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通用10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感悟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
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一

野菜，顾名思义是大自然赐予的食物，生长在野外，有着独
特的吃味。

记得小时候，伯伯经常带我去后山挖野菜，想起小时看到野
菜，忍不住大叫一声来诠释心中的惊喜之感。每当我看见时，
就会兴致勃勃地向伯伯说：“看，我找到了好多野菜嘞！”
伯伯这时就会笑咪咪的说一句：“小孩子眼睛真尖，伯伯都
没你厉害。”当时还小，就觉得好玩，每次伯伯带我去挖野
菜，便是我儿时最快乐的时刻。

《故乡的野菜》这是一则短篇散文，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
不禁回想起小时候伯伯带我去后山挖野菜的那一幕。这篇散
文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对故乡无比怀念之情，用野菜来抒发对
故乡的爱，用真挚的语言打动的人心，由此让我也回想起小
时候挖野菜的快乐和惊喜！

第一次挖野菜，是伯伯带我去的。春天，生机勃勃，万物生
长。

伯伯说：“春天到了，后山的野菜正肥嫩，伯伯带你去挖野
菜吧！”好奇是每个孩子的天性，而我不论对什么都感到好
奇，所以跟着伯伯来到了山上挖野菜。

早晨的后山，有着独特的魅力，眼前一片亮绿，水滴还趴在
绿色的垫子上休息，有的水滴，因为太沉，从垫子上落了下



来，滚到了柔软的草地上，又继续趴着。伯伯这时就过来问：
“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呢？快和我一起去那边看看有什么野
菜吧。” 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里，来到了另一边的地，看
见许多的野菜，便向伯伯一样一样指着问这是什么？伯伯总
是会很耐心的说着每一种菜的样子和特点以及做法。

听的最多的便是荠菜，荠菜一般用来凉拌，但我最爱吃的是
伯伯做的荠菜羹。味道极其鲜美，一边是鸡蛋，一边是荠菜，
一边嫩黄，一边嫩绿，绝不混淆，吃时搅拌在一起，吃上一
碗，脸上多了几分笑容。

想想儿时，那是真的有趣！野菜和园种的蔬菜相比，他所多
的是一种大自然的清香，而这种清香，却填充了我整个记忆
和味蕾。

时间总是太快，一转眼伯伯就老了，没有当年的活跃多了几
份疲惫。因为工作的压力伯伯身体不太好。因此，有很多年
没有去过后山挖野菜，也很久没有尝过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但是记忆中的清香味道，仍存在我的味蕾中，挥之不去。如
果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想我会带她挖野菜，走进自然，
走进自己。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二

鲁迅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读了
《故乡》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鲁迅与闰土深深的友情。虽然认
识的时间并不长，但友谊已经十分的深厚了!闰土会捕鸟、看
瓜!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鲁迅往常的朋友
所不知道的。他们都和鲁迅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
的天空。在和闰土的交往中，鲁迅学到了不少新鲜的知识，
得到了不少的乐趣，所以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
了，闰土必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
后来再也没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
好好珍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的。



可过去不懂事的我，却不懂好好珍惜时间，常常浪费时间。
有一次，晚上有一个十分好看的电视，我想：机不可失。就
看了起来，从7点钟看到9点，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只
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那晚拖到好晚才睡觉。第二天早上
要奶奶叫了好久才能起床，结果那天上学迟到了。从此，我
一直把作业最早做完，然后再做其他应该做的事。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
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
应该不陌生吧。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珍惜眼前幸福的
生活。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三

鲁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
写的《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土会
捕鸟、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土必
须回家。一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也没
有见面。我明白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惜时
间，快乐才是永远的。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
间。有时，晚上有一个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
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只好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
效率很差。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得珍惜时间。“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谚语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也告诉我们应当珍惜时间。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
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瞧，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名言。让我们把它作为座右铭吧!

