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
心得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总结(优

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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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刚打赢二战，超越英法德等老牌
帝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家崛起，美国上下一片自
满，奢侈之风四处弥漫，使人们都变得虚伪与轻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人公被退学，他对这样的社会极度厌
倦，以至于想去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独自生活在农村
一片巨大的麦田中，望着孩子们在玩耍，嘻戏。这个想法，
深刻地反映出了以霍尔顿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青年的迷茫与无
助，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的浮躁，表达了作者想隐
居乡下，重归田园的愿景。

这种人，这种想法，其实是十分普遍的。当时的美国作家海
明威就买了幢别墅，全家都居住于海边。他本人还养了只六
趾小猫，自个儿写写文章，逗逗小猫，坐坐小船，出几次海，
捕几条鱼，别提有多么快活了。

在遥远的中国古代，海明威现象则是更为常见，古代的中国
文人似乎以隐居、漫游为乐趣，唐有李、杜、陆三人，宋有
苏、陶，元有关、马。中国文人似乎都喜欢过田园生活，当
然，这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有很大的干系。诗仙李白



放荡不羁，游山戏水，过着侠客生活;诗圣杜甫，仕途不顺，
忧国忧民，隐逸山野，最终成就诗圣美名;宋代苏轼，虽然遭
到流放，但却挤出时间，游于山水，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
《题西林壁》等千古名篇，名垂青史。

他们的隐居，有的是出于自愿，而有的是被形势所迫，不得
不隐于山林。李白生性放荡，骨子里有“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傲气，隐居是出于自愿，杜甫有着浓厚的爱国情节，空怀
着一颗赤子之心却无处报国，反被官家打压，不得不隐居以
保存实力。由此可见，有时古人隐居也是情非得已的，书中
主人公霍尔顿也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不同的文化，却造就了一批性格相近的文人墨客，也造就了
同一种情怀。从文中的虚构到现实的世界，你不难发现，表
面上相距十万八千里，是属于风牛马不相及的、八竿子都打
不着的东西，潜在中却有万缕千丝联系。他们就像是太阳，
地球，乃至于整个太阳系。它们围绕着同一个目的，在引力
拉扯下，成为一个精密的系统，不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
来讲，都是如此，既枯燥而又富含生气。也许这成就了世界
文学，造就了文学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来追求、崇拜
她。

精妙的西式文学，造就了那片金黄麦田里的守望者，哺乳了
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精致的天平;而严谨的东方文化，成就了
远离尘世暄嚣、唯我独清的山野诗人，使东方文明更含蓄、
自然。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二

我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
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
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
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
守望者。



或许现在，我正在绿油油或是金黄的麦田里做游戏，不知所
谓的往悬崖边奔去，每读一次《麦田里的守望者》都像是在
悬崖边，在生死边缘被拉扯回路面上。

谢谢霍尔顿，给了我心底里最纯净的一片麦田。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三

写在最开始：这篇文原本计划在四月的时候和《少年维特的
烦恼》一起写，后来因为考试还有其他事情的原因就一直拖
到了现在。这本书第一次被人正式推荐是高中，去年差不多
这个时候突然有天发现我的小男神最喜欢这本书和《蝇王》，
由于《蝇王》那类书绝对是木影打死也不会碰的痛点，所以
就看了《麦田》，就是为了看看他喜欢的。当是木影一个人
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屋子里，整天整体的没人说话，拒绝吃
饭，每天失眠，当是只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可怜最值得大家
关照的人（完全狭隘），怀着这种心情看《麦田》我只看到
了孤独(什么样的自己感受到什么样的回应）。后来我问很多
人喜欢《麦田》的什么（因为发现很多优秀的男生都喜欢这
本书），但一直没有个定论。这次再读，就像隔着一个距离
用同样一本书审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有了这个距离，木影
真的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

一个人一旦省悟了人生的底蕴和限度，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很
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不过若他对天下事仍有一
份责任心，他在这世上仍能找到适合他的位置，比如“守望
者”。

有些理想来不及实现我们就已经长大，长大就意味着放弃过
往美好的理想，成为人们口中所谓的“成熟男人”，我不知
道这是“成熟”，还是粉饰对现实的妥协。做一名麦田里的
守望者是男主的理想，他想象悬崖边有一大块麦田，一大群
孩子在麦田里玩耍，而他就在悬崖边做一个守望者，专门捉
捕朝悬崖边乱跑的孩子，防止他们掉下悬崖。麦田里有天真



