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呼兰河传心得体会 呼兰河传读书
心得(汇总7篇)

通过工作心得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以
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弥补不足。接下
来是一些优秀学生的学习心得分享，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
启发。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一

“真正的作家是罕见的。萧红是本世纪的一个。“这是中国
当代女诗人王小妮在她的作品《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
后记中用凝重的笔墨写下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是“真
实”。也许任何愿意客观地展示生活和表达情感的作家都可
以称之为。至于萧红的理解，以及她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我们应该从她的小说《呼兰河传》开始。

第一次接触《呼兰河传》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呼兰河”应
该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在我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
出现一幅美丽的风景画，简单的民间习俗。

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小说只是一些常见的艺术形式和枯
燥的思想内容。那么，《呼兰河传》就不会受到20世纪中国
文学巨头鲁迅和茅盾的赏识，自然也很难有其在世界上流传
的文学价值。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二

呼兰河常年都被冰覆盖着，它在黑龙江，天气似乎只有冬天
和夏天，而夏天也很短。尽管大半年被大雪封锁着，但是呼
兰河依然是萧红的故乡，她非常热爱呼兰河。萧红读完小学
后就离开了呼兰河，一直到她三十二岁离世的时候都没有再
回到故乡了。所以她把她对呼兰河的热爱和怀念都寄托在这



本书里，也把当时的世态炎凉写进了里面。

萧红的祖上是张岱，她的母亲很早就死了，而她的父亲也对
待她很冷淡，所以萧红一直都是和祖父生活的，她写的《呼
兰河传》就是写和祖父生活的时候。萧红在呼兰县第二小学
女生部读书，她的作文成绩十分突出，大概这就是萧红后来
成为作家的原因之一吧!

呼兰河和南方城市，比如深圳、广州、海南都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每年的庙会和拜神会，就是一个典型了。萧红的《呼
兰河传》把它描写得十分真切，仿佛亲身体会到那里的寒冷。

萧红有一位亲戚，名叫有二伯，他似乎是没有名字的，而名
字，就叫有二伯。有二伯总是把“这个”说出“介个”。有
二伯的性格有些古怪，很多地方都会体现他是古怪的：他和
老厨子吵架时会莫名其妙的哭起来;老厨子明明看见他要跳井，
结果他安安稳稳得在井边坐着;别人在吃东西，他就骂：怎么
不给我?给了他，他又说：你有二伯不吃介个。这不是古怪的
体现么?有二伯就是那么奇怪的。

小小的磨房里住着冯歪嘴子，呼兰河长年都是寒冷的，而磨
房又四壁透风，所以冯歪嘴子总是住得不是很舒服。尽管住
在窄小的磨房里子依然结了婚、生了孩子。结了婚以后，她
的'妻子有一天死了，别人都替他难过，而他自己也很难过，
但是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冯歪嘴子依然做着他的切糕，我
行我素。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她的祖父教给她许多东西，使她得到
良好的教育;萧红的童年是有趣的，大花园里的花依然开得鲜
艳，一直开到天边。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三

《呼兰河传》这本书就像是著名的矛盾所说的：“一篇叙事



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他那触动心灵
的'优美文字，在岁月的长河里，如宝石般熠熠生辉，陪伴着
我们一路远航。萧红生动详细地写出了每个事物的样子和举
动，把孩子们和小动物写得机灵可爱，把火烧云写得浪漫迷
人，把一切都描写得生动美好，仿佛自己就在这个快乐仙境
里一般。在你无聊、忧虑、愁闷的时候，翻开这本书，就好
像忘记了一切伤心。看见书里的文字在跳动，心里的花朵也
好像这样开放了，心弦也随即被触动。

这本书，让我看见一个活泼可爱的小萧红在活蹦乱跳，我也
知道了萧红小时候眼里的一切，在那个时代的小孩子都很傻，
特别天真！

这本书就像一场梦，有假有真，又浪漫又仙境......快翻开
这本书吧！是你快乐的源头！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四

