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精选8篇)
我积极总结工作心得，并进行反思和归纳，从而找到了解决
问题和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途径。教学反思是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以下是一些教师的教学反思心得体会。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一

看了好多天，才把这中篇小说看完，看的过程很漫长。

这中间自己也随着主人公跌荡起浮的人生经历而走入了他们
的生活，我似乎就在他们身边，看着他，她和他们的喜怒哀
乐，我已经进入了角色，和他们密不可分了。看来当初我真
应该报考电影学院啊，那里比较适合感情丰富的人，哈哈。

跑题儿了，在说回来，当初‘路遥’写完[人生]后，大获全
胜，得来了很高的荣誉，但[人生]里的主人公——‘高加
林’，却备受争议，因为他的背叛，因为他的浮躁，因为他
那太理想化了的理想。

但我不那样想，就拿他背叛‘巧珍’去和他的同学‘黄亚
玲’谈恋爱这件事来说，我觉得以‘高加林’当时的身份，
当时的思想，当时的经历来分析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过分，都
可以理解，而不能因为这个就去批判他，他的本质是善良的.
正直的，而且他也确实爱着‘巧珍’，但在那时他必须选择
他的同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情感上我们虽然接受不了，但理智上我们应该宽容地去理
解他，理解他做为一个好不容易才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有着
出色才华的年轻人的思想，理解他的浮躁，理解他的虚荣。

如果中间没有那一段被告发后，停职发回农村的经历，也许
他真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命运偏偏会捉弄人，应验了那
句老话——你爬得越高，就跌得越重。



全书的结尾也是有争议的，有的人说为什么要让这么有才华
的年轻人回到农村那，但作者说了，不是他要他回去的，而
是主人公自己的命运走到这一步的。

如果没有这个‘回去’，那他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土地’
对他意味着什么，家乡对他意味着什么，‘巧珍’对他意味
着什么了。这‘回去’等于是一个教训。但回归土地并不是
他人生的结局，他还可以再出去的呀，但以后再出去，可和
以前不一样了，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所以‘高加林’在结尾跪在地上，抓着黄土，大喊一声;‘我
的亲人啊’也就可以让人理解了。

那时，路遥写完这篇小说是1988年，离现在已经20年了，那
时的路遥就能那样的现代，就已经在尝试写一个开放式的结
尾了，真是叫人佩服佩服啊，他能在文坛独树一帜，自有他
的魅力啊。

路遥佳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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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二

关于人生的话题在我心中一向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但一向
无法有清楚的答案。古人说：十五而向学，三十而立，四十
不惑，五十知天命，我想自己连而立之年还未经历，又何谈
不惑(自我封闭一下)。

一向读季羡林的《谈人生》，季羡林谈自己对生命好处、做
人处事、名誉、朋友、压力、困难、感情、成功等等人生中
各种境遇的看法，那么我的一生怎样样完成?我想要的是什么
样的生活?我的爱人?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的价值?...。

路遥的《人生》则透过小说的故事发展，展现每个人对自己
人生的选取，而这些选取有出于惯性、本能、环境、也有欲
望、梦想，在时间推移中，人物在不同境遇下透过行为表达
自己的人生。

《人生》具体背景我没有查证，就应在改革开放萌芽期，小
说主人公高加林以农村知识青年身份出现，有激情、勤奋、
才华、理想，在现实社会一次一次打击下任坚持努力去实现
梦想，但另一方面欲望、虚荣充斥着他矛盾的内心，并最终
被冲破。刘巧珍一位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女性，她渴望
知识、敢于追求、热爱生命、忠于现实，她给人以正面形象，
或许表达着作者心中对一些事物完美寄托。黄亚平和克南虽
都在城里长大，但成长环境的不同也使他们构成了不同的性
格，女性的黄亚萍任性而敢于追求，男性的克强虽也敢于追
求，但男性的理性、努力也时时左右他的行为。高明楼的圆
通、眼界和眼光，马栓的圆滑，德顺的眼光，高玉德的憨厚，
刘立本的精明。

