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子寻根家史报告(大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
有效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学子寻根家史报告篇一

有些时候，我会特别想念外婆家，想念那座古老的屋子，那
用瓦片堆起的屋顶，那大部分是用木头搭建起来的房屋。

说来也奇怪，就在起程去外婆家的那一天，已经下了好几天
雨的天空突然放晴了，久违的阳光拥抱着一切，空气不止是
清新，还有一份特别的温暖，舒适极了。

我们自己开着车，一路悠闲地观赏着沿途的风景，轻松自在，
全然没有旅途的疲惫，车窗外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可爱，
那么愉快。

去外婆家的路在那一天似乎变短了，很快，我就看到了那个
似乎很熟悉的村庄。虽然之前，也多次来过外婆家，但这一
次，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踏在石板路上，感觉是那么地亲切，仿佛是一位多年不见的
老朋友，如今又重逢了。走进外婆家，简洁的院子，有几户
一起居住的人家，养着鸡、狗。院中的两棵树，一棵已经开
出了白色的花，而另一棵，大概是太娇弱了，还耐不住连日
的严寒，尚未绽放花朵。

走进里面，穿过一条十几米长的廊子，就来到了厨房。外婆
已经生了火，准备煮饭。柴火在炉里烧得正旺，火苗撩动着
锅底，火光照得脸颊红扑扑的。掀开锅盖，热气腾腾的。走
出去一看，家家户户的烟囱上，都冒着袅袅的炊烟，成了一



道别致的风景，这样的风景，在城市里，恐怕是无论如何，
也寻不到的。

在外婆家小住了几日，虽说外婆家没有城市那么发达，街道
没有城市那么热闹，但却有一种独特的韵味，使人魂牵梦绕。
那里的人，是那么淳朴，那里的事，是那么亲切。混着悠悠
的泥土味，在这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别有一种魅力。

虽然，我从小在如今所处的这座城市生长，但在我心中，外
婆家才是我心灵的依托，才是我真正的根。

学子寻根家史报告篇二

当我们离开杭州，路过宁绍平原，沿着山路途经平水，爸爸
的家乡王坛镇就要到了。

“涧流沐浴峻山溪，隐岭最忆千年陶”，当我远远望到这幅
矗立在路两旁的对联，爸爸就急不可待的让我们下车，打算
带着我们一起翻越古道，美其名曰让我减肥，其实就是想让
我重温他从小走惯的山路。

爸爸带我们翻越的是陶隐里古道，它建于明清时期，全长约
四公里，是古时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地的交通要道。东汉
道家祖师葛玄曾在此养生；元初诗人林景熙也曾赞叹此
地“笑拂青萝为隐君，千岩秋色此平分”；陆游祖父陆佃晚
年也曾在此岭上筑楼著书。

山路绿树成荫，溪水涓涓，到达山顶之际，雾气缭绕，我不
禁吟出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顶有一眼泉水，
传说是某位仙人，途经此地饮水而凿，爸爸说喝了这里的泉
水，可以清眼明目，想到自己的近视眼，我赶紧喝了三大碗，
还嚷着让他们给我洗眼睛，把爸妈惹得哈哈大笑。

当我们顺着古道到达小溪的下游，爸爸的家乡—新联古村已



经展现在我面前，村庄山清水秀，恍如世外桃源。爸爸兴致
勃勃的给我们介绍着：这里是传闻埋有宝藏的尖囱洞，他从
小就跟伙伴们翻遍了这里的每处山，希望能找到宝藏；那里
是唐时禁锢军犯的军山底……看到爸爸那手舞足蹈的样子，
我感受到了老家悠久的历史，也让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豪。

新联村以陶姓居多，春节的时候，爸爸带我去看了我们陶氏
的宗谱。原来，越地的陶氏系出江西古浔阳，陶渊明公的第
三十一世孙，也就是我们陶隐里的始祖幸三公，于元代至和
年间迁徙至此，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了。我翻了族谱，发现太
爷爷跟爷爷的宗谱排行字都是对的，那么爸爸是和字辈，我
就是厚字辈。原来我就是陶渊明的第五十二代孙！恍惚间，
我仿佛在与五柳先生把酒话桑麻，我对老家的感情越发深厚
了。

春节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告别了爷爷奶奶回杭。爸爸语重心
长的跟我说：这次带你寻根，是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了解自
己的祖先以及如今所处的年月，不负先人，不负时代！春节
的寻根之旅让我收获满满！

学子寻根家史报告篇三

而我们人类，岂不是如此吗?

