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散文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我
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朱自清散文心得体会篇一

最近看了一本叫《毕淑敏散文集》。里面的每一个小故事都
与事实相连接，对我有很大的启迪。虽然每一篇故事的字数
不多，也不是很长，但都对我们进行了很好的教育，让人意
味深长，回味无穷。

有的故事教育我们怎样懂得感恩，有的端正我们认识错误的
态度，有的就告诉我们怎样做人……其中有几篇我记得很清
楚，印象特别深：《青虫之爱》讲的是有一个妈妈，她从小
就特别怕虫子，对虫子高度敏感，但有一次她抱着自己的孩
子在公园里玩，小孩从妈妈的头发上拿下一个毛毛虫，放在
手上玩。她第一反应就是像以前一样要昏倒，但因手里抱着
孩子，为了不让孩子摔倒和受惊吓，她硬撑着没有倒下，这
是她第一次这么近观赏虫子，也是第一次把虫子捏在手上。
这是爱的力量在支撑着她，爱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伟大的。

还有一个故事《提醒幸福》，让我明白幸福不一定就是得到
一大笔钱或是得到什么贵重的礼物，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
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
摸……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
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
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它们
都酷似幸福，但它们并不等于幸福。幸福会借着它们的衣服，
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揭去帷幔，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
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



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天平两端，苦难很大，幸福可能只是
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会像幸福这边倾斜，因为它是
有生命的黄金。

一篇篇小故事串成一张知识的网，蕴含着深刻的哲理，给人
以启迪。人生在世就要活得愉快、幸福。不要为一些鸡毛蒜
皮的小事斤斤计较而闹得家庭不和睦或工作不愉快。常常提
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里
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堂堂。

妈妈话语：昨天开学了，今天正式上课，吃吃玩玩睡睡的日
子再一次告一段落。,寒假里老师布置写两篇读后感，这两天
不算很忙就抽空传上博客。垚垚对写博的兴趣不是很大，因
此打字传博的任务就落实到垚妈的身上(义不容辞啊!)。

刚看到这篇读后感时就发现水平不同凡响，比起上一篇就好
像出自两个手笔，不用想就能知道一二，肯定是摘抄了文章
中的一小部分，果不其然。其实抄袭并不可耻，如果能够铭
记在心为我所用，那就是读书的正真所求，希望垚垚同学能
够多多看书充实自己，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哦!

朱自清散文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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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的散文集给我一种感觉，他在教我们一个一个人生的
哲理，当然，也有写景的文章，他的散文集洋溢着一股真挚、
让人深思的感情。他的散文构思精妙，让人很容易找到文章
的中心，并了解。

文章写了很多故事，有写人的、有写季节的、有写景的、还
有写游记的，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匆匆》这篇文章，虽



然很短，只有七八百字左右，但它却用很多例子来表达中心，
让人一下抓住“题眼”，文章给我一种亲切感，仿佛是一个
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在与我谈话，这篇文章充满了智慧和人生
的哲理：“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

文章虽然没提一个关于珍惜时间的字眼，但从文章里举的例
子和反问质疑中，我们不难看出，朱自清爷爷在向我们说明
珍惜时间这个道理，他告诉我们日子是一去不返的，新的日
子一瞬间就走了，如果抓不住，像流水一样流走;抓住了，向
黄金一样珍贵。 可见，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重要的
事情，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个谚语也充分
体现了时间是用金子买不到的，无论你多有钱，没有了时间，
也会慢慢老去，那么，那些钱能干什么呢?时间是无价的，可
以说，时间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它与别的东西不
同的是：只要珍惜它，多久都用不完，如果你浪费它，弹指
一瞬间，它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人生只是短短几个春秋，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好好珍惜它，
难道要让时间白白的从你身边流逝吗?时间也是最公正的裁判，
不同的两个人，一个碌碌无为，到后来什么也没留下，只留
下无穷的悔恨;一个艰辛劳作，换来得是累累硕果，他们的人
生闪烁着耀眼光彩。

朋友，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珍惜时间吧!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
主人，好好的驾驭它!

朱自清散文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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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散文心得体会篇四

那个时刻我便为它幽幽地滋生出一种感动，自己的心似乎也
变得干净而澄明。雨后清新的湿气萦绕书桌徘徊不去，我想
这书桌会不会是用洋槐木做成的呢？否则为何它负载着沉重
的思维却依然结实有力。

洋槐给我一春一夏的绿色，到秋天，艳阳在树顶涂出一抹金
黄，不几日，窗前已被装点得金碧辉煌。秋风乍起，金色的
槐树叶如雨纷纷飘落，我的思路便常常被树叶的沙沙声打断。
我明白那是一种告别的方式。它们从不缠缠绵绵凄凄切切，
它们只是痛痛快快利利索索地向我挥挥手连头也不回。它们
离开了槐树就好比清除了衰老抛去了陈旧，是一个必然，一
种整合，一次更新。它们一日日稀疏凋零，安然地沉入泥土，



把自己还原给自己。他们需要休养生息，一如我需要忘却所
有的陈词滥调而寻找新的开始。所以凝望这棵斑驳而残缺的
树，我并不怎么觉得感伤和悲凉――我知道它们明年还会再
回来。

