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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培训都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应该珍惜并从中汲取
经验和教训。我们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学反思范文，希望能
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的灵感和方向。

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一

静下来了。只有天空中那许多盏星灯还在陪伴着我。我并无
睡意，读完了《高老头》应该说是读完了，了解了当代法国
巴黎——那个兴盛一时的社会背后隐藏的许许多多的故事。
它就是波旁王朝的缩影，就是资本阶级的真实写照，本书中
写出一个父亲——(高老头)高里奥把毕生的心血倾注在了两
个女儿身上，但最终却病死在医院黑暗的病房里。直到临死
两个女儿谁也不愿来看自己的父亲。

在父亲下葬那天，连块埤也是两个大学生当了手表资助的。
他以前是那么富有，可结局却如此的悲惨。高老头是个面粉
商，在革命期间卖面粉赚了一大笔钱。他在女儿出嫁时一人
给了六、七十万的家产，自己只留了五六万作养老金。随着
岁月的流逝，两个女儿渐渐对父亲产生了厌恶，把他赶出了
自己的圈子。她们以父亲为耻，盼着父亲早一点死去，但表
面上却说出种种托词来假意的安慰他。她们像是一个吸汁机，
吸干了父亲，把剩下的残品急于扔掉。

儿女都是父母养大的，女儿的所作所为，高老头都看在了眼
里。这可怜的老头是那么失望、孤独，他为此可以说是已经
肝肠寸断了。但无论女儿怎样做，怎样一次又一次的令他失
望，他的父爱却是永恒的。当他听说他的女儿在外面欠了大
笔债务的时候，他宁愿把自己最珍惜的银饰卖 掉为女儿还债，
也不愿让女儿为此伤半点脑筋。那银饰可是他最值钱的东西
了!卖了之后，他确实哭了，但他这样做并没有换取女儿的心。



书上曾写过这一段，它的每一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对
我的震惊太大了：拉斯蒂涅克因为与鲍赛昂夫人有所谓的姐
弟关系，从而有幸被公爵夫人邀请参加一个舞会。他在舞会
上认识了长得高雅、漂亮的纽沁根夫人，也就是高老头的二
女儿——苔尔费纳。拉斯蒂涅克在舞会上才真正看到，什么
才是名门显赫，什么才是华丽、富有……他与纽沁根夫人交
谈了两个多小时，似乎感到已攀上了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
他感到飘飘然了。正当他得意之时敲开了高老头的房门，在
看到房间的那凄凉的景色，一股寒气让他清醒了：房间内简
陋不堪：窗上没有窗帘，床上只有薄薄的棉毯，那还是用伏
盖太太的旧长裙改做的，柜子已经掉漆了，没有柜门，一张
不成样的写字台上放着旧草帽。这冷冰冰的房间看着让人揪
心，酷似监狱里的一间凄惨的牢房。让你无法想象的是这样的
“家”是两位贵族小姐父亲的住所，它与王公贵族们奢侈、
华丽、体面的生活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呀!高老头看到拉斯
蒂涅克，急忙问他两个女儿的情况，还问两个女儿对自己有
什么看法。

拉斯蒂涅克望着这个好老头儿，真觉得他可笑、可怜!他的女
儿过惯了体面、奢侈的生活早已忘记了这个整日思念自己的
老父亲。此时的他能说出真象吗?能让这个可怜的老人再次心
碎吗?他的鼻子一酸，强忍着泪水编造出一些安慰他的话。他
的语调很低，当他抬头看看高老头时，发现他容光焕发，很
激动。他能说什么呢?这个好老头平时就受别人玩弄、嘲笑，
难道让他知道，他在女儿眼里是那么渺小，一文不值，成了
她们的眼中钉，让他那仅有的一些希望与宽慰也要随之而去
吗?让他在女儿面前的一点点尊严感也要化为耻辱吗?就是一
个铁石心肠的人看到这样的父亲，看到他伟大的父爱也会流
泪呀!他觉得，这是在欺骗他，但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它是
一个大学生对这位老人的无限敬意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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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二

