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朱自清的读后感(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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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自清的读后感篇一

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卷呀：“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
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福……”我不觉沉在这
诗情画意之中了.

今天,我欣赏了著名作家,散文家朱自清的代表作《绿》.整篇
文章描写细致,语言生动,层次分明,分别是按梅雨瀑和梅雨潭
的顺序写的.

文章第一句“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异于梅雨潭的绿
了”,开门见山地写出了梅雨潭的最大特点“绿”,又巧妙地
点题和点明中心,短小而精湛,可见作者的写作功底.第二段承
接第一段,写梅雨瀑的特点.其中第四句“一带白而发亮的水
便呈现于眼前了”.一句看似简单,但细细去想却是很形象很
生动的,一个“带”字就能让我们很快想到它的外观.”白而
发亮又告诉我们梅雨潭的样子,用词干脆、利落而又不失准确.
可见语言的锤炼是至关重要的,使我们对梅雨潭有了印象,整
句话流畅,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更没有凄凉收场的感觉,又为
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

下面的描写就更为细致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描写
生动,甚至连岩上的菱角溅的水花,作者都观察得细致入微.另
外这一段有三个词很准确：“镶”“透”“扯”,使文章更为
贴切更为准确、真实.此外本段还间接地描写梅雨亭,让我们
更加明确了梅雨潭和梅雨潭的方位,清新自然.



第三段是描写梅雨潭的绿的,把潭水比喻成了极大极大的荷叶,
少妇拖着的裙福,温润的碧玉,这写都形象生动地写出梅雨潭
那令人陶醉的绿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多美啊.

这一段运用了大量的反问句,拟人句和比喻句,加强文章的情
感,突出了作者对梅雨潭的喜爱之情,拿捏得恰到好处,富有情
趣.排比句用得更是巧妙,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他
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福…….此外,本段还用了对比
写法,如“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又太暗了”等等其实都是
围绕着梅雨潭的绿来写的,是从一个侧面反衬出了梅雨潭的绿
是无与伦比的.

看作者写的是那样的生动“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等
都让我们仿佛身临其镜一般.

最后一句,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
女儿绿,好吗?不仅总结了这一段,还把前面的联想拉回了现实,
用意独特,给我们以长久的遐想.

其实,作者整篇文章都是围绕一个绿来写的,通过巧妙运用修
辞手法,能够做到准确、贴切,这就需要我们有细致的观察,然
后对语言进行锤炼,才能写出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朱自清的读后感篇二

朱自清的《背影》，让我潸然泪下。和许多读者一样，印象
最深的是两个片段：一是胖胖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跳下
去又爬上来，给儿子买橘子；二是父亲的来信：“我身体平
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著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
不远矣。”写得平静自然，我们吟于心间，不能不为之感动，
为之心痛。那个时候，朱自清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
虽然处在兵荒马乱，条件艰苦，有不安全的隐患，但他完全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在父亲的眼里，他仍然是个孩子，
需要关照的孩子。他对儿子的那种关怀，总是那样无微不至。



这篇表达父爱的传世之作，令人百读不厌，每读一次，都有
不同的感受，都会令人热泪盈眶。泪光中就会想起自己的老
父亲。

《背影》中，父亲送别儿子时亲自照看行李、和脚夫讲价钱、
送儿子上车、选好坐位、嘱咐再三、托茶房照应等等，真是
无微不至！这和我们的父母何其相似。吃饭时，生怕我们吃
不饱、吃不好；天气变化，生怕我们热着、冻着；我们学习
成绩的脉搏，他们巴不得比班主任掌握得还清楚；我们一旦
犯错误，他们更是着急得说个不停或许他们的言行确实有过
不甚妥当的地方，但是可以这么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
基于爱。他们的关爱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被有些人认为的关
心过度和唠唠叨叨之中的。

在我的记忆中，陪伴父亲上下班的总是那辆修了又修的自行
车，为了那点微薄的工资，父亲总是穿梭在一条来回四五十
公里的路上，不管风吹日晒还是严寒酷暑，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周六，母亲总是在等待中度过，有时等
到我们吃过晚饭，等到星星挂在天上……母亲坐在灯下，一
边纳鞋底，一边听着。熟悉的脚步声近了，母亲赶快跑到门
口，掀起门帘，父亲满头大汗，车子前把和后座上都挂满了
东西。这时母亲就开始唠叨：不能早点，孩子们都睡了。每
每这时，父亲总是一边跟母亲搭话，一边一件一件卸下车子
上的东西，嘴里还念叨着：这是发的大米、这是油、这是给
孩子们买的吃的等等之类的。

