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动物庄园读书心得集锦 动物庄园读
书心得(大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动物庄园读书心得集锦篇一

看到《动物庄园》在有史以来人类最佳读物中排行第9，我立
刻借了它。确实很有趣，我一口气读完了它。

《动物庄园》很新鲜，我读过很多的动物的童话书，可这是
我读过第一本动物为主角的政治书。

《动物庄园》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让我知道了动物的国际
歌，什么动物主义，什么叫动物的暴动，动物庄园的法律，
动物之间的政治斗争，动物庄园从民主到剥削的过程。

动物有聪明愚笨之分，人类有智商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
了绝对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

《动物庄园》中的动物和人类的战争读起来分外吸引人，从
第一次暴动战争，轻松地把庄园主赶出了家，到第二次车棚
战争，有准备的动物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诱敌深入，抄
后路攻击，写得惟妙惟肖，令人感叹不已。第三次的风车战
争更加惊心动魄，在带着6支枪全付武装的强大的人类面前，
动物一败涂地，可是当那动物们辛勤劳动的结晶风车被毁时，
却唤起了动物的勇气，狗卫队的突然袭击，近距离的撕杀中，
动物胜利了。

我想随着人类对植物的乱砍乱伐，以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



对资源的浪费和消耗，有朝一日植物起来革命时，自然界起
来反抗时，那里人类会大难临头了。

《动物庄园》里的拿破仑猪，让我看到了他的政治家面貌：
阴险毒辣，政治手段，有外交、经营，组织，宣传能力……
正如书中所写的：‘猪的脸上有了更大的变化，渐渐地，他
们已经无法分出，哪个是猪脸，哪个是人脸了。’这种超级
拟人的写法读起来格外有趣!

《动物庄园》的彩色插图，生动活泼!《动物庄园》里的含意
非常深刻。

动物庄园读书心得集锦篇二

忘了是小时候看过的动漫还是故事书，讲的是一群猪赶走了
主人，然后统治了世界。有一个好朋友姓朱，昵称猪猪，就
老拿这个故事逗他。只是觉得好玩，从没想过这背后的寓意。

看完动物庄园才觉得小时候可能看的就是这本书的简化版，
只是那会还不太懂讽刺。这是一个政治寓言故事，这是一个
革命的故事。老麦哲发表了革命言论甚至可以说是理论就去
世了，之后由斯诺鲍与拿破仑两只猪领导这场革命。前期，
他们也许存在矛盾争执，但还未被激化，至少看着相安无事。
但随着动物们赶走庄园主人，自己统领庄园，建立动物共和
国，矛盾越来越突出，直到拿破仑使计策赶走斯诺鲍，成为
动物庄园的唯一领导者，庄园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动物们
越来越辛苦，回到了被统治的时期。拿破仑的手段卑劣且明
显，但他有九条狗护卫，有能将事实说成幻觉的诡辩者，不
管是实力还是思想，都向动物们传达着拿破仑永远是对的的
信号。将如宪法一样存在的七诫根据自己的贪欲享受改了又
改，还愚弄动物们让其认为这是原本就存在的。也许觉得拿
破仑简直是个渣，可是，自古以来便如此，革命者很多，但
成功者寥寥无几，当取得一点点胜利时便膨胀，沾沾自喜，
不断放大自己的欲望，逐步成为被革命的角色。也许会觉得



这些动物是多么愚昧，连这样的伎俩都看不破。但他们所拥
有的东西和他们天生的纯善决定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不确
定，如果是斯诺鲍领导者他们，是不是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谁知道呢。

就如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只是看到了书中反
映的某一个层面。知识积淀太少，所以很多东西明于心却不
明于口，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读这个故事，是带了一定的目的
性，希望能从中学到些东西。写想法也不仅仅是为了发表感
想，是为了再回顾一遍书中的东西，给自己一点约束，逼迫
自己去思考，日积月累，总会形成习惯的。

