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 朱自清散文选读书心
得体会(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一

朱自清的文章，“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
像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
读者看。”——赵景深还记得第一次接触朱自清，是源于小
学课本中的《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你在《背影》中，语言虽没有以往的华丽，却多了几分朴实
和平淡。催人泪下的画面和那平凡而简短的对白，总能激荡
起我心里的那一片涟漪。每当读起那篇文章便会想到自己的
父亲，那个不擅长表达却为自己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

从你那平易的文字中可以看见那个用心来给予儿子一切的父
亲形象，感受什么叫做“父爱如山”在《正义》一文中你问
道：人间的正义在哪里呢?你说：“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
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换穿，一大堆正义
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
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
此句话充分的表达了你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试问人间的正义
究竟在哪里呢?你让广大人民清楚地明白“正义”不止是挂在
嘴上，而是要付出行动的。

朱自清的散文读起来，很美，带清秀之气，正如他的名字一
样!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二

林清玄是中国台湾一代文学大师，他为后人留下了无数文学
着作。书中饱含着书墨的韵味，从生活、见闻、佛教等方面
为我们展示了世界上的点点滴滴。

光是人每天都能见到的东西，阳光、灯光、目光、霞光、月
光。这些光也折射出了世间种.种的现象。有多少人因为光彩
而失去了本性，在阳光下展示出一副虚假的外壳;从古至今，
所有的诗却从未有过写过正阳的，也许是因为人在正阳下会
感到害怕吧。现在的人对别人充满了怀疑，把真实埋藏在了
内心的最深处。

现在，人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差，一块块珍贵的土地被人们变
成了赚钱的工具——盖楼房、盖商铺、做景点，失去了土地
原来的价值——生长植物。城市里再也难觅土地的踪影，才
会引发林清玄如此的感想。

人总喜欢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殊不知有些东西是
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例如你不能买一点感恩，只能买一些礼
物作为感恩。俗话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林清玄认为是
不对的，我也这么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什么都能
买、能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能真情流露，怀着真心去送
祝福，那不用说感恩，明月都可以送，对方也一定收得到。

也许我们还可以从书中领悟到其他的道理，这，也许就需要
我们去慢慢品味了。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三

六朝繁华，还携带着秦淮烟雨，金陵旧梦的倩影，在那年都
沉淀在刀光枪炮中，黎明的天际一片血红。

1937年和冬天，当杀掠的气息悄然袭来，南京——原本钟录



神秀的天堂一下变成了充满血腥与恐怖的地狱。日本人在侵
华战争中发动了最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长达六个星期
的屠杀中，被团体射杀并毁灭迹的同胞达19万多人，被零散
屠杀被慈善团体裁掩埋的达15万多人。

日本人离开后留下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是何等的不堪啊!
它不禁让我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诗“万户萧疏鬼唱歌”南京
似乎用它那凄楚的目光告诉我们：日本侵略者是可恶的，侵
华战争更是令人深恶痛绝的!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是啊，作为一个广明
古国，我们不仅仅要铭记前人创造的骄傲文化，更应铭记南
京以往的屈辱与不幸。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四

朱自清大家因该都了解他，他是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他写了
许多有名的文章，都是以叙事的抒情为主。我读过他的《背
影》，《荷塘月色》和《桨声中的秦淮河》。这些散文都有
同样的特点，素朴，慎密，语言洗简，文笔清丽，读完以后
身临其境，回味无穷。

在《朱自清散文精选》中，有他三十五多篇散文，这本书中
第一篇散文就写了他最有名的一片的散文，《匆匆》。这篇
散文写出朱自清面对“逃走如飞”的匆匆时光而产生的无奈，
怅惘，比切还有对未来的追求和探索。

我最喜欢边读《匆匆》边思考它所表达的意思。在《匆匆》
里一句话是这样的“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去
不复返呢?”这句话表面上是疑问句，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作者
对时光逝去而无法挽留的无奈和已逝去的的深深遗憾这句话
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回味，总觉得有无穷无尽的含义包
含在这句话中。



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时，我又在细细的回味，原句是“你聪明
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这句话和前
面的那句起到了呼应作用文末和文首的提问在文字上看是一
样，但是在表达的感情上却不一样了，文首的提问是强调一
种无奈和怅惘，而这句的提问是一份激情，是一声呐喊，我
们要区分这两句，在读这两句话时语调是不一样的。

