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农场悟到的心得(优质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一

俗话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暑假里，我看了很多书，有《绿野仙踪》、《你离善良有多
远》、《贝丝的快乐农场》、《中华上下五千年》、《时文
选粹》……这些书都非常好看，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贝丝的
快乐农场》，因为这本书里的故事不仅非常有趣，还告诉了
我们很多道理。

《贝丝的快乐农场》的作者是美国的桃乐茜·费希尔。在这
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深深的吸引了我：连贝斯都能改变自
己的缺点，你也一定能改掉自己的缺点。这句话告诉了我们：
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缺点改掉，让自己变成一个更优秀的孩
子。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姑妈无微不至的呵护让九岁的贝丝脆
弱、敏感，没有个性，以至于失去了自我。一次意外事件，
姑妈不能再照顾她了，她被送到乡下姨婆家。贝丝再也不能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到那里，她不但要自己照顾自己，还
要做家务，没人把她当小孩看待。

这本书一共有七章，其中，我最喜欢第五章《小伙伴》里
的“解救小莫利”这个故事。一天，夜幕降临了，四周一片
昏暗，贝丝不得不穿过一片树林送小莫利回家。可是就在她
们聊着狼坑时，两个孩子迷路了。



贝丝紧张极了，让小莫利站在原地等她，自己去前面探探路。
可等她回来时，小莫利却掉进了狼坑里。贝丝吓呆了，每个
汗毛都竖了起来。当她决定回家找亨利姨爹帮忙时，却从坑
底传来小莫利的哀啕声：“贝丝，别离开我，野狼会把我吃
掉的，求你了，不要走。”“可是我一个人没办法把你弄上
来”贝丝也哭了，牙齿开始打战。黑黑的洞里不时传来小莫
利的哀求声，贝丝停止了哭泣，坐在石头上想：如果是安妮
阿姨在这里，她会怎么做呢？在贝丝的认识里，安妮阿姨永
远会有办法解决问题。

想到这里贝丝开始观察四周，终于她看到了一个干枯的松树
枝，对，一个像梯子一样的树枝，这就是安妮阿姨要做的。
想到这贝丝兴奋、激动并充满了力量。她把树枝放到坑下面，
不一会儿，小莫利就顺着树枝爬了出来。当安妮阿姨与亨利
姨爹找到她们时，小莫林已经爬出的狼坑，贝丝觉得很难过
她以为安妮阿姨会拥抱她，但是没有。

安妮阿姨只观察了一下那个洞，淡淡地说：“我想你把小莫
利照顾的很好。”在回家的路上，安妮阿姨握着贝丝的
手——这是第一次。然后问贝丝：“你是怎么想到那么做
的？”贝丝这时欣慰甚至有些得意的在黑暗中笑了，她这才
知道安妮阿姨了解一切，这就是安妮阿姨的夸奖。

从那以后，以前那个怯懦、胆小的贝丝不见了，在姨婆家日
积月累独立的生活方式，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的经历让贝丝
发生了改变，她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贝丝了。我相信在以后的
日子里贝丝一定会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面对她所遇到的一切。

我要向贝丝学习，不论周围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都要
努力的完善自己，让自己学会适应和解决。在遇到挑战时，
要能够坚持，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在遇到重重困难时，也要像贝斯那样遇事不能慌张，要勇敢，
要多动脑筋，用自己的头脑来解决问题。在朋友遇到困难时，



要能够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他人，使自己更加完美。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二

原本我以为动物的世界里只有单纯的需求，读完这本书后我
才知道，但凡是这大千世界中的一员都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有
各种的纠葛，无论是感情的，地位的甚至利益的。这本书中
便阐明了利益、地位纠葛的不断产生以及对最终善良本性的
抛弃。

故事的开始，是人类在管理着农场，而后是动物的“自治”。
人类无疑是被利益纠缠甚至掌控的，但动物本性是善良的，
及至最后，都有动物在努力工作，但他们却相信了猪的谎言，
相信着与人类同是利益追求者的猪带来的不切实际的希望，
才会导致最后农场又一次被人类利益侵蚀。

农场中的动物们经历的统治从不平等到不平等，向我们展示
了不同物种因欲望而不断聚拢地位，食物，金钱从而形成一
个独裁局面打压敌对势力的相同结局。若不是受到了猪的迷
惑，善良的动物们早就会揭竿而起了。不过我觉得在未来一
定有一天会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告知大家，夺回本来应当
属于大家的生活。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三

《动物农场》（animalfarm）作者乔治·奥威尔，生于印度，
在英国长大，服兵役后决定写作，后来去西班牙参加战争，
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
内部的生死斗争。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
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
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于1943年开始着
手写《动物农场》。

作者在给本书乌克兰版的序中提到，本书的目的在于以大众



能够理解的方式揭露苏联神话。他认为“自从1930年以后我
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
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一个等级森严的
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像任何
其他统治阶级一样都不愿意放弃权力”。

