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通用10篇)

青春是一个人成长的黄金时期，充满无限可能。青春是锻造
自身品质和能力的黄金期，我们要不断提升自我实力。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青春励志故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和动力。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一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中的主人公是霍尔顿，他是一个
四门功课都不及格而被学校开除的15岁少年。他倒扣鸭舌帽，
穿大号风衣，抽烟、醺酒，满嘴"脏话、混帐"。因被开除而
又不感回家而开始了他维时几日的流浪生活。他厌恶这个世
界，他认为大人叫他读书就是为了以后能买辆"混帐凯迪拉
克"，他厌恶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自我却挥霍无度，说自
我"不是把钱花了就是扔了，是个十足的败家子。厌恶别人谈
论酒和女人，自我却醺酒、恋美色，并且在流浪的几天里糊
里糊涂地找来了妓女。自我想的和做的无法统一使他痛苦万
分。他所唯一敬爱的老师也竟是个异性恋。就在这重重矛盾
中，他无法自拔，最终躺在了精神病院中。

《麦田里的守望者》透过第一人称以一个青少年的说话口吻，
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的精神
世界，从主人公这一个侧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追求物质生
活精神生活荒芜的社会风气，道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

美国的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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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无力改变的社会大备景下，
过着混混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霍尔顿
就是其中的一员。



主人公霍儿顿是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反面形象之
一。他的性格深受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既有丑恶的一
面，也有反抗现实，追求自我的理想的纯洁的一面。外表上
霍尔顿是个玩世不恭的坏孩子，但实际上他却有颗污浊、善
良的心。他爱自我的妹妹，见她的那晚，霍尔顿说出了："我
只想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说，他想像着在一大片
麦田里，几千几万个小孩子在游戏，周围除了他没有一个大
人。他就站在麦田边上的悬崖旁守望着，看哪个孩子朝悬崖
奔过来就捉住他，不让他掉下悬崖。"这是他的一个完美幻想，
也是他完美心灵的见证，他期望那些快乐的孩子不要跌入悬
崖，而是永远快乐的奔跑，而那麦田似乎象征着物质世界，
他期望生活在充满物质主义精神世界的孩子不要迷失自我，
走向悬崖。相对于他那两个糊涂的室友，霍尔顿更清楚的认
识到了自我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貌的。而他厌恶这一切，因
为厌恶，处于青春期的他就越发的那样做，似乎是一种反抗。

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正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一
切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从某种好处上说，这与50年代的美
国的确有些相象。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
变化，很多人开始迷茫、消沉。他们逐渐遗忘自我的理想，
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开始向往平庸。

我们是生活在新时代的人，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恼。但
是我们就应集中精神看准我们的前方的路，我们就应是一群
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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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生活有时也会让我
们这代人有些迷惘和彷徨，但一切但是是暂时的，不久都会
过去，我们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坚持自我的理想，不断努力！

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确让人感到了莫名的悲哀，进
而象霍尔顿一样，竟对生活充满了绝望的痛苦，就象一些评
论家所说的那样，这本小说"明显地过于引人伤感"，具有一
种"内在的死的欲念"。当然，我们对生活的过程是充满着热



爱的，生活中不仅仅仅只有痛苦和烦恼，还有许多值得去追
求和奋斗的东西，甚至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说起来读这本书，读的过程中情绪是挺沉重的，这是一本让
人不太愉快的作品，有着阴郁、灰暗的格调，但是书中主人
公纯洁善良、追求完美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还是给了人些
许慰藉。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二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著名作家塞林格的经典名作，这本小
说影响着很多青少年。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麦田里的守
望者》读书笔记摘抄，欢迎阅读，希望对你能够提供帮助。

1、我们确实活得艰难，一要承受种种外部的压力，更要面对
自己内心的困惑。在苦苦挣扎中，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
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或许仅有短暂的一瞥，就
足以使我感奋不已。

2、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
改变的。

3、我将来要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
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
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
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
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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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
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4、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
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5、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6、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
起每一个人来。

7、这类事情老让我笑疼肚皮，我老是在跟人说“见到你真高
兴”，其实我见到他可一点也不高兴。你要是想在这世界上
活下去，就得说这类话。

8、我倒不是说他是个坏人——他不是坏人。可是不一定是坏
人才能让人心烦——你可以是个好人，却同时让人心烦。

9、我说不清楚我的意思。即使我说得清楚，

我怕自己也不一定想说。

10、有一种长得十分漂亮的家伙，或者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
人物，他们老是要求别人大大帮他一个忙。他们因为疯狂地
爱着自己，也就以为人人都疯狂地爱着他们，人人都渴望着
替他们当差。说起来确实有点儿好笑。