时间，它本身是看不见的，又摸不着的，可是在朱自清的笔
下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将事件的形象描述出来，为我们捕
捉了时光逝去的踪迹。他把时光比作针尖上的水滴，青烟等，
表现出时光的无声无息。

在文章倒数第二段，作者又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无形的时
光不做他朝夕相伴的朋友，这样可以表现时光的一往无前转
瞬即逝的态势，还可以极其传神的表现出作者面对匆匆流逝
的时光欲留不能，欲追不及的惋惜和怅然。

读完朱自清的散文，我突然明白时间是宝贵的，不要虚度光
阴，一定要珍惜时间，尽力做好买一件事。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五

翻开历史的篇章，回忆那段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军队闯进南京时，城内的军人们用身躯铸成了一道道人
墙。可这些都无济于事，日本军队以强大的冲击力冲垮了人
墙，把军人们踏在脚底。大肆的闯进南京。

正如电影里所说“中国不会亡!”是的，中国没有灭亡，但祖
国现在的兴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少英雄冲锋陷阵，用鲜
血和平，他们何尝不想在家和一家老小过平安、幸福的日子
可是日本的侵略打破了这样的生活。为了祖国他们必须要上
阵杀敌。



是啊!“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为国
家做出贡献，使中国更加强大这样才不愧对那些抗日英雄，
中国才不会重蹈覆辙。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六

回顾历史的眼眸，站在岁月的峰峦上。硝烟四起，血色弥漫，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腥风血雨，听那撕心裂肺的喊声丶哭
声丶尖叫声，慌乱的脚步声，顿时充满了中国昔日繁华的六
朝古都——“南京”，九州大地战争的悲歌响彻九霄。

“鲜血凝固的那个时候，长江呜咽钟山悲泣。三十万同胞，
在黑暗中挣扎，“三十万冤魂，在地狱里哭泣。”回
首，1937年12月13月至1938年1月，这是中国人民的灾害，更
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历史。满地的鲜血，染红了
整个大地。一场血腥恶战就这样在瞬间爆发。在这段时间里，
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六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犯下了举世
震惊的滔天大罪。我们的同袍，有的被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
有的被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有的被治理。那一段日子在无
数中国人，甚至是有良知的人类的心里都是黑暗的。前一秒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却在日本的屠刀下变成了孤魂野
鬼。“南京大屠杀”就这么五个字却活生生地夺走了我
们300000同胞!这是一串多么血淋淋的数字!

《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不容抹杀的屠城血证，更是现代历史
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近年来，日本一直在极力否认此事。
如同公祭会上主席所说：错了就是犯罪，知错能改是好事，
但不敢承担责任就是再次犯罪。经过日本审定“合格”的初
中历史教科书!南京审判日军在1937年占领南京时，杀害了许
多中国民众。一个“许多”就想掩盖掉杀了300000中国人的
滔天大罪，这是多么可耻的一件事。如今，当年的幸存者也
证明确实有《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的存在。



我们要牢记历史的教训，知耻而后勇，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
演。同时，我们应该激发出爱国热情，报国之志，为中华崛
起与复兴而努力奋斗。历史的耻辱是今日奋斗的动力，历史
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

我们中国搬出此事，其次是让中国人民永记于心，这一场大
浩劫，最重要的是要向世界证明，我们中国是以牺牲的3000
多万人的惨重血价来缔造与各国的友谊和和平。从头到尾的
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痛失了中国3000多万的同袍，但我们只
希望和平。也许，日本还存在着对中国的一种敌视，也许，
日本还介意中国把此事昭告天下，也许……但是，我们不是
要和日本做斗争，而是要和他们做朋友。公祭结束后，中国
放出3000多只和平鸽，白色的羽毛轻轻点缀着的蓝天，这是
一幅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景象。希望我们祈祷和平，祈祷着我
们那些死去的3000多万个同袍能够安息。

