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石潭记读后感(优秀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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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潭记读后感篇一

《小石潭记》的作者是柳宗元。他是我国中唐时代有名的散
文家和诗人，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二十一
岁中进士，先后任监察御史里行（为见习官）、礼部员外郎、
邵州刺史、柳州刺史等职。他和同时代的韩愈、及宋代的欧
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被后人合
称为“唐宋八大家”，都是写散文的能手。

这篇《小石潭记》，是一篇优秀的散文，是他所作“永州八
记”中的一篇。永州，即今湖南零陵县，地处湖南的边境，
和广东相近，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荒僻的地方。

他到永州，是因与王叔文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集团的株
连关系，被贬谪到永州的，时达十年之久，当了个无足轻重
的佐贰官——司马之职。他到了永州，一方面由于在政治上
是一个获罪被谪的人，要防止政敌们的侦察和陷害；一方面
又受这一带的从未开发的自然景物的招引，就寄情山水，漫
游境内，到处搜奇觅胜，写了不少的记游之作，先后经他发
现和整理的胜景有很多篇章，这篇就是其中的一篇。

本篇主要描写的是一个被名为“小石潭”的小潭。在小潭周
围的奇异清丽，具有充满生机的景色，使他有种追求旷达静
默的心境。他写的“永州八记”乃是一组有连续性的描写山
水的散文，因而开头一句就是联系上一篇从《钴钅母潭西小
丘记》写起的。作者在这里首先点明了小石潭的方位（在小



丘的西边）和距离（离小丘约120步）以及环境的秀丽，当他
听到叮当如佩环交响的鸣声之后，被眼前的景物所吸引，等
到俯见小潭时，又为那清凉的潭水而感到惊奇：小石潭虽然
小，但它幽深清悄，水清见底，惹人喜爱极了。

作者在写了小石潭的水之后，又写了构成这水潭的基椽—石。
石是这个潭的一个特色，也是它得名的由来。正是由于这石，
才使潭水清澈可爱。他通过挖掘潭中石之美，展露了个人的
才德，手法微妙。潭中还有游鱼，约有百来条，看去好像是
在空中游动，有时呆定不动，有时忽游远处，游态奇妙，似
与游人在逗乐。游人，若远望潭水的来源，却只见从西南方
曲折流来，时隐时现，也不知发源在何处。作者把这近景与
远景交相配合，更增加了景色迷人的幽静胜境。

小石潭记读后感篇二

青色的藤蔓相互缠绕，小石潭的流水“叮咚”作响，偶有风
吹过竹林，发出“沙沙沙”轻快的旋律，柳宗元便是在这样
的美景中渐行，渐远。画面定格在这一瞬间，如果我是画家，
我会用黑白诠释这幅景色。不需要鲜艳的色彩，不需要细致
的表情刻画，只一片黑白，一个背影，足以触动人心。

他的背影，是落寞的，亦是感性的。

于情于景，到处透露着凄清，本能使他选择了逃避。

也许悲伤是会长久潜伏于心的，但快乐一样也能够，豁然面
对吧！如诗中所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
舟。”

小石潭记读后感篇三

这篇文章记叙了作者游玩的整个过程，以优美的语言描写
了“小石潭”的景色，含蓄地抒发了作者被贬后无法排遣的



忧伤凄苦的感情。

构思新巧，结构严谨。作者以游踪为序，采用移步换景、依
序写景的手法描写了作者游小石潭的过程。

作者把自己的心情和小石潭的环境结合起来，寓情于景，情
景交融。在对景物描绘中结合着作者自身的遭际，渗透着作
者自身的感受和情怀。

文章描写了一个如同仙境般的世界。作者隔着竹林便听到了
水声，于是便砍掉了竹子，看见竹子背后有一池小谭。池水
十分清澈，里面的'百来条鱼好像都在空中游动，似与游者相
乐。周围的竹树也迎风摇摆着。

向潭水的西南方向望去，发现它的源头曲曲折折、时隐时现，
不知发源于何处。坐在小石潭旁，因为这个地方竹树闭塞了
这里的眼界，这个地方过于凄凉深幽，到处都充满了悲惨凄
凉的情感，于是作者“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
去”了。

这时正是作者离开国都长安来到这荒僻的南方州郡之时。由
于他在政治上受挫，以及生活上的不习惯。他便寄情于山水，
为摆脱忧郁的心情。此时过于冷清的环境更是让他感到“悄
怆幽邃”，还表达出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整片作品运用了极短的文字，却清晰的记述了作者出游、游
览、返回的全过程。同时寓情于景，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引
起后人的感叹。

小石潭记读后感篇四

后面听老田讲了柳宗元的一些事，我一下子了然于心，原来
柳宗元是个有些悲观的人。也难怪，他明明胸怀大才，却不
被赏识，是真真正正的怀才不遇。柳宗元看到无人问津的`小



石潭，就联想起自己的遭遇，这才有了后面的“四面竹树环
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
居，乃记之而去。”

试问如果柳宗元是一个不那么悲观反而是个十分乐观的人呢？
这一句这一种心情是否还会出现在《小石潭记》中呢？情况
可能会两样。

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即使有一点点，那个乐观的柳宗元充
其量也只会稍稍表达一下遗憾之情，而不会悲观至极。有时
候，人的悲观或乐观，会对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与其悲观地
沉湎于过去那些伤心之事上，不如乐观地去面对未来的未知。

柳宗元确实有才，但过于悲观，四十多岁就抱郁而终，真的
很遗憾。以此类推，世上的人世上的事如意者会有多少？恐
怕一定不会太多，如果大家都像柳宗元那样悲观地沉溺其中，
而不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只会让自己更难受。倒不如坦然面
对，眼光不要老是朝后看，而是向前看，这样才会看到未来
和希望。

让我们都做一个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吧。心态好才是真
的好，很多人的幸福生活，不在于他事业有多成功，不在于
他拥有多少金钱，就在于他有个好心态。

小石潭记读后感篇五

一位落魄失意的文人坐在一潭清幽的池水边，望着幽深的池
底，思考着自己的处境。这便是《小石潭记》给我们呈现的
画面。不久之前还是出身贵族的豪门子弟，还是革新运动中
的'政治先锋，还是朝廷之中的精英人物。转眼间就成了一位
被贬出这为的失意者，成了一位流浪在外的流浪者，成了这
位静坐池旁的迷茫者。虽然说中国上下五千年中的被贬的人
数不胜数，但要说落差如此之大的就不多了。



也许柳宗元也在问自己为何会被贬，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的
境地，人们凭什么能把我赶出朝廷，我明明实在消除腐败，
净化朝廷怎么就错了呢?但无奈的是，皇帝一声令下，谁都留
不住他，更没有人赶入皇帝作对，谁都改变不了这残酷的现
实。

于是柳宗元便踏上了新的征途，他不断的地调整心态，通过
描写山水来寄托感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写出《永州八
记》，也写出了《小石潭记》。他尽管不在朝廷办公，但是
他却用自己的文字，向世人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内心的感受
和人生的感悟，也像世人展示了他那颗在逆境中成长的心，
还有他那对于身世坎坷，世事莫测，仕途险恶的感慨。而这
潭池水，不管有多大的动荡与波澜，最终都会归于平静，再
以它那平静的面貌存在着。也许我们的心就应该这样，虽然
外界的事情我们无法预测，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可以被自己所
把握，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的行
为也可以被我们自己所控制。保持一颗坚定的内心，不被外
界所干扰。正如这潭池水一样，不畏波澜，不惧风浪，保持
平静，却又充满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