“人间的真情，美好的爱情，父母的亲情……这一切的一切
在赤裸裸的金钱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

《高老头》书本后面的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
的，在19世纪上半期的巴黎社会中，人与人的那种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实在是太普遍了。

《高老头》发表于1834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
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
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其艺术风格最能代表
巴尔扎克的特点。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第一次使用他创造
的“人物再现法”—让一个人物不仅在一部作品中出现，而
且在以后的作品中连续不断地出现，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人物
性格形成的不同阶段，而且使一系列作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
《人间喜剧》的有机部分。在此，一些主要人物如拉斯蒂涅、
鲍赛昂子爵夫人、伏特冷纷纷登场亮相。

小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主要
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
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
黎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着正义与道德。
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通过寒酸的公寓
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
一幅幅巴黎社会人欲横流、极端丑恶的图画，暴露了在金钱
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
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
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时代小说，它浓缩了时代色彩，展
现了当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虚伪、狡诈、残忍……这本书



中文版不到十八万字，但是其视野之广，人物形象之多姿多
彩，简直够得上一幅全景画卷，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城关之
间贫穷寒酸的小街陋巷，到圣日耳曼区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
把尔扎克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社会，讲述
了一个令人热泪相映的故事。巴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
的人物，带着各自独特的风貌，在这部小说中组成了一个喧
闹的、活动着的、真实的社会。这里有贪婪势利的老板娘，
有献身科学的大学生，有苦役帮口里神通广大的秘密头领。

小说主人公高老头向读者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父爱。他把女儿
当作天使，乐于牺牲自己来满足她们的种种奢望。为了女儿
的体面，他歇了生意，只身搬进伏盖公寓;为了替女儿还债，
他当卖了金银器皿和亡妻的遗物，出让了养老金，弄得身无
一文;最后，仍然是为了给女儿弄钱，他竟想去“偷”
去“抢”去代替人家服兵役，去“卖命”、“杀人放火”。

对这样一个“慈父”，巴尔扎克赞叹“他无异于一个神圣的
殉道者”。有人也曾赞赏他“表现了人类崇高的至性”。其
实，这都是把高老头的父爱抽象化，神圣化了。事实上，高
老头的父爱并不单纯，而带着阶级的复杂性，他的父爱是交
织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的。从封建宗伦理
道德观出发，他认为父女之爱天经地义，“父道”是家庭、
社会的轴心;但他又怀着往上爬的虚荣心，把对女儿的“爱”
作为攀援名贵、抬高地位的手段，结果，原本高尚的感情变
得庸俗、猥琐。

高老头的父爱的悲剧，既是个性发展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的
必然产物。一方面是由于他心理偏执的近乎疯狂的父爱，使
他成为父爱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的发展，使他与社
会行为准则脱节，从而使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在道德上，
高老头并没有完全接受资产阶级一套，还拖着一条“宗法道
德的尾巴”。从内容到形式，高老头的父爱都是基于这种宗
法道德观念，因受到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无情冲击，而呈病
态、畸形的。它是两种社会交替时期的产物。他的父爱交织



着封建宗法观念和资产阶级的金钱法则。因而具有自我抹杀
性，正如高老头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纵容她
们把我踩在脚下的。”

可以说高老头是个悲惨的人，是个可悲的人!他是金钱关系的
体现者，也是金钱关系的受害者。高老头是个很好的父亲，
有了钱，就一心一意的栽培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进入到上流
社会。作者写以高老头的父爱，来反衬出体现在两个女儿嫌
弃被她们所榨干的没有金钱的父亲，在她们的身上的看到了
金钱罪恶，看到了社会的腐朽!

作者从正面写高老头的父爱，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的丑恶，是以
“钱”为情，有了钱，就有了亲情，无钱就是无情!这种纯洁
的父女之情，就被金钱关系所玷污了!

