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读书心
得(模板15篇)

实习心得的撰写可以培养我们对实践经验的整理和归纳能力，
提高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高分的
培训心得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写作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
鉴的思路。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一

莎士比亚说过一段话：“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我一直
都铭记于心，而且读了很多书，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
林海音奶奶的.《城南旧事》这本书。

《城南旧事》讲述了小姑娘林英子的童年生活。在她的记忆
里，有着许许多多的过客，比如爸爸的朋友——“四眼狗”
德先叔；敢抗争的兰姨娘；分离多年的秀贞母女；在荒弃的
院子里曾许诺带她看海的人……对于英子来说，这都是童年
时代的朋友，每一次的分别都让英子经历了一次成长，也让
英子感受到了人生的悲欢离合。

书里的文字很美。它能触动到人最快乐的时候，那就是玩不
够的童年往事，他们那时可没有现在诸多的花样游戏，“踢
足球”、“喂小鸡”、“跳皮筋”这些游戏就足够满足他们
的童年乐趣了。

书中最后一张——“爸爸的花落了，我已不是小孩子了”最
让我感动。英子的爸爸在病床上鼓励英子自己勇敢一些。那
耳畔的话语似乎还在回荡着，但当英子回来时，厨子老高却
劝英子到医院劝劝妈妈。英子一听便惊慌失措，急忙跑去了
医院。但她还是来晚了，爸爸已经过世了。望着爸爸那安详
的面容，听着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声，她明白家里属她最大了，
她要帮妈妈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这一刻我潸然泪下，小小的



英子仿佛一瞬间长大了，她再也回不去她的童年了，她再也
不是那个懵懂天真的小女孩了。

珍惜——是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最深的感悟，韶华易逝，容
颜易老。请珍惜和父母朋友的相处时光，也许离别会在一瞬
间发生。如果你想再细细的品读这本书，就去看一看吧，也
许你会有更深刻的领悟！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二

《城南旧事》讲述了英子美好而又艰苦的的童年，英子的善
良，讲述了在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的种种故
事。通过主人翁英子童稚的双眼，展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英子，英子！”每当我打开那本古老的书，耳边就会传来
一阵亲切的呼唤声。然而在那20年代末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
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
结交的第一个朋友。

而看到第三篇《兰姨娘》时，我仿佛看到英子眼看着那热情
漂亮的兰姨娘和冷漠的德先叔走时的神情，可英子却不知道
自己是伤心还是高兴。

当我看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时，我流下了眼泪，英
子也落下了她16年以来流下的第一滴眼泪。

读完此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英子童年的喜、怒、哀、乐，
由此想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三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一首淡淡的歌。轻吟浅唱间，那似
水的年华，那流金的岁月，那只可追忆不能再见的哀婉痛彻，



在夏日的午后，在我的心间流淌着、荡漾着，激起了小小的
波澜，泛起了阵阵的惆怅，更唤醒了我对那个年代、那些旧
事的“沉沉的思念”。

这本书是书架上我最为珍惜的。翻开书，一股淡淡的清香弥
漫到我的心间。那一行行的文字，那弥漫着的清香，瞬间吸
引了我。我在那文字之间仿佛看见了一个扎着小羊角辫儿、
调皮、单纯的小女孩。故事以孩童英子的视角，追忆了英子6
岁到13岁的童年生活，并分为了《冬阳.童年.骆驼队》、
《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几个故事。

打开书本，这童年的气息便溢满了书本，更蔓延至书外，淡
淡远远、真真切切。英子的童年是快乐的，“西厢房”就是
她的“快乐窝”。英子的童年是懵懂的，她分不清海和天，
分不出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疯子和贼子。英子的童年是勇
敢的，她敢于和“疯子”交朋友，敢于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英子的童年更充满了深深的沉思。她以一颗童心凝视着这个
世界，思索着未知的答案。然而，童年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