《呼兰河传》这本书是萧红所写的一本侧面感谢祖父的书，
她以轻松自然的笔调写了自己童年的事情。

萧红小的时候家里有重男轻女的习惯，所有的亲人当中，只
有祖父一个人疼她，她童年的玩伴也只有祖父一个人。所以，
萧红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写了她和祖父之间发生的事，而
对其它事情几乎只是一笔带过，在萧红心中，也许永远记住
这些事，就是对祖父表达感恩的最好行动吧。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感恩父母，感恩亲情。有
时，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能表达感激之情，也能让父母欣慰，
因为她们需要的`回报很小，就是要让我们从小学会感恩。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五

美与追求美的固有天性，人们欣赏自然的美，创造生活的美。



作家和艺术家开垦了人类美的艺术花园，用自己的才华和努
力培育了各种艺术花卉，为人类生活增添了非常华丽的色彩。

“一首叙事诗，一幅丰富多彩的当地画，一串悲伤的歌
曲。”这是大作家茅盾先生对《呼兰河传》的评价。这本书
是著名女作家萧红后期的重要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文坛上，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用她清新自然的笔触描绘了东北
边境小镇呼兰河的当地习俗，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为世界文化花园开辟了一朵美丽而美丽的奇葩。

在这部温柔如诗的小说中，萧红的《我》是一个对世界一无
所知的孩子，充满了对广阔世界的好奇和灿烂的童心，用一
双清澈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祖父、后花园和她自己成了
小说开头所有的世界。作者详细描述了呼兰河小镇的习俗和
习俗。在她看来，这个小县城有着未开放的居民和乡村应有
的纯粹生活。虽然没有大城市那么繁荣，但它也有一种独特
的味道。

作者描述了童年爱玩的花园:花开了，就像花醒了一样。鸟儿
飞了，就像飞向天空一样。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一样。
一切都活着，都有无限的能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
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自由的。如果你愿意
爬上架子，你可以爬上架子。如果你愿意爬上房间，你可以
爬上房间。黄瓜愿意开谎花就开谎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
即使是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如果他愿意
长高，玉米就会长高。如果他愿意长大，没有人在乎。……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童话般的意境，诗意的语言，简单活泼，
写得多好！

印象最深的是小团圆媳妇的那一章，让人看得透透却气来！
一个和萧红一样大的女孩只有12岁。12岁时，她天真无邪，
本该在父母面前撒娇，却千里迢迢来到那里当童养媳。因为
她活泼，不像媳妇，被婆婆打了，让她变得更懂事更听话。
这场比赛持续了一个冬天，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天打



八顿，有好几次，我把她吊在梁上，让她叔叔用鞭子把她抽
了好几次。我也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婆婆这么说，
打她是为了让她懂规矩！之后，女孩们几乎疯了。他们听了
跳神的'话，请人给她洗个热水澡，滚水。他们晕倒了，用冷
水醒来，然后洗了三次。就这样，他们把人折磨死了！愚蠢，
可悲！

整部小说简单流畅，就像你和作者在一个星空美丽的夜晚，
听她讲述呼兰河——她美丽的家乡。虽然悲伤，虽然优雅，
但仍然美丽动人。正如茅盾所说，它比一部小说更有吸引力。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如此的不同，尽管作
者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无知、无知、痛苦、悲伤，甚至绝望。
但她仍然用最平静的语气描述一切，用一颗宽容的心包容所
有的不完美，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回味未来属于自
己的完美童年。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六

《呼兰河传》，题目简单，只是地名加上“传”字，说明发
生在呼兰河。这么简单的题目，却充满了萧红对家乡的深深
怀念，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本书的第三章主要讲述了童年的欢乐和无限的回忆，而第
四章则讲述了家庭院子的荒凉。此时的一切在萧红眼中都是
极其悲惨、孤独的。在《呼兰河传》的最后一句话中，“我
没有写任何美丽的故事，只是因为他们充满了我童年的记忆，
无法忘记，难以忘记，记住在这里。”“童年的家乡不一定
温暖、和谐、快乐，但一定令人印象深刻、怀旧、启迪。这
些都是促使萧红有感而写下《呼兰河传》的主要因素！

而文章中简洁明了的文字，却给了读者发自内心的.感受，仿
佛亲眼所见。这种绘画方法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不同于那
些让读者觉得深奥却枯燥的写作方法！