11、女孩子就是这点好笑。遇到那种地地道道的杂种——十
分卑鄙，或者十分自高自大——你每次只要一跟姑娘们提起，
她们就会说他有自卑感……姑娘们的问题是，她们要是喜欢
什么人，不管他是个多下流的杂种，她们总要说他有自卑感;
要是她们不喜欢他，那么不管他是个多好的家伙，或者他有
多大的自卑感，她们都会说他自高自大。连聪明的姑娘也免
不了。

12、我不在乎是悲伤的离别还是不痛快的离别，只要是离开
一个地方，我总希望离开的时候 自己心中有数。

13、她的心肠软得就跟他妈的狼差不离。那些在电影里看到
什么假模假式的玩艺儿会把他们的混帐眼珠儿哭出来的人，



他们十有九个在心底里都是卑鄙的杂种。

终于看完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总体感觉就是压抑，虽然
因主人公几乎看什么都不顺眼，这导致我也看不顺眼他了、
但同时，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某些时候对身边的人和事物的质问，怀疑，逃避和他的言
行不拍而和。他的彷徨与苦闷几乎可以传染，让我深陷其中;
他的思想在我看来是我的思想更详尽的描述;他对世界的看法
某些方面来说就是我的看法。我甚至怀疑主人公的原型就是
我。

这些也就是当初穆航不让我看这本书的原因，他说我看了会
对主人公的世界观展示完全赞同的态度，如果见到了主人公，
我会跟他一见如故，但事实并不会如此。

首先，他应该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所以并不存在一见
如故之说。更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在很多地方很相似，但对
他来说，他看不惯的他不会去接受。而对于我，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他人假模假式的邀请参加个什么活动;可以接受我
不是很喜欢的人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可以接受某个势利的大叔
用他虚伪的语调陈述他认为的事实。

这种接受，它不仅是证明我可以读这本书，我并不是霍尔顿
的证据，更是一种自我思考，一种对人生的认识。我可以随
时想到那些他看不惯的现象，让自己接受它，让自己不再做
霍尔顿这种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人。这是我读完这本书的一个
收获。

除了这点，还有几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刻。

二就是安多里尼先生给他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不成熟
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一个成熟男



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卑贱的活着。”

三是霍尔顿准备一路搭人家的车到西部去时，他妹妹提箱子
出现的那一幕。他要向他的妹妹告别，她妹妹很小老粘着他
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后来在约定告别的地方见着他妹妹的时
候，她手里拿着箱子说要和他一起走，说只要霍尔顿答应她
让她和他一起走，绝不麻烦他，只是跟他走。

“麦田”让我的质问，怀疑和逃避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和发泄，
那里我，不只是霍尔顿，可以从中找到自己青春的痕迹。安
多里尼的字条让我知道自己该怎样活，弄清自己往哪儿走，
不要为了某种微不足道的事业死去。他妹妹的提箱子出现还
是给了我压抑的心情很大的感动，后来他的留下来至少说明
他还有羁绊，还有亲情。

不，应该是我们。

我不知道是由于这本书是翻译过来的导致语序有些混乱，还
是由于没有一次性读完它，我读着心情很压抑，虽然偶尔也
有好笑之处。但总体来说对我的启发很大。

这就是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后的感想，趁着心血来潮将
它记下来。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三

从小就听妈妈讲过《灰姑娘》的故事，只记得是一个狠毒的
后妈和一个善良的小女孩之间的故事。

这次寒假，我自己读了《灰姑娘》这个故事，我很喜欢善良、
勤劳、乐观的灰姑娘，很讨厌狠毒的后妈和两个懒惰的姐姐。

阿姨问我：灰姑娘为什么最终能得到幸福?我说因为她很善良，



好人有好报呗!

阿姨笑着摸了摸我的头说：“你说对了一半。灰姑娘之所以
能得到幸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她能守时。如果她未能在凌
晨12：00前离开皇宫，你说她会怎么样?”

我脱口而出：“那可就惨了，一定会变回原来的脏脏的样子。
”

“是啊，做一个守时的人很重要，不然就可能给自己带来麻
烦!”