读了《故乡》，我有感而发。《故乡》的开头就使我感到十
分妙。“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
故乡去。”这句话好像牵连着我的大脑，让我迫不及待的想
继续往下看。



看到讲述闰土的地方时，心里得意洋洋，可能是由于自己在
语文书上学过的缘故。

在这篇文章里，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作者鲁迅了。他不因为
在外地闯荡好了，得到了金钱和地位就弃家离去，嘲笑农民。
也不像别的大阔佬一样看不起社会底层人物;更不像别的大阔
佬一样看别人叫自己老爷就得意洋洋。他心怀宽广，待人谦
虚、热情。因此，我喜欢鲁迅，赞赏鲁迅。

我有点看不起杨二嫂。她属于喜欢嘲笑别人，而且赚了点小
便宜就得意洋洋的人。，说话、为人一点也不谦虚、诚恳，
贪图小利。因此，我看不起她，还十分讨厌她。

看到鲁迅写的《故乡》，我真想回故乡看看呢!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四

《故乡》这篇小说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人物的描写。

闰土当之无愧是重点人物。20年的转变，使得他从一个勇敢
机智、见多识广的小男孩成为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下人。
到底是什么使他的改变如此之大呢?是贫穷?还是……这是我
们所不能得知的。但是从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知道，在
鲁迅的心里，闰土一直是一个勇猛聪明活泼的人，要不然不
会一提到闰土就会想起他在刺猹的场面。可是，当闰土与鲁
迅说话的时候，第一个词竟然是“老爷”。我相信当时鲁迅
的内心震动肯定是很大的，他也许料想过千百种交谈方式，
但是肯定惟独没有料到这种。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说，闰
土是应该叫鲁迅老爷，但是，从20年前的迅哥儿到20年后的
老爷，跨度是不是太大了一点?闰土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岁
月在他的脸上，手上，都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但是，容貌的
改变并不是他最大的改变，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心理上的改变。
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把鲁迅当成迅哥儿的，但是当时的社会
不允许;也许，他的心里还是想和鲁迅一起玩耍，但是他知道，



他和鲁迅之间还有主仆关系。一声“老爷”又包含了闰土多
少的感情?是懦弱?是卑怯?还是因为久久不见不熟识的陌生?
这，也许只有闰土知道了。

另一个人物杨二嫂，不知看过《故乡》的朋友们注意过没有，
虽然杨二嫂是一个配角，但是她也是其中一个改变很大的人
物。20年前，她曾经有豆腐西施的美名，可是在20年后，她
的样子简直让鲁迅认不出来了。对于她的样子，鲁迅只找到
了一个形容词——“圆规”。如果单纯是外貌上的改变也就
算了，杨二嫂成为现在这副“丑模样”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在
渐渐地改变。她去鲁迅家的时候，居然提出了要一些旧家具
的要求，被他拒绝后大放厥词，说什么“越富越一毫不肯放
松，一毫不肯放松便越有钱”。如此尖锐的语句，简直不像
是一个“西施”所能说出的话，倒像是一个混着菜味和尖酸
刻薄话的中年妇女。不仅如此，杨二嫂离开的时候，还拿了
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如此种种，此人的改变也是巨大的。

《故乡》中，鲁迅不仅点到了家乡的改变给人一种惆怅的感
觉，更用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一个
词——改变。不论是家乡的改变还是人物的改变，鲁迅的文
章总是给人一种微言大义的感觉，特别是最后一句：世上本
是无路，人走的多了，就有了路。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五

“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色的满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子。
有无尽的绿色西瓜。与此同时，有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手
里拿着一枚银戒指和一把钢叉。他想尽办法去刺一匹马，但
猴子扭动身体，从他的胯下跑开了……”

这小子是飞跃土。《故乡》认识鲁迅。当时这个健康可爱的
紫圆脸银领男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告诉了作者，也
告诉了我们他奇怪的知识：角鸡、跳鱼、贝壳、肉……他和
作者愉快地交谈，天真地笑着，一起肆无忌惮地玩耍。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闰土已经不是以前的闰土了。岁月在他
的脸上和手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他健康的圆脸，以前是紫
色的，现在是灰黄色的；红红圆圆的手现在又粗又笨又裂，
看起来像松树皮。最重要的是，看到鲁迅之后，第一声呐喊
就出来了，原来是“大师”！

他们曾经是兄弟，现在有了截然不同的主仆，就因为“当时
还是孩子，不懂事”？二十年的改变，让他从一个勇敢足智
多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庸俗卑躬屈膝的仆人。是什么让他
变化这么大？是贫穷吗？还是所谓的“长大了”？或者.