日军发动“八一三”，上海南京打侵犯。烧杀掳掠的滔天大
罪，南京屠杀三十万。历史屈辱牢记心，开创未来要和平!和
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阳光拥抱着我们让我
们在和平中丶阳光不下健康快乐的成长。和平是各国老百姓
的希望，更是上帝的祈求。让我们和平相处，每个国家都是
兄弟“相煎何太急”。让我们共同携手未来，让和平鸽畅想
蓝天。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七

《琐记》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是《朝花夕拾》一书中第
八篇文章。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
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
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
响。第九段中说城中唯一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



的”。这也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
想的不了解、不认同。

我也很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
久文化的曲解。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当然，那些
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应该去抵制
的。

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两条所谓的“经
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也由此可见中
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

后面的几段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
和老一辈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持。

《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
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的回忆性散文。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八

读完朱自清的各种散文后，我认为他写的散文虽然表面上只
是记叙一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旧时代的故事。可是，细细
品味下，又可以发现隐藏在文中朱自清的情感，再结合时代
背景，便可品味朱自清的意图。

个人认为朱自清的《春》描写得那么美好，那么恬美，那么
快乐。他将春中的东风，小草，树木， 花朵，春雨，风筝等
等这些春天的景物，利用第一人称的角度，写出春天的蓬勃
生机，活泼开朗，奋发向上，体现初春的美好。

文章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地写出了初春时的景色，利用第一人
称的角度，感受到了初春时的快乐气氛，又桃树，杏树，梨
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利用对春暖
花开中花争相生长的景色，将春的那种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朱自清对风的描写虽少但十分形象生动，例：像母亲的手抚
摸着你。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理酝酿。将春风中的特点一一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连春雨，朱自清都将其写出一种意境美，
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
这一层薄烟。薄烟就可以看出朱自清不仅抓住春雨细小的特
点，还写出了美感。

写完了对春景的描写，朱自清又对人们在春天的活动进行描
写，放风筝，赶趟儿这些事件更加突出春天的希望。

最后，朱自清以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他领着我们上前去。不仅将春天的奋发向上体现出来，更显
示了朱自清呼吁人们在新春之际，要各做各的一份事，不要
止步不前。

读朱自清南京有感篇九

前几天，同学们得知要去看电影，都异常开心。去的路上，
大家欢歌笑语，互相猜测着电影的内容，有的说是喜剧，有
的说是科幻，还有更荒唐的，说是去看鬼片。就这样，我们
打打闹闹来到了海军礼堂，各入各坐，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电
影开幕。

灯突然暗了，影响发出了巨响“轰”就看见一颗炸弹在地面
上炸开了，冲天的火观另大家震惊。过了一会儿，我们知道
这是记事片，是诉说当年日军入侵南京的事情。

在南京市的上空，只见敌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炸弹就像是
下雨一样落在我们祖国的大陆上。民房被炸塌了，大家无处
藏身，颗颗硕大的炸弹不断从天而降，所到之处必定生灵涂
炭。没过一会儿，陆地就给炸平了，百姓的尸体积成了堆，
处处血流成渠，硝烟弥漫在血色的空气中，另人泪下。



日军大举进攻的第二天，大批日本士兵扛着机枪攻破了南京
的城门，震惊全世界的屠杀就此开始。残暴的日本士兵只要
一看到中国的百姓就架着机枪疯狂地扫射。不知有多少的中
国人屈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一声声撕心的喊叫久久萦绕
在我的耳边。

在占领了南京后，日军变本加厉，大肆屠杀。看着中华同胞
们不断躺在机枪下是，同学们都不忍地捂住眼。看着不断被
扔进海里，不断被活埋的同胞眼里闪着仇恨与恐惧的目光，
就像是一支利箭，悄无声息地穿头我的心灵，日本人残暴的
行为在我眼里挥之不去。他们肆意杀死我们的同胞，奸妇女，
就连小孩也不放过，他们的行为是人神共愤的，是人类的耻
辱!

电影结尾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日本人的恶行，看着一张张照
片上的中国同胞，他们冤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刀下，日本军官
脸上奸诈的笑容就是禽兽的象征。这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
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这一段惨痛的教训，我们这一代都
应该知道日本人的恶行，以这段屈辱的历史为奋斗的动力，
努力学习，使国家更为强大，这样一来，外国人就不会轻视
我们，侵略我们的国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