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汇总18
篇)

在工作中，我发现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是提高工作能力的
关键。以下是一些同学写的军训心得，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军
训生活和学习有所启发和帮助。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一

近日，根据矿工会的要求，在业余时间我拜读了，《麦田里
的守望者》这部书，读后产生了想写点东西的感想，现写下
来同各位共同感受下，重温故事内容。

周围环境：有虚伪的势利份子，有穿女装的男人，有互相吐
水的男女，有美貌而假模假式的女友萨丽，还有很可能是同
性恋的之前尊敬的老师……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也是一条渗透
着浓厚利己主义和功利主色彩的信条；学习只是为了买
到“混帐的卡迪拉克” （话外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霍
尔顿又怎能找到可贵的精神寄托或崇高理想呢？）

年仅16岁的霍尔顿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被四次开除学校，他
的整个人都散发出叛逆的味道。张口闭口都是脏话，看不惯
学校的虚伪，老师的做作，同学的颓废。他喜欢大冬天里穿
着风衣，喜欢反戴鸭舌帽，喜欢做些另类的行为。通过他的
眼睛，我看到了当时这个社会的虚伪。学校里全是些伪君子，
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一
辆混账的凯迪拉克，甚至连霍尔顿唯一敬佩的老师都有可能
是同性恋者。也许有些人想要摆脱迷茫，却走不出群体生存
的阴影，京生的颓废让人窒息。

由于同经历过叛逆时期，能稍微体会一下霍尔顿的心理。他
处于美国“寂静的五十年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他
也尝试着反抗，却始终无效，所以每个人每件事在他眼中都



贴上了“叛逆”的标签，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微弱的与社会
做抗争，虽然偶有沉沦，但在精神面貌不佳的五十年代的美
国，实属少有了，结局自然可知，无效却依然我行我素，令
人悲痛，着实可悲。

读完此篇文章后，我认为孩子可以有纯洁的心，单纯简单的
想法，他们不会像大人那样把事情复杂化，孩子不做作，不
会假模假式，嘴上说什么，他们心里就想什么，在孩子们的
世界里，没有虚伪；而大人的社会误导了孩子，可愚蠢的大
人还要求他们的孩子多向他们学习（悲哀！）。如果有多一
点的单纯，想必不仅仅是50年代的美国，我们现代社会也会
少一些虚伪，问题会变得简单，在任何时代，像霍尔顿这样
的青少年就会不再迷惑，起码，不会有过强烈的厌世与叛逆
感。我希望生活变得简简单单，可以平平淡淡。相反，如果
一切与之相反，再多的霍尔顿，再麻烦的“霍尔顿式烦恼”
也不见怪，也就不难怪霍尔顿会有这么复杂的性格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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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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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三

主人公霍尔顿是四门功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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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妈的、
混帐”。因被开除而又不敢回家而开始了他维持几日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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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讨厌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自
己却挥霍无度，说自己“不是把钱花了就是扔了，是个十足
的败家子。讨厌别人谈论酒和女人，自己却醺酒、恋美色，
并且在流浪的几天里糊里糊涂地找来了妓女。自己想的和做
的无法统一使他痛苦万分，他所唯一敬爱的老师也竟是个同
性恋。就在这重重矛盾中，他无法自拔，最终躺在了精神病
医院中。

表面上霍尔顿是个玩世不恭的坏孩子，但实际上他却有颗纯
净善良的心。他爱自己的妹妹，就在见她的那晚，霍尔顿说
出了这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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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个美好理想，也是他美好心灵的见证，他希望那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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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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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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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无力改变的社会大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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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抽烟酗酒，不求上进，但是，他还不至
于沦落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因为在他心底，一直还存有美
丽而遥远的理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霍尔顿的焦虑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人们。在他的身后，“垮
掉的一代”垮掉了，一代又一代也翻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
而且愈演愈烈。更令人担扰的是已经很少有人有能力再来关
心这一类的问题了。现实生活的喧闹和华丽完全分散了人们
的注意力，潜行的欲望和各色各样的感官刺激已经搭上时代
快车。如果说当年生活的压迫曾经使霍尔顿感到恐惧，今天
的人们几乎已经渐渐爱上了压迫，因为这种压迫往往以花样
不断翻新的娱乐面孔出现。人们实在难以抵抗它的诱惑。赫
胥黎在1932年写过一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他在书中
预言：汪洋如海的信息将会使人类变得被动自私，真理将被
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人类将会毁于他们热爱的东西。
历史已经证明，有些预言最终总能够成为事实。但愿赫胥黎
的话是妄言，霍尔顿的“守望”能最终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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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50年代的美
国确实有些相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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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逐渐遗忘自己的理想，
没有了最初的热情，开始向往平庸。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
恼，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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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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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纵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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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我们的理想。

是的，有理想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明天，明天会更美好!



