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优质10
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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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一

一篇散文，能够点醒几代人，让读过的人明白了血浓于水的
父爱之情；一篇散文，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清华园的朦胧、忧
伤之美；一篇散文，让我们仅通过文字就能感受到春天的萌
发和勃勃生机。

这些散文的作者便是朱自清。他的散文被称为中国现代散文
的典范，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的散文开创了前程似锦的未来。

朱自清先生的语言如同珍珠落入我的心盘，我记忆最深的是
《轮雅俗共赏》。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表露了自己对中国
文化发展史的见解，分析了雅和俗的特质，指出中国文学史
的发展经历了俗到雅，在到雅俗共赏的变化。文章纵向梳理
了文学的发展过程；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全文捡平实，但
又充满了趣味性。

朱自清在北平生活了多年，对北平人的语言和说话方法都很
熟悉，这一篇《人话》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篇文章仅选取了
北平话中的“人话”一次铺开介绍了北平人讲究规矩的特点。
在介绍人话时，还不忘和讲理一词作比较，虽然意思相近，
但前者明显在表达上更鲜明。

朱自清在晚年患了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购买三袋面
粉。一家十二口人吃的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在这种情况下，



朱自清还是抵抗住了面粉的诱惑，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
绝美援“面粉”宣告书上签了名，并说“宁可在贫困中死去，
也不接收这耻辱的面粉”

他珍珠般的语言中又不失自己的爱国心。字里行间又能看出
他对帝国主义者的愤慨。《动乱时刻》深深打动了我，我明
白帝国主义可恶的同时，还明白了当时生命的低贱。一个小
孩子只值七毛钱，这行字就如针一般扎入了我的眼睛。朱自
清先生不顾自己安危，用自己的民魂抨击了旧社会。这见义
勇为的精神实在让人敬佩。那些颓废者，投靠帝国主义的颓
废者，是多么可恶，令人咬牙切齿，他们的生命才是最低贱
的！

就因为有了这些英勇无畏，不向反动派低头的作家、政治家。
我们的未来才会充满希望，现在生活才会那么美好。他们是
七月的星火，是民族的救星，唤醒了沉睡的巨龙！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二

近来无事，又翻开了这本买来已久的《朱自清散文集》。从
书柜里拿出的这本旧书，在多年的精心保管下，未见老旧。
封面上那位儒雅含笑的中年人如在眼前，就像一块冬天里的
温玉，在胸口荡起了阵阵暖意；就像先生那恬淡含蓄的文字，
仿佛字字都在心中弹奏出一曲曲清丽悦耳的和弦。

朱自清生于1898年，名字华，号秋实，后改名为自清。他是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是“五四”新文
学的开拓者和创业者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了许多创新的
工作，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散文与俞平
伯一时并称。而二人同做《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虽是取
材相同、角度不一样，但又大都以先生所作为好，可见先生
散文造诣之高。

手中的这本朱自清散文集，来自于时代文艺出版社，20xx年版。



收录了朱自清《踪迹》、《背影》、《你我》、《欧游杂记》
等几个主要的散文集子中的主要文章，选录了《国文教学》、
《读书指导》、《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论语
文影及其他》等短论，还有一些尚未编入集中的作品。基本
涵盖了朱自清的主要代表作。

朱自清的散文不一样于俞平伯的缜密，也不一样于冰心的飘
逸，更不一样于周伯人的隽永。他用自我“真挚清幽”的特
性创造了自我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背影》、《匆匆》、
《荷塘月色》、《春》这几篇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匆匆》虽是一篇散文诗，但却以新颖的一问一答的方式，
用超多的排比与生动细腻的描述，用亲切的声音告诫了咱们
时刻流逝之匆匆，时刻之河不能倒流、不可回溯。昨日是作
废的支票，明天是未发行的债务，只有这天才是上天赐予咱
们的礼物。须知咱们正在荒废的此刻，正是逝去之人所期盼
的明日啊。因此，咱们必须要把握住这难得的今日。

《荷塘月色》这篇散文中，独自在清冷夜里漫步在清华园的
作者用月光衬托荷花，用水彩画一样的淡淡笔触深刻而传神
的描述了夜晚中荷塘的美景和那时的情绪。最广泛的读者也
都是从这篇文章中认识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
者评价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但他的散文仍能够贮
满一种诗意”。读完此文，教人不得不沉醉在这酝酿已久，
贮藏满溢的诗意，沉醉在当时先生所凝望的那池月光里。