故事始于庄园农场中一头猪—老少校的一段讲话，它说人类
的专制统治导致了动物的悲惨生活，只要把人赶下台，造成
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的根本原因便可永远铲除。因此农场中
的所有动物奋起造反，赶走了老东家，并定下了七条戒律，
简单说来就是两条腿的都是敌人，四条腿的都是友军，动物
不可穿衣，睡床铺，饮酒，残杀别的动物，以及所有动物一
律平等。至此，庄园农场变成了动物农场，这时候动物们能
吃饱了，干活也有劲了。

然而，好景不长。聪明的猪们从一开始的带头者，变成了领
袖和剥削者，动物之间也存在等级了。这中间发生了领导猪
的变更、对前任领导猪的造谣和恶意猜测、对犯错动物的惩
罚和处死、与人类进行交易、处于农场顶端的猪和狗饮酒、
睡床铺、对七诫的偷偷变更等，最后猪开始直立行走了，和
之前的敌人推杯换盏，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荒诞至极。这
确实也达到了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揭露苏联神话。所谓的社
会主义国家不过是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等级森严，所谓的
自由不过是权力限制下的自由，所谓的人人都好不过是掌握
权力的上层阶级的狂欢。

《动物庄园》作为一部寓言小说，作者所真切感受到的是，
所谓的平等、自由实在是有限的、相对的、短暂的，世上没
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时代。一群动物带着对理想的憧憬，
力图打破旧秩序，本应冲出牢笼，但又跳入了另一个陷阱，
他们依然被欺骗，被奴役，被统治，不平等是不变的结局。
唯一的区别在于人类农场是人类管理动物，动物农场是动物
管理动物，仅此而已。《动物庄园》里最令人恐惧的还是那
句话，那被篡改的只剩下一条的戒律：所有动物一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当“平等”也有高低贵贱
之分时，所谓的平等不过是一句自欺的谎言，所谓的自由也
就成为了彻头彻底的笑话，微贱的平民唯有在困境中沉默挣
扎。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四

《动物庄园》是乔治·奥威尔的著名中篇小说，最初知道这
本书是在高中历史书里，被其简介所迷，一直想看但都因自
己懒惰加上被很多外国文学书的文风影响，对外国文学一向
是敬而远之，以至于几年过去了仍和《动物庄园》缘悭一面。

今年开了外国文学课，要交读书笔记，可怜我只看了半部
《儿子与情人》、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五分
之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十分之一的《堂吉诃德》、几
十页的《飘》，真的是写不出来什么读书笔记，想来想去，
唯一看过的一本全本的外国文学书便要算初中时看的《鲁宾
逊漂流记》了，但那时只是看热闹，并不明白书中的勇于冒
险、奋斗不屈的精神，而且隔了这么多年，情节也早就忘的
七七八八了，要拿这本书写的话还真个是无从下笔。不得已
只好找一本书来看，全当是应付差事，哎，希望老师不要鄙
夷我这种行径，我真的是对外国文学没多大的热情。

虽然是抱着应付的心思，当初也对老师要交读书笔记一事颇
有微词，但是现在看来，老师这个举措无疑是好的，虽
然“逼”我读自己不喜欢读的书，但幸好有《动物庄园》，
找了好久外国文学书，经过一番筛选，终于定下这本，看完
之后深觉不虚此看，心里小小的感谢了一下老师，如果不是
她的要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十年或许来我都不会读到这
本书了，那这就真是个遗憾了。

书中的故事并不复杂，在一个名叫曼纳的庄园里，养着各种
各样的动物，一天晚上，在动物里颇具威望的老雄猪麦哲召
集所有动物开会，宣扬它的革命思想，号召所有动物进行反



抗，以改变动物们被奴役、被宰杀的命运，动物不能再遭受
剥削，要奋起驱逐人类，过上自己当家作主的幸福自由的生
活。老麦哲给动物们讲了一个它才做过的梦，那是一个动物
消灭了人类并且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梦，它还教会
了动物们一首失传已久的歌《英格兰兽》，以激发动物们的
革命热情和革命信心。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五

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看完了这本由英国小说家乔治。奥
威尔着作的《动物农场》。这本书非常薄，但却需要用心去
慢慢品味。

