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大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篇一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个好故事可以把人们
领回童真的'地带;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在现
实生活中，就有这么一本书像清水般折射我心中的太阳，你
想知道它是谁吗?它就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城南旧事》。

虽然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可我是多么
的羡慕英子的童年，羡慕她那精彩的日子，羡慕她那快乐的
时光。不过，童年总是有始有终的，在英子还没有做好准备
的时候，爸爸和童年就离她越来越远……所以，我们更要珍
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抓住童年的尾巴，努力学
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
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们珍惜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
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留下我
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篇二

《城南旧事》讲述了英子美好而又艰苦的的童年，英子的善
良，讲述了在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的种种故
事。通过主人翁英子童稚的双眼，展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英子，英子！”每当我打开那本古老的书，耳边就会传来
一阵亲切的呼唤声。然而在那20年代末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



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
结交的第一个朋友。

而看到第三篇《兰姨娘》时，我仿佛看到英子眼看着那热情
漂亮的兰姨娘和冷漠的德先叔走时的神情，可英子却不知道
自己是伤心还是高兴。

当我看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时，我流下了眼泪，英
子也落下了她16年以来流下的第一滴眼泪。

读完此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英子童年的喜、怒、哀、乐，
由此想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篇三

《城南旧事》是女性文学的开山人——林海音根据自己的亲
身经历和感受，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经
典“怀乡”作品，也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这本书由五篇林海音创作的回忆童年的小说《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和《爸爸的花儿
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为内容，在1960年冠以《城南旧
事》为书名结集出版。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搬
上了大银幕，并荣获多项大奖，从此誉满天下。

《城南旧事》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和怀旧情调的小说，
以作者七岁到十三岁在北京城南的生活为背景而创作。在这
部经典之作中，林海音成功运用了儿童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
借英子的眼晴，描绘了一幅北京的风景人情画卷。同时，也
表达出作者本人对人生和生命体验的多重感受。

《城南旧事》的开篇之作是《惠安馆》。它从风格上奠定了
全书纯净自然、温馨又略带惆怅的基调。这个故事讲了惠安
馆里有一个“疯”女人秀贞，她“疯”是因为她以前和一个



大学生相爱，生下一个小孩，名叫小桂子。这个孩子有个很
明显的特点——脖子后面有指头大的一块青记，因为这块青
记，她才会被秀贞的妈妈丢掉。当秀贞醒来后，发现小桂子
不见了，就疯了。在文中，她与英子成为了好朋友，她们经
常在一起聊天，秀贞还让小英子帮忙去找小桂子。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英子结识了一个小姑娘——妞
儿，妞儿经常到英子家玩：喂小鸡、唱歌、跳舞、谈心等等。
妞儿告诉英子，她的家长不是她的亲爹亲娘，他们要求英子
学这学那，来为他们赚钱，如果赚不到钱，他们就会用鞭子
抽打她。有一天，英子突然发现妞儿就是秀贞所说的小桂子，
她非常同情她们母女俩的遭遇，就赶忙带着小桂子去惠安馆
和秀贞相认。秀贞为了躲开妞儿的养父母，带着妞儿去火车
站，想回老家去。但不幸的是，母女俩都死在了火车的铁轮
下。

《惠安馆》是整本《城南旧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但其他
故事也带给我许多深刻的道理，所以我喜欢这本书。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篇四

由于性格原因，我喜欢多愁善感的.女作家写出的多愁善感的
作品，张爱玲的《金锁记》、张小娴的《相逢》、冰心的
《冰心文集》、林微因的《人间四月天》等等都是我钟爱的
作品，今天我想交流的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选自《林
海音的作品集》，这本书我前后大约看了有三遍了，后来两
次看是因为我们的教材里面收录了林海音的两篇文章《迟到》
和《冬阳、童年、骆驼队》，每次阅读，我都有新的收获。
今天我想谈一谈我看了这本书的几点感动、几个镜头以及思
考和感悟。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
就闯过去了。”



“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
经大了，是不是，英子？”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变成
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呀！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
长得多高，多大，老师们，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啊！”

闭学式开始了，我站在礼堂上给学弟学妹们唱《送别》，可
是我最爱的父亲却没来，他在医院里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是
一种怎样的遗憾呀。

我瞒着妈妈，偷了她的金手镯，帮助秀贞和妞儿去找思康三
叔。

我偷偷把八珍梅放在口袋里，打算给妞儿吃，可妞儿却没来，
最后八珍梅都化了，为此我还担心被宋妈批评。

多善良的英子啊！

为什么英子可以和每个人都成为朋友?被所有人视为疯子的秀
贞，被养父母打骂的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偷东西的小偷，
他们都愿意把心事讲给英子听。我想是因为英子的世界是单
纯的，她从不在自己世界里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
出。”“不在自己的世界里上锁”，就是一条与人相处的秘
诀吧!敞开心扉，真诚地接纳别人，走进他们的世界，站在他
们的角度思考某件事，最终将会获得他人的信任。