我钟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三

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虽然味
道同，但都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朱
自清散文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的是
一杯淳淳的美酒。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春》。在文中，朱自清先生把春比
喻为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欣欣然张开了眼，遍地的野花仿
佛是天上的星星眨着眼。风，不再像冬天那样寒冷，像母亲
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万物。在温暖的春风中，孩子们高兴得
放着风筝。在春天，春雨是寻常的，它滋润着世间的万物。在
《春》这篇文章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年之计
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是呀，春
天代表着绿色，寓意着复苏，象征着希望。我们只有在春天
播下希望的种子，到秋天才会有累累硕果。他那栩栩如生、
独一无二的语句，像小河的流水般灌溉进我的心里，虽然现
在是冬天，但我似乎感觉到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眼前仿
佛呈现出一幅鸟语花香的春景图。

春天，是希望的种子、是生命的开始、是美丽的象征。我从
朱自清写的《春》中，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人们在
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从希望的春天开始，为我们的世界
多添一份光彩。

请大家就从现在做起，憧憬着我们的未来，一起来为明天而
努力吧!

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四

期末考试后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哦不，与其说它是一本书，
不如说它是一本故事集、一本散文集。它就是现代著名散文
家的作品集——《朱自清散文》。

在《朱自清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朱自清，
一个是静静享受四季风景的宁静文人，另一个则是时刻关心
祖国命运的民主战士。然而不论我们对朱自清的印象如何，
所有的感受都来自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



朱自清的文章，文笔清丽，却像鲁迅的作品那样深奥难懂，
内涵深刻，让我一时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多读几遍之后，
发现其实是我思考的不够多，只有认真地，怀着探究的心去
读，才能真正体会朱自清想要表达的东西。

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让人们从平实的文字中感受到什么
叫“父爱如山”；在《匆匆》中，又可以让人们从清丽的文
字中读到作者对时间流逝的叹息。从不同的文章中，我们可
以从不同方面去了解朱自清，比起那些浮夸绚丽的文字和语
句，朱自清的文笔更加生动传神，仿佛一幅幅画面呈现在眼
前。

读完这本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神奇，朱自清的文章
让我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涩”镌
刻在我的心中，仿佛享受了一桌精神盛宴，受益匪浅。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五

清茶是淡香的,咖啡是苦涩的,美酒是辛辣的,它们虽然味道同,
但都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享受,让人回味无穷.《朱自清散文
集》中的文章,有的似清茶,有的像咖啡,有的是一杯淳淳的`
美酒.

朱自清生于1898年,名字华,号秋实,后改名为自清.他是我国
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是“五四”新文学的开
拓者和创业者之一.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了许多创新的工作,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自清的散文不同于俞平伯的缜密,也不同于冰心的飘逸,更
不同于周伯人的隽永.他用自己“真挚清幽”的特性创造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背影》、《匆匆》、《荷塘月
色》、《春》这几篇散文,被誉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背影》这篇散文通过描写父亲送儿子远行的一幕,表现了父



子之间的真挚情感;《匆匆》讲述了时间流逝之快,并且时间
不能倒流.告诉我们：昨天是作废的支票,明天是未发行的债
务,只有今天才是黄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而《荷
塘月色》这篇散文中,作者用月光衬托荷花,描写了夜晚中荷
塘的美景.

我热爱春天,歌颂春天,但我更珍惜春天!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六

最近我买了一本《朱自清散文》，当我读到《白种人，上帝
的骄子》时，颇有感想。

这时发生在电车上的一幕，作者看到两个西洋人，他仔细的
看其中的一个孩子，不料却受到那个西洋孩子的袭击——眼
神的攻击，那眼神中也透露着轻蔑与鄙夷，让作者不禁感到
一丝凉意。

