别人结婚了，而白雀离开油麻地去江南寻她母
亲了。

秦大奶奶因为政府征用了她的住所，与油麻地小学乃至当地
政府作着旷日持久的抗争。桑桑和其他孩子“奶奶——”的
深情呼喊，唤醒了垂老的秦大奶奶坚硬顽固的心，使她奋不
顾身地去解救落水的女孩；在油麻地小学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中，她自觉放弃了曾经倾注了自己和丈夫所有青春和心血的
关于土地的梦想，搬出了草房子，在这之前，秦大奶奶是任
凭你几条大汉将其放在门板上也抬不走的呀。最终心甘情愿
融入了油麻地小学，并最终在救南瓜的过程中在艾地里永生。

厄运里出了一个不一样的孩子：杜小康。杜家非常有钱，他
在油麻地像一个王者一样，功课好、人品好、家境好，男孩
崇拜他，女孩喜欢他。但在一次事故中，杜家不仅一无所有，
还欠了债。杜小康离开了学校，和桑桑说再见。杜小康离开
学校后变了模样。但是他最终变得坚强而有毅力，他一个人
去赶鸭子，一个人收获，一个人给父亲鼓励。他最终得到了
五枚油亮的鸭蛋，那是他全部的财富。

细马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他感觉到
了被别人排挤，无法适应新的生活。他选择了逃避。但他又
用笨拙的方式寻求同龄人的关注。细马不喜欢养父母，但是
他后来毅然承担起了照顾养母的责任。

所有人的经历都有桑桑的参与，没想到，桑桑生病了，瘦得
出奇，在药寮里度日。桑桑得了一种怪病，父亲桑乔不仅辞
去工作，还带他到处寻医，几经周折，他战胜了病魔。

《草房子》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读这本书能够让你完全融
入到故事情节中，同主人公一起喜，一起悲。没看过的同学，
赶紧行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