自古多情伤离别。回忆作品是一次次的离别，痴情的秀贞走
了，大眼睛的妞儿走了，敦敦厚厚的贼子走了，喜欢歪着嘴
笑的兰姨娘走了，勤劳淳朴的宋妈走了，就连爸爸也就远地
离去了!伴随着亲友的一次次离去，作者用淡远而深情文字，
将这离情别绪渲染得诗意、惆怅与哀婉。书中一句句伤心的
话语，一幅幅离别的画面，就这样在文中反复地出现，传达
出多少“唯有离别多”的惆怅与伤痛。小说结束时，英子多
么不舍，多么不愿，她最终还是接受了已经长大的事实，也
学会了勇敢地去面对和担当。面对爸爸的离去，她没有哭泣，
没有落泪，她以从来没有过的镇定与安静向这个世界宣告，
她已经长大，她能承担。我们总是既渴望长大，又害怕长大。

最后，英子穿过童年，走向了成长，也成功地将一曲童年的
骊歌演绎为一首成长的赞歌。但成长并不总是那么风平浪静，



就如英子。正是在一次次的经历，一次次的离别，一次次的
思索中，英子一步步地成长着，最终完成了由儿童向“大
人”的蜕变。

面对成长中的悲欢离合、磕磕绊绊，我们又该如何处置?不若
学学骆驼“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
的!”或者像书中的林英子那样，一路高歌，一路成长!

合上这本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样一部安静的小说，
一部关于成长的寓言，那些点缀在英子人生旅途中的人和事
的匆匆远离，让我学会了坚强，就像英子那样。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四

通过《普及防疫知识，弘扬抗疫精神》开学第一课，让我想
到了他们，在大家都安安分分在家中躲病时，却有一群人在
向着疫情，向着危险大步前行。他们就是医护人员。有一个
帖子，“晒”出了一个女军医脱下防护服，摘掉口罩的视频：
视频中，空军军医学院医疗队第四护理副组长郭玮，在超负
荷的工作后，浑身衣服湿透，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和口罩，她
和很多战友的脸颊都过敏红肿。看到自己摘下口罩的照片，
她转过身流下了眼泪。这些医护人员，不顾危险，不怕困难，
一直在疫情“一线”奋斗着，为全国人民安心扛过疫情支起
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她们摘下口罩的瞬间，脸上写满了
战“疫”过程中的忙碌与心酸。如果没有这场战“疫”，她
们或许正与家人欢度节日，感受家庭的幸福。然而，此刻的
她们不仅远离亲人，更是经历着一场生命的考验。“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郭玮留下的泪水，不是自怨自艾
的泪水，而是催人奋进的光亮。在疫区奋斗着的她们是白衣
天使，是迎战疫情最坚实的力量，是她们用赤子之心勾勒出
了这个春节最为动人的风景!正如网友所说，“所谓白衣天使，
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和死神抢
人!”这种气概，这种精神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让人情不自
禁地向向她们学习?她们是这样的人!



在芸芸众生中涌现出的“时代英雄”，还有钟南山院士。他
不顾84岁高龄逆行而上，挂师出山，成为稳住民心的定神之
心盘，压顶之泰山。钟南山院士有着如此之大的贡献，挂在
嘴边的却是：“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这种无私奉献，
不求回报的英雄气概，不禁让我们想向他们的精神靠拢。他
是这样的人!

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不
过就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当人民需要他们时，当国家
需要他们时，这些“时代英雄”就会以一种“舍小我成大
我”的抉择书写人间的大爱。这是何等的美丽，又是何等的
伟岸!这是医者仁心的最美诠释，是家国情怀的最好注解，是
奋斗精神的有力彰显，是舍己为人的真正体现!他们是这样的
人!

而作为普通群众的我们更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医务人
员减压，为国家助力：疫情肆虐期间，大家尽量减少外出或
尽量不外出，出门带好医用外科口罩，尽量不去人群汇集的
地方。在家，勤洗手，注意个人卫生，注意室内通风。若有
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迅速到医院的相应门诊就诊，治疗。
我们也可以是这样的人!

