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身工心得体会(模板7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心得体会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
断提升自己。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一

平安，人生最基本的企望，人生最美好的祝福。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令人遗憾地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故......由于我们的年幼，缺乏生活知识，缺乏社会经验，
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各种意外事故就容易发生在我们身上，
尽管今天我们还不能对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的发展过程中，
是否会发生事故或灾祸做出精确预测或推断，但是，只要我
们有了一份警觉，懂得一些知识和规律，掌握一些避难和应
急的方法，做到"超前防范"和"临危能应"，我们就会把天灾
和人.祸可能造成的伤害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就能在灾祸
发生时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在我国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今天，我市城市交通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城乡道路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逐步形成地面、
地下、立交相结合的立体化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不仅方便了
人们出行，也使我们美丽的家园尽显出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但与此同时，天津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机动车拥有量已
超过90万辆，自行车超过780万辆，使我市道路交通已处于较
为饱含的状态。时有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甚至重大伤亡事
故，不断为我们敲响警钟。

大，小女孩总是看见爸爸耐心地在等待着。回家的路上，小



女孩总是开开心心地向爸爸诉说学校一天所发生的.一些有趣
的事。

小女孩心里很着急。当小女孩得知自己的爸爸已经死去，她
似乎傻了，她扑在爸爸的尸体上不断哀求："爸爸快醒醒!我
要爸爸!我要爸爸......"她多么希望这场交通事故没有发生，
多么渴望爸爸能够醒来，象平常一样用自行车载着她上下学
啊!

交通事故是那么可怕，一刹那间，就夺走了人的生命。现在
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拥挤，同时交通事故也越
来越多，每年，有多少的生命被夺走，有多少个家庭被破坏，
有多少人要失去亲人了。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交通规则，
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一定可以避免很多悲
惨的交通事故。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的景象随处可见。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二

没有历史史诗的撼人心魄，没有风卷大海的惊波逆转，母爱
就象一场春雨，一首清歌，润物无声，绵长悠远。

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切远行者的出发
点总是与妈妈告别……而他们的终点则是衰老……暮年的老
者呼喊妈妈是不能不让人动容的，一声呼喊道尽了回归也道
尽了漂泊”。

母爱是天涯游子的最终归宿，是润泽儿女心灵的一眼清泉，
它伴随儿女的一饮一啜，丝丝缕缕，绵绵不绝，于是，在儿
女的笑声泪影中便融入了母爱的缠绵。

母爱就象一首田园诗，幽远纯净，和雅清淡；



母爱就是一幅山水画，洗去铅华雕饰，留下清新自然；

母爱就象一首深情的歌，婉转悠扬，轻吟浅唱；

母爱就是一阵和煦的风，吹去朔雪纷飞，带来春光无限。

母爱就是一生相伴的盈盈笑语，母爱就是漂泊天涯的缕缕思
念，母爱就是儿女病榻前的关切焦灼，母爱就是儿女成长的
殷殷期盼。

想起了母亲，志向消沉就会化为意气风发；想起了母亲，虚
度年华就会化为豪情万丈；想起了母亲，羁旅漂泊的游子就
会萌发起回家的心愿；想起了母亲，彷徨无依的心灵就找到
了栖息的家园。

时光如水，年逝，似水流年淡去我们多少回忆，却始终不改
我们对母亲的绵绵思念。莺归燕去，春去秋来，容颜渐老，
白发似雪。儿女在一天天长大，母亲却在一天天衰老。当儿
女望见高堂之上的白发亲娘，他们都会投入母亲怀抱，热泪
涟涟！

母爱也是文学和音乐的永恒主题。文人以母爱为题，写出的
文章便滋润蕴籍；乐师以母爱为题，弹奏的曲调便清柔幽美，
余韵绵绵。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历经坎坷，穷困
愁苦，而母亲的笑容却时刻令他梦萦魂牵。在他得知母亲将
来的时候，掩不住脸上的笑容，按不住心中的喜悦，抖落衣
冠上层累的风霜，拂去心头积淀的风尘，携妻将雏，到溧阳
城外迎接母亲。芳草萋萋，花香阵阵，白云舒卷，碧野晴川，
处处洋溢着儿子不尽的思念。母子相依，热泪盈眶，握着妈
妈温暖的双手，望着母亲苍老的容颜，不禁怆然饮泣，感慨
万千，提笔赋诗，情思涌动，在孟郊笔下，就熔铸了这首饱