刚读完了动物庄园，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映射现实的地方太
多了。

这本书的体裁大约算是寓言吧!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这是在说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呢吧，因为其中的琼斯先生就像是资本家
而动物们则是劳动阶级，至于老麦哲则有点像个思想家，因
为是它最先开始去思考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但之后斯诺鲍
和拿破仑互相争辩的一部分则让我想起了美国两党的驴象之
争，不过他们是两头猪而已，而且最终拿破仑胜利并赶走了
斯诺鲍。这倒有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意思，而斯诺鲍在被
赶走之后几乎就没有了明确的消息。

在拿破仑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之后，动物庄园慢慢的就开始
变质了。整个动物庄园虽然依旧是动物们在管理着，但基本
上又变回了原来的状态。猪成了实际上的人，而在最后作者
写动物们从窗外分不清谁是猪谁是人也切实的反映了这一点。
这也尤其反映在修风车的事件中以拿破仑为首的猪们逐渐学
习着人，虽然学到了人类的技术但是也学到了人的懒惰，人
的暴力和人的欲望。老麦哲初始的思想是美好的，但很不幸
胜利的果实被拿破仑等猪给窃取了，革命虽然成功了，但动
物们所代表的劳动人民却并没有从改革中获得什么实际的好
处，而这也在警醒着我们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了。



此外，从斯诺鲍的逃走中也让我想起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句话”，只有强大才能保证权利，才能不受他人的欺负。
斯诺鲍空有才华，但它忘记了一国不可有二君。权利的集中
在有时是必须要保持的。

以上就是我读了动物庄园后的一点点感想，难免有不足和认
识浅薄疏漏之处，欢迎探讨。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庄园里，动物们被人类压迫着度日，但
是有一天，它们反抗了。

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而作者乔治·奥威尔却传奇般的预言
了苏联的未来，有关自由的辩论与对抗。

动物在人类的残暴统治下生活着，但是它们并不甘愿如此，
所以决定推翻人类的统治建立它们自己的王朝，当老少校提
出动物主义思想后得到了众动物的回应，动物们对自由的向
往异常强烈，最终推翻了人类的统治，曼纳庄园也改名动物
庄园，但是接下去的一切又是不堪入目。

“生命曾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可以看出自由对于生命的重要，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实
现我们自己存在的价值。自己的国家被殖民，我们必须战斗，
夺回原本属于我们的家园;我们被压迫，我们必须战斗，夺回
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命运;当我们的肢体被铐上枷锁，我们必
须战斗，夺回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

之后的一切却完完全全展露出了动物的一面，给我映像最深
的还是雪球，我觉得它挺像刘少奇，全心全意为了动物庄园，
但是却被驱逐，成为了庄园的敌人，得以看出政坛的黑暗，
勾心斗角，权利、利益驱使着他们。

原本制定的戒条与纪律慢慢的被打破，压迫与摧残渐渐的又
回到了他们的身边，不过是他们自己压迫自己罢了。



故事最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深，人性与猪的混淆，猪原来
是被压迫者，后来它们通过努力做了自己的主人，但是渐渐
地它们又变成了压迫者，压迫曾经一起努力一起经营的伙伴
们。这就是历史，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又注定要回
到原来的地方。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买了《动物庄园》这本书很有趣，告诉我
们自由的重要性，我一直以为动物是任意我们控制的等到我
看到这本书时才发觉不是这样的，动物也有属于它们的自由
属于它们的天地。