今天读了灰姑娘的故事，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一个守时
的人很重要!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四

一本好书陪我们度过假期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阅读书籍
也需要动一动眼睛和动一动手。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麦田
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欢迎阅读。更多资讯尽在读书笔记栏
目!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无法忘却的岁月，太多的敏感、偏执、荒
唐、颓废、甜蜜与欢乐，使日子变得寂寞又温暖。站在一望
无际的碧绿色麦田中，我想起了一个曾经的坏孩子——霍尔
顿。

我有段时间总是那么烦躁，会因父母一句话而暴跳如雷，会
因朋友的一个动作而伤心欲绝。后来我渐渐明白，那段时光，
叫做青春。霍尔顿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闯进我的世界。他剪
一个干净的水兵发型，却满头褐色乱发，邪邪的样子，有些
迷人。



霍尔顿读书的地方叫潘西，一个私立的贵族学校。在这之前
他还上过艾尔敦·希尔斯学校。那儿有一个非常势力的校长
名叫哈斯先生。到了星期天，哈斯先生见到开了汽车来接孩
子的家长就跑来跑去和他们握手，要是学生的父母穿的粗俗
又朴素，那老哈斯就只和他们握一下手，然后假惺惺一笑，
接着就和别的父母去讲话。青春的日子里，快乐和痛苦很容
易被放大，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我们总是会因为这点或
那点而不满或愤怒。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于是选择了
逃离，戴着自己的猎人帽拎着行李想要去往西部。

在临走前，他想要再见见自己的妹妹菲苾。于是托人送去一
张便条，约在博物馆旁边。过了好一会儿，菲苾终于来了，
她拖着霍尔顿在胡敦读书时用的旧箱子装满了行李决心与哥
哥一同离开。霍尔顿没办法，只好放弃了去西部。青春就是
这样，充满了叛逆霸道却一心想要离开，最后在种种的牵绊
下放弃了目的。

文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
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
意为诶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句话出
自一个老师之口，但的的确确是这样，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
大部分都是势力的伪君子，他们认为为了苟延残喘地活着不
惜一切的人是成熟的，为了某种精神或理想的人是可笑的。
就连孩子们读书，也是为了日后能买辆凯迪拉克之类的东西。
霍尔顿曾经同妹妹说，他想要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一
群小孩子。相信也有很多人拥有过类似的理想，只是那个理
想太过遥远，来不及努力就已经长大。长大意味着放弃，放
弃掉有过的美好理想，成为所谓的“成熟男人”，为了某种
事业卑贱地活着。这是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人会
为了生活背叛心灵。

最后霍尔顿生了场大病进了医院，至于后来的事，无人知晓。
于是留在书中的霍尔顿再也没有长大，我想他依然是那个天
真的，单纯的“坏”孩子。



成长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有时候，懵懂的我们选择把自己
的不满和内心的小叛逆藏匿于心中;有时候，为了迎合社会，
我们学会了伪装，学会了恭维，学会了欺骗，学会了送给别
人一个个假笑;有时候，为了追逐名利，我们麻痹了自己的内
心，封锁住心中真实的想法，用一份份赤裸裸的假模假式包
裹自己，竭尽全力不让真实的内心显露于外。我们越是这样
做，越是会发现——其实别人都在这么做。

在同学的强烈推荐之下去图书馆借了这本书，然后用两个礼
拜的时间把它读完。这是本薄薄的书，只有两百多页，但它
却是上个世纪美国影响了一代青年的畅销书。遗憾的是，作
者塞林格这位文学大师于今年1月份辞世，很多喜欢他的读者
也只能在他的作品里面体会零星的思想碎片了。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无论是是风格还是内容上都很有新颖性，
也许如大家所说的，这本书有点像是作者塞林格的自传，类
似于自身经历的讲述。16岁的霍尔顿形象，就想少年维特一
样，叛逆、苦闷、彷徨、愤世嫉俗又充满无尽的孤独。很多
时候，在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矛
盾——其实，这是许多青少年成长阶段普遍有的一种复杂的
心理。他讨厌承认世界的虚伪和做作，渴望理想的生活、纯
真、善良的世界。

小说所描写的是霍尔顿被精英学校开除后由于不敢回家而在
纽约停留的很短暂的几天的光景，但在这短时间里面我们可
以看见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旅馆里面穿戴女装的男
人、蛮横电工毛里斯、两次相遇的修女、假情假意的女友萨
丽等等。在他决定要去美国的西部冒险并独身一人隐居时，
他想起要和妹妹菲比告别。告别的时候，他讲起了自己的理
想，是要当一名“麦田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
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
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
帐的悬崖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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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段关于麦田守望者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

