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自序读后感(通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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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自序读后感篇一

现在，读《春》，不知道为什么，一句话反复出现在心里：
这是希望的春，这是我们的春，这是我们的希望的春。它不
再隐藏在那形形色色的美景深处，从草尖、花蕊、柔风、雨
丝中，浮现出来，以深呼吸的状态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朱自
清的《春》，应该是人的春，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美好的希
望播种和耕耘的春。处处美景，只是做着人的陪衬，变成希
望萌发的催化剂。

开篇的那句呐喊，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这种盼望是什么？
是身上多些淡淡暖意，抑或是色彩斑斓的视觉享受？如果关
注一下“脚步“，会发现它和文章最后一段的关联。”领着
我们上前去“，春走前面，我们紧随其后，激情满怀地走，
力度十足，奔向的一定是充满快乐的地方，那就是希望的招
引。春天来了，因为希望来了。

春草之所以美，是因为我们无拘无束的放松姿态。漫长冬日
的拘谨，一下子找到了最佳释放方式，那种快乐是尽情的。
但这里极有分寸，“两“”几“在提醒我们，放松而没有放
纵。再照应第七段的内容，便发现草地上欢快的我们，是为
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更重要还是”各做各
的一份事去“。那份内的事，才是希望。

春花的美，艳丽而芬芳，令人陶醉。当然我们不能忽略那



个“闭了眼“。多么富有神韵的词啊，色彩之艳留成余韵，
清香之意犹在鼻端，让思绪玩一回浪漫：那硕果累累的希望，
登场了。”已经“，谁说希望还很渺茫？”满是“，谁说希
望不令人神往？我固执地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神来之笔，
朱自清的花才脱了俗气，呈现出与他人笔下的花不一样的风
姿。

春风里，读读“新翻“的气息，这样的泥土上，走着多少辛
勤的脚印。有多少脚印，就会有多少希望。春雨中，读读”
默默工作“的身影，每一缕雨丝，都浸透了为希望劳作的努
力。这两处，从播种的清香风，到耕耘的淡淡雨，紧扣着我
们的希望历程，走出愈来愈浓的春意。

春天的人——我们，在3——6段的写景中，都不缺少精彩的
身影。但作者感觉太淡，还不够强烈，于是，第七段便出现
了最响亮的文字。如果仔细品读，你会发现这段的语言风格
和上文有很大差异，氛围活跃了，节奏加快了，发音响亮的
词语也多了。文字中，洋溢着高亢的精神、激情的生命。当
读出“有的是希望“时，你有什么感觉？我那时，感觉到每
一根神经，都激烈地振动着，每一个细胞都像浸透水的黄豆
种子，萌发！

再看高潮处：刚落地的娃娃，瞧瞧他幼嫩的脸颊和纯清的眼
睛，是我们的希望在长着。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看看她欢乐
的笑容和轻盈的舞姿，我们的希望多么美好。健壮的青年啊，
挥动着强劲有力的腿脚，是召唤着我们向光明的希望前进。
这样的层次，需要柔柔地读，欢快地走，高昂地读，从呢喃
读到呐喊，由微笑读到严肃，把春天带来的希望，一颗颗，
植入我们日渐旺盛的生命里。

或许有朋友会说：你举出的大多是一段中的某一点词，并不
能代表作者倾注感情在写“希望”。我以为，我们可以把这
些点串起来，首先会发现他们组成了全文基本的线索，贯穿
全文的重要“春之特征”。其次，画龙点睛的地方，会辐射



出很多内容，但如果那些内容缺少了整个点，便会显得浅薄
而单一。我们试着去掉这些词，再去看“春”，除
了“美”“朝气”外，很难读到更深的内容。仅仅凭借“美
和朝气“，春的意味要打折扣的。所以，把“希望”的感受，
从《春》里挖掘并突出出来，会让文章多了深度，也多了平
静中的激情。

如果只让我说《春》写出了美丽，那我更愿意去品味一幅幅
精美的画片。如果只让我说《春》是一篇结构精致的文章，
那我更愿意欣赏一座座凝聚严谨的雕像。名篇，带给我们的，
更重要的是内里的神，能够唤醒并打动我们心灵的力量。
《春》，在华丽语言精巧结构的背后，就储存了这样的魅力。
一首希望的赞歌，一首属于我们的赞歌，才有理由让我们去
喜欢她，在春风里放声吟诵。

自序读后感篇二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可以使人精神焕发，春天是一个万
物复苏的季节，春天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春天是个生机
勃勃的季节。

当春天到来时，所有的挫败和失落都被春天吹走了，迎面向
我们走来的是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以前的一切都已成为历
史。春天就像一条巨龙，新的起点在龙头，只有龙头的带动，
龙身和龙尾，才能绚丽的飘动起来。

在春天文章长廊中，朱自清那栩栩如生、独一无二珠的语句，
像小河的流水般灌进我的心灵，虽然现在是炎热的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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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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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正在接受的阳光无



情烧灼着我，是多么希望能穿越时光里，到达这么美，还充
满诗意的美的春天去啊!

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
清脆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
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鸟儿与牧童的合奏的
交响曲，就像在奇妙的童话世界似的。

春天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
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
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
做各的一份事去。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部，他充满力量，
他充满活力，他领着我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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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齐努力，憧憬着
我们的未来，一起来为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吧!

