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慢与偏见心得(优秀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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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慢与偏见心得篇一

奥古斯丁的力作《傲慢与偏见》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中，折服
过众多的善男信女，通过解除傲慢与偏见给正常沟通造成的
障碍，最终演绎出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世上传为佳话。

起初读《傲慢与偏见》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我的偏见，尤其是
剩女们对我的偏见。

昔日的堂堂清华博士后怎么做起剩女的文章?沦落到这地步?
鄙视之意溢于言表。

知识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而不在于荣
誉、科技水平等，虽然也有这种因素，但毕竟不是核心的价
值。那么给国家带来1—2万亿直接经济价值的水问题的解决
应该远远超过获得诺贝尔奖的价值了!如果考虑间接价值恐怕
怎么也有5—6万亿吧。所以，我当时就能够义无反顾的执着
地追求。

对剩女的问题而言，虽然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许妇
女的婚恋早已经不是唯一的生活目的。但是在任何社会，尤
其在现在的我国，婚恋仍然是大多数女人的生活最主要的部
分，甚至是全部。最少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果在
很多方面很出色的女孩因为各种原因一时嫁不出去甚至终身
嫁不出去，那么可以肯定的说耽误她的终身。如果我能够帮



助找到意中人，过着美满的婚恋生活，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
挽救了她的一生。因为婚恋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使她享受天
伦之乐，也可以帮助她在事业上更有信心。如果我解决一群
人甚至一个群体的问题，那么这一事情的社会价值将是不可
估量的。

当然，我相信绝大多数剩女是最后不会选择嫁不出去甚至终
身嫁不出去的!那么在大多数剩女认识到婚恋在她人生中的价
值的一天，客观的经济效益也是可以预期的。这样通过产生
巨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不仅可以挽救我，也许还能够挽救我
的事业。

在《傲慢与偏见》文中，我没有想到自己也受到很好的教育，
原来我自己的傲慢也是沟通的主要障碍之一。虽然我也是时
常告诫自己尽量避免无谓的错误，消除不该有的误解和损失，
但是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最要命的是我自己有足够的理
由并且确信我的观点的时候就是很难做到给人不“傲慢”的
印象。我只好更努力学会倾听的艺术消减不良后果了。

傲慢与偏见心得篇二

其实我没怎么看过傲慢与偏见这本书，但就在前段时间追过
这个电视剧，我从中感触多多。

故事里也讲了爱情观。当一个人在一段爱情里卑微到尘埃，
那么离结束也不远了。故事里唐楠楠为了心爱的男友将学费
让给他读书，自己赚钱养他，最后男友跟富二代在一起，对
唐楠楠只说愧疚。在这里，真是心疼她120次，在一段爱情里
做到这样真真正我是服了的。

在一段感情里，付出多的那个人最容易受伤，全身心付出，
回报也许就是负数。在爱情的脚步中，两个人要步调一致，
一个人走太快，另一个人甩太远，很危险。



所以后来与朱侯面临是否分开一年的时候，她选择了悄悄离
开，她懂得了不能让爱情成为实现梦想的绊脚石，希望两个
人一起进步。

其实故事的结尾还挺让人意外的，我满以为两人在一起了皆
大欢喜，这个故事就可以圆满结束了。没想到后面还有这样
一段，算是与前面被抛弃的感情有个交代。经历之后，才会
成长。

这部影视告诉我们做人不能够恃强凌弱，要与人和睦相处，
自己遭到怠慢也要心平气和的对待。在爱情的道路上，不要
动不动就倾其所有，很多时候，与其卑微到如尘埃一般让人
不屑一顾，不如留一些骄傲和疼爱给自己，放下自己所有的
傲娇与偏见，好好的享受当下的生活，轰轰烈烈的爱一回，
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对方一个机会！那句“以爱一个人的
名义放弃自己的梦想，会失去自己的自尊”！这句台词很有
杀伤力！

这个电影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现实世界，谁没有遭
遇过这样那样的“被偏见”，而有时你无力辩驳。偏见与偏
见之间高高垒起的那堵傲娇。偏见即矛盾，矛盾即摩擦，摩
擦即火花，火花崩开的笑料。真爱无关金钱，无关社会地位，
甚至无关星座合不合，没有固定的公式，大部分都只是偶然
发生。