这本书告诫我们动物也是有自由的，因为人类的贪污所以导
致动物们的反抗。但这本小说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蕴含教训
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它
是一部革命史，但他误入歧途，而且每一次偏离那么有理由。
”这是英国作家、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
家。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有一
句话是“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动
物不是人类的工具它们也有自由，他们不是被控制的它们也
有征求自由的能力，因为人类的霸道和和无拘无束的控制动
物们才对我们产生敌意，我们都在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可是，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破坏呢?如果我们能友好一点就不会像现在
这样了。人类总是觉得他们是第一可是并不是这样，动物和
人是平等的其实人类是可以和动物成为朋友的可是我们并没
有这样做。作者用这种虚幻和角度来告诉我们不只是人类有
自由，和对现在的政治而感到感叹!动物们对人类的劳动是不
应该的，动物们为什么要给人类劳动?人类不自食其力总是靠
着动物来帮助他们，总是想奢侈的从动物哪里得到东西，从
来没有靠自己的双手来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动物们心底一直
有一种愤怒就这样一直存在这到最后这一股强烈的愤怒就爆
发了出来，所以从此人类就成了动物的天敌。

这本书告诉我们动物也是有自由的!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仔细的看了这本书，感触挺深的，它的
意义远远不止于对历史的预言，这部小说以文学的语言指出
了：由于掌握分配权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系自身的统治
地位，无论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诉求，其最终结果都会与其
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背道而驰。

《动物庄园》描述了一场“动物主义”革命的酝酿、兴起和
最终蜕变。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人类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
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牲畜们实现了“当家作主”
的愿望，农场更名为“动物庄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
等”。之后，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
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此后，获取了领导权
的猪拥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
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清洗：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
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
况。

故事里的好角色都很有代表意义，例如老肥猪象征着马克思，
拿破仑象征着斯大林，雪球象征着苏共党内的异建人士，马
象征着无知的群众，羊和狗都象征着独裁的爪牙，驴则象征
着明哲保身的人。

动物庄园读书心得集锦篇三

一只快死的猪麦哲做了个梦，并以这个梦激发曼纳庄园中所
有动物的斗志，号召动物们起来反抗农场主的压迫和剥削，
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的背上不再配鞍，
蹶子、马刺会永远锈蚀，不再有残酷的鞭子噼啪抽闪。那难
以想象的富裕生活，小麦、大麦、干草、大豆还有甜菜将全
归我们。自由解放，阳光普照，水会更纯净，风也更轻
柔。”麦哲不久死了，他描述的美丽新世界却改变了动物们
的生活观念，起义是必须的，推翻人类的统治势在必行。为
此，动物们选出来了两头名为斯诺鲍和拿破仑的雄猪组织起
义的工作，短小而肥胖的肉猪斯奎拉则负责对领导的观点进



行解释和阐述。这三头猪把麦哲的训导用心琢磨，推敲出一
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称之为“动物主义”。几番密谋之
后，动物们终于起义了，为了理想，所有的动物团结起来，
赶走了庄园主琼斯先生，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曼纳
庄园也改名为“动物庄园”。动物主义的原则简化为“七
戒”，成为动物庄园的最高原则，“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是动物们的精神信仰。然而，不久后，
两只处于领导地位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拿破仑赶走了
斯诺鲍，并宣布他是叛徒、内奸。此后，获得领导权的猪拥
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早先的“七戒”逐渐变成了“一戒”，
所有原先反对的，在斯奎拉的煽动下又全部变成合理的，稍
微有微词的动物就被扣上与斯诺鲍勾结，妄图颠覆这个“自
由，平等”的动物庄园的帽子而招致血腥的清洗。渐渐的动
物们越来越健忘，除了那头长寿的驴本杰明，谁也记不起当
初为什么要起义，以为生活就是原本的样子，而猪成为了新
的特权阶级，他们学人走路，穿人的衣服，与人作交易，彻
底颠覆了“凡靠两条腿行走者皆为仇敌，任何动物不许住人
类的房子，不许睡床，不许穿人类的衣服”动物原则。动物
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从《动物庄园》，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革命理想是如何被修正
的，历史是怎样被歪曲的，特权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专制极
权是如何建立的，人们的头脑是怎样被清洗的，意识形态是
怎样确立的。说实话，看的我毛骨悚然。巧舌如簧的斯奎拉
能让动物们怀疑自己从前所看过、所听过、所经历过的事，
事实可以歪曲成为下一代所看到的“真实的历史”，那么什
么是真实的?如果动物们的寓言变成预言，动物们的荒诞变成
人的真实，那么什么才是理想国?在我看来，只有上帝的国度
才是真正的理想国，那是个至高，至善，至纯，至圣的国度。
人类的理想只有与上帝的国度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实现真正
的平等，自由。否则，所谓的起义，所谓的正义，不过是以
一个暴政代替另一个暴政而已。