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春天和未来，我们只有好好学习，茁壮
成长，才有祖国的繁华和收获。我们要珍惜美好的时光，不
能愧对“祖国的春天”的称号，要让花开更好更香，更让草
长更绿更广，为真正实现朱自清梦中的春天，添上沉重的一
笔。



自序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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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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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读后感篇五

春天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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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很深。春天，
就像“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是一
年的开始，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最富有活力的
季节，想在秋季里获得好收成，就要在春季里辛勤地耕耘，
播种。

作为一个在春天出生的女孩，我特别喜欢春。因为春有一种
令人向往的生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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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学没有必要。我的观
点却不同。复习应该更认真，用平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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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自己的力量去复习。就像苏东坡的《送
章敦秀才失解西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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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在事物本
身，而是你握不住的一刹那。来吧，让我们一起抓紧这大好
春光，去耕耘，去播种！

自序读后感篇六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绿》，那是我上初中时，从语文课本上
读到的，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读过先生的文章，
心中所憾的是无法走进先生的精神世界。

有一天，在书店里，我找到了一本先生的作品精选，那飘着
淡淡墨香的文字，让我陶醉，让我爱不释手了。



重温《绿》的梦境，梅雨潭的瀑布突然间就活了——“走到
山边，便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我反复地咏读，先生在
这句话里连续用了“花花花花”四个同音字，而为何不
用“花花花”三个字呢？“花花花花”四个字，让这动听的
流水声，连绵不绝，仿佛是在音乐大师的指尖轻轻跳动的琴
键，带给我们欢快愉悦的听觉享受，赋予了一切生命之
源——水无限的生命力！而“花花花”三个字读起来就感觉
有些缺少水的乐感和生气了。

喜欢先生那精彩，流畅的文笔，读先生的文章，也让我们看
到了先生那颗炽热而透明的心，这是一种影响我们后辈如何
做人，如何作文的精神财富！

重温《绿》的记忆，她纯净而空灵，眼前的一切亲切而美
丽……

此情、此景、此地，那样地熟悉。

自序读后感篇七

有一天，一如往常打开微信，好朋友发来信息说给你选了一
份礼物，追问之下得知是《无尽绿》，光是听名字我就知道
我会喜欢。绿色，是我一直钟爱的颜色，没有之一。

“这是一本以植物为主角的江南风物散文集”植物、江南、
散文，这三个关键词又正中下怀。可字里行间博物考证的痕
迹，起初让我有点读不下去，觉得干涩，又因为缺乏江南水
乡的代入感，差点想搁置一边。好在有图片，它们吸引了我。
读到第二篇开始，就渐入佳境，当我读完整本书的那一刻，
庆幸，当时没有把它搁置。在第二十九页下图中发现了鼠曲
草，一看模样，明明就是四川农村叫的清明菜嘛，我揣着疑
问读到文字中果然有一处写到：“鼠曲。温州等地称为‘棉
（绵）菜’‘清明菜’，后一个名字足见其作为清明之草的
地位。”心里高兴得一惊，拍案自言自语：“我就说嘛，长



得那么像。”儿时清明时节回农村外婆家，总会吃到清明馍
馍，就是用清明菜和面粉鸡蛋混合烙制的小饼。吃过好几次，
记忆尤甚。在这里突然看到，重建了这种植物与我曾有的关
联。便是我对此书越发有兴趣的原因。最近在了解艾灸，正
好对艾草、艾叶、菖蒲读来又颇有兴致。就这样耐着性子，
一页一页往下翻看。

果然，勾起了儿时农村的一幕幕场景。蛇莓就是我在田间地
头常见的蛇泡，尽管满地，我们都没有去采摘的念头，或许
就是被告知，它有毒。小学时某个暑假去大姨家小住，堂屋
里搭了两层高架子，架子上圆圆的簸箕里满是悉悉索索蠕动
的蚕宝，我和表姐就住在旁边的小屋里，总是听得见它们进
食的声音，我倒是并不害怕，白天还去采桑叶偷吃桑葚呢。
端午时节的栀子花、黄角兰、串成圆环的茉莉花，都是我曾
经喜欢的植物，连穿串的方式都一样，它们专属南方。来北
京十年，没有一次在街头见过它们的身影。很是想念。那冰
玉一般的木莲豆腐像极了小时候常吃的“冰粉”，我表示怀
疑，它俩是同一个东西，因为书中写到“薜荔果，别名冰粉子
（四川，贵州）”为了探个究竟，上网各处查找，发现冰粉
的主原料是假酸浆和凝固剂，而非薜荔果，才作罢。心里起
了个念想，以后有机会去江南一定要尝个究竟。

从春到秋，书末的“桂花晴雨录”又让我回到外婆家。数十
株桂花树排列在乡村小道的两旁，从外婆的午后直接连接到
公路上，去年秋天回家正好赶上了，外婆说：“今年桂花开
得晚，你们来得刚刚好。”坐在院坝里，眼见树上的花一朵
一朵随风掉下来，满地。香，醉。午饭后，舅母拿来长竹竿，
想要一点新鲜花瓣做桂花蜜，和妈妈一起在树下用布毯接梢
上掉下的花，花瓣落满头。我牵起红裙子的纱。回家和姐姐
一起做了几罐桂花蜜。外婆听我说起城里菜市上好多人折桂
花枝卖钱，她便说：“什么时候我也去，你看着一树一树的
花多可惜了。”

要说我最读不下去的是《山竺香市》，从来对寺庙都无感，



考证式的文字更是味同爵蜡，索性随手翻翻便进入到下一篇，
便是“桂花晴雨录”，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整本书读下来，喜欢的是书名，图片和记录的江南风物内容。
不喜欢有一些博物考证的引文，显得生硬，颇有掉书袋风范。
当然作者是秉承科学的态度，无可厚非，字里行间我常有一
种猜测，她是有中文系的背景吗？或是她在北大学习过吗？
无端的联想，但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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