守望，像守望者一样呵护他们的成长，及时的给予疏导和关
怀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集中精神看准我们的前方，让那些生
活在新时代的孩子们，那些早已习惯了困惑和孤独的孩子们，
不要走向悬崖。

我想，“守望”应该是一种习惯、一种智慧，同时也更应该
是一种境界，一种态度。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社会还需要
更多的“麦田守望者”。这个麦田当二胺可以小到一个家庭、
大到一所学校甚至是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追求
美好生活的理想守望并在守望中成就单纯而又美好的生活。

下面让我们一起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1000字，重温
经典吧!

首先，我想说：这是我第二次没有把写读书心得当做负担。
为一部自己喜欢的不得了的书写一篇洋洋洒洒的读后感，这
样的感觉挺好的。

读这本书，是因为：今年过年回来，心还是很浮躁，不能马
上投入到学习中。听学姐无意中提到此书《麦田里的守望者》
被认为是全世界无数彷徨年轻人心灵的慰藉，道出了千万青
少年的心声。于是，去“图批”买了一本回来。

看到《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抽象的书名，我以传统思维模
式给它勾勒出这样一个轮廓：以自身经历穿插深奥隐晦的道
理，向读者传输自己看待人生的方式。然而，从翻开这本书
的第一页起，那连篇的脏字，真让我一时接受不了，离我之
前勾勒的轮廓相差甚远。但又发现，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都
很出色。



这本书是塞格林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却对美国社会和文学都
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纽约时报》的书评写道：在美国，
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毕业生要获得倒是的首肯一样
重要!故事发生在霍尔顿离开学校的三天时间内。此处，我以
第一人称描述。以便更加形象的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美国五十年代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二战的阴云尚未散去，
冷战烟硝又起。一方面，科技发展迅速。而另一方面，人们
缺乏理想，意志消沉，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下，过
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于是，“垮掉的一代”出现了。“我”
就是其中一员。“我”被学校开除，为了在星期三回家，就
在纽约街头鬼混：抽烟、喝酒、去夜总会、大把花钱，碰上
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干了这个年纪的人想干的所有的事。然
而，看似潇洒刺激的生活，却掩藏不住内心的极度空虚和精
神上的寂寞。让我自己也很惊讶的是，读这样一本书，竟然
有多次流泪的冲动。

我不得不说，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真实了。我不由自主的想
痛哭，当别人问我在哪儿上学，我对在读学校的感觉
跟“我”对潘西的感觉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那如墨汁一般
经年累月终于沉淀安静下来。曾一度被遗忘的难过与寂寞的
感受，被“我”的经历又一下子荡漾起来，弥散到整个身心，
浓浓的化不开……我所有成长苦痛和阅历就凝缩在了“我”
流浪的这几天中。

是的，要说最真实的我。就像书中的“我”一样：厌恶一切
阿谀奉承，虚伪做作的嘴脸。最渴望的就是到一个，谁都不
认识的地方。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省去蠢而无用的交流。
但是，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人，自己已经习惯了困惑
和烦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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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提到孩子。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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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都会过去。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在我们女院好好学习。

可是……

为什么，为什么希望就在明天。而我，却也是那么渴望做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美国作家，1919年1月1日生于纽约。
父亲是犹太进口商。他的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
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我老是在想象，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站在那
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
悬崖边奔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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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
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
像话。”

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16岁的霍尔顿说的一段
话。他说他真正喜欢干的就是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知道
这有点异想天开，所以上面的一段话都只是他的想象，或者
说梦想。让我们来看看他在现实中都干了些什么。霍尔顿出
身于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
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
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
酒和性”。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
而老是挨罚。

守望显然带有挽救人生挽救灵魂的意义，也就是看护心灵的
迷途者，避免其掉入精神的悬崖。这也就是霍尔顿梦想中
的“守望”。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守望这个动词在书中的
施者(霍尔顿)和受者(四处狂奔的孩子)，就会明白它近似于
一种利他主义，也就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
益。这种助人为乐的利他主义也就是佛陀和基督仁慈伦理中的



“善”。但是守望究竟算不算一种美德呢?斯宾诺沙给美德下
了这么一个定义：美德就是某种行动的力量，一个人越有能
力保持自己的存在并获得对他有益的东西，他美德的力量就
越大。

