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实用6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这时候
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篇一

看到这本书，不自觉的会想到清新这个词，无论是文字，还
是图片，无论是作者描绘的人物还是景物，还是食物，都有
一种安静与祥和的氛围。

在这本书中，有恬静的图片，述说着作者家乡的一些美景和
美食，每一张图片都是那么简单，透亮，却给人一种丰富与
透彻的感觉。有安静的文章，静静地述说着作者的所见所感，
还有她淡淡的回忆，语言是平淡的，感情却是丰富和自然的。
在自然和人文之中，让我们体会到了内心的安宁。

作为摄影师的作者，所拍的照片的确很有境界。《无尽绿》
这本书连名字，都充满着文艺的气息。封面的设计更是让人
眼前一亮。在微信上，还看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对书封创造过
程的评价，又给这本书增加了很多质感。很喜欢作者这样的
风格与处事的态度，让人很想亲近。

作者在《无尽绿》这本书中，叙述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却
给了读者不普通的感受。说到作者写的内容，不得不说，在
平淡中，在真实中，透漏出作者对于世间万物的态度，顺其
自然，笑看人生。就像书中说道的，这些文章，除了都可归
到浙江风土的主题之下，尚有一个共同点，即多数是以植物
为主角的。喜欢亲近花草树木，对于乡村出身的人来说，也
算是自然而然的事吧。



看过很多写家乡风土人情的书，有很多是故事性的，回忆性
的，也有的有很多动人的图片。却没有一本，像《无尽绿》
一样，做的这么清凉透彻，像家乡的一湾清泉一样，让读者
在细细品味的过程中，可以加入自己的酸甜苦辣。我们在看
到作者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自己。

作者写这本书，为了回忆，为了纪念，也是为了未来。他写
家人，写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觉，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
对未来的期许。就像他在文章中说到的，写家乡风土，除了
补充“地方知识”，便是想把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普通人生
活里恒常的一面，记录一二。同时，也向上述两位浙江母亲
表示感谢。

一部好书，应该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让读者在书中找到心
灵的寄托。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总能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影
子，而《无尽绿》就做到了这一点。

看好看的摄影作品，听好听的故事，还有一些美食的介绍，
就看这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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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篇二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百花开，蜂蝶舞，风轻拂，天空
风筝飘飘，地上欢歌笑语，生机盎然，热闹非凡。这就是朱
自清笔下的春天，流淌着着色彩、流淌着韵律，充满了生机。

朱自清用长短句的形式，使文章朗朗上口，又显得活泼自然。
随后，文章中生动的诗句叠出，轻快抒情的笔调写出了春雨
像牛毛、像花针、像细雨密密地斜织，让人仿佛亲临其境。
阅读这篇文章，好像在品读一首绮丽的小诗，在欣赏一幅五
彩的画卷，在回味一曲优美的歌，总是那样意犹未尽，回味



无穷。

一看到这篇文章，首先跳入眼帘的
是“醒”、“张”、“钻”、“坐”、“躺”、“打”、“踢”、
“赛”、“捉”一系列的动作和一串串的叠词，写出了大自
然的生机勃勃，写出了万物复苏的动人景象，写出了春天的
变化万千，写出了春草的柔软与活泼可爱，也为我们缓缓拉
出了春的序幕。

紧接作者又用“火”、“霞”、“雪”去形容挑花、杏花、
梨花，不仅描绘出花的五彩缤纷，写出了花的芬芳，更是描
绘出春天的多彩、春天的味道，我似乎走进了春天的通道，
闻到了春天沁人心脾的味儿。随后作者又调动自己的感官，
给我们带来了风的形状、风的味道，他深情地写出了清风拂
面的温暖、写出了风的舒软，还有风中浸着各种各样的清香，
仿佛是醇香的酒，又好似甘甜的露水，不禁让人沉醉。