我觉得朱自清说的对，人人都应有赤子之心，因为这个世界
不属于某种人，也不属于某国人，更不属于某个人。我们都
有享受这个世界的权利，这也是文中世界之世界的含义。而
文中的“小西洋人”却片面的嵌入了国家与人种的定型中了，
他们自认为比别人优越，所以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人，
来践踏国人的尊严，这不光是中国人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
失，这也是对世界的侮辱，再回头想想也就是那时中国
人“低三下四”，才会出现“中华不振”的情况。也就是那
是中国的“弱小”才“育”出了那样的小西洋人。而我又
从“脸上布满了横秋的老气”看出，这样的优越感不仅能使
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禽兽，也能使天真的儿童变成老态横秋的
老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作者称那个孩子为小西洋人而并
非“孩子”，因为他不属于世界，只属于大洋彼岸一个渺小、
孤独的人。



读完这个小故事，让我更加看清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应是其中一份子。而在这时我想，胜者也不一
定为“王”，败者也不一定为“寇”吧。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七

春季来了，百花吐芽，百鸟齐鸣，春光明媚，春回大地，在
这美好的日子里，重读朱自清的《春》，感受非常深。春季，
就像“所有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季是
一年的开始，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是最富有活力
的季节，想在秋天里获得好收获，就要在春天里辛勤地耕耘，
播种。

作为一个在春季生的女生，我特别喜欢春。由于春有一种让
人向往的生机。在这大好春光里，你别忘了一件事：耕耘与
播种。

便是“炒冷饭”，都是学过的东西，再学没必要。我的看法
却不同。复习应该更认真，用平常上新课的那种精神去复习，
将小学6年学过的东西联系起来，系统地复习，要像一块干海
绵吸水一样，尽我们的力量去复习。就像苏东坡的《送章惇
秀才失解西归》中所说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一样，读一百回，复
习一百回，才能理解的更透彻。

同学们，有一位作家说过，世界上最好看的好的东西不在事
物本身，而是你握不住的一刹那。来吧，让大家一块抓紧这
大好春光，去耕耘，去播种！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八

朱自清可谓是众所周知，原籍绍兴人，从祖父一代起就长年
在外这官，之后则居扬州，朱家本姓余，他曾祖父由朱氏收



养，遂改姓朱。

朱自清写的散文，读了文后，觉得蕴含在其中的刘很高的。

从资料上来说，他的散文的核心突出突出了一个“真”字，
用真挚的感情，写真实的见闻和感受，记写真实的景物，发
表真实的议论。朱自清的散文，从题材来说是比较狭窄的，
可是是亲友的交往，家庭的琐事，即使后期那些议论的文字，
也很少发空论，但就是这样，中、因为时时追求真切的资料，
却能感动读者。正如当年大作家赵景深就的：不大谈哲理，
只是谈一点家常琐事，虽是像谈疏影似的可是几笔一却常能
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给读者看，就是因为这样，朱自清的
散文才取得感人的力量。

记人记事的散文，像《背景》、《冬天》、《给亡妇》、
《儿女》等，都是极平常的事件，却能从记写的真切，感情
真挚打动读者，《让我们明白关心爱护周围的人》写景状物
一类，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日色》、《春》、
《罗马》等，则能将描述的景物，真切的表达出来，都成为
蜍炙人口的名篇，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陶冶了情操，
对大自然的热爱注情油然而生。后期写的议论文，表现了他
爱国的情怀。特别是《论气节》一文，更是作者的坦诚自白，
晚年对待“美援和美国面粉”上，在拒绝宣言上签名，表现
了他的民族气节，使我们在从小就立志报效祖国。

从艺术表现来说，朱自清有两个最让我敬佩的方面：

第一，散文中包含了情歌。

散文不一样与纯文学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既没有曲折的情
节和完整的故事，也不注重形象的塑造。散文好写，但写好
却不容易。朱自清写景的文章经久不衰，我觉得就是写出其
中的情致。



情致，就是散文具有的带的各人风格的味道，读起有富于情
趣，与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感人力量。对事物有独特见解，叶
圣陶先生说过，每回重读佩弦兄的散文，我就回想起倾听他
的闲谈的乐趣，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不故作高深而情趣然。
我常常想，他这样的经验，他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也有过的
吗？在我中偿过一闪而逝，他却紧紧抓住了，他还能表达恰
如其分，或淡或浓，味道极正并且醇厚。这是一位老朋友从
感受方面说的，也许地就是对情致最好的注解。能够将一闪
而逝的东西抓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如《背影》抓住细
微六处体现父享受感动深，不论叙述、描述，还是议论，抒
情，都能恰到好处！多么水容易！情致，就是那种恰好的情
味，那种表现上的极致。“味道极正并且醇厚”叶先生用饮
酒品茶作了比喻，这就是读好散文的艺术享受吧。