他头脑深处还残留着封建性质的、温情脉脉的父女关系。他
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家庭关系也是一种金钱关系。所以，在社
会上他是个胜利者，成了个爆发户，而在家庭里，被女儿不
自觉地榨干了钱财还不知，最终成了个失败者。

巴尔扎克对人物的刻画很好，不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刻画，
甚至一个小细节，比如说高老头每吃一块面包都要放在鼻下
嗅一嗅。这些刻画都使得人物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高老头在临死前和拉斯蒂涅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
深：“钱可以买到一切，甚至能买到女儿。”可两个女儿只
认钱不认父，在迷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丑陋的心灵。巴尔扎
克把两个女儿的阴险、虚伪和高老头的善良、纯朴、描写得
淋漓尽致，一批具有个性化的人物，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至于文章的另一位主人公，高老头唯一的朋友，那个原本正
直善良的拉斯蒂涅，后来也因禁不住上流社会和金钱的诱惑，
蜕化成不顾一切去弄钱的野心家。“他看着坟墓，洒下了年
轻人最后一滴眼泪。这是神圣的感情在一个纯洁心中逼出来
的眼泪，一滴刚落地便立即飞到天上的眼泪。”这滴眼泪在



那个金钱社会中是多么难能可贵。可是在这滴真诚的眼泪过
后，“他贪婪的目光停留在旺多姆广场的柱子和安伐里特宫
的穹顶之间，那里便是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喧嚣的蜂
窝，他眼中熠熠放光，似乎要把那里的蜜汁一口吮尽。”即
将上演的又是金钱之间的交易和为了金钱不顾一切出卖自己
的种种悲剧。

读完《高老头》，让人不禁为巴黎上流社会只以金钱为中心、
人情之间的冷漠而悲哀。在巴黎上流社会无所谓亲情、爱情，
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
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
成了纯粹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这本书使我深刻认识到：拥有权力获得利益只能带来片刻的
欢愉，不是永久。我们应该学会主宰金钱而不是被金钱主宰。
并且，在做每一件事前，都问问自己的良心，因为如果你一
不小心出卖了他，那么良心的谴责将让你得不到好下场。

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三

高老头是一个面粉商，曾经拥有过百万家财，人们对他毕恭
毕敬，甚至称他为“法郎的化身”。但是高老头并不爱金钱，
他只爱他那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为了讨好两个女儿，卖
了店铺，把钱分给她们，希望她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自己却由
最好的房间搬到了最低等的房间，人也越来越消瘦。“我愿
出卖圣父、圣子和圣灵，也不愿看她们落泪”这就是他对女
儿无边的爱，可是换来的却是女儿的践踏。她们登上马车去
参加舞会时，他摸摸她们的衣裳，就会觉得很满足;她们向他
撒娇，即使只是为了金钱，他也会觉得幸福。

高老头卖掉银器为女儿的情夫还债，只希望他的两个女儿都
能幸福快乐。最后他被两个女儿娇柔的声音哄得一无所有。
这个消息使得两个女儿激烈争吵，高老头劝架无效，心里为
无法满足女儿的要求而万分难过，哭倒在床上，然后晕厥了，



而娜齐却立刻离开了房间。那天晚上，尽管传来父亲病重的
消息，但斐纳照样和拉斯蒂涅去听歌剧。他们到第二天稍晚
才想起高里奥，结果只有拉斯蒂涅去看他病情如何。当但斐
纳、娜齐在舞会的灯光下翩翩起舞时，高老头却在凄惨的阁
楼里病情发作。濒临死亡之时，他才明白女儿对他没有一点
亲情，一点也不假。高老头不怪女儿，只怪自己，确实是他
宠坏了她们，为她们的幸福受尽屈辱换来的只是绝情。

可是几分钟之后，他突然大发雷霆，要求人把他的两个女儿
叫来。她们是狠心的女人，他诅咒憎恶她们。其实，他只是
很想再见她们一面，他嘀咕着要到奥德萨去赚100万给她们。
最后弥留之际，他的身边只有拉斯蒂涅和一位医学科的学生，
他摸着他们的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女儿，嘴里说出最后的
遗言：“啊，我的天使们!”可是真正的天使中只有但斐纳在
高老头死后才姗姗来迟。