这本小说是朋友推荐的，总期望能找到一些什么，可越是期
望越是失望，直至被去除教师资格的高加林在农田里对德顺说
“德顺爷爷，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
苦活也不怕了。”才被震撼。人最怕应对的是脆弱自己，最



强大的是内心的坚韧。

社会是现实的，人生的岔口也有很多，选取也就很多。在应
对成绩，成功时要持续冷静，要戒躁戒躁，找到原本的自己，
真实的自己。在失意的时候，在给自己期望，想想完美未来，
重新看待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在普通中，在平凡中要
耐得住性子，需要努力积累，只有在积累后才能抓住机会，
如果高加林没有才华，也可能成为优秀的通讯干事。要有坚
韧的性格，在困难面前理清思路，克服困难，坚定不移的走
出自己的路。

高加林还是高加林，虽然故事结尾他回到了高家村，但我想
所有人都清楚只要他梦想不熄灭，此段经历会成为他最为宝
贵的财富。人要有梦想，要有激情，要吃苦耐劳，要敢于折
腾，敢于寂寞。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三

《人生》这部小说是我读了《平凡的世界》之后，看的路遥
的第二部小说。一如《平凡的世界》语言，路遥的语言有着
苏联文学的印记，景物描写刻画人心，时不时的对主人翁的
命运进行点评。

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人，我总是会困惑。高加
林后来居然只能是这样的下场。按今天的我们看来，实在是
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认为就算考不上大学，不当民办教师，
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去城市，不一定要回到农村，但是
当我看到行文末尾的时间。我就明白了，在那样的时代，能
写出这样的小说，确实有某种先锋的味道，也在拷问着当时
的时代。可喜的是，高加林式的悲剧越来越少了，面对现实
的无力感越来越少了。但是走后门的越来越多了。后门确实
比前门威力大啊。而其中单纯善良的人儿也不见了。

人生当中，无非是事业和爱情，再加上家庭。高加林在没有



事业的时候，拥有了爱情。可当他失去事业，爱情难道也就
不复存在?这个就是路遥在小说里面的追问，对于现实的追问。
在小说中，路遥对高加林这个高中毕业之后，文不能文，武
不能武这种现实的揭露。对这个事情的追问也一直追问到现
代。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出大学校门，文不能文，武
不能武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虽然现今的社会可以让我
们继续留在城市，而不用担心重新面对土地，面对劳作，但
是那种失落感怎么消除。如何来安置这些充满梦想的心灵。
当高加林有能力，但是面对官二代，面对所谓的后门，高加
林在道德和出路之间如何抉择。虽然时间过去了二十几年，
但是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在我们面前。

在小说中，路遥对刘氏三姐妹进行了赞美，特别是刘巧珍，
这个勇敢的女孩，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在这当时，是要冒
着多大的道德风险啊，但是我们美丽而可爱的刘巧珍却勇敢
的去争取了，而当高加林说了要分手之后，她也坚强的承受
着。所有的村子里的人都骂高加林，而她却坚持维护高加林，
甚至高加林落难回乡，她居然求自己的父亲给高加林安排工
作。而她和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她已经嫁作人妇。我开
始不明白为什么巧珍要答应嫁给另一个农民的时候，后来，
我明白了，也许在这里，才更能看出巧珍的伟大来。为了不
增加高加林的内疚感，而把自己迅速的“处理”，用现代时
兴的话，就是爱他，所以离开他，爱他就要给他幸福。

整部小说读起来，人物很饱满，景物描写细致，让人进入很
快。虽然小说在语言中，没有给读者“人生”的答案，但是
却引领读者思考人生的答案。也难怪阿里巴巴的马云会被此
书感染，奋而创业，最后成就了一番大业。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四