含母爱的《游子吟》，诚挚深切，传诵千年。

唐代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栖止不定。他在安史之乱后
回到家乡时，已田园寥落，物是人非。凄苦忧愁，睹物伤怀，
他将忧国忧民之心与思母之情相融合，互相生发，写成感人
肺腑的《无家别》。“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
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言词悲切，
凄苦哀绝，足以令人慷慨动容，下千秋之泪。

东汉末年，蔡文姬被乱兵掳至匈奴，作别家国，万里投荒。
在被汉使赎回时，母子诀别，含悲引泪，亲朋相送，凄凉感
伤。她在所作《悲愤诗》中写道：“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
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
疑”。凄怨哀伤，声节悲凉，读之使人落泪。唐人曾以此为
题，作胡笳之曲，如泣如诉，欲歌欲哭，一种醇烈的母子之
情充溢于曲调之间。

母爱是伟大的，也是无私的，它沉浸于万物之中，充盈于天
地之间。

有了母爱，人类才从洪荒苍凉走向文明繁盛；有了母爱，社
会才从冷漠严峻走向祥和安康；有了母爱，我们才从愁绪走
向高歌，从顽愚走向睿智；有了母爱，也才有了生命的肇始，
历史的延续，理性的萌动，人性的回归。

如今，我们赋予母亲更多的内涵。

我们把祖国比作母亲，她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我们对她情
真意切，生死相依。千百年来，为了苦难深重的祖国，万千
儿女曾奔走呼号，慷慨赴死，他们将一腔热血洒向大地，在
祖国母亲的青山绿水中，依偎着她万千儿女的英魂！

我们将地球比作母亲，她哺育了世界的芸芸从生。当我们从
太空遥望这颗美丽的星球，就会想到，她以深沉的母爱抚育



天地万物，也使人类在浩瀚无际的太空中不再感到寂寞孤单。

让我们展开岁月的长卷，拂去历史的烟尘，去感触这人间的
真情，去解读母爱的缠绵。高台亭榭间的清歌曼舞已渐渐消
歇，昔日的繁华风流已湮灭无闻，只有绵绵慈母爱，穿越时
空，流注千年！

是历史，赋予母爱亘古的深沉，是真情，赋予儿女对母亲深
深的依恋。

让我们给予母亲更多的关怀，让我们对天下母亲深情地道一声
“一生平安”！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三

大家好!

美好发展的人像一颗种子，只有在和谐的校园里才能孕育出
来。那么，如何建设美好的校园呢?如果把和谐的校园比作一
棵参天大树，那么我认为，美好的环境就是这棵大树的根本，
良好的校园人际关系就是它的枝叶，而丰富的校园文化，就
是它的精髓所在，灵魂所在。优美的校园环境是和谐的根本。
首先，校园的自然环境应是和谐优美的。如果孩子跨进校园
所看到的一切，所接触的一切，处处是俯拾不完的美丽，身
心自会有言说不尽的愉悦，思想也会无止境地翱翔。唐人有
诗云："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回首我国古代书院大多
依山傍水，就是为了"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静心情"。
在绿草如茵、鸟语花香、亭榭交错、山水相映的校园环境里，
学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美的`熏陶，放飞美的心灵。我们附中
校园虽然不大，但各种花草树木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校园风景
线。教室窗外令人沉醉的绿意，不仅能给人以美的陶冶，也
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以及由此感受到的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当然，校园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应当包括师生创造的