万众一心，共抗疫情，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我想做这样的人，
做一个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第一个冲上去，“舍小我成大
我”的人。“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他们是“时
代英雄”，让每个人都赞不绝口的“时代英雄”!我，想做这
样的人!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五

童年就像一杯热奶茶，温暖着我们;童年就像一根老冰棍，甜
到我们心窝里;童年就像一块苦苦的黑巧克力，让我们记忆深
刻。



《城南旧事》的作者用朴素而高雅的语言写出自己儿时纯真
的七彩童年，一件件小事情，宛如一颗颗小星星，有的亮，
有的暗，里面的故事情节在我脑海中忽闪忽闪。我被它独特
朴素的封面所吸引，而里面却写着与我们不同的精彩童年。

还记得惠安馆中的“疯”女人秀贞，尽管大家都认为她是个
疯子，很怕她。可是作者依然没有介怀，和她成为朋友，还
帮助她找到了当年被她母亲抛弃的女儿。原来秀贞的女儿竟
是作者的好友“妞儿”。妞儿出生时，背上有块青斑，这被
秀贞的母亲视为不吉利，于是偷偷把可怜的妞儿送走。这让
我深深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封建迷信思想是那么的无知和可笑。

打开自己童年的宝盒，看看里面酸甜苦辣的成长历程，虽已
陈旧但一直牢记在心。还记得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
还在上学前班。我和同学完成了作业，经过老师批准我们开
心地在楼下玩了起来，忽然同学和我说：“要不我们出去玩
玩。”我想只要我们早点回来就好了，于是答应了他。我们
一路冒着小雨往小区南门口走去，快到门口时，我心里突然
咯噔一下担心了起来，想着要是老师找不到我们怎么办。我
和同学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他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想
了一会儿，说：“好吧。”接着我们往回走，没走几步老师
突然闪了出来，看着老师着急的神情，我想这下不妙了。果
然老师愤怒地叫住我们，并拽着我俩的手回到了班级。当看
见爸爸妈妈也在焦急地等着，我顿时非常内疚。刚想到这次
要被混合双打了，我就被妈妈拥入怀中，妈妈轻声的
说：“仔仔怎么自己跑出去了呢?下次不可以这样了，爸爸妈
妈和老师会担心的。”这让我既感动又责怪自己让大家担心
了。回到家后爸爸也郑重且耐心地和我说了道理。在这样温
馨有爱的环境中成长，真的太幸福啦!

童年就像书中说的那样令人流连忘返。童年就像一个小生活
纪录片，时常在我们脑海里播放，成为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六

暑假里老师推荐我去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急切地跟
着爸爸来到绍兴图书馆，费了九牛二虎治理终于找到了这本
书。

回到家，我便迫不及待地翻开书看了起来。这本书真让我受
益匪浅，感受颇多，尤其是一篇《窃读记》，我不止一遍地
读了，真是回味无穷。

“窃“顾名思义是偷窃，盗取的意思，趁人不注意时，拿人
东西占为己有。但读了《窃读记》一文后，对于窃又有了新
的理解。文中主人公林海音少年时因家境贫穷，一放学就匆
匆赶到书店，为了不让书店老板发现和怀疑，林海音一会儿
贴在大人身旁，装他的小妹妹，一会儿又去另一家书店继续
看，直到从店里飘出饭香的味道，直到店里的灯亮了起来，
她才依依不舍地回家。尽管又饿又累，但她天天坚持去看书，
她这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对读书的渴望真令我感动。

掩卷深思，我不由地想到自己，现在我的书架上有很多很多
的书，每一次我总是翻几页后放上去，对看书总是很随便又
不知道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妈妈总是督促我看书，但我却
找各种借口：“我的眼睛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吧，”“我的
脖子酸，让我躺一会。”想到这里我很惭愧，我现在条件这
么好，却怎么也不肯看书，买来的书都浪费当摆设，看书时
候不认真，而林海音既没凳子又没沙发躺，却能够坚持去书
店站着看书，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应该向林海音学习，
多看书。正如高尔基所说：“书籍是我们进步的阶梯。”我
要发奋学习，跟林海音一样多看书。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多看书，读好书。正如课文中所
写的那样：我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七