冬天的洋槐便静静地沉默。它着全身一无遮挡，向我展示它
的挺拔与骄傲。或许没人理会过它的存在，它活得孤独，却
也活得自信，活得潇洒。寒流摇撼它时，它黑色的枝条俨然
如乐队指挥庄严的手臂，指挥着风的合奏。树叶落尽以后，
树权间露出一只褐色的鸟窝，肥硕的喜鹊啄着树枝喳喳欢叫，
几只麻雀飞来飞去到我的阳台上寻食，偶尔还有乌鸦的黑影
匆匆掠过，时喜时悲地营造出一派生命的气氛，使我常常猜
测着鸟们的语言，也许是在提醒着我什么。雪后的槐树一身
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
还是槐花如雪。

四季的洋槐便如一幅幅不倦变幻的图画，镶入我窗口这巨大
的画框。冬去春来，老槐衰而复荣、败而复兴，重新回来的
是原来那棵老槐；可是，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来的那棵槐树
了――它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滴浆汁，都由新的细胞、新的
物质构成。它是一棵新的老槐树。

年复一年，我已同我的洋槐度过了六个春秋。在我的一生中，
我与槐树无言相对的时间将超过所有的人。这段漫长又真实
的日子，槐树与我无声的对话，便构成一种神秘的默契。

1、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洋槐在一年四季的不同特征。（4分）

答：春天的洋槐既隐绿又不喧哗，在清风中花香怡人；夏日
的洋槐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
秋天的洋槐秋风乍起时，金色的叶子如雨飘落；冬天的洋槐，
全身而一无遮拦，展示它挺拔与骄傲。

2、从文中提供的信息看，你觉得洋槐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



（3分）

答：洋槐可贵的品质是沉稳、朴实和坚强。

3、作者写夏日的洋槐，为什么要着力写暴风雨中的洋槐？
（3分）

答：暴风雨中的洋槐更能显示出坚强不屈的性格，表达了作
者对洋槐的赞美之情。

4、自选角度品析下面这个句子。（3分）

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银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
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瑰花如雪。

答：此句运用了回环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雪后洋槐银装素
裹的美丽姿态，给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妙的画卷，使人有如临
其境之感。

5、从洋槐的身上，你获得了怎样的生活启示？树的家族较大，
你最敬佩的是什么树？请谈谈你的理由。（5分）

答：做人应像洋槐那样朴实、坚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不懈奋斗。松树傲雪挺立，永葆绿色（杨柳柔软飘逸，用
自己生命的绿色装扮春天）。

生命之芯（20xx淮安）

朱自清散文心得体会篇五

鲁迅先生最大的特质，是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胸怀。看到受苦受难而永无了日，故有其“哀”;看到受苦受
难而无长进，故有其“怒”。



馒头是吃的东西，那蘸了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就成了药了吗?
现在看来恐怕是十分荒.唐的，不可理解的。可是在那个时候，
辛亥革命时，虽然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可人民
的思想还是没有解放。

有很多人说华老栓夫妇麻木但是爱子，我认为恐怕不是的，
他在茶馆中忙碌了大半辈子，勤勤恳恳地劳动，为儿子治病
而省吃俭用。为儿子治病掏出积攒多年的洋钱，就只换取了
几个人血馒头，愚昧落后的表现!试想一下如果华家有好几个
儿子，小栓生了病，那么华老栓还会如此尽力吗?恐怕不然，
他费尽心思为儿子治病，恐怕是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的封建道德吧!为了华氏的香火，他们不惜一功代价，甚
至用别人儿子的命来“移植”，与其说华老栓夫妇所作所为
是对儿子的爱，不如说是对华氏祖宗的“孝”，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人们身上还未散去的封建之气。

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代表的是广大群众的利益，
而大众却不支持他。他讲革命道理，人们“感到气愤”;他挨
牢头打，人们幸灾乐祸;他说阿义“可怜”，人们说他“疯
了”，他被杀害，人们“潮加”一般地去看热闹。“华夏”
本是一家人那!夏瑜应该依靠老栓却没有，老栓应该支持夏瑜
却没有;流血的不知道为谁流血，吃血的不知道吃了谁的血。
以互不关心为始，以同归为尽为终。鲁迅先生通过夏瑜这一
角色，表达出同情。赞美，也表达出当时民众的落后愚昧，
统治者的凶狠残忍。同时也一语双关地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
的原因：没有获得群众的大力支持，但文中在清明节坟头出
现的花环，说明革命者仍然在怀念他，革命火种还没有-----
也不会被扑灭。它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

夏四奶奶是夏瑜的母亲，她“踌躇”，“羞愧”，但又“硬
着头皮”去给儿子上坟，她感到羞愧，因为她认为儿子的光
荣就义，英勇牺牲是有损祖颜的事。母亲对儿子不以为荣，
反以为耻。不理解，不支持儿子，是一个做母亲的悲哀!她认
为花环是儿子显灵，希望乌鸦飞到坟头，是一个封建迷信者



的悲哀!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
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
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的是为谁，却还要因
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
的福利。

《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字里行间都射出残酷的社会
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