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优秀8篇)
工作心得是对自己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一个总结，可以帮助我
们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
挑选的几篇读书心得，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一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个人
的心灵。在我内心的深处，曾经有这样一本书，它像一滴清
水折射了我心中的太阳，这本书就是《城南旧事》，作者是
林海音，它是以年少的心态来记叙自己在北京城南的幸福童
年生活。看完书后，古城的残片、大树的几根垂落枝条、临
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半扇院门的插闩以及那些美好的回忆
都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也许，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它代表经
历沧桑后的人对纯真年代的怀念。读着《城南旧事》，我渐
渐地走近了书里，看着英子在城南度过的幸福童年，它们就
像是一股细流静静地，慢慢地渗入我的脑海中：惠安馆、胡
同的井、闹市僻巷、草垛子这些地方所浮现的人物：井边的
小伙伴妞儿、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躲在草垛里的小偷、



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不理我们的德先叔、和我朝夕相伴的宋
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爸爸都与我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
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筑成的。

当读到英子和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玩时，我真担心秀贞会不
会做出伤害英子的事;当看到英子知道自己的好伙伴妞儿就是
秀贞的女儿时，英子不仅帮助他们母女重缝，还将自己的生
日礼物钻石表和妈妈的金手镯送给他们当作盘缠去寻找思康
叔。此刻，我不禁为英子感到骄傲，一个六岁的孩子竟懂得
友谊，懂得爱，这大概是一种来自生活的力量鼓舞着她在成
长吧!读着读着，我时而心惊肉跳，时而轻松自在。我觉得很
奇怪：难道英子不害怕秀贞吗?看到最后，我才明白，她的童
年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她有一颗纯真的心灵，正是因为她有
这样的一颗心，她的童年才那么快乐。那是真正的，无忧无
虑的，不折不扣的快乐。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二

童年是美丽芬芳的花朵，增长一岁，花瓣就掉落一片。等花
瓣都掉光了，我们的童年也就过去了。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品。在上
个世纪的老北京，不时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种着夹桃竹
的四合院，屋里冒着热气的暖炉，厚厚的能立起来的小棉裤，
西厢房的小油鸡，佛照楼的八珍梅......书中的小主人影子
被这些充满温情的事物包围着，慈祥而又严厉的爸爸，操持
着家务的妈妈，善良的宋妈，再加上几乎美男都会新增一个
的弟弟或妹妹，这样的一大家子的生活故事仿佛一场韵味十
足的大戏。

英子的童年趣事都体现在了《惠安馆》里。英子敢去她的妈
妈和宋妈都不让去的惠安馆旁玩，还与那里的一个“疯子”-
-秀贞经常接触，慢慢成为了好朋友。她从秀贞那里了解到，
其实她并不是真疯，而是因为太想念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小



桂子了。当英子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好伙伴妞儿竟然就是小桂
子时，连我都不禁大吃一惊(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巧合)，也由
衷地感到高兴(失散多年的母女终于团聚了)。

《城南旧事》中的许多人物都与英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
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的变迁，都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
英子，甚至是永别。

现在我们正处在美好的童年时代，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幸
福生活。现在科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会像英子所
处的那个年代一样，即使分开了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继续联
系，但我们却更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件事和每个人。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中的许多趣事位童年增添了色彩。童年
像是一条小河，奔腾入海后就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童年过得
很快很快，所以要珍惜自己所有拥有的美丽时光!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三

《城南旧事》是中国现代作家林海音的小说，讲述了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南京胜利街的一段故事。小说生动地描绘了城
南居民的生活点滴和变迁。读完这本小说，我深深地体会到：
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存在，而城市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又
在变化中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彼此。

第二段：城市历史与人文变迁

城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京市的起源，而城南的变迁也始终
伴随着该城市的历史进程。回溯过去，城南早期是中华门外
的区域，当时居住着许多贫苦的人。而当南京成为首都后，
城南开始发展为商业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城南居民的生
活也在不断变化着。这一段的历史与现今的城市建设密不可
分。



第三段：城市文化与人们的情感

城市的变化是波澜壮阔的而又渐变过程，文化也是一样。城
南居民的文化生活将是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塑造，人群内部的
影响，艺术形态等途径显现而出。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城南居民对皮黄和酱肉面的热爱，也可感悟到他们对于剧
场文化的热情，以及这些文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第四段：城市变化对于生活的影响

城南地区，曾经只是一片农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建
设的进程也给城南居民带来了很多实际生活上的改变。比如
现代化的房屋、更加通畅的道路和绿化带等等。这些变化的
背后，是无数城市城市建设者和居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

第五段：结论

《城南旧事》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本小说，它还是一段历史。
城市的历史是一部流动的画卷，而城市的文化和人们的生活
又是其中的画面。我们需要对于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和领悟，
在维护历史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生活展开新的奋斗。城市
托起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可以通过愉悦和努力将其建设得
更加美好。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四