第一次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源于儿子暑假的家庭作业，
买回来他却一直把书撩在一边，不愿意读，说是看不懂，还
让我先读一读。细细品读却是这是与孩子们一起的寒假共读。

第一次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把书读完了。这次却用了整整
一个星期，读得越细，感悟也就越多。

《城南旧事》是写的关于“我”小时候的几个小故事，分别是
《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冬阳。童年。
骆驼队》。作者以儿童的视角用一人称的手法对故事进行了
叙述，用儿童的口吻，写出了一个儿童在小学六年间看到的
成人世界。每个故事都有作者童年的欢乐，但却让我透过作
者的欢乐感受到一丝莫名的忧伤，也或许因为我是成年人的
缘故吧!

在《惠安馆》里，失去孩子的的“秀贞”被人们称为疯子，
从小遭亲生父母丢弃而被继父母视为摇钱树的妞儿都成了英
子的朋友，在《我们看海去》是，英子和一个为了生活所迫
而成为小偷的大个子叔叔成为了朋友……年幼的她不知道什
么是利益，她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她的朋友，只想让自
己的朋友快乐，当然，她自己也从给朋友们带来快乐的事件
中感受到了快乐。除了给朋友带去快乐，她也想自己的亲人
快乐，在《兰姨娘》里，看到妈妈因为爸爸有点喜欢兰姨娘
而痛苦，小小的她学会了耍点小诡计，最后促使了兰姨娘和
德先叔的美满爱情，也保全了自己的家庭。可以说，她的心
里装满的都是亲朋好友，她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所以，尽管后来由因家庭变故，她过早地承担了成人的责任，
但是她用她的的坚强赢得了成功。她的天真无邪，她的狡黠
机智，她的坚韧不拔，让我感动。

读《城南旧事》，总让我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是孩子们读



的时候恐怕更多的是感受里面的快乐。我想，这或许是因为
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无法做到简单，这大概也是成年的悲哀吧!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八

《城南旧事》林海音。：高中的语文课上学过她写的《窃读
记》，到了大学，在书架之间找到了《城南旧事》。当时是
晚上7点左右，我和同学各找了一本书坐下阅读，《城南旧事》
是我用了2小时一口气读完的。书中名叫英子的小女孩天真，
善良。我觉得吧，全书所讲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也不要歧视任何的疯子，傻子。他们都有自己不幸的遭遇。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文章中所描写的`妇女是勤劳朴实的，也
许她们会在茶余饭后讨论东家长，西家短，但本身并没有任
何的恶意。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九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每当听到罗大佑唱的《童年》时，
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欢乐童年，也想起我读过的《城南
旧事》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以纯朴、天真的笔调，描绘
了20世纪20年代，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经历的童年往事，
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一段上个世纪初北
京人的生活。作者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通过主人公
英子的双眼，观看大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将小英子
眼中北京城南的风光自然地融入字里行间。

作者林海音的童年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的童年也是多姿多
彩的。我的童年也不例外，也是快乐的，因为我在童年时做
了许多傻事，这些事令我难忘。

有一次，妈妈喂我吃芝麻糊，当时我觉得这跟妈妈敷的海底



泥面膜差不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舀起一大坨的芝麻糊就
往脸上涂。结果，芝麻糊把脸都弄黑了，只剩下一双扑闪着
的大眼睛是白色的，像一个烧焦的小人儿，惹得家里人都哄
堂大笑。

还有一次，外婆买回来一些红辣椒，奶奶说小孩子不能吃，
因为这些红辣椒很辣。我心想：红红的果子怎么会是辣的呢，
苹果不也是红的吗？西瓜不也是红的吗？那为什么它们都那
么甜？一定是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外婆不舍得给我吃，才故
意骗我的。哼！小气鬼外婆！你不给我吃，我偏要吃！于是，
趁外婆不注意时，偷偷跑到厨房里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
度，把辣椒拿起，塞到嘴里。“哇——”我眼泪和鼻涕都跑
了出来，“哇”的一声哭了。“好辣，好辣！”我的嘴里像
有一把火烤着，嘴都冒泡了。外婆赶过来给我敷冰块，这才
没那么疼。从此，我再也不敢吃辣椒了。

