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朱自清读后感 绿朱自清读后
感(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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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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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朱自清读后感 篇30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二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当我听到这句话，就不禁想到
朱自清的散文《憎》，作者在文章中细腻地刻画了社会的冷
漠，文中这样写道：“……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围着
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
而弛缓……”“……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
残忍……”“……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
地看着默了的我……”文章的字里行间，深深地流露出作者
对社会的冷漠，感到无奈和怜惜之情。

何谓冷漠？即冷比冰水，令人不寒而栗！

纵观当今，社会上确有冷漠：油罐车不慎翻车漏油，周边村
民争先恐后上前哄抢，置受重伤的司机安危于不顾。歹徒光
天化日下抢劫，在场上百人目睹抢劫，竟无人出手援助……
这些血淋淋的事例无不令人深思。

谁人不知？冷漠令人丧失真情，真情泯灭会有“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真情泯灭会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真情泯灭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真情泯灭会
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由此可见，没有
真情的社会是如何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呼唤——真情永存！

范文（通用3篇）当阅读完一本名著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
享的东西，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千
万不能认为读后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编收集......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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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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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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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六

阳光暖暖的，洒在那个木质书架上。打开窗子，才发觉春来
了，那片明媚的阳光照耀在那本《森林报·春》上，随手拿
起一看，整本书也似乎洋溢着春的气息，便入迷地看了起来。

植物们也在作者的`笔下描写得生动、风趣而准确，这样不仅
不会感到枯燥，还会学到许多知识。知道一些动植物的生活
习性和气象知识看似渺小，其实不是的，将来，我们长大后，
森林，湖泊，等地方都是由我们管理，我们就成为了它们的
主人，如果不知道一些常识，怎能好好管理呢?想到这，我如
梦初醒，顿时明白了了解自然是多么重要。

但作者维·比安基之所以能写出这么细致地描写出春天里，
森林中的变化以及生物们的活动，是因为他在平日里注意观
察，并且很耐心地研究一切，最终得出结论。

这个自然很大，有着无穷无尽的秘密藏在里面，它们往往藏



在一步一草一木中，只要你怀着一颗好奇而真诚的心，认真
钻研，耐心观察，相信，一定会有新发现和新结论。只要你
坚持下去，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位大自然的有心人。

仔细观察，你们会发现，大自然中的环境不断地被破坏，人
类都在无视自然，不断开采自然，其实，科学家都正在通过
从大自然中的汲取，才能利用它们为人类造福，所以，我们
要保护大自然，多种植物树木……这样，我们的家园才会更
美丽，空气更加新鲜。

《森林报》之春，谢谢你，在2019年的春天遇见你，遇见最
美的绿色。

春朱自清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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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六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来说，今日的辛勤耕耘与播种
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毕业考试的'优秀和未来学习的坚实基
础。六年级下学期复习是重点，有同学以为复习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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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