《麦田里的守望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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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四

这是本大一时候就在长沙定王台买的书，买的时候感觉是本
正版书，但是看完之后发现错别字嘛拉拉的多。各种原因到
现在这个大三考试周才看。

听说这本书应该是通过玩传奇游戏，里面有个玩家的名字就
是叫“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血腥的游戏中就突然对这个田
园安详气息的名字深深地吸引了(所以我说玩游戏并不是只有
沉迷，因为三国游戏看三国演义的人不在少数，研究教育学
的可以深入研究)

依稀的印象中，好像韩寒在作品中也提到过这部作品，也是
因为韩寒我高中时候从新华书店买来了《围城》，但是并没
读懂。现在大学快毕业了，很想再看一遍，但是无奈湖大的
图书馆里我真的没找到这本书。

继续说《麦》，说实话序言看得我很郁闷，里面仿佛没把青
年情怀放在第一位，反而在抨击美帝社会的阴暗面，然后提
示读者要珍惜自己所在的环境。强忍着心中的恶心感，我开
始了阅读。

看到《麦》总觉得和《三重门》很像，也很好理解，谁没有
二逼的青春岁月呢?

要是再年轻点，18，9岁的时候看着书，我会觉得主人公的形
象很叛逆，很酷;但是现在我仿佛也在无奈，在惋惜。“越长
大越孤单”?现在我不再一味的为主人公自我的做法，总是看
阴暗面的心理而拍手叫好。但是现在。。。不是说我不再看



阴暗面，上大学之后我更加看阴暗面了，“虚伪，狂妄，无
知”，总是缠绕着我的脑海。我该怎么做?像文中的主人公一
样，知道自己其实很胆小，心里面确实知道，但是不说，不
评价。不直言相对，无形中我们自身也许为了吗?“友自，友
谅，友多闻”，或许只是因为对方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主人公想过逃避，想过一个人住一个房子里，装聋作哑，用
极端的方式切断与任何人之间的交流。我愿意为这样子的想
法只有我有过。比如说我现在想做做技术，这样子今后和人
打交道的机会也少，和冷冰冰的机器，计算机打交道的时间
会更加多，更加自我。不用和人接触，然后潜意识里又会觉
得别人多么的虚伪，好像搞得我自己不虚伪一样。我很受不
了这种感觉。

其实现实中真的有主人公这样子的人，我和他会互相接受吗?

我开始觉得一心想要逃避已经不是胆小的事情了，或许真的
是总病，但是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病的物种。但是心中常
年的咒骂确实是种不正常的状态吧。于是我现在是22岁，我
在学什么?学做人?放屁吧，我学会了妥协，我学着在看到阴
暗面的时候要在脑子中提醒自己别人其实有很多优点。学会
了假笑，为一些无耻的想法，行为而笑，只因为为了维持所
谓的“关系”。当然也试着让很多东西烂在心里。一切的一
切我都是只在学习，我做得并不好，很不好。

很喜欢一句很无奈的讽刺：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

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下去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五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一个少年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就是大人眼里所谓的坏孩子，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像话，
他也就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

霍尔顿讨厌周围肮脏的世界，他讨厌那些虚伪的事物，却又
不得不去跟他们交往;他讨厌电影，又不得不在无所事事时去
那里消磨时光。霍尔顿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脏透了的“阿
克莱”、表里不一的斯拉德莱塔等室友。他讨厌却又无奈，
他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他看不惯周围的世界，成绩自然很
差，所以他苦闷、踌躇、彷徨。他的不用功，种种表现就是
对资产阶级现行教育制度的反抗。

霍尔顿一直希望变得勇敢、强大，被人欺负了不敢还手，被
学校开除不敢回家，静静地躲避着父母亲，他没有胆量去做
真正有意义的叛逆。霍尔顿是青春期少年的代表，他的理想
只是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站在悬崖边上，捉住不断奔跑
的孩子。大人们总认为他是一个败家子、是一个不良少年。
但是霍尔顿渐渐成熟的心中还存留着点点的梦想，即使它在
那污浊的世道里变得那样细微渺小，他心甘情愿地帮助每一
个孩子避开风雨，阳光就会在此刻抚摸你的脸庞。