两个女儿都不愿出钱为他举行葬礼，最后只能举行三流葬礼。
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参加，奔丧的只有拉斯蒂涅和一个仆人。
仆人念出墓志铭让高老头安息：“一个从不口出恶言的和善
好人，他从不麻烦别人，也没伤害过任何人。”高老头由一
个面粉商变为一个穷酸汉又由一个穷酸汉变为一个孤独的灵
魂，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哀。

拉斯蒂涅看了看坟墓，那里掩埋的不只是高老头的躯体，也
掩埋了他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纯粹的泪。拉斯蒂涅将目光转向
墓地山丘下闪烁的巴黎灯火。那是他不断追寻的上流社会的
所在地，那纸醉金迷的世界，那花花绿绿的灯光，那华丽奢
侈的生活，都在向他招手，呼唤着他。

拉斯蒂涅是当时纷纷从外省涌入巴黎寻出路的无数青年中的
一个，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有一颗天真、正
值、善良的心。他没有非凡的才情，却有足够的机灵，怀揣
着兴家立业、光耀门楣的雄心，而实际处境却是“心里想着
发财，袋里空空如也，嘴里吃着伏盖妈妈的起码饭菜，心里



爱着圣日耳曼的山珍海味，睡的是破床，想的是高楼大
厦。”当他从穷酸的伏盖公寓来到鲍赛昂夫人金碧辉煌的贵
族府邸时，仿佛置身天堂，他的野心受到了极大刺激。“奢
侈的欲望就像魔鬼般咬着他的心，攫取财富的狂热煽动他的
头脑，黄金的饥渴使他口干舌燥。”他决定要到上层社会寻
找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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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四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一向被称为《人间喜剧》的序幕，曾
被选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在巴黎的一所公寓里，住着一个名叫高里奥的老头，他六年
前住进了公寓，不知为什么，他由最好的房间换到了最低等
的房间，人也越来越瘦。终于，高老头的变化之谜被穷大学
生拉斯蒂涅揭开了。原来，高老头以前是个面粉商，他为了
讨好两个女儿，卖了店铺，把钱分给了她们。两个女儿如愿
以偿地得到了钱后，竟把高老头从家里赶了出来。

心狠手辣的女儿们又来向高老头要钱，可怜的高老头被-逼付
出了最后一文钱，致使中风症发作。临死前，高老头想见女
儿们最后一面，都被推辞掉了，而他就只能在一张破床上孤
苦伶仃地离开了人世。

《高老头》这部小说，从多方面描写了19世纪的贵族社会，
同时，又着力批判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高老头在临死
前和拉斯蒂涅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钱可以买到
一切，甚至能买到女儿。”可两个女儿只认钱不认父，在迷
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丑陋的心灵。巴尔扎克把两个女儿的阴
险、虚伪和高老头的善良、纯朴、描写得淋漓尽致，一批具



有个性化的人物，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文学家称《高老头》这本书“创造了金钱与买卖的史诗”，
它是一本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我想，社会，这两个普通的字眼，不该是那黑暗的替罪羊，
是那悲惨的垫脚石!

还记得那年我七岁。周末如往常一样，去姥姥家看望。也许
小孩子毕竟幼稚，我匆匆吃完午饭，赶着下楼和小朋友们做
游戏。当时一楼有位爷爷，在自己的小院子里养了许多花卉，
那时又恰值春季，可谓“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
开”。花儿鲜艳得刺眼，早已无心再游戏的我，凑到花儿边，
感受着淡淡的花香，细数泥土的芬芳。

不知为何，占有欲疯狂充斥着我的内心。心头几番波澜，终
究没有战胜心中那个贪婪的恶魔。不再犹豫，不再胆怯，我
不以为然地伸出了双手，托住那最耀眼的一朵，一点一点地
用力，生怕触破花儿那层薄薄的肌肤。看着花蕊渐渐脱落，
丝丝喜悦挣扎在“罪恶”的双手中，伴随着最后一缕花丝的
断裂。