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说秀贞是疯子，都不敢和她来往。一
心供弟弟上学而头东西的人在她看来是个好人，可人们却认
为他是小偷。于是，英子迷茫了，他不能分辨那个人是好是
坏。英子的看法是错的吗?我觉得不然，是成人用他们的想法
绑定了某些东西，他们只看到了表面，然后就根据心中的那些
“定理”给事物下了定义。而英子看到了别人不曾触碰的事
物的内在本质，所以她得出了和别人不同的答案。英子以她



儿童的思想和眼光来看待世间的善恶、冷暖，于是有很多事
情她不能理解。

读着《城南旧事》就恍如翻阅泛黄的老照片，一切都是那样
的熟悉，那样的美好，那样的温馨，因为这里充满着记忆，
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篇五

我一向对名著不感兴趣，往往是看了半截便将其冷落在旁。
而林海音奶奶的《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
述将我领进老北京城，让我看见了发生在一个叫英子的六岁
女孩身上的故事。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抒发了作者对童
年的缅怀和对人间温暖的呼唤，著作不但写得亲切动人，而
且每个故事都能令我思绪起伏。

读着它心头不免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
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
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
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恒馨，
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这部作品由五个篇章组成：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
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了，全文由一个人引起—英子，以
她孩子般纯洁的眼睛来看在北平生活的点滴，记载着英子七
岁到十三岁的成长经历，旁观着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凭着
她微妙的记忆，将年幼时围绕她发生的生活旧事记录下来。

《城南旧事》中满怀着一种怀旧的情调，以一种自然的，不
着手段的形式体现出来。书中的一切都是有条不紊，由缓缓
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的群人，缓缓而逝的岁月勾勒出。
景、物、人、事、情完美结合，恰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再加上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水彩画家关维兴，运用了优雅诗意
的风格和穿透人心的独到技巧，将创作的图画全然融入故事



情节，使这部作品锦上添花。

就拿第一章“冬阳童年骆驼”队来说吧！那是一个冬天的早
晨，骆驼队来到了英子家门前，英子发现打头儿的骆驼，细
长的脖子上系着一个铃铛，疑惑不解地问爸爸骆驼的脖子上
为什么要系铃铛？爸爸说是因为骆驼怕狼，它们带上铃铛，
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人类在保护，就不敢侵犯了。
可英子却否认爸爸说的话，她说是因为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长
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
情趣。这就是小孩的逻辑，大人眼里的理所当然的事物发展
的规律在孩子眼里会变成另一种事物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
是把古板、暗淡的表面变得有声有色、情趣十足。书中的骆
驼队如果也能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在沙漠里呆板的运输工
作就不会那么枯燥乏味了。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
胜举，只要你有心有情趣，就能发现身边看上去乏味的东西
都能变成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喜爱的东西。作品中主人公英
子极度天真，充满稚气的想法，就给这本书添加了一道光彩，
一道幽默风趣的光彩。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篇六

第一次读《城南旧事》时，就真切地感觉到，林海音是多么
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才会动起笔，让
真正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想那在惠安馆门口，痴痴地等待着女儿小桂子回家的秀贞，
日复一日地在心底思念着她的心上人，为不知身在何处的小
桂子做衣裳已成为了一件日常小事。别人说她疯了，她不辩
解。只为寻找女儿与丈夫而惆怅，但英子却愿意跟她做朋友，
愿意听她讲着思康三叔，讲小桂子……听得糊涂，听着听着，
英子就分不清现实与梦境了。醒来时，一切却也成为了过去。

然后，英子就搬家了，搬去了新帘子胡同。在新家，英子又
和谁有了“我们看海去”的约定?当那个小偷被捕时，英子又



是多么的不舍。甚至于不愿意告诉任何人。英子说她分不清
好人和坏人，但是她就是不舍得离别。当得知那人要走时，
英子的眼泪控制不住的就流下来了。

还有呢?是来了又离开的兰姨娘和德先叔?他们坐上了马车，
往天边跑去，马车跑得很快，他们是不是也在很快的驶向幸
福呢?还有可怜的宋妈，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不辞辛苦的在英子
家当奶妈。年复一年的像英子她们讲述小栓子和丫头子的故
事，给他们做衣服，纳鞋底，幻想着健健康康的两个孩子幸
福的长大。但这一年宋妈十分不安，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直到叫了她丈夫来问清楚。她的两个孩子都没了，都没了。
英子刚从朋友家回来，发现宋妈在哭，好像整个屋子里都充
斥着一股悲伤的气息。宋妈，也走了。

我的童年里，没有惠安馆，没有秀贞。善良的英子很勇敢，
她敢靠近被称为“疯子”的秀贞。可能我就不敢吧，但我们
一样，都会有对陌生人的一个判断。即使那时的我们依然稚
嫩，和陌生人许下约定，忘了自己有没有做过这类的事，可
是我知道孩子懂得离别，懂得承诺。

慢慢地长大，似乎开始懂了很多事，有时会想起那些别离后
就没再见的人，想起他们曾送自己一颗糖或为自己折了千纸
鹤，思绪胡乱飞着，没来由地猜测远方的他们现在是什么样
子，在做着什么事。童年很美好，因为我们很单纯，童年很
快乐，因为我们很善良。

也许《城南旧事》只是想要告诉我们：童年过去就过去吧，
心灵的童年是永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