霍尔顿是聪明的，他看透了社会的本质。他很普通却非常善
良，虽然他的思想还很稚嫩，他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但他
勇敢地反抗现实，向往着美好的世界，一直在追寻着。

霍尔顿无论是在风雨中还是在麦田里，他都会继续守望着。
守望着那没有被虚伪溺死的真挚、没有被虚荣杀死的朴实、
没有被金钱名利包裹着的梦想、守望着所有孩子纯洁的生活。

我喜欢霍尔顿的理由很简单：他拥有一颗纯洁、善良、追求
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童心。他对那些热衷于谈女人和酒的
人十分反感，对校长的虚伪势利非常厌恶，看到墙上的下流
字眼便愤愤擦去，遇到修女为受难者募捐就慷慨解囊。他对
妹妹菲芯真诚爱护、百般照顾。这些举动都让人感到十分欣
慰，更难得的是为了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悬崖，他甘愿



渴望终生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一切的一切似乎成了定式。也许我们本可以去做自己喜欢，
但在别人看来是不切实际的虚度光阴的事。但自己真的不想
被本和自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人抛在后头。没办法，只有
坚持下去，进而渐渐地竟然也希望过这样的生活。很难想象
自己抛开一切竞争、一切虚假的事物，像故事主人公一样做
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根本不现实。因此，霍尔顿最终还是
屈服于现实。“他不愿做英雄，只希望自己是一个平平常常
的人”。要知道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想要摆脱别人给自己套上
的枷锁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人，自然已经习惯了困惑和烦恼，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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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霍尔顿没有纯洁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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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在逐渐长大，
所以会经历很多事，遇到挫折，我们不要气馁，也不要自暴
自弃，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相信自己，只要你的心中还有
理想，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的。

站在麦田里守望属于我们的未来。我们青少年的生活才刚刚
开始，在人生的道路上，纵然生活中有许多令我们迷惘和彷
徨的，但是只要我们牢记心中的梦想，做自己心灵的主人，
守望着自己的未来，那希望就是美好的明天。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六

我，喜欢凡。高，喜欢他的画，更喜欢他的那片麦田。

我，也同样拥有着一片麦田，一片友谊的麦田，但，这却不
是一片会丰收的麦田。

小虫吞噬。它，也在健康成长。



处旺盛，已淡忘了我这个守望者，一直在等待着的守望者。
终于，它回来了，不过，它是在与另一个播种者分别后，才
回来找我，仿佛我是一所收容所。对啊，难道我不是一所收
容所吗?我的麦田向我兴致勃勃的倾吐着它的新朋友的芬芳，
根本不想象我的悲伤，一个失去了麦田的心的人，我无语的
倾听着。

此后，我的麦田向那位新朋友散发芬芳，已抛弃了我，一直
默默保护它的守望者，我，孤独徘徊。

不知多少次，我都想放弃它，但，我舍不得我十几年来的努
力毁于一旦，我舍不得我的麦田，我的辛苦，我的努力。我，
犹豫着，也同样孤独着。

我默默的望着我的麦田，思考着，也许只有放弃，才是正确
的;只有放弃，才是解脱。

于是，我对我的麦田说，我要走了，你的新朋友会寻觅到这
里。它虽难过，但没有拒绝。我默默离开了，悄然回望，只
希望能够得到它的挽留，而它，却在夕阳的余晖中伫立，等
待。我擦干了眼泪，向前走去。

也许，我会找到一片新的麦田，并与它共同延续友谊，并一
直到永远;也许，我只能是一个默默的守望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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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八

起初我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时，怎么都不会把它
和“名著”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是真的。因为这本书里充
斥着太多敏感词汇，而且主人公比谁都叛逆。他逃学，离家
出走，欺骗父母，总之不该做的事他全做了。但是这样一
个17岁的少年却厌恶世俗的纷纷扰扰，梦想着童话书里的单
纯美好，没有世俗的纠纷和成人的虚伪。他就是这样一个单
纯的，执着的“坏孩子”。