应该是当时的社会。正是当时的种种压力，让一个天真、自
由、快乐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眼神呆滞、目光怔怔的农民。跃
土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庸俗，麻木。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六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封
的大院.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
却寸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
快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年
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可以
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能看到那
“四角的天空”.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
是真正的金子!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
有那么漫长而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
还是大同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也
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存状
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学习好,
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忽略的.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道许多新鲜事,我
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故乡》的读后感鲁



迅,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写的
《故乡》,讲述了他与闰土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闰土会捕鸟、
看瓜,鲁迅在那段时间很快乐,可正月过了,闰土必须回家.一
开始,他们还相互送了几次礼物,但后来再也没有见面.我明白
了：快乐的时光是短暂的,只有好好珍惜时间,快乐才是永远
的.可小时候大多不太懂事,常常浪费时间.有时,晚上有一个
十分好看的电视,就看了起来,看完了才想到作业没做完,只好
匆匆忙忙做起了作业,马虎潦草,效率很差.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懂得珍惜时间.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七

《故乡》反映情的是农民的生活，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农村破
败的图景。读罢，小说中闰土形象仍在脑中挥之不去，令人
回味无穷。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
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
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
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便是闰土——少
年闰土。

少年时代的闰土是一个纯真可爱而且聪明能干，心中还有无
穷无尽的稀奇事的小孩。但当第二次见到闰土已是十年后。
虽然鲁迅先生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他这记忆上的闰
土了。闰土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
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
肿得通红，这谁都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
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
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
是鲁迅先生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
像是松树皮了。十年里，闰土变了好多，确切说是变老了，
可见这十年里吃了不少苦。

在见到闰土时，鲁迅先生儿时的记忆突然苏醒，一幕幕浮现
在眼前，鲁迅先生真想和他亲热地叙叙旧，但是却像有什么



挡着似的。终于，闰土的态度恭敬起来了，“老爷!”他吐出
这两个字，不禁令人一阵心寒，两人间其实早已隔了一层可
悲的“厚障壁”了，这是“上等人”与“下等人”永远无法
逾越的鸿沟!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那万恶的封建等级观
念!它像挡不住的洪水猛兽，无情地侵蚀劳动人民的思想观念，
残酷地迫害着他们的生活与人格，让多少像闰土这样有血有
肉的人变成了卑躬屈膝的“木偶人”!“希望本是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在文末提出的，他真
切希望人们过“新的生活，找到一条新路。”这句话也为一
代又一代的人所铭记，激励着人们不断探寻“新路”。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八

故乡是唯美的，它带着一种无法改变的亲切感；城市是现实
的，它有着不同于故乡的陌生。

《故乡，或者城市》以“城市”作为这一本的主题，繁华或
者古朴，快节奏或者悠闲，冷漠疏离或者热情豪迈……每一
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它无法复刻，而每一个人都
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它让人感觉到漂泊或者安定，它是故乡
或者寄居地，它让人充满期待或者疲惫满身……三类各具特
色的城市风景轨迹，三种不同的生活常态，在作者郭敬明的
笔下向我们展示了它们各具特色的景象。

我的故乡，有着江南水乡的柔美，又着东方人的豪爽和豪迈。
依山傍水，山清水秀。

在他人眼里，我的故乡，是一座孤独陌生的城。没了故乡给
人的温暖，没了那熟悉的景色，凉凉的，冰冷的一座城。

《你从没来过这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章节。他向我们介
绍了上海这个巨大的商城。这里面说到上海是一个明媚又悲
伤的城市，在那里人们眼中只有商业的竞争，每个人都在忙



于自己的生活，谁也不干涉谁。

流逝的日子像一片片凋零的'枯叶与花瓣，渐去渐远的是青春
的纯情与浪漫。不记得曾有多少雨飘在胸前风响在耳畔，只
知道沧桑早已漫进了我的心爬上了我的脸。当一个人与追求
同行，便坎坷是伴，磨难也是伴。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九

这是一本能引起他人深思的书，当您跟着每一个字的脉络进
行下去，您会被这里面的故感动到落泪！这是一本值得我们
认真的去阅读的书。

男孩比利一直有一个愿望，他想要两只浣熊犬，这是一个不
实际的愿望，因为他家太穷了，浣熊犬却非常的昂贵。

比利没有放弃，他决定自己攒钱买下两只浣熊犬。他攒了很
久，也没有攒到需要的钱数。但是，幸运最终降临在了他的
身上，他发现了一张纸，内容让他兴奋：纯种红骨浣熊小猎
犬，每只二十五美元。通过整整两年的努力，比利最终买下
了两只浣熊犬。