《城南旧事》是一部由毕淑敏所著的小说，讲述了上世纪50
年代上海城南地区的人物和故事。这部小说赢得了众多读者
和评论家的赞誉，因为它不仅描绘了当时中国城市的生活和
社会，而且表达了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在我的阅读中，
我被小说中的人物、文化和历史背景所吸引，产生了莫名的
共鸣。本文将展示我的观点和感受。

第二段：有关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元素之一。他们分别代表了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如常青、曾平安、喜儿、婆娑
和老陶等。他们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经历非常真实，使我
能够深入了解并关注他们的生活。例如，喜儿和婆娑是两个
性格极不相同的女性人物，她们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不断变化，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

第三段：文化背景

小说讲述了上海城南地区的文化背景，其中涵盖了许多我从
未听说过的习俗和信仰。例如，故事中常常提到喜宴和葬礼
中的习俗，这些形式化的活动表面看起来非常静态，但实际
上有许多文化内涵和情感渲染。此外，在小说中我们还看到
了对传统医学的关注和对生活方式的体验，这在当今的城市
化生活中是很难体会到的。虽然我出生在上世纪的城市，但
由于家庭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许多早期的文化都已消失。小
说中的文化元素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第四段：历史背景

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为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上海城南地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虽然小说中并没有详细描述政治
和历史事件，但我能够感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在经历着变化。
作者通过展示人物的生活方式、思想和行为来揭示这种变革。
在小说中，我可以深入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心情，
了解东海边这个特殊的地区的发展历程。

第五段：体现出的价值

《城南旧事》在文学价值上有其独特的部分。通过对当时的
生活及历史进行描述，小说在揭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这
些价值包括家庭、亲情、爱情、友情、真诚、勇敢、努力、
团结等等。作者很好地传达了这些价值，同时提醒我们，无
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这些价值始终永恒，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也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城南地区的
人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联系不仅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
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也不能停止寻求向前的方
向。

结论：

《城南旧事》是一部非常有启示性的小说，它帮助我了解了
中国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文化变化和社会变革，同时也提醒了
我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的成长史。此外，小说中所表达的价值
观也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价值不仅在过去的岁月中
有意义，现在和未来都有其价值。以此为例，我在读小说的
同时，也反思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价值观，并意识
到个体的生命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五

《城南旧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品之一，描述了上海的“旧
时光”的故事，让人回忆起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文化。这部
小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种对旧时代的缅怀。我
阅读这部小说，也深感到了一些感受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统习俗的呈现

小说中，张爱玲通过对传统习俗的呈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
风土人情。例如，年关时的合家团圆、大年初一的拜年、端
午节的包粽子等。这些习俗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消失，
但它们仍然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历史，这些旧时光已经不能再
重现，但它们留下的记忆和文化仍然值得我们珍惜和发扬。

第三段：人物命运的反思

小说中的人物，舒庆春、孟君岭、许淑珍等，他们的命运随
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经历是这个时代



的写照，采取了一种回忆的叙述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
这个时代的繁华与衰落。这些人物也让我们反思时代变迁给
人们带来的影响，人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和适应变化。

第四段：小说中的城市文化

小说中，上海的街道、公共场所、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从侧
面呈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特点。其中，马路边上的小摊，街
头巷尾的元宵店、烤鸭店，表现了上海“小吃街”的风情；
女子搭积木式的结构式发髻，则让人们追忆起那个充满了神
秘和优雅的年代。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它是地域和民族
文化的结晶，也是我们在城市生活中与城市最亲近的部分。

第五段：时代变迁的呈现

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变迁。那个时代
的上海，是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们思想的更新，城市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变。它不再是那
个弥漫着香味的小城市，变成了现代繁忙的商业城市。城市
变迁带来的巨大变化，令我们深感时光的变换与留恋。

结语：

从《城南旧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旧时代城市的文化和气息。
通过它，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和嬗变。写作这个主题的
文章，让我认识到，我们生活的现在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当
中，我们要面对所有的变化，珍惜与保护那些历史遗存，也
要学会适应和创新。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六

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音，它是以年少的心态来记叙自己在北
京城南的幸福童年生活。



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
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我喜欢《城南旧事》这本书，因为它简单易读，亲切动人，
洋溢着温馨的亲情和友情，仿佛身临其境。

《城南旧事》绝不仅是林海音的一本回忆录，它还是名篇佳
作，它以它独特的特点，洗涤人的自私心，让人受到教育。
这本书，的确让人沉醉，它像一位绘画大师，缔造出了真实
的人性世界，为我呈现了一出精彩绝伦的演出。

摘抄：乌金墨玉、南山高末、幼稚心灵、一去不还、寂寞、
来来往往、整整齐齐、连晃连洒、哼哼唧唧、结结巴巴、喃
喃自语、冷风吹冻、棱棱角角、幼稚心灵。

新帘子胡同像一把汤匙，我们家就住在靠近汤匙的底儿上，
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
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七

《城南旧事》是作者林海音的自传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
为基础，讲述了上海城南的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故事。小说
中充满了对岁月流逝的怀念和对童年时光的温馨回忆，描绘
了那个时代的物质贫乏、生活困苦，但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点
滴温馨、感人肺腑的生活细节。我通过阅读这本书，体会到
了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深深地感受到了作者的文学功底和
善用语言的才能。本文将围绕着《城南旧事》这本书，谈一
谈我的撰写心得体会。