这么说来，守望这种行动的力量似乎很小，守望便该排除在
美德之外。但是实际上，霍尔顿的守望让他得到精神上的宽
慰和自豪，这种精神的满足更能让他认识到自身人格的存在，
因而也更能维护他肉体和精神双方面的生存。所以，守望可
算是最大的美德之一，即使他的现实是混帐的，是非守望的;
但是，他的梦想是美好的，是守望。因此，不管怎样，守望，
它都象征着一种理性，一种追求幸福的愿望。而这，正是守
望的内涵和核心所在。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让我产生憧憬的书名。怀着这样
美好的期待，我打开了它，随之，眼前便支离破碎，心中有
说不出的感受。

这究竟是怎样一本书?主人公霍尔顿满口的污言秽语给了我莫
大的触动。忍受不了他开口就是脏话。他几次被学校开除后，
现在又被潘西中学开除，小小年纪的他就学会了抽烟喝酒，
无心读书，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霍尔顿的生活环境深深震
撼了我，而我对这样一个社会最多的感触就是“虚伪”。学
校里有装模作样的老师;假仁假义的校长，只巴结开汽车的家
长;星期天家长来接孩子，于是每个星期六都会吃一道好菜，
就是牛排;电影院的妇女会为一场电影虚情假意地哭个死去活
来。这些我和霍尔顿的感受一样——恶心至极。

霍尔顿是个善良，有灵性的孩子，虽然他不文明，又下流。
在饭店碰到两个修女，他募捐了十元钱，为了照顾贫穷学生
的自尊心，他把自己的真皮皮箱放在了床底下，这又让我觉
得他很绅士。霍尔顿还是个有想法的孩子，与人交谈时，总
有自己最真实的感受，面对虚伪的人，他会心里骂个痛快，
而表面却镇定自若。每看到这里，我会忍不住笑出来。环境



的错误让他深陷不能自拔，把持不住自己，迷惘了方向，面
对开除却又不敢回家，在外荒废时光。他希望自己会是一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唯一真正想当的，什么事也不干，离
开现在的环境，做一个默默地守望者。

文章笼罩着虚伪的气氛，但霍尔顿妹妹菲比的出现就像是一
片灿烂的阳光打破了阴翳的天空，感到无比的畅阔。菲比是
个天真，纯朴的小女孩，她喜欢和霍尔顿在一起，霍尔顿也
是。也许是菲比的率真，霍尔顿最想见她，他给菲比买了音
乐光盘，还悄悄回到家见了菲比。霍尔顿真的想离开，做个
又聋又哑的人，而菲比听说霍尔顿要离开，她要放弃表演和
霍尔顿一起走。小女孩的懵懂总会带来温馨的画面。

我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想到了很多。他们原本善良，
单纯，却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变得不学无术，就像霍尔顿一
样，他代表了这一类型的青少年，有着叛逆的思想，忘记了
最初的热情与目标，让困惑封住了动力，对事物有着与众不
同的追求，彰显自己特殊的个性。我的哥哥也是这样，自从
来到杭州就染上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伤害的不只是自
己，父母为他白了头发，家人为他操碎了心，但每次和他的
对话中，我能体会到，他一直都有着善良的一面，他是爱所
有人的，但是他也无法改变自己。我们有些同学虽然不学无
术，但单纯的一面却经常逗得我们很开心。

繁琐花样的的生活不一定精彩，当它频繁了，只想默默地过
着简单纯朴的日子。霍尔顿的梦想很简单：“我会站在一道
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
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
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
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惟一真正想当的。”多么简单而又
梦幻的想法。现实生活中也许做不了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守望者。世界有许多美好都保存着，人也
一样，有可贵的一面，当改变不了一切时，做一个守望者，
守望我们可贵的方方面面。拥有诚实，守望诚实;拥有善良，



守望善良;拥有纯朴，守望纯朴。宁愿做一个平凡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五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美国作家，1919年1月1日生于纽约。
父亲是犹太进口商。他的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
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我老是在想象，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站在那
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
悬崖边奔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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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
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
像话。”

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16岁的霍尔顿说的一段
话。他说他真正喜欢干的就是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知道
这有点异想天开，所以上面的一段话都只是他的想象，或者
说梦想。让我们来看看他在现实中都干了些什么。霍尔顿出
身于纽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学校里的老师和自己
的家长强迫他好好读书，为的是“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
混帐凯迪拉克”，而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
酒和性”。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根本没心思用功读书，因
而老是挨罚。