《城南旧事》这本书，展现了老北京的热闹的市民生活，也
生动地展现了作者美好的童年生活，让人回味。后来，这本
书还被拍成了电影呢！《城南旧事》让人陶醉其中。

童年，它像夜空中的繁星，璀璨照人；它像海贝里的珍珠，
光彩夺目。童年的夜空闪耀着七彩虹光，给人无限遐想。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十

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
离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妞死了，疯子慧贞带着妞去找她的亲爸，追火车被火车撞了。

当毕业典礼结束回家之后，却听说爸爸在医院里。她把小学
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赶紧去了医院，她走过院子看
那垂落的夹竹桃，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
孩子。作者在那里凭吊了她那过早离开人世的父亲，也记述



了她的成长。

从“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爸爸也不
拿我当孩子了。”“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我好像怕赶不
上什么事情似的。”“‘老高，我明白是什么事了，我就去
医院。’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等句子能
够看出：“我”已真正感觉到自我长大了，懂事了。英子在
毕业时成为优秀学生，代表同学们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她
确实已经长大了。

宋妈这样的离去，是喜是悲，似非英子所能理解，但书中应
为有了宋妈和她的故事，而添加了多层的深度。

其实，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奋斗中，绝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十一

我从来没有毅力读书。读完一本书后，我经常读一半，然后
把它放在架子上。《城南的旧事》不同。它是一本好书，文
字淡淡，让我在美丽温暖的童年里回味无穷。

慢慢流水，慢慢驼队，慢慢过去的人，慢慢逝去的岁月……
风景、物、人、事、情的完美结合，就像一首优雅含蓄的诗。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十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
山外山。”读完《城南旧事》这本书，这首老歌就在耳边荡
漾。

英子是一个活泼、天真、善良，乐于助人的女孩。她帮忙疯
子秀贞找孩子妞儿，使她们母女重逢。这使我想到了，英子6
岁，就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关心别人，帮忙别人，英子
的童年是丰富多彩的，是纯朴的，还是令人难忘的。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英子和惠安跟疯女人玩时，我真担心秀
贞会不会做出伤害英子的事，但看到英子明白自我的伙伴妞
儿就是秀贞的女儿时，英子不仅仅帮忙她们母女重复，还将
自我的钻石表和妈妈的金手镯送给她们当做盘缠去寻找秀贞
的亲人，此刻，我不禁为英子感到骄傲，一个六岁女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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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时而心惊肉跳，时而简便自在。
我觉得很奇怪：难道英子不怕秀贞吗？看到最终我才明白，
她的童年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她有一个纯真洁净的心灵，正
是因为她有了这颗心，童年才会幸福。那才是真正的，无忧
的，不折不扣的`欢乐。

读完《城南旧事》这本书，心里感觉就像冬日的暖阳洒在身
上，使我感到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才能感到充实感到欢
乐。

林海音笔下的《城南旧事》，是完美而又平凡的。淡淡的文
字，却散发着爱的气息。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文章是《惠安馆》，因为它用各种
方言把“惠安馆”这个名字描述的趣味极了。用北京话说
是“惠安馆”，宋妈说成了“惠难馆”，妈妈说的是“灰娃
馆”，爸爸却说成“飞安馆”。

当然，这是一本充满人性美的书，英子的心是纯净透明的，
当大人们看不清美与丑的时候，她却能看得清。英子善良、
仗义、倔强、聪明、勇敢，而这些正是我们生活中所要追寻
的，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不应当丢失童年的
那份纯真与善良。

纯真善良的美丽童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去珍藏。

今日，我读完了著名儿童作家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实
在是太好看了！



这本书主要讲了60年代人们生活的故事。从疯子、小偷、保
姆等人物揭开了老北京神秘而热闹的面纱。

其中，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我们看海去》这个片段了。片段
中讲了英子偶然遇到一位躲在草丛里的人。之后，英子慢慢
明白了这个人是个小偷。