第二，语言清香集永。

朱自清的散文，被同代作家交口称赞，有人用“秀丽”有人用
“清秀”但都离不开“清”字，在读他文章的同时，不知不
觉启示人们敢于与黑暗势力斗争。

朱自清的文章，告诉我们此刻开始，我们就要培养坚强的毅
力，用它战胜一切困难。朱自清虽只活了五十岁，但他在散
文领域留下的遗产值得我们学习。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九

让平凡拥有“美丽”这是朱自清先生写作的宗旨，他以独特
的思维角度写出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总是能令我眼前
一亮。

作为一位散文大家，朱自清以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
国现代散文增添了许多瑰丽的色彩，建立了中国现代散文全
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
很是让人佩服。



朱自清先生这一生中写过成百上千的文章，其中，我最喜欢
的一篇就属《背影》了。为什么喜欢这一篇？是的，我有我
自己的答案。或许这篇散文并没有像《荷塘月色》、《绿》、
《看花》等作品那样写的美到无法形容的地步，但很真实。

辞藻并不华丽，但仍然十分感人表达的就是父子之间的亲情。
这是生活中很平凡的一种感情，也往往因为平凡而容易被忽
视，《背影》其实从潜意识里告诉大家要珍惜这种感情。父
亲的爱是平凡的更是伟大的。

文章中的父亲提着橘蹒跚的背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
像一根触碰到我心灵的琴弦，一经拨动，便引起我无限的感
慨。从古至今，描写父爱的文章不计其数，但朱自清却能做
到纯朴但最能打动人心。作者就是用他那普通人的眼光去看
他那普通的父亲那普通得不能在普通的动作，一切都是普通
的的，但这恰恰能触碰到我们心中最敏感的部位，给我们带
来无限的感慨。

平凡的父母给了我们不平凡的爱。其实，朱自清先生就是这
样，用最平凡的眼光去发现美，再用最平凡的手法创造美。

朱自清散文匆匆读后感篇十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五四时期。
而朱自清的散文，又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者之一。他的散文
朴素中带着真情，文笔清丽，在平淡中又有真挚的情，就是
这一独特的文笔风格，使它成了我的“枕边书”，睡前便拿
起来看看。

朱自清有很多著名的散文，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荷塘月色》
《背影》和《航船上的文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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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写《荷塘月色》这篇散文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刚发生了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朱自清面对这一黑暗现实，悲愤，
不满溢上心头，但却又陷入现实无法理解的苦闷与彷徨之中。
他带着这份心情，深夜漫步于清华园内荷塘西北角，写下了
《荷塘月色》。文章虽是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绘，但真正写
的却是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荷塘月色》为
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文学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更是为我们留下
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前进的足记。而这就是平
淡中那份真挚的爱国情。

《背影》讲述的是朱自清正要离开南京到北京大学去，父亲
送他到浦口车站，照料他上车，并为他买橘子的故事。在朱
自清的脑海中，父亲替他去买橘子时在月台攀上爬下的背影
最为深刻。读完后我想想自己，每天清晨做好早饭的妈妈来
到我床前叫醒我的时候，我总是那么的无奈和抱怨，每天晚
上在灯下、在桌前陪伴在我身旁还是我那和蔼可亲的妈妈，
我却感觉不到什么，难道要等父母离去的时候，才明白他们
那份无私、伟大的爱吗？更让我也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自己
的情感，朴实无华的文字，深刻细腻地把父亲对子女的爱表
达出来，这就是平淡中的那份的真挚的亲情。

《航船中的文明》则表达的是作者朱自清对航船文明的向往。
但对后面航船“精神文明”的书写却让我体味到“男女分
坐”的“不文明”，前后强烈的对比，既讽刺了男女分坐的
陋习，也抨击了所谓的国粹。这就是对所谓国粹的愤懑之情。

朱自清笔下的世界，有的是平淡生活中萧瑟心酸的父爱，有
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情怀，但无一是单调的。他们是
平淡的，也是绚烂的；是灰暗的，也是明亮，这本书是我永
远的朋友，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