有童趣，而悬崖下满是物欲和空虚。守望者是一种人，他们
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个距离，但绝对不是冷眼旁观。他们对
潮流的来路和去处始终保持关切，他们在意精神大于物质，
在他们眼中物质的极度奢靡也不能填补一丝丝精神上的平庸，
这样的灵魂终究无趣且空虚。“守望者”守护着人生那些永
恒的价值，t望并关切着精神的走向。他们用智慧和爱心守护
着世上的孩子，守护着我们的纯真。

我们从一出生便开始得到，我们得到生命，得到爸爸妈妈，
又从爸爸妈妈那里得到爱，我们从时间那里得到成长，我们
从学校社会得到教育，我们得到钱得到职称得到地位，仿佛
我们的一生的外貌都是得到勾画出来的，但是有得必有失。
失去在我们眼中是一种失常，总会带来委屈，失去得越多就
会越委屈，但心中得欲望却会越丰满，试图用再一次的`得到
来弥补这个失去。读书笔记.但是，看人生最终得结果，失去
比得到更为深刻并靠近本质，因为终有一刻我们要失去承载
一切繁荣得生命，而那些往西得到的，顷刻间灰飞烟灭荡然
无存。生而为人，也许我们就该做好失去的准备。一个只求
得到而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看是充满了进取之心，但实际
极有可能脆弱到不堪一击，一个重大的失去就有可能击垮他
们的全部。“布施”被佛教列为六度之首，应该是想教化人
们不执着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个凡俗肉身中的生命，
佛教还是一种太悲观的哲学。但仍希望能保持一种超脱，不
讲超然物外，不谈遗世独立，只是隔着距离，守望自己。

关于真本书能说的还有很多，木影只选了这次再读让自己感
悟比较深的方面写的（真的不是因为木影懒），亲故们有需
要电子书的可以联系木影，想和木影讨论的也各种欢迎呀。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四

近来，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篇小说。小说的背景
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处于一个相当混乱的时
期，二战的阴云刚刚散去，冷战硝烟又起。一方面科技发展



迅速，而另一方面，人们缺乏理想，意志消沉，在自己无力
改变社会的失落情绪中，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于是，“垮
掉的一代”出现了，霍尔顿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抽烟酗酒，
不求上进。但是，他还不至于沦落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因
为在他的心底，一直还存有一个美丽而遥远的梦想——做一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
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正处于巨大的变革
之中，一切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20
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些相像。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
理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很多人开始迷茫、消沉，他们
逐渐遗忘了自己的理想，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开始堕入平庸。
我认为，越是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我们越是要坚守自己
的理想，集中精神瞄准前方，做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是的，有理想就有希望。

《麦田里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五

最近，我在书店里找到了老师推荐给我们阅读的书——《麦
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把书中的人物都写得生动无比，还
深刻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的思想。

比起霍尔顿，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新生力量，我们应
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从小我们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
憧憬。有了理想，就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动力。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六

其实读到这本书只是偶然，原来的一个高中同学读过，还给
我们说过这本书不错，那是就对这本书留下了一些映象，后
来看到了这本书就拿起来读了起来，感触颇多。



其实刚开始看的时候，对书中的那些个脏话航海史有点反感
的，但仔细一想，以前的自己虽然没有主人公那么多的粗口，
但也是时不时的冒出几句的，感觉回到了自己的叛逆期啊。
但慢慢地，当你真正走进霍尔顿，感受他的真诚，苦闷，愤
怒，无助时，就不自觉的想一直听他说下去。读起来真如丝
绸般质感柔滑，这与读外国小说例来存在的‘隔阂’不同。

霍尔顿，一个叛逆不好好读书的青年。虽然如此，可他本质
不坏，相反却心地善良，重感情讲义气，对现世愤怒却无可
奈何，讨厌无聊自己却无聊的不行，矛盾又无法努力做到事
事顺心，对一些小事念念不忘总想知道答案，比如冬天湖里
的鸭子到底哪去了，连这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
他头痛，内心细腻。