他做小偷是想供弟弟出海求学，但因为做的方法不对，被警
方抓走了。小偷还对英子立过山盟海誓：“等你长大了，我
们看海去。”读到那里，我不禁感动的热泪盈眶。哼起那首
名为《我们看海去》的小诗：“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海面上扬起白帆。”

读了这本书，我不仅仅感受到了北京的传统风味，还学会了
做人要富有同情心，学会担当。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好男儿。

《城南旧事》这本书可真好看！你必须也要看一看。“我们
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十三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常客，童年是长大以后回
忆时甜美又倔强的微笑。

我们的小主人公英子就有这样一个童年故事。

主人公英子是善良的、聪明的。英子的童年让我感动，仿佛
身临其境。《城南旧事》这本书中，当小英子还住在惠安馆
的时候，结识了疯子秀贞，她并没有因为秀贞“疯”而害怕
她，回避她，反而和秀贞成为了好朋友。英子又认识了苦命
的妞儿，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她还用了自己的方法让秀贞
和妞儿母女相认，还偷了妈妈的.金镯子给她们做去找妞儿父
亲的盘缠。



英子的童年不能说是完美的，但她的童年很精彩，她接触不
同的人了解他们不同的人生。每一天醒来，大家应该问问自
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因为生活是美好的，美好的生活又怎
么来的呢?那就需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生活将变得枯燥、
乏味，一成不变。所以，我们就要像英子那样，认真的用心
去对待生活，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十四

还记得我刚开始看《城南旧事》是在三年级，但我那时并没
有好好地看，只是马马虎虎地翻一遍，许多都没有看懂，当
时我并不觉得这本书有多么好看，便把它丢在一边。后来，
一次整理房间时，好像是四年级了，我无意间翻起那本书，
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我发现原来这本被我一直丢弃在一边的
书竟然是那么好看。后来妈妈还和我一起看，她也觉得好看。

《城南旧事》主要讲得是主人公小英子小时候在北京发生的
各种事情。作者林海音陆续创作了回忆童年的短篇小说《惠
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五篇小说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间、
人物及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了城南旧事。1960年这本书出
版了，20年后，它被拍成了电影，并荣获多项大奖，从此誉
满天下。20xx年，它被选为中国“百年百种佳作”，被译成英
文、日文、德文、法文及意大利文等并出版。

我十分喜欢读《城南旧事》这本书，里面的故事、情节十分
有趣、真实，令人感动。这本书跨越了时代，跨越了政治，
以小孩子的`口气笔触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

我推荐大家去看《城南旧事》哦！

读书心得城南旧事篇十五

不知道是不是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太入的我心田，一向



阳光爽直的我竟从中学会了忧伤与感慨。也许每个的`内心都
存在这样的一个角落—悲悯怜人，即使年少如我也难以幸免。
我一遍一遍的用钢琴弹奏着李叔同《送别》的旋律，一遍一
遍感悟着英子纯净淡泊、弥旧温馨的童年，感悟着老北京斜
阳古道、城南落花的韵味。

悠扬的琴声带着我走进了英子当时的世界，《城南旧事》描
述的种种情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显现在我脑海里：古城的
残片，大柯的几根垂落枝条，瓦隆中存留的枯叶，临街老店
被涂盖的字号，还有屋顶上的花盆以及趴在皇城墙上的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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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安馆、胡同的井、闹市僻巷、草垛子，以及这些地方所浮现
的人物：冬阳下的骆驼队、井边的小伙伴妞儿、朝夕相伴的
宋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爸爸，这些人物都在自觉与不自
觉中影响着英子的成长，他们又都在岁月的步影中一个一个
消失。英子的童年是戏剧化的，但是却是很真实、纯朴。林
海音笔下的英子童年之所以如此出色，得益于她有一颗纯洁
净化的心灵，使得她拥有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童年快乐。

琴声终了，我感慨自己正徘徊在童年的十字路口，很快将离
别童年，乘着人生的诺亚方舟驶向另一片海湾，我的手指久
久不愿离开琴键----童年弥足珍贵，我想用的我方式度过无
忧无虑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