第二段：叙述写作过程



小时候，我就对《城南旧事》中的情节和人物产生了极大兴
趣，并一直想要慢慢地品味这本书。当我终于拿到了书的时
候，我发现每一页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和人性的特质。我开
始认真地阅读，从每一个角度去思考，在不断地翻看中，我
相信自己掌握了许多写作技巧。我发现，作者林海音可以在
简单的小事中，展现出情感的细腻和思想的深度，这让我深
感受益无穷。

第三段：对作者文学才能的评价

《城南旧事》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非常
有意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林海音更是运
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和古诗词，让整本书更加生动且言之有
物。此外，她还善于运用象征和隐喻，在描写中蕴含了许多
哲理与思想。这些细节和技巧在我进行写作的时候也给予了
重要的启示。

第四段：体察和感受

阅读《城南旧事》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思考自己
的成长经历，并把自己的体验与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对比，从
中领悟到了很多像人生哲理和生活态度。通过思考和阅读，
我认为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我也开始
深刻理解一个人物或是一个情节的构成是与作者的创作生活
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着作家
的态度和思想的，而作家的生活经历本身也是一本精彩的故
事。

第五段：总结

通过阅读和思考，我深刻体察到了《城南旧事》这本作品中
蕴含的思想和哲理，也逐渐理解到了古人们所说的“千里之
堤毁于蚁穴”，即在生活中要珍惜每一个瞬间，对于我而言，
写作也应该像生活一样，不断积累、铭记。同时，我谨以此



文献给所有像林海音一样的作者，感谢他们用辛勤的劳动，
呈现出人性光亮的一面。在未来的学习和写作中，我会不断
努力，苦心经营，希望自己能和他们一样，写出有着深刻人
生真谛的好作品。

读城南旧事心得体会篇八

《城南旧事》林海音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所为题材的一部自
传体小说集，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
《城南旧事》读书心得300字，欢迎阅读。

偶然间在一本书上看到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这样一句话：
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张爱玲与上海的关系不
难理解，十里洋场，一城故事;然而提到北京，我更多的想到
的却是老舍。《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那些脍
炙人口的名篇，都反映了老北京的风貌与那个年代普通北京
老百姓的生活。于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翻开书架上
尘封已久《城南旧事》，去探寻林海音心中的那个老北京，
走进那一片斜阳古道，城南落花。

走进《城南旧事》，便深深地感受到这一个“旧”字的含义。
古城的残片，大树的几根垂落枝条，瓦隆中存留的枯叶，临
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半扇院门的的插闩，还有屋顶上的花
盆以及飘落在皇城墙上的冬雪……简简单单的意象，一个一
个的片段，像是一扇古旧的铜门，轻叩，推开，便走进了历
史，走进了另一种生活。

打开《城南旧事》，一股民国的味道便飘了出来，不管是勤
劳的宋妈，斜着嘴笑的兰姨娘，还是会唱戏的妞儿，个个都
那么的纯朴。

尽管她们最后都离作者而去，但是在作者童年的记忆中却仍
是那样难以割舍，对于当时才十三岁的小作者来说，我觉得



分别总是让人很难接受。

当然，当我看到兰姨娘这篇故事时，却不禁一遍一遍的翻阅。
因为不管怎么样兰姨娘依旧乐观，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我喜
欢这样的人，即使英子几次觉得兰姨娘和爸爸在一起时就冷
落了妈妈。那西瓜灯的事就更有趣了，也不管英子的母亲接
不接受，反正英子觉得自己和兰姨娘在一起比什么都好，都
高兴。

显然，当时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并没有解放，但是英子的眼
光仍是那样清澈。虽然作者的童年并非想像中那样的美好，
但是作者依旧十分怀念北平城南的景色和人物，也许冬阳下
的骆驼队发出的越来越轻的声音，带走了时间，冲刷了北
平……不管童年是否美好，童年时的烙印却挥之不去。

《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北京，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抒发了对
童年的缅怀和对人间温暖的呼唤，不但写得亲切动人，而且
每个故事都能令我思绪起伏，多种交集的感觉同时在心头涌
现。 《城南旧事》中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
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
现出来。书中的 晤 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 诺 ，缓缓的流
水、缓缓的 畜 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 阿 、缓缓而逝的岁
月…… 埃 景、物、人、事、情完 菲 美结合，恰似一首淡
雅 纤 而含蓄的诗。

谬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 脱 ，充满疑问的，她从不 郁 在自
己的世界里上锁， 镀 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 颅 。所以她
和被人们认为 闸 是疯子的秀贞结下了友 宇 情，三天两头
的往惠安 卖 馆里钻;她和“小偷” 洲 写下承诺，甚而认真
地 攫 听着“小偷”的故事; 喘 她 爱着自己的奶妈，望 智
着她离去，英子伤心难 誓 过。透过英子童稚的双 魁 眼，
我们看到了大人世 陶 界的悲欢离合，虽然很 佯 天真，却
道尽人世复杂 痞 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