比利很喜欢它们，给公的浣熊小猎犬取名为：丹，为母的浣
熊猎小犬取名为：安。比利要将老丹和小安训练成很棒的猎
犬，并且每天带它们去捕捉浣熊。不久，他们就成为了猎犬
中的佼佼者。最令比利自豪的事情就莫过于老丹和小安去参
加捉浣熊比赛，获得了金奖杯。其中，小安还获得了选美冠
军。

回到了家，比利又带他们去打猎，却不幸的遭遇了公狮的袭
击，比利的生命危在旦夕，勇敢的老丹用生命守护了小主人。
而小安接受不了老丹的离去，整天不吃不喝。骨瘦如柴，不
久，它也从比利的身边离开了。



比利伤心得将小安埋在了老丹的旁边。

在比利要进城的那一天，他去向丹和安道别，他惊讶的发现，
在它们的坟墓上竟然长出了一株美丽的红色羊齿草！像彩虹
一样夹在两座坟墓之间，那是神圣之地，只有天使才能播下
羊齿草的种子。当天在为它们播撒羊齿草的种子时，老丹和
小安就已经得到了永生！

羊齿草就是生命的代表，只有拥有真正的生命的人才可以得
到羊齿草。小安和老丹就拥有真正的生命，他们的一生都在
履行着自己的责任，为主人付出它们的一切。拥有的，交给
主人，没有的，打拼到手，交给主人。忠心耿耿的跟随着自
己的主人，不离不弃，就算生命危在旦夕，但是为了主人，
值！真正的生命，不仅仅是只有狗，我们也一样。我们要为
自己一生的任务去打拼，去努力，去认认真真的完成。当我
们完成任务后，会不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呢？当然，是跟自
己爱的人在一起。

读鲁迅的故乡的感悟篇十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们是忠诚、勇敢的化身。这个假
期，我读了一本与狗狗有关的故事书——美国作家威尔
逊·罗尔斯写的《红色羊齿草的故乡》，猎犬老丹和小安的
故事至今让我感动。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的主人公是小男孩比利，他生活在奥
沙克山区。比利从小想要一对浣熊猎犬，但这个梦想对家境
贫困的他而言有点遥不可及。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比利辛苦
地去赚钱。两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买下了两只小猎
犬——老丹和小安。比利和自己心爱的猎犬形影不离、感情
深厚，把它们都训练成了优秀的猎手，而且还获得了比赛的
金奖杯。然而，在一次狩猎中，比利遭遇恶狮，生命危在旦
夕。为了保护小主人，老丹和小安勇敢地与狮子搏斗，并打
败了狮子。不幸的是，老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深情



的小安则在老丹的坟墓上绝食离去。

读完这本书，主人公比利和猎犬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猎犬对
主人的忠诚，让我深受感动。原来，人和动物之间也是可以
建立深厚感情的，也是可以相互帮助、和睦相处的。这个故
事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家的狗狗吉吉，遇到困难时，它也可以
勇敢地保护我。

吉吉是一只柯基犬，两岁多了，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我非
常非常地爱它，还把它认作了自己的妹妹。我们之间有许多
故事，其中一件让我印象最深刻。

在去年10月的一天，我带吉吉去解便，小区的另一只狗狗也
在附近解便。那只狗，是小区最爱咬人的狗，上次外公就曾
被它咬伤。突然，那只狗向我跑来，张开大口，我一时惊慌
失措不知怎么办。就在这时，平时胆小如鼠的吉吉冲到我前
面，跟那只狗狗决斗起来。只见吉吉一下跳到那只狗狗的侧
面，用头一顶，那只狗狗就被撞到了墙上，一直“嗷嗷”叫。
从那以后，那只狗狗见到吉吉，就只能绕弯走了。

很早以前，爸爸就给我讲过，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不仅勇
敢，而且对主人非常忠诚。读完这本书，我终于明白了“忠
诚”的深刻含义，老丹和小安是比利的忠诚卫士和朋友，就
像吉吉和我一样。今后，我会更加关爱吉吉，做彼此忠诚的
朋友，相互帮助，不离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