霍尔顿是青春期的少年代表，从他的经历里能够清楚地看到
与家长的代沟，家长总期望他像哥哥一样能够成为出人头地
的人，但是他的理想却是那样普通。仅仅只是做一个麦田里
的守望者，站在悬崖上，捉住不断奔跑的孩子。大人总认为
霍尔顿是一个败家子，是一个不良少年，但他有自我的思想。
有的少年合上童话踮起脚尖，迎合这小丑的笑脸。但是霍尔
顿那半成熟的心中还存留着点点梦想，即使它在那污浊的世
道变得那样的细微渺小。

霍尔顿是明智的，是聪明的，他看透了社会的本质。他的朴
素和善良，是他所在的年代很少的，虽然他的有些思想还比
较幼稚，虽然他有许许多多的缺点，但他反抗现实、向往完



美世界的纯洁的一面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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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也
迷惘过，叛逆过，在悬崖边上。读后感·也许真的是这样一
个守望者将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或许那个人是霍尔顿，亦
或许是我的母亲。

守望是一种难得的情怀，一种勇气，一种姿势，又饱含着一
份期盼。

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让我在漆黑的沼泽地里看见
了一朵正欲挣扎而生长出的赤红的花，它是那样的艳丽，即
使是沼泽困住了它正欲张开的翅膀。

在那片金灿灿的麦田里，在那个熟悉的田埂上，一直有个少
年在那守望……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九

《麦田里的守望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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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神生活荒芜的社会风气，道出了资本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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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纯洁的一面。

他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然也就无法好好读书，他的不
用功表面是颓废、沉沦，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的最
无情的揭露。作者把霍尔顿身边的人，全都描绘成假模假式
的人，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想逃离这个噩梦般的现实世界，
甚至到偏远的小山村去遁世。



但是要真正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他最讨厌看电影，但百无聊
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中消磨时间；他讨厌爱慕虚荣而又毫
无主见的女友却又迷恋她的美色；他看不惯这个世道，却也
无法改变；他甚至痛恨自己，却没有参照的标准来改正自身
缺点。

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注定了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中，霍尔顿
只能用幻想解脱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妥协于他所深恶痛
绝的社会，继续深陷于矛盾的漩涡无法自拔。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

当我第一次拿起这本书时，那美丽的名字所吸引，可当我翻
开书时，却发现里央的内容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美丽，而且还
有很多肮脏的字眼。于是，我刚看没几页便把书扔在了一边。
这一扔便是两年。后来，我听说这本书当时在美国同龄人中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再次拿起了这本书。

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坏孩子的
代表，抽烟、喝酒、说脏话、打架。读完这一遍后这个男孩
子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够印象。可我还是试图从文字
之间发现他那未泯的天性。终于，我看到了；霍尔顿被开除
后，担心母亲受刺激，决定为妹妹买唱片，怕别人产生自卑
感便将自己的箱子放到床底下以慷慨捐款。以上的种种都表
明着霍尔顿的内心依然是善良的。

读完这本书后，我的心里并没有往常那样心潮澎湃，仅仅是
在思考一个问题，霍尔顿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书中说，霍尔
顿只有十六岁，便开始抽烟喝酒，除了青春期的缘故外，难
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吗？我在书中努力地寻找，发现书中
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假模假式。我一下子都明白了，主人
公生活在假模假式的社会，身边都是些假模假式的人，他在
假模假式中渐渐迷失了自己，成为了当时美国中的一员。



书读完了，可我好像并没有懂得什么大道理，只是暗暗地为
像霍尔顿一样的那些少年感到惋惜，希望这样的情况不要重
演，让“阳光自信，天天向上”永远成为青少年的代名词！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一

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是我们身边随时可见的孩子，也是凤毛麟
角的孩子，16岁的他抽烟，喝酒，与自己不能接受的轻浮女
子交往，四次被学校开除，让很多正派人对他的优点也嗤之
以鼻了。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
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
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
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
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我对这个名
词没有多少好感，总觉得这是叛逆一个比较积极的说法。但
眼前的这个霍尔顿却并不让人讨厌。

他的父母对他充满了期待这份期待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
的压力。所以在带领了校击剑队去纽约参加比赛，作为队长
他却把重要的东西忘在了地铁上。这样的错误自然是不能原
谅的.所以他就遭到了再一次的被开除。他对于被开除并没有
太多的伤心，但是却害怕回家面对自己的父母。于是决定用
他手中的钱去纽约玩两天。当他父母知道消息后无法不面对
的时候再去面对。