动物庄园读书心得集锦篇四

这本篇幅很小的书是林影老师推荐的。因为对这个题目很感
兴趣，所以就买了一本，接着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书看完，
现在写一写自己的感受。

《动物庄园》是奥威尔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与他的《1984》
齐名，是一篇政治讽刺寓言故事。故事的梗概是：一个英国
农场里的动物在两头猪——雪球猪和拿破仑猪——的带领之
下，成功举行了一场“革命”，将那个压榨他们的人类东
家——琼斯及其它帮工——赶出了农场，建立了一个平等的
动物社会。然而，“革命”领袖，那些聪明的猪们最终却篡
夺了革命的，“伟大的”拿破仑猪通过种种的手段铲除了所
有障碍，一步一步地成为比“琼斯”更加独裁和极权的统治
者。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
然导致腐败。”动物庄园的失败给我们的最大警示就是“权
力的运用和监管”。从赶走雪球猪开始，他逐渐地将权力集
于一身：废除“碰头会”、住进庄园主的住宅、破“诫”喝
酒和最终用两条腿走路以及和“永远的敌人”——人类进行
交往。拿破仑猪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出集权主义的剧目。作
者用讽刺的笔墨，写出了某些国家——作者在乌克兰文的序
言中暗指就是1944年的苏联——当时的实际问题，其意味深
长久远。

一个制度，往往有双刃性——因为它真正来源是人的，而非
柏拉图所谓的“理念”——制度既为了制约人而存，又是由
人所解释的。故事中的“发言猪”(吱嘎)便是为了解释“领
袖”(拿破仑猪)所作所为的合理性而存在的。卢梭曾经说过：
“人生而平等但无往不在枷锁当中。”

所以且不说解释得对不对，就是它每次用“难道你们想琼斯
回来吗?”这一理由来吓唬那些动物。其实已经是让那些动物



处在另一形式的不平等当中了，一个制度如果只能让处于其
中的人做单选题，那它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制度。

我曾经也是一位制度论和环境论者，认为一个好的制度或者
好的环境，能使社会慢慢变好，至少不会变得更坏，但现实
告诉我，执行制度的是人。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
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执行者的心态不正，用孔子
的话来说就是不具备“仁”，即使有良好的制度或者是环境，
都只是梦幻泡影，根本不会得到很好的执行。

而说到执行者的素质，就不得不结合民主和专制来分析。我
比较赞同的是，“民主和专制结合，取其中”的模式。

民主和专制各有其好坏，民主制度能充分保证到每个人的权
利和自由不会受到明显地侵犯，而专制或者独裁政权却做不
到这样，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前进的动力。
但是民主有一个挺致命的弱点：行政效率并不高。就拿美国
为例，一个议案或者法律获得通过，往往要经过参众两院批
准，最高法院核查，还要相关州的州议院以及法院批准才能
实施，往往耗时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而那时候的实际
情况往往已经不太一样了，如果要修正还要再走一次这样的
程序。但专制或者独裁政权则反之，往往能够迅速通过和颁
布法令，尽管不一定能顾及到所有人的意愿，但效率确实高
的多。