谁的青春没有遇见过几个渣男？谁的过往不曾有过灰头土脸？
那些年的年少轻狂，沉淀成现在的成熟老练。梦想、爱情、
尊严，年少时热血满腔，如今再回忆，更似是中二附体，饶
是成熟的心态，依然无法招架。

傲慢与偏见心得篇三

"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
举世公认的真理。"以这样一句话作为本书的开头，让人不由



想到这会是一部清喜剧，来讲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可
是如若只为了消遣而读，那么这部《傲慢与偏见》就不会有
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往往，伟大出自于平凡，奥斯丁就是将
她的哲理通过爱情这一人人司空见惯的事物来表达的。乍一
看，她讲的是伊丽莎白。班纳特与达西的爱情，但寻遍全书，
确丝毫不见热情澎湃的只言词组。难怪《简爱》的作者夏绿
蒂。勃朗特说奥斯丁不知激情为何物，的确，奥斯丁的作品
给人的感觉最多的是理智二字。她以理智诠释爱情，虽然没有
《呼啸山庄》的生离死别，没有《巴黎圣母院》的生死相随，
没有《红与黑》的浪漫热烈，但其所反应的社会现实确是如
此一针见血，她讲的是婚姻，却与爱情无关。

在奥斯丁生活的十八世纪末期大英帝国正处于颠峰时期，而
奥斯丁却把视线关注在英国乡间。当时英国乡间的生活在作
者看来是惬意悠闲的，纯朴中包含平凡自然，但是整个英国
社会的影响力始终波及着乡村，如势利、炫耀、虚荣和对婚
姻的看法。当时的婚姻缔结的充要条件是男方有可观的家产，
女方有丰厚的嫁妆。于是他们的结合便是幸福，便会为世人
所承认接收。诚然，这样的婚姻类似于一种资产合并，以钱
作为婚姻的基础，这明智吗？在当时的达官贵人看来这无可
非议。于是一切的婚姻要门当户对，此处的门当户对确切地
说应是资产相当。于是，一个已婚绅士有一两个情妇，或是
贵妇人们有几个消遣的情人也被当时社会所默认。可婚姻仍
被冠以"神圣"这一词来修饰。注重实际的人们始终以金钱作
为信条，金钱至上方为他们的圣经，为之不惜赌上一生的幸
福。这样的做法才算理智、清醒。可悲的是钱成了地位的标
志、有钱=有教养=有地位=有高尚品格=具备做丈夫的一切条
件。当贵妇人或是待嫁的小姐标榜自己的地位、修养、才华、
娴静、优雅等等的诸多美德时，她们决不会想到这一切的美
德得以形成的资本是钱，她们谈及金钱时，显现出蔑视和鄙
夷，却不知自己的婚姻得以缔结不是因为美德，美德只是一
件附属品，作为她们丰厚嫁妆的最让人信服的掩饰物。人们
以敷衍、奉承、阿谀来祝贺新人，祝他们有钱人终成眷属。



在本书中有两个人物是此种婚姻的忠实奴隶。一个是夏绿蒂，
一个是韦翰。

韦翰是个十足的流氓，他自恃外表轶丽，一心想通过婚姻来
发家致富，可是，他忘了婚姻是相互的，金钱的交易也是相
互的。他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自是富家小姐不会光顾。但最
终他还是通过不与丽迪亚结婚为要挟，向达西敲诈到了一笔
可观的收益。于是又一个婚姻，又一个为了金钱的婚姻铸就
了，这次不单出卖了幸福，还有灵魂，韦翰的灵魂被他自己
彻底出卖了！婚姻既已变成手段，那幸福也是奢望了。