看到这里觉得有些熟悉，因为这是我们大多数青少年常有的
心理。想赢，怕输，怕父母失望，失败了不敢面对。

下面的这段话我收藏了这是霍尔顿的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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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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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
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
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是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
者。”很喜欢这样的话，这样的理想也许不远大，可是我们
的生活中难道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守望者吗?而我们每个人其
实也就是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吧。这样的工作虽然会枯燥，
但是我们首先得把这样的小事情做好了才是啊——虽然每个
人的心中或许会有一种一剑寒九州的英雄主义情结——但还
是象霍尔顿这样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吧。

我想这也是霍尔顿可爱的地方。尽自己的努力去守护一种美
好这才是真正的大善良，这种大善良让霍尔顿在颓废中也显
得那样的可爱，就像在一片沼泽地中让我们看到了闪光的美
好的东西。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刚打赢二战，超越英法德等老牌
帝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家崛起，美国上下一片自
满，奢侈之风四处弥漫，使人们都变得虚伪与轻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人公被退学，他对这样的社会极度厌
倦，以至于想去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独自生活在农村
一片巨大的麦田中，望着孩子们在玩耍，嘻戏。这个想法，
深刻地反映出了以霍尔顿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青年的迷茫与无
助，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的浮躁，表达了作者想隐
居乡下，重归田园的愿景。

这种人，这种想法，其实是十分普遍的。当时的美国作家海
明威就买了幢别墅，全家都居住于海边。他本人还养了只六
趾小猫，自个儿写写文章，逗逗小猫，坐坐小船，出几次海，
捕几条鱼，别提有多么快活了。

在遥远的中国古代，海明威现象则是更为常见，古代的中国



文人似乎以隐居、漫游为乐趣，唐有李、杜、陆三人，宋有
苏、陶，元有关、马。中国文人似乎都喜欢过田园生活，当
然，这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有很大的干系。诗仙李白
放荡不羁，游山戏水，过着侠客生活;诗圣杜甫，仕途不顺，
忧国忧民，隐逸山野，最终成就诗圣美名;宋代苏轼，虽然遭
到流放，但却挤出时间，游于山水，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
《题西林壁》等千古名篇，名垂青史。

他们的隐居，有的是出于自愿，而有的是被形势所迫，不得
不隐于山林。李白生性放荡，骨子里有“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傲气，隐居是出于自愿，杜甫有着浓厚的爱国情节，空怀
着一颗赤子之心却无处报国，反被官家打压，不得不隐居以
保存实力。由此可见，有时古人隐居也是情非得已的，书中
主人公霍尔顿也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不同的文化，却造就了一批性格相近的文人墨客，也造就了
同一种情怀。从文中的虚构到现实的世界，你不难发现，表
面上相距十万八千里，是属于风牛马不相及的、八竿子都打
不着的东西，潜在中却有万缕千丝联系。他们就像是太阳，
地球，乃至于整个太阳系。它们围绕着同一个目的，在引力
拉扯下，成为一个精密的系统，不论是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上
来讲，都是如此，既枯燥而又富含生气。也许这成就了世界
文学，造就了文学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来追求、崇拜
她。

精妙的西式文学，造就了那片金黄麦田里的守望者，哺乳了
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精致的天平;而严谨的东方文化，成就了
远离尘世暄嚣、唯我独清的山野诗人，使东方文明更含蓄、
自然。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三

我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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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
守望者。

或许现在，我正在绿油油或是金黄的麦田里做游戏，不知所
谓的往悬崖边奔去，每读一次《麦田里的守望者》都像是在
悬崖边，在生死边缘被拉扯回路面上。

谢谢霍尔顿，给了我心底里最纯净的一片麦田。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四

写在最开始：这篇文原本计划在四月的时候和《少年维特的
烦恼》一起写，后来因为考试还有其他事情的原因就一直拖
到了现在。这本书第一次被人正式推荐是高中，去年差不多
这个时候突然有天发现我的小男神最喜欢这本书和《蝇王》，
由于《蝇王》那类书绝对是木影打死也不会碰的痛点，所以
就看了《麦田》，就是为了看看他喜欢的。当是木影一个人
住在一个巴掌大的小屋子里，整天整体的没人说话，拒绝吃
饭，每天失眠，当是只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最可怜最值得大家
关照的人（完全狭隘），怀着这种心情看《麦田》我只看到
了孤独(什么样的自己感受到什么样的回应）。后来我问很多
人喜欢《麦田》的什么（因为发现很多优秀的男生都喜欢这
本书），但一直没有个定论。这次再读，就像隔着一个距离
用同样一本书审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有了这个距离，木影
真的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