这种“民主和专制结合，取其中”的模式，比较理想的含义
是精英群体意识政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过：国家
的组成应该由哲人王，护国者以及劳动者。哲人王作为统治
着只存在一个。而我的想法是，通过利用一种共同的意识形
态、价值观念以及利益关系，建立一个哲人王的精英群体，
然后，通过教育和网络的力量，传播这种政治意识传播开来，
在求同存异当中，促进统治者和执行者素质的提高，而网络
和信息高速公路将是未来民主政治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是调
和独裁和民主的有效途径。这种模式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的



建构，而在于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以求彻底地将人从“单
向度的人”变成“大写的人”，这需要“先富带动后富”的
原理，由精英的素质提高带动整个社会的提高。

当然，这种模式不能缺乏法制的约束，也就是防止“不受约
束的权力”。除了利用网络监督之外，可以利用一套法律制
度。最理想的是道德法，而非“权利和义务”法，当然，这
需要一个过程。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应该采取后者的，随
着素质的提高，可以慢慢向前者靠拢，但不能不要后者。还
是得“守其中”，让国民始终处于一种良好的道德素质当中。
法律的作用应该是让人们掌握好那个度，而非强制管理公共
领域或者是私人领域。

长篇大论都是分析统治者和执行者的素质，其实在《动物庄
园》里头，还有很大篇幅来描写其他小动物的，例如：拳击
手、紫苜蓿和本杰明等。这些动物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如
拳击手就只会说两句口头语：“我会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
永远正确”但是所有动物的缺点就是愚蠢，用作者的话来说
就是只会“a”以内的字母，这点极为容易被人利用，进行煽动
活动。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制度中都必须强调人的素质的原
因。

尽管，一本《动物庄园》不是什么大部头的名著，但正如一
位评论家所说，“多一个看奥威尔，就多一分自由的保
障。”人们不缺少各种知识，只是缺少素质和意识。而如果
我们过分追求自由，那反而成为了最大的不自由，因为你已
经被其束缚住了。我想，奥威尔要教我们，或者说以往哲学
家要教我们的，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精神，通
过反思进而达致守中的境界，近于自然。

动物庄园读书心得集锦篇五

再次读《动物庄园》，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本书，讲的
仅仅是“自由精神”吗?的确，一开始，它们对自由的追求是



十分纯粹的，所有动物的共同目标只是推翻人类对它们的虐
待。可是后来呢?它们对自由的意识模糊了，对人类充满了敌
意，对动物则是绝对服从。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们必定会
为自己的利益，走向失败，走向堕落，甚至再次回到从前，
用人类的方式继续残害它们。

作者乔治·奥威尔在该书出版时说：“它是一部革命史，但
它误入歧途，而且每一次偏离都是那么有理由。”它走了太
多歪路了，这一切是因为它们的领导者太过自私，在黑暗处
苟且偷生，而那些思维懒惰的被统治者仍装作不知道!从“不
准睡床”到“不准睡床铺被单”，从“不准饮酒”到“不准
饮酒过量”，从“不准杀害其它动物”到“不准杀害其它动
物毫无缘由”……它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增加食物，一次又
一次地为自己颁发各种荣誉，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意图放
宽规定的界限。每次它对统治的改变，都在印证着它一步步
坠入深渊的过程。甚至最后，它不再为自己找理由，竟把象
征着权威与忠诚的“七戒”直接改为“凡动物一律平等，但
是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这不仅是对自己最大的
放纵，还是带领动物们回到人类统治庄园时期的标志。

除了谎言仍是谎言，把权势当作真理，将事实在回忆中无止
境地扼杀，这是对祖先、对历史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千辛
万苦地把它们从囚笼里拽出来，又绞尽脑汁地把它们塞回去，
这是何等可耻?终有一天，它们将堕落到自相残杀的地步。其
实很久以前就有这种现象，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人们也没有
意识到呢?还是有些人真的沉迷于名利而无法自拔?让心平静
一些，再多的名利又有什么作用?自私的人最后又能得到什
么?你一个人的进步又不等于全人类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