在本书中伊丽莎白一直是以一个正面人物来写的，她理智、
活泼、爱打趣，善于对人冷眼旁观并直看穿其心思。书中常
有她发表的见解和看法，作者通过她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观
点，但表面上看来她是爱情的忠实追随者，直到最终获得真
爱。但仔细想想也不难发现伊丽莎白或许说作者本身都难以
逃出金钱性婚姻的怪圈。首先，作者在安排角色上让达西拥
有俊朗的外表、高尚的品格，最重要的是，无论他与伊丽莎
白的情节发展多么跌宕起伏，有一点是事实，他是一位年薪
一万英镑的绅士，与皇家有密切联系，有自己的庄园、家产、
田地，总而言之，达西非常非常富有。所以，伊丽莎白当初
拒绝柯林斯求婚的原因很简单——有更好更富有的在后面。
同时，伊丽莎白之所以对达西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是在她看见
了达西硕大的庄园之后，彭伯里女主人的称号无可避免的是
一种诱惑。正如伊丽莎白所说，她是绅士的女儿，达西是绅
士，他们是处在同一阶层的。地位相差并非非常悬殊，更何
况，她出自乡绅之家，也算是半个富家小姐，小型的资产合
并在所难免。她和达西的婚姻不被达西亲友所接受，只因为
达西原可以找一个比她富有得多的妻子罢了。

这样的婚姻是一种悲剧，婚后所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是免不了
的。夏绿蒂在尽力扮演好一位主妇的同时却一直怀念着深爱
的昔日情人，她后悔当初因为那人的贫穷而未与之步入教堂，
正如她所说："没有爱情的婚姻，不管因为受到尊重或者拥有



殷实的家产而显得多么荣耀，都比不幸强不了多少。"韦翰与
丽迪亚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伊丽莎白与达西相处和睦，但
不断来自邻居、亲友和珈苔琳。德。包尔夫人的冷言冷语，
让她心烦意乱。如此的婚姻悲剧在那一时代是很普遍的。究
其根本原因，很简单——妇女地位低下。妇女没有工作、没
有得以维持生计的能力，只有依靠婚姻这条路来为将来的生
活来源做打算。这是解决将来生计的最普遍，也是最行之有
效的方法。

在本书中，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很明显的，即便是有钱的太太、
小姐们，充当的角色也只是家庭主妇而已。社会中男尊女卑
的.现象十分严重。如班纳特家中有6个小姐，可是没有男嗣，
因而，班纳特家的财产不得不由班纳特先生的侄子继承。这
样致使6位班家小姐的嫁妆只有从其母亲当年的嫁妆中分得，
嫁妆的卑微常常使的年轻的小姐们不得不选择一条像夏绿蒂
那样的路，通过婚姻来为自己将来的温饱作打算，自然会将
婚姻视为金钱至上的买卖。如书中所描写的，每一位太太在
后半生最大的愿望便是嫁女儿，让她们未来在丈夫的资产庇
护下得以生存。因而难怪郡里一旦来了一位有钱的绅士，母
亲们便认定他为自己的准女婿。所以当班纳特太太得知伊丽
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后十分气愤，责怪女儿不明智。以柯
林斯在金钱方面的条件而言，可以保证伊丽莎白将来有安定、
温饱的生活，在其母亲看来，放弃这样一棵"摇钱树"是一种
无理取闹。在她年轻的时候，也是通过婚姻来衣食无忧，现
在她更有义务要求女儿们以此获得"幸福"，没有原因，这只
是一种规律，是英国社会当时的婚姻法则。

没有经济能力的女性在当时的金钱社会中得以舒适生存的唯
一办法是，出生前就挑个名门旺族，但这仅凭机缘，更多不
幸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便只能向生活屈服。可悲的是，她们
从不发现这是社会的弊端，而一直认为是自己出身贫寒。他
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像是花瓶，等着有一天被一位出手阔
绰的人买走，仅凭运气，与爱情无关。



傲慢与偏见心得篇四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日常生
活为素材，一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内容和矫揉造
作的写作方法，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
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

《傲慢与偏见》在书中是男女主角爱情上的障碍，但在现实
社会中也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的障碍，更是在正确对待自己，
对待事物上的`绊脚石。人的缺陷太多，首先是心灵上的陷阱。
要想在一生中成就一番事业，无论是知识、教养、还是爱情、
事业，都需要同自己心灵的种种浅浮的陷阱或阴影做斗争，
经过各种误解和长时间的反复的认识过程，慢慢由心灵克服
各自弱点和毛病，而走向开放、洒脱、自由的必然结果。扰
扰尘世，做人不易;茫茫人海，佳偶难见。然而没有爱情不要
勉强别人结婚，只要人品正直，追求美德，不放松向喜之心，
不苟且、贪图一时之利欲，追求两心之和谐、相应，运用彼
此的智慧，克服心灵上的缺点，终得如愿以偿。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而这些摩擦，往
往就是自己内心中所潜藏的弱点或毛病，要和别人能够更愉
快的生活，就必须先了解到自己的缺点，并磨去他，其次是
了解别人的内心，最后再互相深入彼此，如此一来，你会发
现到社会上每一件人、事、物都是如此美好、光明，更进一
步激发出你内心深处的感动，发挥出自己的专长去替这个社
会、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服务，毕竟我门是万物之长，如果
人们不再用心去关怀身边的人，不再去付出自己的一臂之力，
那么还有谁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
该将自己原先所存有的毛病给除去，换上一个全新的自我，
为崭新的未来打拼吧!