守望显然带有挽救人生挽救灵魂的意义，也就是看护心灵的
迷途者，避免其掉入精神的悬崖。这也就是霍尔顿梦想中
的“守望”。只要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守望这个动词在书中的
施者（霍尔顿）和受者（四处狂奔的孩子），就会明白它近
似于一种利他主义，也就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
的利益。这种助人为乐的利他主义也就是佛陀和基督仁慈伦
理中的“善”。但是守望究竟算不算一种美德呢？斯宾诺沙
给美德下了这么一个定义：美德就是某种行动的力量，一个



人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存在并获得对他有益的东西，他美德
的力量就越大。

这么说来，守望这种行动的力量似乎很小，守望便该排除在
美德之外。但是实际上，霍尔顿的守望让他得到精神上的宽
慰和自豪，这种精神的满足更能让他认识到自身人格的存在，
因而也更能维护他肉体和精神双方面的生存。所以，守望可
算是最大的美德之一，即使他的现实是混帐的，是非守望的；
但是，他的梦想是美好的，是守望。因此，不管怎样，守望，
它都象征着一种理性，一种追求幸福的愿望。而这，正是守
望的内涵和核心所在。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六

挤了点时间读完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虽然是50年代的作品，但是读起来居然和我们的现实是如此
贴近。虽然我不认可这是一本好书，它不适合那些涉世不深
的孩子们读，其间充斥着污言秽语、自甘堕落、偏执任性，
只会是孩子们不良行为的推进剂；但是对于成年人，尤其是
老师们确是很好地了解那些叛逆孩子的极好素材。它生动地
再现了生活在迷茫和彷徨中的孩子们的细腻心理，对我们这
些动不动就对孩子们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师们是个大的触动。

霍尔顿希望成为麦田里的守望者，其实他正是那个需要守望
的人。而他的年幼的妹妹却真正成为他的守望者，虽然不一
定唤醒其心灵，但至少让他不再流浪和恣睢。她靠的是什么？
应该是爱的呼唤吧。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七

一直听闻《麦田里的的守望者》很好看，深受读者的喜爱，
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欣赏它，直到最近才从图书馆里借回
来看。



它是经典，公认的。我也一直听闻别人说它的好，可是我并
不清楚它到底好在哪里，问他人的回答也并不能让我满意。
所以我寻思着：作为名著应该反映着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体现着某种精神，是得后人可以从这种精神中找到鼓励自己
向上的动力，最起码都有正面的影响力。

小说的主人公和故事的叙事者霍尔顿，是个16岁的年轻人，
刚刚被潘西中学因学业无成而开除。虽然霍尔顿聪明而敏感，
但他仍以一种疾世愤俗且疲惫不堪的口吻叙述故事。他觉得
周围世界的虚伪与丑陋令他无法忍受，他通过愤世嫉俗来保
护自己不去经受成人世界的痛苦与失望。然而，霍尔顿在瞄
准周围的人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瞄准了自己。他对自己的软弱
感到不安，在书中他也时常显得和其他人一样虚伪、吝啬、
肤浅。小说开始时，霍尔顿站在分隔童年时代与成年人世界
的悬崖边。他由于不能成功地跨越这一鸿沟而濒临精神崩溃
的边缘。

小说从一个青少年的视角描述了成人的世界，也让成年人更
加了解青少年的心里。从青少年霍尔顿叙述的成年人世界时
丑陋的。他把童年幻想成一个田园般的麦田，孩子们在那里
嬉戏、玩耍；对于这个世界的孩子，成年世界就如同死
亡――是致命的一跌，跌落到悬崖的下面，而霍尔顿他自己
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

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小说里描写的世界，但是它的教育意义
却值得人们思考。现在的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我也经历
过青少年时期的那种茫然，对长大后的期盼又害怕。

现像霍尔顿那样的言行举止。看完《麦田里的守望者》，我
非常的庆幸自己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崇尚物质追求
的资本主义国家。

之中也有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



只要正确认识成人的世界，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
糟糕。我现在一个人成年人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当时的畏惧觉
得当时的自己还蛮可笑的，不过每个人都会经历那样的一段
时期。人要长大，就是要有一个思想的成熟。

毕业季之《麦田里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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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八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让我产生憧憬的书名。怀着这样
美好的期待，我打开了它，随之，眼前便支离破碎，心中有
说不出的感受。