这本书的第五章开始讲述萧红记忆中的一些人物和发生在他
们身边的事情。比如性格古怪的二叔，“他戏弄一只猴子，
不像猴子，不像吃饭。然而，当他走路时，他端庄而安静。
他的脚走得很有力，打得地上响起，慢慢地向前走，就像一
个将军。“动作、神态描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还有可
怜可怜的冯歪嘴，自从他结婚搬了房子，一个好端的王大姐
就被毁了。探员围在他家门口看热闹，看到绳子说他要上吊；
看到菜刀说他要自杀。但也正是经过这样的折腾，呼兰河的
热闹气氛和人间烟火味又加深了几分！

呼兰河传心得体会篇七

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
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
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
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
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
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
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
年仅31岁。是与张爱玲并称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呼兰河传》便是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篇讲述萧
红儿时回忆的小说，描写了家乡呼兰河的生动画面和风土人
情。

作者以四五岁孩童的视角，用乍看顺手拈来实则犀利的笔触
看自己生活着的小社会，字里行间，美好中透着凄凉，快乐
中含着悲伤，如此细腻的笔触，不动声色中揭露了旧中国那
个吃人的社会。孩童的世界本应该是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
可是，周边的人除了祖父是温情有爱的之外，其余的无一不
是冷漠的；家里的房子很多，租客很多，环境是嘈杂热闹的，
可人与人之间是没有感情的`，院子那么大，唯有后园是一方
乐土，是一块草木果蔬自由生长，让人感到快乐的避难所。



到底谁病了呢？是人心，是社会，是脑子里面的重病……

呼兰河畔的这一群人，表面看来一团和气，遇事儿出主意想
办法，实则是麻木不仁、冷漠无情，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
人痛苦之上，看客一样寻求刺激的左邻右舍，这一群人分明
是鲁迅先生笔下《祝福》中鲁镇的那一群得知祥林嫂丢了心
头肉的娃娃后一遍又一遍来揭伤疤的村里人；是《药》里给
老栓出谋划策让买人血馒头来吃，帮小栓治病的茶馆茶客；
同样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束缚和禁锢着思想，愚昧无知、受
苦受难的国人，这万恶的旧社会！！

除去揭露社会弊病外，作者写景写物写事儿的语言生动活泼
形象，情感朴实细腻，代入感很强，讲到的开心的孩童趣事
读着读着也不时勾起了自己儿时的美好回忆。

依稀记得也是四五岁时，尽管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爷爷
奶奶养育了5个儿子，这一生也吃了很多苦。而我由于是家中
这一茬儿的第一个孩子的缘故，并没有体会到日子的艰难，
反倒感受到了很多宠爱。

那一年冬天，我们已经和爷爷家分开单住，为了一大家子生
计之用，爷爷家西屋三间房子腾出来专门用来炕小鸡娃儿，
开春把小鸡卖出去贴补家用。而我的脑海里只留下了炕小鸡
的记忆，至于如何卖，谁去卖，卖给谁……却一点印象都没
有。在炕的上面有一张很大很大的席子，上面摆满事先在阴
暗处用手电筒照着里面有一个小黑点，俗称有格儿的鸡蛋，
然后封严门窗，一个乌漆嘛黑分不清颜色的旧棉被系在门框
垂下来充当门帘，整个房间裹得严严实实的。炕下面留有火
口，鸡蛋放好后就需要烧火加温，然后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
温度，中间不时地需要进去炕房监测鸡蛋受温情况，到了某
一天小鸡仔就会一个个破壳而出，家里叔叔好几个，根本用
不到小孩子的我去干任何活计，但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鸡蛋一受热变成了一个个毛绒绒的小鸡，简直太有
意思了，想想都觉得好玩，怎么能不去呢？所以没事儿就往



奶奶家西屋跑，瞅着机会就跟着大人钻进那间炕房，东瞅瞅
西看看，好奇地观察那些等待破壳的小鸡仔。

长大后，街边也偶然会撞见有卖毛鸡蛋的摊头，而我却再也
没吃过儿时那么喷喷香的毛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