人文环境。一帧帧醒目的优秀学生照片、一篇篇精心挑选的
佳作都可以融入校园环境的建设。尤其当校园环境浸透着每
个师生的汗水，凝聚了每个师生的智慧，就更能激发每颗心
灵的自豪感和对学校的热爱之情。"景美则心旷，心旷则神怡，
神怡则智清，智清则学佳。"一个净化了的环境，会使人的心
灵美化，并激起一种奋发向上的自尊自爱的意识。所以，一
个和谐的校园首先应该拥有优美和谐的环境。

一个美好的校园，还应有千姿百态、意蕴丰赡的校园文化。
没有丰富的校园文化，学生的精神世界就是空虚的，毫无生
气的。学生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人;学生不是学习的机器，考试成绩不应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
标准。新课程标准提倡多元化评价，我们就应该看到每个学
生的长处，让学生的个性如春天的枝叶一样无拘无束地伸展。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下，我们附中处处为学生创造展现个
性和特长的舞台。热爱运动的同学能在"体育节"上一展矫健
的身姿，喜欢书画的同学能在"文化节"中尽情挥毫泼墨，擅
长表演的同学能在"艺术节"里赢得阵阵掌声。和谐的校园文
化是一种巨大的无声的力量，是最优秀的隐性课程。它如"润
物细无声"的春雨，能以最深刻最微妙的方式进入学生的心灵
深处并产生深远影响。

"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手带来力量，给蒙昧的双
眼带来清明，给弯曲的脊梁带来挺拔，给卑微的人们带来自
信。"让你我携起手来，努力创建一个美好的校园吧!

谢谢大家!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四

知识像无边的海洋，书就像海洋里的船，而读书的习惯和高
尚的品德。下面做好小编整理的关于演讲稿100字，欢迎阅读。



——运动会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金秋十二月，在这暖暖的阳光下，我们迎来了实验二小的冬
季运动会。

我们的老师说过，运动是生命的`组成，是成就未来事业的基
础，因此我们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开展了“校园吉尼斯”活
动。

在一项项高潮迭起的活动中，师生热情高涨，在“吉尼斯”
里赢得了优异的比赛成绩，站上了光荣的主席台。

在这里，我谨代表贵阳市第二实验小学冬季运动会圆满成功。

谢谢。

——竞选稿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竞选的职位是：

我是一个自尊心较强的{女生或男生}，在家我是爸爸妈妈的
小帮手，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鼓起勇气
站在这里，想告诉大家：“我一定行”。

我相信，我能够担任小组长，我会在各方面积极带头，当好
老师的助手，团结同学，为同学们服务。

请支持我，把你那宝贵的一票放心的投给我吧!



谢谢大家!

——我要竞选劳动委员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xx，我想竞选劳动委员，因为我发现教室里有许多垃圾，
但他们都没有扫，我很生气，为什么他们就不好好扫?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扫地，为我们的环境更加美好而更加努力地扫
地!

——心怀感恩

曾有古人感慨到“万物皆有灵性”。

也许是因为莺莺成韵的鸟鸣驱走黑夜，也许是万紫千红的花
开迎来春天。

正是这万物的“灵性”造就了山清水秀，天地浑然一体的美
景。

因而对于“万物的灵性”是值得感恩的，即使它们次于人类。

就如大自然把充满原始气息的美丽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

所以人们在享受着无限自然风光的同时，也不忘对给我们带
来这一视觉享受的大自然心怀感恩。

然而感恩之情需付之行动。

于薀团来的森林，年幼的小苗，受到了人们的保护。

“生态区”、“植物园”如同雨后春笋都“冒”了出来，预



示着自然的美将永远流传下去。

和植物一样，动物也受到了同种感恩。

人们定期放养小动物。

观察野生动物的健康，人工哺育脆弱的幼兽。

并不因为高等就不在意受到恩惠，不因为低等就不会被感恩。

正因“万物皆有灵性”都需要珍惜和关护。

——珍惜

懂得去尊重他人，懂得去欣赏他人，懂得去关爱他人，或许
生活会变的多姿多彩。

懂得去帮助他人，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懂得自己去努力做
一件事，当你成功后，你会无比惊讶快乐的活着是一天，悲
痛的活着也是一天!