这究竟是怎样一本书？主人公霍尔顿满口的污言秽语给了我
莫大的触动。忍受不了他开口就是脏话。他几次被学校开除
后，现在又被潘西中学开除，小小年纪的他就学会了抽烟喝
酒，无心读书，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霍尔顿的生活环境深
深震撼了我，而我对这样一个社会最多的感触就是“虚伪”。
学校里有装模作样的老师；假仁假义的校长，只巴结开汽车
的家长；星期天家长来接孩子，于是每个星期六都会吃一道



好菜，就是牛排；电影院的妇女会为一场电影虚情假意地哭
个死去活来。这些我和霍尔顿的感受一样——恶心至极。

霍尔顿是个善良，有灵性的孩子，虽然他不文明，又下流。
在饭店碰到两个修女，他募捐了十元钱，为了照顾贫穷学生
的自尊心，他把自己的真皮皮箱放在了床底下，这又让我觉
得他很绅士。霍尔顿还是个有想法的孩子，与人交谈时，总
有自己最真实的感受，面对虚伪的人，他会心里骂个痛快，
而表面却镇定自若。每看到这里，我会忍不住笑出来。环境
的错误让他深陷不能自拔，把持不住自己，迷惘了方向，面
对开除却又不敢回家，在外荒废时光。他希望自己会是一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他唯一真正想当的，什么事也不干，离
开现在的环境，做一个默默地守望者。

文章笼罩着虚伪的气氛，但霍尔顿妹妹菲比的出现就像是一
片灿烂的阳光打破了阴翳的天空，感到无比的畅阔。菲比是
个天真，纯朴的小女孩，她喜欢和霍尔顿在一起，霍尔顿也
是。也许是菲比的率真，霍尔顿最想见她，他给菲比买了音
乐光盘，还悄悄回到家见了菲比。霍尔顿真的想离开，做个
又聋又哑的人，而菲比听说霍尔顿要离开，她要放弃表演和
霍尔顿一起走。小女孩的懵懂总会带来温馨的画面。

我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想到了很多。他们原本善良，
单纯，却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变得不学无术，就像霍尔顿一
样，他代表了这一类型的青少年，有着叛逆的思想，忘记了
最初的热情与目标，让困惑封住了动力，对事物有着与众不
同的追求，彰显自己特殊的个性。我的哥哥也是这样，自从
来到杭州就染上抽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伤害的不只是自
己，父母为他白了头发，家人为他操碎了心，但每次和他的
对话中，我能体会到，他一直都有着善良的一面，他是爱所
有人的，但是他也无法改变自己。我们有些同学虽然不学无
术，但单纯的一面却经常逗得我们很开心。

繁琐花样的的生活不一定精彩，当它频繁了，只想默默地过



着简单纯朴的日子。霍尔顿的梦想很简单：“我会站在一道
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
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
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
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惟一真正想当的。”多么简单而又
梦幻的想法。现实生活中也许做不了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守望者。世界有许多美好都保存着，人也
一样，有可贵的一面，当改变不了一切时，做一个守望者，
守望我们可贵的方方面面。拥有诚实，守望诚实；拥有善良，
守望善良；拥有纯朴，守望纯朴。宁愿做一个平凡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九

全书介绍了一个叫霍尔顿的少年如何从潘西就读的学校离开
及离开后三天的游历。霍尔顿是个被多所学校开除过的典型
的叛逆少年形象，书中描述的他喜欢戴着一顶红色的猎人帽，
他很喜欢这顶帽子。他有个死去的弟弟，叫艾里，这也许是
他在世界上除了妹妹菲苾之外另一喜欢的人吧。艾里是个有
着红头发的的好孩子，他从来不对人发脾气，也特别的聪明。
在艾里死去后，霍尔顿就只能把自己的喜受全部寄予在菲苾
身上了，当然，他仍然喜欢艾里。霍尔顿被潘西的学校开除
后，星期三就要回家了，但在这空档期，他游历了两天，他
本想再也不回家里了，他挺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于是在他临走前，他
悄悄地去见了自己的妹妹菲苾，与她一同跳舞，最后菲苾还
将自己要买圣诞礼物的零花钱全都给了霍尔顿。可令他没想
到的是，在他即将要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前往西部时，自己
的妹妹竟然将自己的行李也一并带上了，她想跟霍尔顿一起
离开。出于种种原因，霍尔顿最终还是留下了。