作者以说话琐碎口吻的描述恰好表达了主人公生活的琐碎。
逛夜总会召来妓女，却只是想和她聊天了解她内心的想法，
被人欺骗，挨打，苦闷，彷徨，被学校退学却不想回家，不
想回家不是因为畏惧父母而是害怕再次被送到他认为垃圾的
学校读书。他企图逃出这个虚伪假惺惺的世界到西方寻找安
静纯洁，找个姑娘结婚住森林边的小屋子，不想住森林里是
因为想每天照到太阳……最后这一切的一切都没达成，也不
可能实现，于是他疯了，躺进了精神病院，却自认为清醒，
还认为家人请来的那个精神分析师问的问题太傻。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
恼，但是我们应该集中精神看准我们的前方，我们的路，我
们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假如霍尔顿没有他纯洁的
理想，那他就会堕落到底，是他的理想让他活下来。理想是
人的指路明灯，它带着人走向未来，走向光明。我们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纵然生活让我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
切不过是暂时的，不就都会过去，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我们的理想。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七

守望本是一种勇气，一种情怀，饱含着期望，但《麦田里的
守望者》却将满含期盼的守望演变成在污浊、虚伪世界中对
美好的向往，独有的清醒让主人公孤独又无助......

我刚开始读这本书时，看到的是一个满嘴脏话、成绩差、不
思进取、颓废的叛逆少年，我疑惑：这样的书为何会被称为
名著呢？明明讲的就只是一个抽烟、嗜酒，让人嗤之以鼻的
叛逆少年啊？但越往后看，我就越了解了。

他讨厌学校，觉得那里的人都太虚伪了，就连校长也是一副
伪善的嘴脸。

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如果哪位学生的妈妈有点儿胖、俗气什
么的.，或者谁爸爸穿了那种肩很宽的套装，还脚蹬俗里俗气
的黑白两色皮鞋，老哈斯就会只是和他们握握手，送上一副
虚伪的笑容，然后就去和另外两位家长聊上可能有半小
时。”有时候，为了迎合社会，人们学会了伪装，学会了恭
维，学会了送给别人一个个假笑。有时候，为了追逐名利，
人们麻痹了自己的内心，封锁住心中所向，变得世俗，圆滑。

书中提到一个人令我印象深刻，他就酒吧弹琴手厄尼，一个
弹琴弹得花里胡哨还不自知的家伙。他在作者笔下是个虚伪、
假谦卑，自以为是的钢琴家。

但我却觉得他有些可怜，因为他就是被那些所谓的“捧场
王”给惯坏了的。因为他们无分别地鼓掌，让厄尼不知道自
己弹得不好，让厄尼沦为一个无知又自负的人。作者
说：“只要给他们机会，谁都能让他们毁掉。”是啊，假如
我天天被人夸赞，没有一句批评，那我也定会认为自己是完
美的。

人性有时真的是很可怕，这个社会充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



西，变得乌烟瘴气。但难道真的是要与之同流合污吗？不，
你可以不。

书中说“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
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
由而谦恭地活下去。”而这个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理想――变
成一个足够优秀、足够强大的人。

我很喜欢一句话“既然没有办法改变世界，那么至少不要让
世界改变了我们。”

是啊，既然我们很难让泥潭变成清泉，那么至少也要像莲花
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而要想这样，你就必须努力学习，变得有学识，有胆量面对
形形色色的人，并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书中有段话写得好“学习了，首先你会发现你不是第一个对
人类行为感到困惑，害怕乃至反感的，在这方面，绝对不是
只有你。了解这一点会让你激动，你还会得到激励。许许多
多人跟你现在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同样感到困惑。幸好，
有些人对自己的苦恼做了记录，你愿意的话，就能向他们学
习。同样会有一天，如果你有了可以教给别人的东西，他们
就能从你这儿学到，这种方式是美好的，有往有来的。这不
是教育，而是历史，是诗歌。”

是啊，这样一来也就有人相伴，一同坚守赤子之心。毕竟，
孤军奋战总是势单力薄，且孤独无助的。

而文中的主人公小霍尔顿，虽说心中不甘，只愿在陌生之地
装聋作哑，但总归不现实，最后还是悲剧――天真可爱的妹
妹结束了他的漂泊之旅，不仅是身体回归，心灵的漂泊也结
束了，回归世俗，不免悲凉。



纵使世界污浊、虚伪，我们也仍要坚守一颗赤子之心，不被
世俗打到。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
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内容摘要及心得篇八

初次知道这本书是当初执迷于跑步时，在微博还有人人上偶
尔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说是跑步的人必看的一本书籍。

真正看到这本书是在毕业失业的那段时间，是在清华园内的
一家书店看到，便想起以前有人推荐这本书是跑步人必读，
便翻起来读了几页。觉得有点那么想看下去的意思，就索性
买回去看了。我看书一般有个习惯：如果当时那一刻我觉得
有想看下去的想法，便会读完这书，与此书是否名作无关，
只关于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否能够让我感同身受地去经历一遍。