快乐着活着，有意义活着，过过每一天。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五

大家晚上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大学生活，很高兴今天能给我这样一个
机会站在这里，来表达我内心对大学的那份感情，对学生会
的那份憧憬。

大学，一个丰富多采彩的世界。酸甜苦辣都是大学的经纬点。

有人说大学生活绚丽多彩的，也有人说大学生活是无聊空洞、



浪费青春的。也许，后者更多一些。是的，其实，他们说的
都是正确的，因为真实经历，他们才会那么说，这两者是不
矛盾的。这是因为在大学里，有的人确实过得很充实、很开
心，深深留恋这块他们认为是一辈子都无法重复的净土。也
有的人，从一踏进校园就很失望，觉得一切都跟自己想像的
不一样。从此浑浑噩噩混日子，最终醒悟的时候才猛然发觉，
仿佛一夜之间，大学已经过去，随之逝去的还有自己宝贵的
青春。记住，只有后悔大学混了几年的人，而不会有后悔上
了大学的人。即使是那些在校时贬得他的母校犹如人间地狱
的人，多年以后，回忆起大学时光，也往往会感慨万分，甚
至泪流满面。不管你未来大学过得如何，至少你要时刻提醒
自己:人生只有一个大学阶段。

当我独自一人静静待着的时候，我都会陷入深深的沉思：难
道就要这样昏昏噩噩地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吗?难道青春就是
这样碌碌无为、没有光彩吗?不，不，不是这样的，大学的生
活应该不单要学习，还应该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于是我重
新规划了我的大学生活。具体到了每一天，并且每天都要落
实。还积极的参加了一些课外活动。

如今这个学期快接近尾声了，在这几个月里有酸也有甜，也
有苦，也有乐。虽然每天有点累，有点忙，但我觉得过的很
充实。

我想大学生活未必是灿烂的，因为我们要经历寻求、寻找，
完善的成长;大学生活未必是富有的，因为我们要走出校园，
面对社会，各种压力的挑战;但，大学是美好的，它让我们学
会了独立，学会了坚强，完善了自我;大学生活是精彩的，是
富有意义的阶段，是成就梦想、展示自我的平台，是人生一
幅美丽的画卷。

我希冀拥有天使的双翼，我渴求归期梦想的芳园，我甘愿尝
试披荆斩棘的历程。我的心愿就是让理想漫过青春，让幸福
滋养生命。也许，我有机会牵系昨日的往事之手;有能力珍惜



今朝的红尘之烟;有理想勾勒未来的幸福之州，那么飞奔的时
间老人会在灿烂的日子里赐予成长的诗篇!

美好的年华，没有理由不走下去，没有理由不敢走进未来。
最后，希望我的大学，有一个美好的开场，动人的过程，完
美的谢幕!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六

1．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思路，领会文章中心思想。

2．学习本文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和点面结合的写作方法。

3．认真阅读课文，体会文章语言形象、鲜明以及句式丰富多
变的特点。

4．反复诵读课文，认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认识帝国主义和
封建势力残酷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罪行。

【

1．整体感知课文，理清文章思路，领会文章中心思想。

2．学习本文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和点面结合的写作方法。

3．认真阅读课文，体会文章语言形象、鲜明以及句式丰富多
变的特点。

【

第一课时

情景导入



当我们坐在教室里，汲取知识的琼浆时，当我们漫步在阳光
下，欣赏周围的美景时，当我们围坐在小桌旁，和家人幸福
地交流时，我们不会想到，还有一群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同龄
人，她们的生活里没有阳光，没有自由，没有欢乐，只有没
日没夜的工作和忍受非人的折磨。她们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走进夏衍的《包身工》。

1．作家作品

夏衍先生原名沈端先(1900—1995)，优秀剧作家，戏剧运动
的组织者、领导者，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主要进行话
剧和电影创作，长期而多方面从事创作实践。著名的电影剧
作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并改编鲁迅的《祝
福》、茅盾的《林家铺子》为电影剧本。解放后任文化部副
部长。