他甚至还调动他的听觉，为我们描述春天的声音：小草长出
的声音、蜂蝶舞蹈的声音、溪水的声音、雨打树叶的声音、
孩童嬉戏的声音，这就奏响了春的交响曲，是那么的生动和
谐。作者还细心描绘春雨，是那样的悠长而又朦胧，迷离而
又清凉，虽然很短，却使春天充满了诗情画意。

春天是美好的，春天也是抽象的，但春天又是具体的，春天
的主人永远是人，所以作者笔锋婉转，打破常规，又把春天
当着了娃娃、小姑娘、青年，刻画出春天的新、春天的美、
春天的蓬勃有力，不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更给人一种向往
和憧憬。

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篇三

喷薄的日出、绚丽的晚霞、突兀的青山、浩荡的江水、春花、
秋叶、夏雨、冬雪……多姿多彩的大自然，陶冶了人们爱美
的心灵，锻炼了人们发现美的眼力。



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对大自然加以讴歌和描绘，用他
们的生花妙笔，引领我们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朱自清先生的《春》，是历来备受人们推崇的精美散文。今
天我们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春》的世界。

朱自清先生首先从总的方面描述春回大地带来的新气息。在
盼望中，春走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
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接着朱自清先生按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迎春
图的顺序，用几组画面整合的方式，全方位地勾勒出春天的
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小草的萌发往往传递着春的信息，而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春草
是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的，生命力旺盛。在人们尚未觉察时，
它已是嫩嫩的、绿绿的，多么可人的小草！

春天，百花竞放，争奇斗艳。朱自清先生重墨浓彩，写了桃
花、杏花、梨花，它们“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
还有许多的野花，“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
眨的”。多彩绚丽的春花图，带给人“一种温柔的喜悦”。

春风是温柔的，朱自清先生调动我们的触觉去感受“像母亲
的手抚摸着你”。而“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
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
又使我们仿佛闻到了乡村田野泥土的气息和春天特有的味道。

春风中我们还看到鸟儿安家，耳畔听到它们的欢歌和牧童的
短笛声，嘹亮悠扬。

清代的魏禧曾指出：面对优美之景，欣赏者的心理反应
是“乐而玩之，几忘其身”，“有遗世自得之慕。”



此时，我们正有类似的审美体验。春天，雨是最寻常
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它又细又密又亮，雨中的'“树叶
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这种优美的感受
正如英国的美学家李斯托威尔说的：“给我们带来的是纯粹
的、无所不在的、没有混杂的喜悦和没有任何冲突、不和谐
或痛的痕迹”。

在不同的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等背景和条件下，情态万种，
景象万千。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日益丰富多彩，
由于长期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自然界与人以及人类的社会生
活建立了广泛而复杂的关系。美的自然事物之所以吸引人、
感染人并能引起审美愉悦，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人类对自
然界的合理改造，它们显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朱
自清先生的《春》，人情和人性的美是与自然的美融合在一
起的。《春》一文中的美体现在人对自然的体验和感受上。
在茸茸的春草上，人们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多么自然放
松！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好一派春回大地、乐满人间的
景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朱自清先生的《春》，带给人们的审
美启示是多方面的，让我们带着充实的审美体验和愉悦的审
美创造一路走过。

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篇四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春》，可以说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
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是一曲动人的春之赞歌。

学习这篇诗意盎然的抒情散文，可以从五个方面入手。

把握一条线索。全文围绕一个“春”字，写了盼春、绘春、
赞春三个部分，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流淌着作者对春天的无
比热爱和热情赞颂的深沉感情。



学习两种笔法。一是粗笔勾勒法。作者用粗笔先为我们勾勒
了春景的轮廓:春回大地，春山朗朗，春水涣涣，春日融融。
二是工笔细描法。作者用他那细致的笔触浓墨重彩地为我们
描绘了富有特色的春景：草在报春，花在争春，风在唱春，
雨在润春，人在迎春。