蹑手蹑脚回到家，怎料这异常的举动更像是欲盖弥彰。迫于
母亲的严厉，几番回避后，还是一五一十道出了整件事。本
以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却被母亲片刻的沉默所取代。她起
身拉我，随后便往那位爷爷家走去。我当时真想双脚灌满铅，
不再有片刻的移动。但对于母亲的坚决，怎样赖着不走都显
得无济于事。她轻敲开那为爷爷家门，把事情完完整整说给
了他听。我一直没抬头，我呆呆望着手心间散落的花粉，不
知为何，心中竟还有点点窃喜!?一番交涉，母亲让我想爷爷
认了错。我没想到，爷爷只是摸了摸我的头，轻轻笑了笑，
便转身进屋了。

回家的路，似乎格外漫长。一路上，母亲对我说了好多，我



不停点着自己的小脑袋，其实心里想的，还是那花儿妖娆的
身子。我只依稀记得母亲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诚实，要
有有责任心;不可贪，不可虚。

后知后觉，我才明了，这句话的意味深长。比起“高老头”
的儿女们，我是幸运的。当我在走向歧路的前奏里，被母亲
的孜孜教诲唤醒。而没有被一味的溺爱，一味的纵容，落得
愈发堕落，愈发沉沦。

也许，这是爱。

爱与被爱，始终微妙地并行着。错误的给予，将永远无法收
获真切。当爱与被爱真正协调统一时，你才会明了亲情的滋
长.

何苦握住不放，而一味放纵换得曲终人散的惆怅?

也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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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五

故事发生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巴黎。主人公就是高里奥老
头，他的经历反映出一个社会现象——金钱对社会的决定性
作用，它诱人堕落，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酷无情，
导致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剧。高里奥原本是一个精明的面条
商，赚了不少钱，成了当地的名人。他有两个女儿，由于妻
子的早逝，他对两个女儿爱戴有加，可以说是溺爱，但这也
是他悲剧的导火索。他那两个女儿一个选择了金钱，嫁给了
一位银行家，一个选择了地位，嫁给了一位男爵，她们都选
择了上流社会，但也放弃了父亲……不过两年，就把父亲从



自家赶出来，可怜的高老头不得不去租住破旧的公寓。20年
间，他把自己的心血和财产都给了两个女儿，可最终被女儿
们丢弃。直到死，两个女儿为参加舞会都不愿见自己父亲最
后一面，让他含恨而终。

读完故事，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不明白，两个女儿为什
么竟如此对待父亲，高老头把一切的心血都倾注在女儿身上，
给她们找最好的家庭教师，为她们找有教养的伴读小姐……
就算不计较这些，父亲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能一笔勾销吗?!
高老头不会想到，也没有人会想到，把父亲赶出家门的竟是
亲生女儿!

寒假帮表姐照看孩子，小家伙很调皮，也很让人头疼，我刚
照看的两天累得我头又胀又疼，向妈妈哭诉，问她：“我小
时候也这样让人费心吗?”妈妈笑了，“婷婷可比你小时候乖
多了，你不知道你是有多气人……”说这话时妈妈满脸的幸
福。子女永远是父母的心头宝，不论孩子怎样，这份爱是永
远不会变的。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许为人父母后，才懂得父
母的辛劳和付出。

可是从高老头的悲剧让我看到了，爱也是有限度的，过分的
溺爱只会带来伤痛。正是他的畸形的爱使他不但没得到女儿
的爱，还招来了她们的恨，甚至连他驾鹤西去的时候也没见
到他两个心爱的宝贝女儿。

我曾在杂志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金某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
中。父母前些年开金矿，成为村里的首富。父亲开的是奥
迪a6，母亲开的是捷达王，出门到村里都驾车。家庭的富有，
使金某从小娇生惯养，同时养成了好逸恶劳、任性不羁的性
格。她学会了抽烟、喝酒，并大把大把花钱，在农村，她的
月开销是两千元，让别的孩子望尘莫及。没有钱，便找父母
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一次，她撒谎买东西，向父亲开
口要钱，父亲顺手便给了她两万多块，不到两个月，她便花
得精光。母亲多次为此训斥她，她便因此怀恨在心。可后来



要不到钱了，她竟伙同男友残忍地用铁锤将母亲砸死。溺爱
孩子只会带来惨剧的发生，这种畸形的爱不可有!