父亲实在太辛苦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抱怨过。如今
我们姊妹几个都长大了，父亲也退休了，弟弟妹妹们一个一
个都出息了，按理说父亲应该歇息了，可是他仍然闲不住，
家里的几亩地让别人承包，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农民
不能丢了土地。腰弯了，背驮了，头发也渐渐花白了，这就
是我的老父亲。辛苦一辈子！朴素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心一



辈子！

朱自清的读后感篇三

《春》，这篇文章是出自朱自清的散文。

学了《春》之后让我对春又增加了一种说不出的喜爱文章一
开始就用一组排比句把春天来到大地，带来的蓬勃生机和无
限活力展现无余。而结尾，又用三句连续的比喻句分别写出
了春天崭新、美丽和充满活力这三个特点，完美地结束了全
文。让人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使人又不禁捧起书再读几
遍。

《春》运用了很多的写作手法，有比喻、拟人、排比，又用
了很多的优美词语，并且用到恰处，有一种锦上添花的美感。
把这两者都结合起来，那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十分吸引人的，
但如果像朱自清一样，把这两者发挥到极点，那么，就不只
是吸引人了，而是给人一种无限享受，不由自主地爱上这篇
文章。

就像《春》，这篇文章的题材可以说是很普通，就是我们经
常在写的春天，可是，他就写得比别人更胜一筹，原因是什
么呢？就是因为那两大点。《春》让我得到了享受，还使我
明白了一个写作之路上的闪光点，那就是要在平时多注意积
累一些优美的好词佳句，有时候也要多去外面观察观察事物，
积累一些写作素材。

《春》里面有许多句子是脱口而出的语言，既如口语，读起
来很顺口，朴素中透着活力。就如同陈孝全和刘泰隆所说的
一样：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使描写对象飞腾而起，于奇思妙
想中，创造了气象万千风格个别的画面，把读者引入如诗似
画的境界，获得无穷的美的享受。我爱《春》，更爱春！



朱自清的读后感篇四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这些都是珍惜时间的名言。虽然说，这些名言时时
在激励我们珍惜时间，但是，时间的'快捷还是出乎我们的意
料。正如《匆匆》中讲到的“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盘里过
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
双眼前过去。”总之，我们无法使时间停步，也无法使时间
多出一秒钟。

虽然我们无法使时间多停留一秒钟，但是我们可以让时间在
不知不觉中过得“慢”一些。如：十天的作业，一天做完了，
而且质量很高，你就会觉得时间比平常慢，可以做更多的事
情，这样，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时间。

我的成长历程也是如此，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从一个牙
牙学语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即将步入中学的少年，六年时光，
转瞬即逝，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很紧迫的，要想不浪费时间，我们就得
多做好事，多做有用的事，把握我们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
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勤学好问，做个不抛弃时间、不浪费
时间的人，这样我们才不会白白走这一遭了。

朱自清的读后感篇五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
感想，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你想知
道读后感怎么写吗？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朱自清散文精
选》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暑假中，我读了《朱自清散文精选》，透过这本书，我看
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窗。我沉醉于其中，朱自清用他唯美的
笔调描绘出了一个完美的意境，不论是美景还是一切生灵，



在他笔下，都显得格外生动。

我异常喜欢的一篇文章就是《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
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
候。可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
返呢？”这就是《匆匆》中所提到的，朱自清用比较的方式
来突出了岁月流逝之快，不错，世间万物虽有毁灭的一天，
但总会有重生的时候，而我们人，在这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生命不能重来，岁月又何尝能够倒流呢？上天赐给每个人的
时间都是有限的，但在指尖流过的岁月，谁又会在意呢？所
以，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就会加倍地珍惜仅剩的时
间，因为，他明白，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时间就
是生命”，这是一句真理名言，在朱自清的笔下，就更衬托
出了它的价值。

朱自清的文字不仅仅包含深刻的道理，并且还十分优美，他
对景物的描述可谓是淋漓尽致，仿佛能够活生生地展此刻你
的眼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