傲慢与偏见心得篇五

《傲慢与偏见》虽以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为题材，但从中也



折射出当年严格的封建礼仪制度，提出了道德和行为的标准
问题。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四起大
起大落的姻缘，尤其以达西的傲慢与伊丽莎白的偏见为突出，
但随着各自的完善，达西的傲慢收敛了起来，伊丽莎白的偏
见也荡然无存，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无疑是小说中最
精彩的喜剧之一。

初读这部小说，难免觉察有些许枯燥无味，作者的词藻并非
十分华美，但却平易见人；情节也并非跌宕起伏，但却处处
伏笔。可毕竟是一部经典名著，总是少不了精彩过人之处，
于是便按捺住性子读下去，越发地感受到其诱惑力的所在。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莉迪亚终究还是没意识
到这一点，她与威克姆的姻缘可堪称得上是最荒唐的结局，
两人婚后的情淡意薄有力地证实了看人不能仅看外貌。一个
人的外貌固然重要，但假设克制不住自己，到处沾花惹草，
结局想必是岌岌可危的了；亦或是被外表的假象所迷惑，没
有深入了解他人的内心，可折射出此人是浅陋无知、缺乏主
见的。我们希望有简一样的貌美如花，希望有威克姆一样的
可爱迷人，但我们更需要有简一样的善良、沉着、冷静。

有时候的放弃，只是为了更好地得到。宾利与简的婚姻皆大
欢喜，两人想见的曲折道路，都给彼此立起珍惜眼前人的标
牌。简在得知宾利不辞而别之后，并未把痛苦之情溢于言表，
而是学着去放下，这种可贵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生活中，
我们要学会放弃“芝麻”，才会得到原本想要的“西瓜”；
学习上，学会放弃难题与纠结，才会顾全大局。正所谓放弃，
你才会更好地得到。愿你能明白其中深意。

当然，书中的封建礼仪制度也是值得读者去了解，去深究的
一隅，在此，就不多说了。

经常看小说，却没想过看名著。正能量的读书活动让我在学
业完毕后的闲暇时间里对它们有了兴趣。看到这个月书单的



第一时间就告诉自己：我要读《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是19世纪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最著名的小说，
原名《最初的印象》。故事围绕小乡绅一家几个女儿的婚姻
大事展开。其中以二女儿伊丽莎白与达西的感情为主线，用
伊丽莎白的几个姐妹与好友的婚事作为陪衬以衬托女主人公
理想的婚姻。书中的女主人公性格活泼淘气，聪明机智，善
于思考问题。由于她听信了年轻军官威克姆的谗言而对男主
人公达西产生了偏见且因达西自身的傲慢让她极没好感甚至
厌恶。经过一连串有趣的周折后，误会终于得以消除，伊丽
莎白对达西不再存在偏见，达西也在伊丽莎白的强烈言辞下
认识到自己的缺乏，克服了自己的傲慢，让两个年轻人重新
认识最终走在了一起美满幸福的生活。它告诉我们：不管对
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应该存在偏见，都应该抛开一些片面的东
西去客观看待。网络是个交际的平台，我们在上面交友、关
注着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打发自己的闲暇时光。可是有太多
的营销博恶意的散布着别人的消息影响名人艺人在路人眼中
的初印象，让网民对名人艺人产生偏见，不看他给予别人的
正能量，就只一味的谩骂误解他的一举一动，对名人艺人造
成或大或小的伤害。我觉得这种行为是极其可耻让人讨厌的，
不说名人艺人也是人，有自己的生活，但是他给我们消遣，
从各个方面为我们带来欢乐我们就应该心存一份感谢，而不
是因为一些无意的错误就自动屏蔽他的好肆意的骂！我想说
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在当事人身边，他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无法接触无从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存一点自己的
想法不要随便就被人引导，也不要存在偏见去看一个人一件
事，客观一点，有话说，可以，善意一点，毕竟与你无关，
他也没碍着你什么。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书名就想
要读它，我想要从这里证实我的观点，确实也如此：少一些
偏见，多一些心平气和，大家都愉快。