除了溺爱，导致高老头悲剧的罪魁祸首，还有金钱和势力。
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描绘出了一幅资本主义的
金钱社会百丑图。女儿们为什么不愿来见高老头，因为他已
经没有钱了。以往，只要她们叫一声“好爸爸”，他就能满
足她们的愿望。高老头以为她们孝敬的是他，其实不然，她
们孝敬的是钱!“钱能买到一切，能买到女儿。”临死前，高
老头才明白过看来，明白了这社会的残酷。

人间的真情，美好的爱情，父母的亲情……这一切的一切在
赤裸裸的金钱面前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在19世纪上半期
的巴黎社会中，人与人的那种金钱关系实在是太普遍了。破
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来到巴黎上大学，住在偏僻的伏盖公寓
里。他经不起上流社会灯红酒绿的诱惑，通过远房表姐鲍赛
昂夫人踏入贵族沙龙，先后结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6点
钟，高老头遗体下了墓穴，周围站着女儿家中的管事。拉斯
蒂涅出钱买来的简短祈祷词刚念完，那些管事便与神父消失
得无影无踪。”那可怜的父爱，在灿烂夺目的金钱面前，实
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看着坟墓，洒下了年轻人最后一滴
眼泪。这是神圣的感情在一个纯洁心中逼出来的眼泪，一滴
刚落地便立即飞到天上的眼泪。”可是在这滴真诚的眼泪过
后，“他贪婪的目光停留在旺多姆广场的柱子和安伐里特宫
的穹顶之间，那里便是上流社会的区域。面对这个喧嚣的蜂
窝，他眼中熠熠放光，似乎要把那里的蜜汁一口吮尽。”即
将上演的又是金钱之间的交易和为了金钱不顾一切出卖自己
的种种悲剧。

最终，两个女儿失去了父亲的庇佑，同时也失去了快乐，失
去了自己的一切。这也许就是她们应得的。《高老头》这本
书使我真正了解到，拥有权力获得利益只能带来片刻的欢愉，
不是永久。我们应该学会主宰金钱而不是被金钱主宰。并且，
在做每一件事前，都问问自己的良心，良心的谴责将让你得



不到好下场。

拉下晚霞的帘，推开黄昏的窗，深吸一口气，感慨人生沧桑。
伟大的父爱在金钱下是那么一文不值。原来，金钱下的溺爱
如此令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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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六

骤雪初歇，云悠然去。窗外晨光熹微，为远山初降的银白添
了一抹红妆。天空澄澈得有如无风镜湖，却因清晨的朦胧无
端堪染了惺忪，煞是醉人。当晨光轻吻着我时，我却一瞬失
去了愉悦心情，忽而想起昨夜所读，再如何明媚的晨光，也
顿失了颜色。

孤灯下，耄耋年，无人奉养。再睁眼，窗外才将涌出的细微
明光顿时无迹可寻。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苦
涩烦躁，怎么也静不下来。静静翻开书，心绪迷失在书中一
次次的无言据守，为书中那些迷失在金钱利益之中踟蹰不前
的人而惋惜。不禁想起一个恰当的比喻——“染缸”。无论
多么纯白无瑕的绸缎锦帛只要沾染，便只能迷失在纸醉金迷
与筹觥交错之中无法自拔。

高里奥，我笑你痴，即使女儿在金钱与亲情中选择了前者，
可仍然还是一味的付出，在临死时心心念念的是她们！可她
们呢?连你的葬礼都不肯参加！

反观欧仁，他便是初入“染缸”的纯白帛锦，任凭错综复杂
的社会如何染上颜色，他都甘愿沉沦，迷失在利益的洪流里，
一去不返。终于在一次次的利欲膨胀中（）成为了资本主义
的畸胎。在金钱与良知中权衡，有人选择前者，迷失了本性；