毕业那段时间看书纯粹是为了释放心中的压力，因为那段时
间确实是比较恐慌的，因为毕业就失业，害怕自己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害怕自己身上的钱慢慢花光，害怕一个人陷在对
未来的恐惧深渊中无法自拔.那时唯一可以能让躁动的心平静
下来的就是有读书。书籍确实是个好的友伴，你能感受得到
它对抗恐惧不安的伟大力量，给予心灵生生不息的动力。

作为一个16岁的少年，霍尔顿被作者描述成一个心理活动丰
富的一个角色，颇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身材魁梧，但是
胆小怕事。在书中许多情节处，他都会在内心把自己臆造成
一个无比强大厉害的人物，但是往往在现实中却被对方按倒
在地强揍一顿又或者在他人的勒令中闭口无言。此种情节在
书中描写还是比较常见。而这种情况在中学生当中是极其普
遍的，它反映了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的一种期待和幻想，渴望
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去改变自己周遭环境的强者。在自己臆
造的这个世界里，自己无所不能，能够以武力解决种.种问题。
这代表了一个少年对于力量的渴望和崇拜。



可能当年我们在埋头苦读的时候，我们会忽视周遭的一些事
和物。霍尔顿一直就很好奇纽约的一池湖水中的鸭子冬天去
了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霍尔顿曾经问起一个出租车司机，
而对方以近乎咆哮的语气回答他怎么知道，一通咆哮之下，
霍尔顿只有无言闭嘴以对。从这个情节来看，霍尔顿其实还
是一个比较细心的少年，他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有他关
心的问题和事物，只不过这些在所谓的正常人看来都是“有
问题的”，一旦一个群体共同遵守某种秩序，在这个秩序之
外的人则被定性为“有问题的”，这是社会的问题，根本上
是人群意识上的问题。只是大多数人无法改变社会的意识，
唯有改变自己适应社会。从这个情节来看，霍尔顿其实是个
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个孩子。他也会对这个社会充满自己的好
奇，只不过他没有被关在社会群体的意识笼子之中罢了。

在霍尔顿的所有情感(厌恶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必是那些虚伪
的人，痛恨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当中，他始终保留着一份爱。
这份爱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他弟弟艾里的悼念上(在帮室友写一
篇关于描述事物的英文作业时，他就主要描写的是他弟弟艾
里的一直棒球手套);另一方面他的爱主要体现在在对他妹妹
的关怀上。这份关怀只要体现在两个细节之处：在他决定离
开家庭远赴西部之时，他无论如何都要见一面自己的妹妹，
即使冒着被父母撞见的危险也要执拗前行探看;另一方面在他
妹妹收拾好行李要跟着他一起去西部的时候，他为了妹妹能
够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甘愿牺牲自己追求的自由，而留在
家庭里面，继续接受这个社会对他的磨砺。由此可见，霍尔
顿始终在内心维系着一份很柔软的爱，非常符合一个“正常
的人”的表现。

至此，霍尔顿为了妹妹继续留在家庭里面。故事就这样结束
了，对于后续的结果，我想无非是霍尔顿随着成长，慢慢磨
合成为了一个正正规规的社会群体中一个正常的人。

作者对于霍尔顿的描写，无所谓是种.种自身相似的经历罢了，
或许夹杂了一些文学创造必要的表现手法，又或许是赤裸裸



地把自己的经历写入故事当中。

很多人对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希望做一个麦田里的守
望者，周遭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我自己除外，剩下的都是一
些在麦田里面自由追逐嬉闹的孩子，我就坐在悬崖旁边，每
当有小孩子快要跑到悬崖旁边时，我就把他们抓住，送回到
安全地带”(与原文有出入)，但是已经表达除了原文的意思。
这种类似的场景，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知道如今也会有这
样的想法：在一个空旷的沙漠里面，我一个鉴定前行;在一个
大雪纷纷的黑夜沙漠里，我骑着一匹马独自前行。当年喜欢
这样的幻想，是因为当年特别想去流浪，去过自己想有的一
种生活。但好在我一直没有那样去做，但也后悔年轻时没有
疯狂过。

如果晚年可以，我愿骑着单车背着吉他去骑行，在清风中飞
翔，让歌声慢慢侵入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去归于最真实的大
自然。岁月不在，愿梦想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