一个人一旦省悟了人生的底蕴和限度，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很
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不过若他对天下事仍有一
份责任心，他在这世上仍能找到适合他的位置，比如“守望
者”。

有些理想来不及实现我们就已经长大，长大就意味着放弃过
往美好的理想，成为人们口中所谓的“成熟男人”，我不知



道这是“成熟”，还是粉饰对现实的妥协。做一名麦田里的
守望者是男主的理想，他想象悬崖边有一大块麦田，一大群
孩子在麦田里玩耍，而他就在悬崖边做一个守望者，专门捉
捕朝悬崖边乱跑的孩子，防止他们掉下悬崖。麦田里有天真
有童趣，而悬崖下满是物欲和空虚。守望者是一种人，他们
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个距离，但绝对不是冷眼旁观。他们对
潮流的来路和去处始终保持关切，他们在意精神大于物质，
在他们眼中物质的极度奢靡也不能填补一丝丝精神上的平庸，
这样的灵魂终究无趣且空虚。“守望者”守护着人生那些永
恒的价值，t望并关切着精神的走向。他们用智慧和爱心守护
着世上的孩子，守护着我们的纯真。

我们从一出生便开始得到，我们得到生命，得到爸爸妈妈，
又从爸爸妈妈那里得到爱，我们从时间那里得到成长，我们
从学校社会得到教育，我们得到钱得到职称得到地位，仿佛
我们的一生的外貌都是得到勾画出来的，但是有得必有失。
失去在我们眼中是一种失常，总会带来委屈，失去得越多就
会越委屈，但心中得欲望却会越丰满，试图用再一次的`得到
来弥补这个失去。读书笔记.但是，看人生最终得结果，失去
比得到更为深刻并靠近本质，因为终有一刻我们要失去承载
一切繁荣得生命，而那些往西得到的，顷刻间灰飞烟灭荡然
无存。生而为人，也许我们就该做好失去的准备。一个只求
得到而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看是充满了进取之心，但实际
极有可能脆弱到不堪一击，一个重大的失去就有可能击垮他
们的全部。“布施”被佛教列为六度之首，应该是想教化人
们不执着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个凡俗肉身中的生命，
佛教还是一种太悲观的哲学。但仍希望能保持一种超脱，不
讲超然物外，不谈遗世独立，只是隔着距离，守望自己。

关于真本书能说的还有很多，木影只选了这次再读让自己感
悟比较深的方面写的（真的不是因为木影懒），亲故们有需
要电子书的可以联系木影，想和木影讨论的也各种欢迎呀。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五

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书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典型的坏学
生——功课不及格、抽烟喝酒、打架斗殴……身边也有一群
蛮不讲理的“好兄弟”。可以说，他是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
人。但我却认为他并没有那么令人讨厌，反而觉得他十分与
众不同。

他有两个可爱的愿望。

考尔菲德说过，他想远走高飞，不再回家。他想去欧洲西部，
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他要装作一个
又聋又哑的人，住在自己建造的小屋里，让阳光每天都能照
射到自己的小屋中，还要娶一个又聋又哑的漂亮姑娘，生下
几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一家人永远生活在小屋中，不被外人
所打扰，也不为世俗所烦恼。的确，这是一个极好的环境，
没有吵闹，没有烦恼，只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安静与快活，可
以享受到静谧与斜阳。

他也曾有过另一个愿望。他对妹妹说：“我只想当个麦田里
的守望者。”他要在麦田的尽头、悬崖的旁边，守护着几千
几万个正在做游戏的孩子们，不让他们从悬崖上掉下去，然
后望着他们开心的跑着，笑着，这是他理想的职业，也是最
让他欣慰的日子。

虽然这些愿望后来都并没有实现，但我却坚信它们有一天终
会成真。

每个人都会有过这样的期待和憧憬，希望自己能过上安逸平
凡的日子，不再有苦闷和那些让自己感到厌恶的人或事，这
样才算是快乐的生活。简单平淡的生活就是每个人最大的愿
望。

记得《飞屋环游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幸福，不是长生不



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
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得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来
爱你。”这就是愿望，或是希望，正是这一个个愿望组成的
自己的幸福快乐，最微小的愿望可能是一个人最大的期望，
这也就是我认为他与众不同的原因――他渴望安逸，渴望幸
福，也拥有最美好的愿望。