有人选择后者，却一无所有。这样的结果引人深省。即使欧
仁目睹了一切，可是为了活下去，只得将良知置之高阁，选
择任其迷失。

迷失，也许只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做的吧?这样想着，我合
上了书。转载请注明

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七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代表作品论文把它
比作19世纪法国社会的一幅全景画形象的展示了作家的文学
艺术才能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剖析了作品的成就并为之感慨。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1834年发表的优秀作品****以1819年
底和1820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夫人的沙龙为
舞台以高老头和拉丝蒂涅两个人物的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为
主要情节。

《高老头》体现了巴尔扎克的创作天赋有着极强的思想和艺
术价值。《高老头》全书译成中文不到十八万字而其视野之
广人物形象之多姿多采简直够得上一幅全景画卷它真实的再
现了当时法国社会是一部"法国社会的风俗史""标志着一个时
代".充分体现了巴尔扎克驾驭素材和提炼生活的能力。

这幅"风俗画"的背景就是十九世纪初的波旁复辟时期的法国
社会这时候资本主义思想已经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封建**度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是封建宗法**社会过渡到资
本主义社会这一新旧交替时期。《高老头》就对这一时期封
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
的描写。

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邸是贵族住区"最
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
世家的****""一朝踏进了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



所""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初出茅芦的拉斯蒂涅一旦被人提
到"跟鲍赛昂太太是亲戚"立即就身价百倍资产阶级妇女以能
挤进这个贵族沙龙为最大光荣。

这些贵族态度高傲谈及资产阶级妇女时极尽鄙夷挖苦之能事"
那般中产阶级的妇女以为戴上我们的帽子就有了我们的风
变".鲍赛昂夫人对高老头的二女但斐纳的评价是"动作都脱不
了高里奥气".这是何等的盛气凌人。

但是表面的荣华富贵遮掩不住内心的失望颓唐排场上的阔绰
掩饰不了****上的败局。时代的变迁是无法挽留的资产阶级
的进攻是不可抗拒的。巴尔扎克在描绘这花团锦簇的繁华盛
世时就同时指出了潜藏着的危机预示了隐伏着的灾难。拉斯
蒂涅被引进鲍府的时候鲍赛昂夫人已到了"被遗弃的关头"
她**动在心中的不安已经溢于言表"上流社会最可怕。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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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高老头心得体会篇八

合上书，泪水就不停的流下来，一滴两滴，这泪珠在书上滚
动，发着奇异的光，仿佛在诉说着这个悲惨的故事——《高
老头》。

《高老头》是19世纪法国着名作家巴尔扎克的着作之一，讲
述了一个凄凉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面孔。

看到着，我曾为女儿的行为感到愤怒，她们虚伪的面孔、卑
鄙的心理、毫无人性的冰冷心肠都使我感到可怕。她们难道
忘了父亲养育之恩?忘了父亲每天只吃几片面包的身影?高老
头把一生心血都倾注在女儿身上——找的学校、家教老



师……高老头不会、我不会、没人会想到。把父亲给赶出家
门的是亲生女儿!巴尔扎克用辛辣的笔把女儿们可恶的真实面
孔揭露的淋漓尽致，侧面也反映出社会上的悲剧。

“第二天下午，高老头的病情又加重了……临死之前他哭天
喊地想见女儿最后一面，可这丝毫不能打动女儿的冰冷心
肠……”

读到这，我终于明白女儿为什么不愿意来见高老头，因为他
以经没钱了!以往，只要女儿叫一声“好爸爸”高老头就会满
足她们的心愿。高老头以为女儿孝敬的是他，浑然不知女儿
孝敬的是他的钱!“钱了能买到一切，钱能买到女儿”最后，
高老头才明白金钱社会的残酷。

愿高老头的悲剧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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