领会三种意象。颂春时用三个比喻，把春天比作“新生的娃
娃”“小姑娘”“健壮的青年”，分布排列，先后有序，不
落俗套，形象地点明了春天的成长进程。富有表现力的意象，
蕴藉深厚，耐人寻味。

研究四种安排。写春草，从正面和侧面两个角度入手;写春花，
从树上、花下和遍地三个层次入手;写春风，从触觉、嗅觉、
听觉三个角度入手;写春雨，从形、状、景三个角度入手。同
为写景，四种安排，匠心独运，不落窠臼。

欣赏五幅图画。春草图，春草勃发，惹人爱;春花图，争芳吐
艳，逗人喜;春风图，赏心悦目，使人欢;春雨图，和平安静，
唤诗情;迎春图，积极向上，激人志。

尝试运用以上五种趣味数字阅读《春》，你定会收获匪浅。

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篇五

绿，这种神奇的颜色，在朱自清先生眼中，是动人鲜活的。

“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
呀！”这是朱自清先生看到梅雨潭中那醉人的绿时发出的感
叹。绿是醉人的，绿是奇异的.。我幻想着我也去了那梅雨潭，
见到一大片一大片醉人的绿，仿佛仙境似的，令人心旷神怡。

我不禁想起了我家乡的那颗璀璨明珠——西湖。

西湖，同样是一位少女，她一年四季都穿着裙纱，她的微波



很明亮，夏天总能看见她映衬着太阳的倒影。西湖会唱歌：
风吹到湖面上，会发出“啫啫”的响声；西湖会微笑：泛起
微波时她总是在微笑。西湖她也有活力，细柳、荷花衬着她
的小巧可爱；樟树衬着她的高大强壮。梅雨潭与西湖取长补
短，便是人世间最美的天堂。

梅雨潭，朱自清的向往，人世间的天堂；西湖更是如此。

朱自清精品文集读后感篇六

听，小雨打在窗户上“哗哗”的声音，那是春的声音；看，
夜里的灯火阑珊，那是春的样子；翻开《春》这本书，那是
春带给我的新的人生。

春天，一个充满希望与生机的季节，她将柳树婆婆的白发重
返年轻，将花仙子的美丽容颜重回大地；她把希望深深地扎
根在泥土里，把溪水流淌在她的怀抱；她在孩子的脸上画出
笑脸，把胖胖的棉袄换成了轻薄的衬衫。

在作者朱自清的笔中，春天不仅代表着希望，代表着生机，
更代表着他对童年的怀念，对母亲的怀念。在朱自清的记忆
中，春天来临时，母亲都会带着他和兄弟姐妹们养蚕，卖出
蚕丝，用蚕粪做枕头，依靠着这些钱来供朱自清和他的兄弟
姐妹们读书上学。

时光匆匆，它不肯放慢脚步看看我们，看看沿路的风景，也
许到那个时候，时光才会发现，它竟错过了那么多，可它不
会，这让我们既无助又无奈，它带走了岁月，带走了容颜，
带走了那个春天，那个童年。

记得也是在一个春天，妈妈对着受了挫折的我说；“没有过
不去的明天，只有回不去的昨天，你在春天把希望种下，秋
天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但如果你懒惰，不肯在春天种下希
望，那你就只能一事无成，当然，在希望成长的过程过程中，



你一定要灌溉辛勤的汗水，否则希望就会枯死了。”我把这
句话镌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上，那个春天，我受益匪浅。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天，让我有了重
新再来的机会，由于花朵顽强的生命力的启发，我写了一篇
作文，竟得到了无上的荣誉，那个春天，我受益匪浅。

再不种下希望就晚了，再不努力就晚了，再不珍惜童年就晚
了。让雨水的声音谱成乐章，伴我们安眠入睡；让灯火阑珊
的夜晚成为风景，伴我们披荆斩棘；让春天的故事永驻心田，
伴我们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