同时，从夏洛特与柯林斯只有物质没有爱情的婚姻、莉迪亚
和威克汉姆把婚姻当做儿戏丝毫不考虑物质生活的婚姻与伊
丽莎白与达西在爱情与物质兼具的幸福美满婚姻形成强烈的



比照，告诫我们树立正确的婚姻观：一段婚姻，不能只有爱
情或物质，要全面考虑，只有两方面都考虑到我们才能真正
的获得幸福。身边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所以这也一直都是
我的观点。

不久前看了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不禁为简的勇敢和才气所
倾倒，她的勇敢追求，不惧世俗的观念，在那个社会里成为
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她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更是她小说的
最高成就，在我看来可能《傲慢与偏见》就是她自己的人生
吧！不过不同是她给了小说一个完美的`结局。

《傲慢与偏见》写的是中产阶级男女的爱情和婚姻。宾利和
简，俩个人一见钟情，由于宾利是个阔少爷，所以班内特太
太巴不得自己的女儿能够嫁给他，于是对他们的交往不加限
制，这使得他们有一个自由的交往环境。虽然他们的感情曾
遭遇到挫折，但是俩人最终还是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伊丽莎
白和达西，他们俩人开始对对方并无好感，谁也不会想到他
们以后会成为伴侣。伊丽莎白具有很强的自主观念，她主张
独立，自由的婚姻。所以当她看见姐姐和宾利相恋以后，她
是报着支持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的爱情的。但是达西的做法却
使她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情，而她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达西的
一些恶行后，对他更是没有一点好感。但随着了解的加深，
她渐渐对以前自己的看法感到惭愧，并承受了达西的求婚，
最终幸福在生活在一起。

伊丽莎白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子，在她的性格里已经没有
了传统妇女的那种束缚，对于为了财产、金钱而结婚的做法
伊丽莎白她很不赞同。她反对为金钱而结合，更反对把婚姻
当儿戏。所以她对继承他们家财产的远亲牧师没多大好感。
当他向他提出结合时，她非常的不屑。因为她觉得感情是婚
姻的基石，没有感情的婚姻不会带来幸福。虽然说为了财产、
金钱而结婚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结婚不考虑这些因素也是
愚蠢的。现代人渴望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虽然说钱不是
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有了一定的物质根底，



才能提高婚姻的质量。

结婚是两个人爱情的再一次升华，但是结婚并不是爱情的终
结。它还需要双方更好的去维护。结婚也并不是两个人的事
情，它联系了两个，甚至联系了这两个家庭的一切关联。有
时候不光有爱情就能解决一切的，还有许多的家庭问题需要
解决，如果处理好了这些那两个人的婚姻才会有将来。

一篇文章中一句话说：玫瑰花瓣上颤抖的露珠，是天使的眼
泪吗？我觉得这句话很美。玫瑰花是爱情的象征，它花瓣上
的露珠却是天使用眼泪所换来的。美丽的背后竟然是无尽的
辛酸和付出。当天使挥着受伤的翅膀，看着娇艳的玫瑰，想
停下来愈合伤痕，却发现它全身都是刺。正如年轻的我们，
希望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又怕它的到来，畏惧现
实的残酷与阻碍，却又飞蛾扑火般的想成为别人心目中的白
雪公主，明知海枯石烂只是传说，青蛙王子和白雪公主只是
童话，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经典，却又相信梁山伯与祝英台
终会化蝶成双飞。

人生就像一艘竞航，在茫茫的大海中时时面临着狂风暴雨的
考验。我们害怕它的降临，因为怕会措手不及，怕会颠覆在
深海中。但是上天都已经将命运安排好了，它赐予我们幸福，
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尝尽了生离死别才算是完整的人
生，而爱情婚姻只是一段小插曲。只有学会面对，学会试耳
倾听，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