2．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散文的一类，是文艺通讯、
速写、特写、采访报告等的总称，是文学创作中的“轻骑
兵”。可以写人，可以写事，也可以写问题。因为它是“报
告”，就要求所反映的是真人真事；又因为它是“文学”，
就要求反映出来的真人真事具有典型性，允许一定的艺术加
工。其特点：新闻性、文学性、真实性。

1．作者为了更好地表现包身工的悲惨遭遇，集中写了她们一
天的生活，请同学们找出来并进行评价。

明确：四点一刻：起床情形??居住低劣

四点半钟：早饭情景??饭食粗劣

五点钟：劳动情况??条件恶劣

2．根据包身工的活动，给文章划分层次。



明确：全文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
中国奴隶的冤魂!”)按时间顺序，抓住包身工们一天生活的
三个场景，从住、吃、劳动条件等方面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
生活。

第二部分(从“两粥一饭”到结尾)是全文的总结，作者概括
了包身工们的非人生活，并提出了自己的愤怒控诉。

1．作者是怎样写包身工这个群体的生活的?

提示：为了准确而深刻地再现包身工制度的黑暗、残酷，作
者精心选材，描写了包身工一天的生活状况。他所使用的手
法是“点面结合”。所谓“面”，就是一般的、概括性的材
料；所谓“点”，就是一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和典型的细
节。这两方面的材料是骨架和血肉的关系。“面”上的描述
搭起了一个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基本框架。“点”的刻画，则
是填充其中的具体材料。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在文中找
出哪些是“面”，哪些是“点”。(学生分工合作)

明确：“面”上的描写，主要指的是人物的群体描写，课文
写包身工的起床、吃粥、像放鸡鸭一般地走进工厂、在工厂
忍受各种威胁的情景，都是先作一下概括性的叙述。比如清
早起床的场景，开场便是一个凶恶男人破口大骂，在这叫骂
声中，包身工们出场了，穿衣、提鞋、小便，胡乱地踏在别
人身上，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提着裤子争夺马桶……这里面，
作者并没有具体刻画哪一个人物，而是速写式地描绘出人物
的群像。包身工是一个群体，描写她们的生活，必须通过整
体速写，才能得到全面的表现。

但是，仅有这些概括的描述，会显得单薄。于是作者选取了
一些典型人物和典型细节。



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予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
地方”，尽管她“用于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
怜悯”，但是，老板为了不丧失一天的利润，还是要用各种
毒辣的手段来强制她做工。第三次写她身体瘦得像骷髅一样，
甚至连“抄身婆”都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即使这样，
老板也绝不放她回去。“芦柴棒”是众多包身工中的一个典
型人物。这里，作者虽然写的只是一个“芦柴棒”，但是读
者看到的却是成百上千个“芦柴棒”。“芦柴棒”遭毒打、
受折磨的情景，是包身工经常受到的虐待和污辱的缩影；老
板要芦柴棒“做到死”，也是每个包身工们最终都不可逃脱
的厄运。通过对“芦柴棒”悲惨遭遇的描述，具体而深入地
反映了包身工被压榨、被摧残的悲惨命运。

另外，还有一些典型事例，比如没吃上粥的包身工，接受老
板娘亲自制作的“美食”；典型细节，如她们“在离开别人
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半裸体地起来开门，
拎着裤子争夺马桶”等，都使得包身工们的苦难生活生动地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猪猡”的包身工起身的情景之后，就以“但是，她们正式
的名称却是‘包身工”’一句作为过渡，写这些乡下姑娘是
如何被带工老板骗到城里来的。在介绍了四点半钟包身工们
吃粥的情景后，就用“廉价的机器”来衔接，引出了日本厂
家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原因，对包身工受剥削、受压榨的
情况作了具体、详细的介绍。

全文以时间为线索，向我们介绍了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和工作。
作者选取包身工普通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作为内容来写，其中
既回顾她们成为包身工的农村原因和城市原因，并以几个主
要人物的命运贯穿全文。同时作者又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将
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情
真意切，使作品既有新闻作品的真实性，又有文学作品的生
动性，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第二课时

《包身工》被誉为我国报告文学的里程碑，其深刻的思想内
容受到人们的极高评价，而它的语言也独具特色，下面就让
我们一起来品味文章的语言，体会作者的感情吧!