我们各自的人生中，无一例外，要时时做出人生选择，太多
的抉择。而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会伴随着舍与得，失去
与得到。重要的是我们在给出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时，是不是



没有丢掉自己的本心、自己最初的梦想，使身随心动。

读完《人生》，走近高加林，我不想从人物形象的表层系统
上探讨才子高加林的悲剧性，也无意对他的人格心理作出怎
样的深刻剖析。不要说当时社会因素的纷杂，使他失去本我，
没了自我。失去本心，纵然空降再多再大的机遇，也无法实
现超我的境界。自始至终，高加林是不清楚自己的本心的，
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此错过了太多，空留太多
悔恨而终。由此，他的人生得以与茶具为伴，不乏“悲剧”。

“现实不是伊甸乐园，不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现实
条件的残酷，左右了他的本心。在他的人生中，不论是事业
还是爱情有充满着悲剧。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
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可以有幻想，但是却不能抛开现实，
以求得到现实条件下还不能得到的东西。我们需要摆好自己
的定位，尤其是对于一个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一
个人来自本我的欲望适度，会给我们以激励。而过分泛滥，
则会吞噬我们的内心，失去本心，我们则是最大的输家。

贯穿《人生》，我们可以看到高加林无论是事业上还是感情
上都伴随着悲剧，伴随最终撕心裂肺的失去。我自身感触颇
多，跟随本心，我最大的感触则为他爱情道路的不坚守。

高加林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的感情纠葛是这
部书的主线之一。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才子，有
才有貌，才貌双全，且文武兼备。他有理想有追求，他辛勤
朴实、勇敢自信，他热爱生活，注重实干。对于高加林的才
能我是欣赏的，对于他事业上的变迁我是同情的，对于他的
理想和追求我是支持且有共通的。而对于他的爱情道路的选
择，我却是太多话要说，但又仿佛说不出什么。

初恋是美好美丽的，巧珍美丽善良，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
没有文化，却真真切切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以
她充满激情且实际的方式爱着高加林，纯真无暇。被大马河



川最美的姑娘深爱着，高加林感觉到了这份幸福。伴随事业
上的“腾达”，他离开那片黄土地，来到城市，重逢了黄亚
萍。与巧珍相比，她作为现代女性，热情开放，开朗活泼与
高加林有着共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交谈话题。

高加林婉言拒绝旧爱巧珍，接受黄亚萍的感情。巧珍含泪答
应，坚强着，豁达着，继续着对高加林不变的关心关怀。我
不去想高加林于两人间面临怎样的艰难抉择，怎样的内心挣
扎，我只想说他的这次抉择预示着上帝绝不会再继续偏爱他，
最后爱情道路的一无所有就已经尽不在意料之外。他抛弃了
曾经的誓言、约定，曾经的纯真，曾经一切的美好，丢了责
任，丢了彼时的本心。

起初，我与同上帝一般、众多读者一样偏爱着高加林，这位
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才子。而我却在读完此书之后要说，才
子固然讨人喜欢，讨我喜欢，而道德品性是不是更为重要，
更为致命呢?而名利地位权利金钱面前，是不是能把握住爱他
的人，把握住自己的本心呢?这些问题显得又格外重要。

请守护我们的内心，守护本真，做真自我，才不会惧怕“步
步惊心”，不惧怕做出过的选择、在做的选择、将做的选择。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五

最近利用晚上睡觉前的一些零碎时间看完了路遥的《人生》
这部小说。小说不长，一开始很好奇，像路遥这样的作家为
什么会用“人生”这个看起来很大很空的词来做为一篇小说
的题目。不过之前看过《平凡的世界》题目所用的词也给人
感觉很大。便看了下去，却感触颇多。

我是个看书很慢的，一般很多书都是坚持不下来的，不过对于
《白鹿原》、《秦腔》、《平凡的世界》这类发生在农村的
小说却能在不知不觉中很享受的看完。《人生》亦不例外，