或许考尔菲德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没有开心的时光，
却全是烦恼与没完没了的讽刺。那种安静平淡的生活，使他
向往。

愿望在给予人幸福的同时也会给人带来许多动力。著名童话
作家安徒生就是一个例子——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励志要
写剧本，并在皇宫里演出，可他却不被任何人看好，别人都
劝他早点放弃。可安徒生却不怕失败，不在乎他人的嘲讽，
不懈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原因就是在于
他不放弃，守护着自己的愿望、梦想。

是的，愿望需要被守护。它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
果一个人的期望一次次的破灭，他的希望也会随之消失，就
像一艘船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正在漫无边际的海洋上漂泊。

也许考尔菲德不仅仅是想要保护孩子们的性命，而且还要守
护他们与自己单纯、美好的愿望吧!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六

刚刚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因为它的声誉和广泛的好评，被
这个吸引而看的这本书。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疑
惑，甚至一开始觉得我在看它就是浪费时间。

后来随着深入了解，我发觉这样的一本书，竟然以主人公的
心理活动和思想行为为承载物，揭露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
的丑恶。以一个16岁孩子的视角，让我看到了他对他妹妹的



爱，以及小小孩童心中的美好。

他不懂那个社会的黑暗，陷入矛盾;但同时也被那个社会里面
小小的事物所感动着。“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
某种事物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
事业卑贱的活着。”他可能也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什么才叫面对，他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他也长大了，体会母亲，疼爱妹妹，也会为那个世界的不公
鸣不平。以一个16岁少年的视角，阐述了自己心中的困惑，
引起我的共鸣。但是我从中读到的更多是自己的成长，和对
这个世界的一些小小的感悟。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七

初次知道这本书是当初执迷于跑步时，在微博还有人人上偶
尔看到有人推荐这本书，说是跑步的人必看的一本书籍。

真正看到这本书是在毕业失业的那段时间，是在清华园内的
一家书店看到，便想起以前有人推荐这本书是跑步人必读，
便翻起来读了几页。觉得有点那么想看下去的意思，就索性
买回去看了。我看书一般有个习惯：如果当时那一刻我觉得
有想看下去的想法，便会读完这书，与此书是否名作无关，
只关于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否能够让我感同身受地去经历一遍。

毕业那段时间看书纯粹是为了释放心中的压力，因为那段时
间确实是比较恐慌的，因为毕业就失业，害怕自己找不到合
适的工作，害怕自己身上的钱慢慢花光，害怕一个人陷在对
未来的恐惧深渊中无法自拔.那时唯一可以能让躁动的心平静
下来的就是有读书。书籍确实是个好的友伴，你能感受得到
它对抗恐惧不安的伟大力量，给予心灵生生不息的动力。

作为一个16岁的少年，霍尔顿被作者描述成一个心理活动丰
富的一个角色，颇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身材魁梧，但是



胆小怕事。在书中许多情节处，他都会在内心把自己臆造成
一个无比强大厉害的人物，但是往往在现实中却被对方按倒
在地强揍一顿又或者在他人的勒令中闭口无言。此种情节在
书中描写还是比较常见。而这种情况在中学生当中是极其普
遍的，它反映了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的一种期待和幻想，渴望
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去改变自己周遭环境的强者。在自己臆
造的这个世界里，自己无所不能，能够以武力解决种.种问题。
这代表了一个少年对于力量的渴望和崇拜。

可能当年我们在埋头苦读的时候，我们会忽视周遭的一些事
和物。霍尔顿一直就很好奇纽约的一池湖水中的鸭子冬天去
了哪里的问题。这个问题霍尔顿曾经问起一个出租车司机，
而对方以近乎咆哮的语气回答他怎么知道，一通咆哮之下，
霍尔顿只有无言闭嘴以对。从这个情节来看，霍尔顿其实还
是一个比较细心的少年，他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他有他关
心的问题和事物，只不过这些在所谓的正常人看来都是“有
问题的”，一旦一个群体共同遵守某种秩序，在这个秩序之
外的人则被定性为“有问题的”，这是社会的问题，根本上
是人群意识上的问题。只是大多数人无法改变社会的意识，
唯有改变自己适应社会。从这个情节来看，霍尔顿其实是个
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个孩子。他也会对这个社会充满自己的好
奇，只不过他没有被关在社会群体的意识笼子之中罢了。