伟大的音乐天才肖邦每到一个国家演出，他总喜欢带一瓶装
着自己国家的泥土。他说：“闻着这泥土的芬芳，让我无时
无刻地想到我的祖国波兰。”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旅居异国多年的
俄罗斯太太托她的一位回乡探亲的朋友带一份家乡的报纸。
当她看到这些多年不见的熟悉的俄罗斯文的时候，她不禁流
下了激动的眼泪。此刻，那种根的归属感，在她心中猛然爆
发。



记得一位在巴黎留学的朋友，他说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
在心里给自己的家乡道晚安。然后才能入睡，尽管法国的时
间和中国的相差8个小时，然而这却是一种在他心底生长出来
的情愫，一种寻根的思念，一种可以横跨时间与空间的力量，
使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

学子寻根家史报告篇四

在去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一家和姨妈一家回了
一次老家。那时候，我记得大家都很兴奋。到了老家，我仔
细地打量着老家的一切，青绿的山映入眼帘，清清的小湖倒
映着山的影子。在我们村周围，到处都是山和湖。我们这里
是山村，所以很少有车来往，空气也非常的好。在院子外，
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池塘周围种上了许多的柿子树，柿子树
围在了池塘的周围，每年的秋天，就能看见一片片又红又大
的柿子。池塘的周围还经常有老人在钓鱼。

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院子外，有一片空地。在空地的角儿，
还有一堆堆地瓦砖。每次回老家的时候，就和邻居家的小孩
子玩“打水漂”。也就是把瓦砖往地上摔碎，碎成一片一片
之后。再平着一嗖，看谁的瓦片在池塘里起落次数最多，谁
就是胜利者。

我最喜欢吃柿子，老家的柿子十分地甜。咬一口，好吃。咬
第二口，好舒服。咬第三口，好甜哟！咬……没了！吃柿子
前，柿子还有个来历。在柿子熟了的时候，想吃柿子。就抱
着柿子树使足了劲，摇一摇。嘿，别人都什么“小雨”“桂
花雨”“桃花雨”什么的，但我这是香香的满天柿子雨！凡
是不摇柿子树的人，千万不得靠近柿子树。不然，就得两眼冒
“金星”了。毕竟，我可是有过这不好的遭遇呢！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那金色的麦浪。在白天，它们散发
着太阳的香味。是那股纯纯的，浓厚的香。金色的麦浪随风
摇摆，向着太阳微笑。



老家河南，你还好吗？我的老友……

学子寻根家史报告篇五

窗户上有薄薄的窗花，仿佛在告诉我们新年即将来临。

带着兴奋，我来到了冬子山口，——，王鸿村，祖母的家。
我一吃完晚饭，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妈妈的手去了著名的“王
鸿街”。

春节期间农村是最美的，这也不例外。街道和小巷被灯光装
饰着，人们又笑又笑。尤其是在除夕，五彩缤纷的烟花以各
种方式出现在夜空中。有的像银蛇一样狂舞，有的像孔雀一
样骄傲，有的像盛开的花朵。他们把街道装饰得光彩夺目。
整个村庄真的可以说是一棵不眠的银花火树。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第二天早上我带了纸和笔到田里。
根据奶奶的描述，这里曾经有金色的麦田。现在，为了满足
旅游业对外开放的需要，一些领域已经发展成为旅游区。我
想，这也是证据。

回到外婆家，我开始问外婆谁在做芝麻球。奶奶似乎更了解
家乡的变化。她说，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
高，村里的古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许多村民搬出旧楼后，
他们也实现了住在令人羡慕的杭州住宅的愿望。在他们去买
菜和去市场之前，他们必须在黎明前离开。现在方便了。村
民们不仅建立了自己的食品摊位，他们想去镇上的市场，而
且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乘坐公共汽车。听了祖母的话后，我
似乎明白了科学技术的建设是如何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
的。

午饭后我没有闲着，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我听到两个老人在
说话。一位祖父说：“村子里的变化真的很大。过去很少有
人，生活很悠闲。现在看看街道和小巷。灯是红色的，柳树



是绿色的。人们很忙。”另一位祖母也说：“不，目前的发
展速度很快！我们这一代人不敢想象他们还能过着如此美好
的生活。他们无事可做，只是四处逛逛，去购物，带着手机，
乘公共汽车刷他们的老年卡……”不知不觉中，他们站在那
里听了很长时间。

到了晚上，王鸿街更加明亮，树枝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人们正在欣赏夜景，品尝各种美味的食物。我不禁对我的祖
国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我的未来有了憧憬。因为我们是祖
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使命，努力变得强大，
努力学习，为祖国的未来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今年的新年如此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