故事发生在西北农村，以主人公高加林的一系列选择来展现
了他起起伏伏的人生，进而也对相关人物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起初，高加林高中毕业做了民办老师，这时，他想着转成公
办老师。后来，村主任的儿子高中毕业就把他顶替掉了，苦
闷的他回到地里，断掉了以前的种种想法，开始做个农民，
这时一直暗恋他的未从认字的刘巧珍开始鼓起勇气追求他，
在自己准备在农村扎根，与刘巧珍生活一辈子时，又一下子
迎来了自己在县劳动局当局长的二叔，最后被马占胜走后门
安排到了县委当了一名通讯干事。这时已经成为成为张克南
女朋友的黄亚萍回到县城的高加林又重新燃起了对高加林的
爱恋，毅然决然的和张克南分手。就在他在县委宣传部里干
得红红火火，准备和黄亚萍一家去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时，
又一下子被张克南的母亲揭发，不得不回到农村，老老实实
的当一名社员。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最后的人物关系是，张克
南和黄亚萍分手，高加林和刘巧珍分手，而后，黄亚萍和高
加林恋爱，最后，由于高加林重新回到农村，黄亚萍和高加
林也分手了，这时，高加林真正爱的刘巧珍已经在绝望中嫁
给了一直追求她的马栓了!

故事的发展是由高加林一步一步的选择推动的!做农民是觉得
自己是农民和不识字的刘巧珍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边上极大
的幸福;当回到县城工作了，觉得刘巧珍说的都是村里面的七
大姑八大姨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应该和黄亚萍这样读过书的
谈的来，而且可以去南京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结果从农村
来又回到农村，而且可爱体贴的刘巧珍也不在了!故事的结尾，
刘巧珍拦下了要在半路上拦住回村的高加林为她出去的母亲
和大姐，并且求大姐回去和她一起求村支书再给高加林谋求
一份民办教师的工作。

故事有很多泪点，特别是高加林提出和刘巧珍分手的时候，
对白不多，却整个场面让人心酸。

也许，作者将小说命名为“人生”，是为了说明，人生就是



由一次次的选择组成，而每一次的选举是否正确将会影响我
们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吧!

读完后，有两个短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鸡飞蛋打，
不作死就不会死。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六

读完路遥的《人生》，有几个小感触，虽然我的阅历有限，
但是这其中的道理似乎也明白!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那么几步，特别是
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
道口的，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
上的岔道口，无论哪一个，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
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其
实所有的路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人们常说，浮的高，跌得重。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做人的根
本不能丢。

再有，最重要的一点：人似乎总在追求着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对于得到的，或多或少就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价值。其实，真
的不是这样的，当你疯狂的追寻着更加新奇，更加具有诱惑
力的物品，突然间失去它时，或者再也不属于你时，你才会
猛然警醒，这样东西早已融入你的血液。高加林失去了他
的“金子”，一辈子再也不会有了，纵然他疼得撕心裂肺。

说得再俗一点，我觉得人生就像打麻将，不管手里的这副牌
是好是坏，亦或是不留神发错一张牌，你都得按照排场的规
矩认认真真的玩下去，不能随便就把牌一推，说，不玩了!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利用这一切去
创造我们魅力四射的人生吧!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七