在霍尔顿的所有情感(厌恶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必是那些虚伪
的人，痛恨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当中，他始终保留着一份爱。
这份爱一方面体现在他对他弟弟艾里的悼念上(在帮室友写一
篇关于描述事物的英文作业时，他就主要描写的是他弟弟艾
里的一直棒球手套);另一方面他的爱主要体现在在对他妹妹
的关怀上。这份关怀只要体现在两个细节之处：在他决定离
开家庭远赴西部之时，他无论如何都要见一面自己的妹妹，
即使冒着被父母撞见的危险也要执拗前行探看;另一方面在他
妹妹收拾好行李要跟着他一起去西部的时候，他为了妹妹能
够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甘愿牺牲自己追求的自由，而留在
家庭里面，继续接受这个社会对他的磨砺。由此可见，霍尔



顿始终在内心维系着一份很柔软的爱，非常符合一个“正常
的人”的表现。

至此，霍尔顿为了妹妹继续留在家庭里面。故事就这样结束
了，对于后续的结果，我想无非是霍尔顿随着成长，慢慢磨
合成为了一个正正规规的社会群体中一个正常的人。

作者对于霍尔顿的描写，无所谓是种.种自身相似的经历罢了，
或许夹杂了一些文学创造必要的表现手法，又或许是赤裸裸
地把自己的经历写入故事当中。

很多人对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我希望做一个麦田里的守
望者，周遭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我自己除外，剩下的都是一
些在麦田里面自由追逐嬉闹的孩子，我就坐在悬崖旁边，每
当有小孩子快要跑到悬崖旁边时，我就把他们抓住，送回到
安全地带”(与原文有出入)，但是已经表达除了原文的意思。
这种类似的场景，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知道如今也会有这
样的想法：在一个空旷的沙漠里面，我一个鉴定前行;在一个
大雪纷纷的黑夜沙漠里，我骑着一匹马独自前行。当年喜欢
这样的幻想，是因为当年特别想去流浪，去过自己想有的一
种生活。但好在我一直没有那样去做，但也后悔年轻时没有
疯狂过。

如果晚年可以，我愿骑着单车背着吉他去骑行，在清风中飞
翔，让歌声慢慢侵入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去归于最真实的大
自然。岁月不在，愿梦想还在!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书心得篇十八

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是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演员们以演绎的
方式讲述中的内容展现的淋漓尽致，十七岁的霍尔顿讲述十
六岁时自己的故事，一个关于青春、叛逆和成长的故事，于
是我读了这本书。



这本书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经济繁
荣，而社会风气则变得利益至上，人们追求利益，变得势力，
虚伪，而书中的霍尔顿则是这一时期的一名十六岁少年，他
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抱怨，吐槽着一切。

霍尔顿是人们眼中的不良少年，抽烟，学习差，但我认为霍
尔顿是保留自己本真，看清社会现实的人，书中讲述他被退
学，离开学校去纽约的故事，他遇到了同学的妈妈，妓女，
修女等形形色色的人，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比学校好到哪
里去，他喜欢说脏话，他用脏话保护自己，他吐槽着虚假的
学校，势力的校长，虚伪的老师，还说他的哥哥是个婊子，
但他有他所珍爱的东西，每当谈起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总
是能够滔滔不绝，眼中闪烁着光芒，他对她的妹妹菲比也是
十分疼爱，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麦田守望者，看着孩子们在金
色的麦田中欢乐的玩耍，当有孩子走向悬崖时，他就将孩子
们送回。

在我看来，霍尔顿像是一个天使，披着暗色的羽毛的天使，
他爱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他还为修女捐了钱，他对社会充满
厌烦，霍尔顿就是一个少年的缩影，读后感他的心理就代表
少年的心理，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自己，我们也有自己珍爱
的东西，也有迷茫和困惑，与朋友的矛盾和家人的不解，成
长中有许多烦恼，在经历中跌跌撞撞地成长，青少年的心理
是薄弱的，需要心灵上的陪伴和支持。霍尔顿在旅馆中给萨
丽打电话，他终于找到一处地方，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有对学
校的厌烦，而我们也会有心中的不畅，也需要找一处去倾诉。

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我们都能在霍尔顿是上找到自
己，自己青春时期的懵懂、迷茫和心中的那份纯真，书中的
最后，霍尔顿带着自己的妹妹去坐旋转木马，而自己坐在雨
中的长椅上，看着自己的妹妹菲比，他感觉这一刻快乐无比。

麦田里的守望者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