（一）分析词语的准确运用

1.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
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
蠕动了。

明确：这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却令人震撼。首先它强调了
时间之早，才清晨四点过一刻，更令人心惊的是，那里面不是
“人”，而是“生物”。为什么是“生物”?从后文可以得知，
她们没有人的生活，更没有人的尊严。既然如此，她们就只
能像蜂房里的蜜蜂那样“蠕动”了。

2．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

明确：“红砖头的怪物”，指的是帝国主义资本家的纺织厂，
“张着嘴巴”既形象地写出了它的大门洞开，等待着廉价劳
动力的情形，又暗示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吃人的本性。对于这
些封闭严密，又有重重关卡、打手密布的纺织厂来说，弱小
的乡下姑娘们真正是“滋养物”，让纺织厂变得庞大。他们
的暴利，就是用包身工们妁血汗凝成的。

3．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
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

明确：“饲养”是“喂养动物”的意思，似乎与“小姑娘”
搭配不当，但它恰好点出了带工老板、资本家与包身工的关
系——营利，因为人类饲养动物也是营利——役其力，食其
肉，衣其皮。所以这个“饲养”很经典。“禁不住”是忍受



不住的意思，表示人的思想受了一种力量的驱使，自己不能
把握自己。这表明包身工制度与养墨鸭捕鱼的做法太相似了。

（二）大量数字的运用

1．上午四点过一刻、四点半之后、五点钟。

2．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
“猪猡”。

3．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
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
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
子，三千张布机，八干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

4．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做
平均，两年来在她身上已经收入了二百三十块了!

明确：有句名言叫“事实胜于雄辩”。翔实的事实在文章中
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些数字就充分说明了包身工所过的非人
生活以及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她们残酷的压榨。

明确：这段描写了包身工起床时的情景。疲倦，拥挤，昏沉，
杂乱，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这哪里是豆蔻年华少女们的生
活啊!这些细节描写，足已显示出包身工们所过的是非人的生
活，她们已被摧残成没有知觉的“生物”了。

2．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
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一样的惨!

明确：这里作者连用三个“像……”的句式，从手脚之瘦、
身体之单薄变形、面色之惨白三个方面描写了饱受摧残的包
身工形象，读来字字是泪，句句是血。



为了更好地加强表达效果，文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请从文
中找出来，并体会其作用。

1．对比

一方面是包身工与带工老板在住、吃、穿着打扮、收入等方
面的对比。包身工住的是“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
的“像鸽子笼一般”的工房，吃的是“浆糊一般”的薄粥，
穿的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得到的工
钱每天仅三角八分。而后者，穿的是“拷绸”之类；“不仅
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
的买卖”。通过这些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
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相勾结残酷压榨包身工血汗的滔天罪行。
另一方面是包身工与“外头工人”的对比。包身工“脏，乡
下气，土头土脑”，没有做工与不做工的自由，出了差错要
挨打；外头工人则“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可以选择工作，
不会挨打，可以通过贿赂工头得到好的工种。通过这种对比，
真实地刻画出包身工奴隶一般的境地。

2．比喻

比如“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
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
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
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
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
墨鸭的船户。”这段话里，作者用养墨鸭捕鱼的事，比喻帝
国主义及其买办们与包身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十分精
当，有力地控诉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

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另外，还有用“机器”借喻包身工，
揭露带工和纱厂老板把包身工看成赚钱工具的罪恶本质；
用“罐头”借喻日本纱厂，说明包身工无处可逃的悲惨境地。