我想故事的结局一定像我们每天所走的路一样，一样的实在。
其实孙少平就是高家林未来的写照，一个有韧性血气方刚且
能屈能伸的男子汉。无疑孙少平是完美的，是让每个读者都
赞扬的那种；而高家林却是那种桀骜浮华爱慕虚荣的，自视
过高患得患失的，让人感觉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形象。可，难
道孙少平心中就没有过波澜，他就不想田晓霞死后能再拥有
像金秀这么漂亮女人的爱情。我想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像是
在问一个结过婚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爱的欲望一样，答案是显
然的，可是有一种比爱更重要的责任压在他们身上。他一定
也是想的，可他知道自己以不配去拥有这份爱，他没法给她
一个温馨舒适的家，没法不让她每天不担心害怕，所有他选
择了拒接，选择了煤矿那一个破败却温馨让人留恋的家。而
巧珍，是当时朴素善良农村妇女的写照，她和平凡的世界中
的郝红梅一样，一样有一种对爱情的追求。她甚至比郝红梅
更痴迷，更陷的深，对爱情更执着。可人生的道路上是没有
平坦的，摔倒了，失败了，丢失了，她们站起来，看着那愈
来愈远的背影，最终她们都选择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一
种更热爱土地的生活。对于黄亚萍来说，这场恋爱只是一次
野外漫游的邂逅，只是春天里的一场梦而已，虽然美的让人
落泪。

人生这部作品是段朴实而又凄美的.爱情悲剧，而这段悲剧之
所以凄美，就是因为有刘巧珍的存在。高加林的背叛，对于
她来说是一种致命打击，但是，“刚强的姑娘，她既没寻短
见，也没神经失常，人生的灾难打倒了她，但她又从地上爬
起来了！”因为“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
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
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
地方找不到的东西！”这一是体现出她的坚强、坚韧；又体
现出她对生活，对土地，对自然，对家乡的深厚感情。这正
透露出路遥对土地、劳动对故乡自然的深切热爱和依恋。



人生，多么沉重的字眼，有谁能在这条道上一马平川。人生
是我们没法迈过的槛，而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加！

路遥佳作人生读书心得篇八

允许我擅自做主的化用温斯顿《论奥威尔》中的一段话："当
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尚活于世而庆幸时，路遥呕心沥
血完成了他的《平凡的世界》后与世长辞，以致我只能把妒
忌换成尊敬和怀念。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形容对契诃夫的喜爱时，用了一个特殊的
词："契诃夫感".在阅读路遥的过程中，冒昧的涌上一股感受：
"路遥感".《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也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与
《平凡的世界》难以同日而语。甚至有人不知有《人生》，
只知有《平凡的世界》。但其实，人生是平凡的世界的序曲，
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展开。

都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人生。真如其名一般的难以捉
摸，也许是我的愚蠢，读了这些年，究竟没有全然了其意。
也许失去了儿时的戏谑相见，多了份庄重与严肃，反而少了
许纯真与坦率吧。

人生的道路总是艰难曲折的，小说中的高加林无法避免的遭
遇了人生的一场又一场洪荒。也许命中注定、在劫难逃;也许
是"自作孽，不可活".但试想，莫不都是人生吗?就像所说的
那样："人生就像舞台，有喜剧，也有悲剧。"去伪存真，人
生无非一场戏罢了。

虽然都在舞台上演着这出戏，但妆具的背后，有虚伪、讥讽;
亦有真情、至善。高加林被名利的大潮卷来卷去，摘去了所
谓些许小人的面具，但终究在人生的道路上丢忘了根本，迷
失了心性。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但他只是茫茫人潮中的小人
物，掀不起波澜。在社会的荡涤下，最终消亡殆尽，这是万
众人生的缩影。其实，人生的本质没有一帆风顺，只有任凭



风吹雨打，方可见雨后彩虹。人生与世间，来去纵横，若白
驹过隙。似高加林的人士，短短几年，却仿佛沧海桑田，人
事变迁，尝尽世态炎凉，止徒增悲喜尔!

之前讲的好像太过笼统，其实陕北高原上的故事着实需要仔
细回味。那个在人们印象中缺水、贫穷、风沙漫天的地方，
也许只有煤黑子、硬馍馍的地方，其实也有许多高原上的儿
女 在原上吊着嗓子唱着："上河里(哪个)鸭子下何里鹅，一
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的悠扬信天游，在这个他们眼
里可称之为天堂的地方演绎着一个个奋斗拼搏的故事。因为，
这里是他们人生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