也许每个孩子在某一时期都是个问题少年，这是无可避免的，
同时也是个极其正常的现象。就像我们文中的霍尔顿，他本
就是个问题少年，被许多所学校开除过，他本来离开潘西的
原因就是因为他受不了那里那些假模假式的人，觉得那儿的



人很虚伪。

也许我们有时有这种莫名的正义感，也适应不了这种不适合
自己的环境，产生一种万事都顺应自己的心态。这也是我们
许多人的正常心态。而塞林格所描述的这个霍尔顿形象则是
普遍的问题少年形象。虽然霍尔顿是别人口中多不好的孩子，
但他对菲苾却非常地好，他给她买了她喜欢的唱片，但却因
故在途中摔碎了。他会哄自己的妹妹，他从不会对她食言。
他其实也是个善良的人吧，因为在路途遇上的两个修女，他
把自己的钱都捐给她们去帮助要多的人。其实每个叛逆少年
的内心也存在着纯结和善良的一面。

为什么说霍尔顿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看着孩子们在田里
玩耍，然后随时提醒他们会有危险呢？我想，这也是主人公
所希望、向往的轻松生活吧。无需多管，把控底线，适当提
醒。

叛逆期也许是人人都要经过的十字路口，只是每个人面对的
方式不一样，也不能因为他们这叛逆的性格就否定他的一生，
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指引自己如何顺利度过这一时期，学会
接纳自己。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笔记高中生篇十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无法忘却的岁月，太多的敏感、偏执、荒
唐、颓废、甜蜜与欢乐，使日子变得寂寞又温暖。站在一望
无际的碧绿色麦田中，我想起了一个以前的坏孩子——霍尔
顿。

我有段时光总是那么烦躁，会因父母一句话而暴跳如雷，会
因朋友的一个动作而悲哀欲绝。之后我渐渐明白，那段时光，
叫做青春。霍尔顿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闯进我的世界。他剪
一个干净的水兵发型，却满头褐色乱发，邪邪的样貌，有些
迷人。



霍尔顿读书的地方叫潘西，一个私立的贵族学校。在这之前
他还上过艾尔敦·希尔斯学校。那儿有一个十分势力的校长
名叫哈斯先生。到了星期天，哈斯先生见到开了汽车来接孩
子的家长就跑来跑去和他们握手，要是学生的父母穿的粗俗
又朴素，那老哈斯就只和他们握一下手，然后假惺惺一笑，
之后就和别的父母去讲话。青春的日子里，快乐和痛苦很容
易被放大，刺激着我们敏感的神经，我们总是会因为这点或
那点而不满或愤怒。霍尔顿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于是选取了
逃离，戴着自我的猎人帽拎着行李想要去往西部。

在临走前，他想要再见见自我的妹妹菲？。于是托人送去一
张便条，约在博物馆旁边。过了好一会儿，菲？最之后了，
她拖着霍尔顿在胡敦读书时用的旧箱子装满了行李决心与哥
哥一同离开。霍尔顿没办法，只好放下了去西部。青春就是
这样，充满了叛逆霸道却一心想要离开，最后在种种的牵绊
下放下了目的。

文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
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
意为诶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们可能很难相信这句话出
自一个老师之口，但的的确确是这样，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
大部分都是势力的伪君子，他们认为为了苟延残喘地活着不
惜一切的人是成熟的，为了某种精神或理想的人是可笑的。
就连孩子们读书，也是为了日后能买辆凯迪拉克之类的东西。
霍尔顿以前同妹妹说，他想要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一
群小孩子。相信也有很多人拥有过类似的理想，只是那个理
想太过遥远，来不及努力就已经长大。长大意味着放下，放
下掉有过的完美理想，成为所谓的“成熟男人”，为了某种
事业卑贱地活着。这是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但绝大多数人会
为了生活背叛心灵。

最后霍尔顿生了场大病进了医院，至于之后的事，无人知晓。
于是留在书中的霍尔顿再也没有长大，我想他依然是那个天
真的，单纯的“坏”孩子。



成长似乎是个永恒的话题，有时候，懵懂的我们选取把自我
的不满和内心的小叛逆藏匿于心中；有时候，为了迎合社会，
我们学会了伪装，学会了恭维，学会了欺骗，学会了送给别
人一个个假笑；有时候，为了追逐名利，我们麻痹了自我的
内心，封锁住心中真实的想法，用一份份赤裸裸的假模假式
包裹自我，竭尽全力不让真实的内心显露于外。我们越是这
样做，越是会发现——其实别人都在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