3．褒词贬用和贬词褒用

这也就是变换词语的感情色彩的手法。比如：“有几个‘慈
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莱叶，用盐一浸，这
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慈祥”这个褒义词，在句中转变
为贬义了，这说明有的老板提供“粥菜”，看起来好像是为
了改善包身工的生活，实质上却是心怀鬼胎，为了从包身工
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佳肴”本是褒义词，指味美可口的
饭莱。从菜场上收集来的莱叶当然算不上什么佳肴，作者故
意称为“佳肴”，变褒为贬，反衬出粥莱之难得及质量之差，
暗含讽刺的意味。

“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
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
”这句中的“爱”褒词贬用，揭露了带工老板们为了榨取包
身工的血汗而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的豺狼本性。

“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
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这句中
的“文明”“合理’，褒义贬用。对包身工惩罚的残酷程度
是一样的，而所谓的“文明”“合理”，只不过是说让包身
工顶皮带盘心子比直接殴打包身工更省力，看上去不那么血
腥而已。

运用多种表现方法，创造主客观一体的艺术境界。

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达方式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
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请同学们在文中找出相关部分，
并体会其作用。

明确：包身工清晨起身时的情景，并描述了住宿条件。“七
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
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
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



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
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
很响地小便。”这些细节描写表现了包身工囚牢般的住宿环
境和因受非人折磨而麻木的精神面貌。

记叙文在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大削减。议论、抒情只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深刻的主旨主要
靠读者孟挖掘、提炼，这样才能使人深思、耐人寻味。本文
共有五千多字，而议论只有几百字，做到了少而精，深化了
主旨，为全篇增色，使人产生强烈共鸣。另外，抒情要确保
有感而发，不要无病呻吟，多了会冲淡感情的浓度，感染力
恰恰不强。尽量使抒情融于叙述、议论之中。

2．应充分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相互配合的
综合力量。针对实际情况，该叙述则叙述，该描写则描写，
再加上必要的议论、抒情。

《包身工》作于1935年，是夏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在详
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
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
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像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
遇公之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
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同时告诉人们，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
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包身工心得体会篇七

读了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之后，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压
抑。包身工的悲惨遭遇、苦难生活催人泪下，应对于资本家
的剥削、压榨，感到无比的痛恨，我信感今日生活的幸福。

我自豪，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有光、有热、有温情、



有期望！让我们体会完美的新生活、新社会，珍惜今日，热
爱我们的新中国。

六十二年前的今日，包身工们正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拖着
沉重的双腿在来回地工作着，一不细心，就会遭到一连串的
打骂；而此刻和他们年龄相仿的我们呢？却正坐在宽敞明亮
的教室中，认真地聆听着教师那循循善诱的教导，一双双明
明亮的眼睛扑闪扑闪地时时迸发出智慧的光芒，这些也许是
包身工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他们本是还会撒娇的孩子，但黑暗的旧社会吞噬了他们的童
趣、他们的幸福、他们的一切。伴随他们的是残酷的制度，
恶劣的环境，非人的生活，有多少包身工冤屈地惨死在魔鬼
般的工头手下。

每一天早晨四点，“芦柴棒”在“猪猡”的叫唤声中，踩着
紧张慌乱的步子，咳着喘着，去烧开一大锅稀饭。我呢？起
码到五点半起床，吃了母亲做的早饭，迎着朝阳上学
去。“芦柴棒”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做工，遭受精神与肉体
上的双重折磨，我却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如坐春风，理解
着教师的谆谆教诲。当“芦柴棒”得了重病时，一盆一盆冷
水便是给他们的灵丹妙药。而我一次小小的感冒，父母便要
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忘了吃药、打针，到学校更会得到教
师的悉心照料。

在那知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
没有期望……没有人道。他们只拥有皮鞭的抽打，只是十六
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
庭里，象花朵一样在阳光、雨露下尽情开放，我们有的是温
暖，有的是幸福，我们生在福中要知福啊！

在这比包身工的生活条件优越很多倍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做
些什么呢？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掌握科学技术，为
现代化建设作出伟大的贡献，便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期望我们都做主宰生活的强者，不要做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弱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