有人看了《动物农场》以后觉得政治真的是个很黑暗很龌龊
很糟糕的东西，于是得出结论这玩意儿要不得，其实我觉得
这是跟作者想传达的东西相悖了。若从作者的背景和自己的
理解来看，我觉得作者想要抨击的是集权社会的黑暗和弊端，
并没有说政治就是坏的，实际上从本质来说，政治就是政治，
没什么好和坏，好和坏的属性是人让政治染上的，不干政治
什么事。而集权主义为什么是坏的，因为它让权力被集中在
一个人或者某一特定阶层的手中。用田中的说法，一个人或
者某一特定阶层，当它握有了绝对权力的时候，变质是必然
的，无论当权的是拿破仑还是雪球，无论这个人或者阶层曾
经是多么英明。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历史的铁
律。就如当年会发生，不得不承认这和毛主席的权力太过高
度集中是分不开的。而为什么会产生集权呢，就好像小小的
杨问父亲“既然鲁道夫大帝那么坏，为什么人民还会把权力
交到他的手上呢”，杨爸爸回答“因为民众是懒惰的”。是
啊，因为人民永远都会期盼一个英雄来带领着他们走向美好
的新世界，他们不必思考，不必负责任，反正跟着英雄走就
对了嘛。没有了老少校，还会有雪球，没了雪球还会有拿破
仑，没了拿破仑谁知道是谁呢，反正总会有个人来带领大家，
虽然日子很苦，至少权利是属于每个动物的，每个动物都是
自由的，都是为了自己工作的。走错了路，反正错误是领导



犯的嘛，跟自己没关系，打倒一个再拥护一个就够了嘛。所
以说，民众和英雄是互相牺牲的，在《动物农场》里主要表
现民众被领导牺牲。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会想农场的以后会怎么样呢，其实作者这
个结尾真的很妙。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哈里。谢顿的
心理史学有一条是这么说的，虽然人类学了那么多年的历史，
但总结历史，人类从历史里学到的东西几乎为零，也就是说，
其实人不可能从历史里学到任何经验，同样的错误还是一直
在犯，人群对同一刺激的反应不变，这就是心理史学得以实
现的基础。而田中说，物换星移，只有人心是不变的。所以
如果农场想要真正的解放的话，绝不可以打倒一个统治者，
再重新拥护另一个统治者，所以老驴本杰明，永远只是在一
边冷冷地看着。民主这东西，永远都不可能赐予，只有民众
真正意识到他们需要它，这种制度才可以被建立。否则，统
治者赐予的民主，永远也只是包着民主皮的更可怕的专制而
已。“政治与我们无关”，鄙视并且抛弃政治的人，政治必
将予以报复。

其实民主，不需要多高的素质，不需要多少知识，只需要一
点责任感，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不是把责任和权
利都推给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而是自己为自己做主。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六

原本我以为动物的世界里只有单纯的需求，读完这本书后我
才知道，但凡是这大千世界中的一员都会在进化的过程中有
各种的纠葛，无论是感情的，地位的甚至利益的`。这本书中
便阐明了利益、地位纠葛的不断产生以及对最终善良本性的
抛弃。

故事的开始，是人类在管理着农场，而后是动物的“自治”。
人类无疑是被利益纠缠甚至掌控的，但动物本性是善良的，
及至最后，都有动物在努力工作，但他们却相信了猪的谎言，



相信着与人类同是利益追求者的猪带来的不切实际的希望，
才会导致最后农场又一次被人类利益侵蚀。

农场中的动物们经历的统治从不平等到不平等，向我们展示
了不同物种因欲望而不断聚拢地位，食物，金钱从而形成一
个独裁局面打压敌对势力的相同结局。若不是受到了猪的迷
惑，善良的动物们早就会揭竿而起了。不过我觉得在未来一
定有一天会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并告知大家，夺回本来应当
属于大家的生活。

农场悟到的心得篇七

动物庄园这本书篇幅不长，讲述了在一个叫庄园农场的农场，
有许多动物，动物们天天都辛苦农场干活，得到的报酬确仅
能果腹。一头叫老少校的猪在临死之前，告诉它们应该反抗
农场主，能得到更好的生活。动物们群情激愤，唱着革命的
歌曲，怀着对自由平等的向往，赶走了农场主，建立了“动
物农场”，并且颁布《七戒》作为农场的法律，庄园里最聪
明的两只猪雪球和拿破仑成为了领导者。但不久后拿破仑用
它养的9只凶悍的狗赶走了雪球，并把它塑造成农场的敌人，
猪们渐渐变得跟以前的农场主一样凶残，《七戒》被一次次
的修改，最后只剩下一句“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
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小说的结局中猪穿上了农场主的衣
服和人类举杯庆祝，猪和人仿佛已没有了界限。

在作者笔下，一群形态各异的动物变得惟妙惟肖，将人性剖
析的鲜血淋漓。在每个人的心里，不都向往着一个乌托邦吗？
那里可能各不相同，但世界和平，众生平等，不论贵贱。在
某种程度上，这是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却也容易成
为一个虚无的幻象。

在故事最后，多数动物还在怀着希望艰难的活着，有意思的
是有一头叫本杰明的驴，他看透这一切，明哲保身。他常说
的一句话，其实也是作者的隐喻：生活过去必不比现在好，



也不会比现在差太多！同样的，将来生活好也不会太好，坏
也坏不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